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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话题：习主席在五四青年节

时寄语青年：广大青年既是追梦者，

也是圆梦人。追梦需要激情和理想，

圆梦需要奋斗和奉献。广大青年应该

在奋斗中释放青春激情、追逐青春理

想，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为民族

复兴铺路架桥，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

每 一 个 军 校 学 子 都 是 时 代 音

符，每一个青年梦想都汇聚着时代

光芒，奋斗的青春最美丽，让我们

一同走进军校校园，听听校园网上

的奋斗感言——

★十八九岁的我们，怀揣着儿时
的从军梦，带着父母的期盼来到军

校 。 起 初 ， 我 听 到 “ 负 重 ” 就 想

逃，想到“约束”就厌烦。如今，

就算流血我也不会畏惧，规律的军

校作息我已适应，可以自信地说我

是一名军人……我相信，终有一天，

我们可以用奋斗的青春来证明，我们

定会成为优秀的军人。 @罗诗洋

★初来军校时，我百般不适，告
别了飘飘长发，剪成齐耳短发；会幻

想有一种药，可以治好我的思乡病，

让我和爸妈好好撒个娇；会期待泡个

病号，让我倒在尘土飞扬的跑道上，

不去思考自己当初的抉择是不是热血

冲顶的胡闹……可是，奋斗的青春让

我的收获连自己都吓了一跳：烈日骄

阳下我笔直的身影不动不摇，前倒的

瞬间没有一丝属于女孩子的胆小，战

术场上的石块泥泞都不会对我的前进

影响分毫。奋斗的青春多么美好，我

永远为自己的选择骄傲。 @栗森阳

★清晨，号角响起，我在百米跑
道上奔跑。上午，硝烟弥漫，我隐藏

在窗下一动不动。为了“人质”安

全，我必须在开门的瞬间将“恐怖分

子”制伏。夕阳西下，影子从矮墙被

拉向高板，400米障碍场上，我汗如雨

下，哪怕再进步0.5秒也让我开心。晚

上9点，我坐在学习桌前，保存好画了

一周的作战勤务略图，打开笔记本写

下：青春美好，我愿将它装扮得五彩

斑斓。 @程晨阳

★我今年32岁，兵龄14年，经历
了机关基层的锤炼，体会了官兵的酸

甜苦辣。30岁时立志学习信息化技

术，今年有幸考取了信息化研究专业

研究生。我知道，30岁起步晚了一

点，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但我的目

标却无比坚定。因为我相信，青春是

向着目标的奔跑，奔跑不停，青春不

逝。 @莫因坐井忘观天

★45天的野外训练，没有周末、
没有假期，冷时瑟瑟发抖，热时汗流

浃背，每天都有新任务、新情况、新

挑战。不间断的训练让我疲惫不堪，

日复一日的训练让我收获不断：第一

次火炮雷达联动的惊奇，第一次完整

处置空情的自豪，第一次得到导演组

肯定的喜悦……辛勤的付出总会有丰

厚的回报，面对呼啸而过的靶机，我

也能自信地指挥全连：长点射，放！

@孙 睿

（朱桁冈整理）

校园网上的“青春寄语”

天微微亮，他睁开眼，穿戴好携行
装具，先把通信线路维护技能的训练笔
记挨个看一遍。紧接着，他跑到训练场
进行热身。

一个月以来，作为训练尖子，学员
林伟洋每天都是班里起得最早的人。

林伟洋如此努力，是为了备战国防
科技大学即将举行的“精武杯”比武竞
赛。在他看来，这场比武竞赛的难度和
挑战都是空前的——2天时间，10个竞
赛项目，全部都是在实战背景下进行。

同林伟洋一样，感受到巨大压力的
还有 600余名参赛学员。面对这张实战
化“考卷”，学员们都想一展身手，得到
高分。

“一次攀登”惹出的争议——

真的就只是“爬高”吗

初夏，微风拂过草场。清晨淡淡的
白雾为心理行为训练场蒙上了一层细
纱，协作攀登项目即将展开，赛场气氛
格外紧张。

某学员队是夺冠大热门，曾在前期
训练中攀登出 16秒的好成绩。出发前，
他们显得胸有成竹。
“嘟——”伴随着一声哨响，队员们

支撑、跳跃、拉送、攀登动作一气呵成，
矫健的身姿赢得观赛人员阵阵喝彩。

然而，成绩公布时，出乎大家意料：
他们成绩无效。

原来，清晨尚未散尽的露水导致
高墙墙面湿滑，为了能够尽快翻越高
墙，队员们在攀登过程中用胶鞋尽力
卡住墙面的缝隙以增大摩擦、提高速
度。有两名队员不慎卡掉了鞋子，被
裁判组认定为装具携带不全而取消
成绩。

无独有偶，另一组参赛选手在比赛
过程中因为大声呼喊也被判犯规扣分。
“不就是‘爬个高’吗？大声呼喊也

要扣分吗？这也太吹毛求疵了！”一些
参赛队员找到教员申诉。

“攀登的目的是完成战斗任务，但
如果连自己都保护不了，还谈何战斗？
掉一只鞋子，大声呼喊，这些行为在战
场中后果将是致命的！”教员张博严厉
地说。

在随后的 400 米障碍和渡海登岛
400米障碍比赛中，该队参赛学员谨记
教训，跨越障碍迅速果断，携行装具完
好无损。冲过终点的那一刻，他们赢得
了阵阵掌声。

“一根鞋带”带来的教训——

绊住我们的是什么

对于学员冀晨来说，“精武杯”是一
次漂亮的“翻身仗”。

在军事技能综合作业竞赛中，冀晨
熟练组装轻武器，灵活越过障碍，匍匐、
跃进，最终准确命中目标，名列小组第
一。

然而，一周前，她却因“一根鞋带”
吃了亏。

那次训练，她在跃进时突然身体失
衡，摔倒在地，从第一变成了最后一名。

造成冀晨“马失前蹄”的原因很简
单：她踩到了自己迷彩胶鞋的鞋带。
“平时爬战术、过障碍，训练了那么

多次都没出过问题，想不到关键时刻败
在了一根鞋带上……”对此，冀晨懊悔
不已。
“一根鞋带”成了“绊脚绳”，确实是

意外。但如果是在战场上，摔倒了还有
机会再爬起来吗？

比武场上，学员孟庆治的表现则让
他自己感到失望。
“犯规！犯规！犯规！”战术投弹竞

赛现场，面对裁判急促的警告，孟庆治
有些不解。
“投弹之前和之后都必须躲在遮蔽

物后……”裁判喊道。原来，战术投弹
的目的是考验学员们投弹精准度，但前
提是确保自身安全。
“如果是在战场上，你能保证自己

还活着吗？不进行自我隐蔽，会被敌人
的枪炮击伤甚至击亡，哪还有投弹的机
会？”裁判一连串的发问让孟庆治面红
耳赤。

关键时刻，到底是什么“绊”住了我
们？
“既是战场思维，更是忧患意识！

战场上，任何细节都会被无限放大，如
果不能一切从实战出发，到真正打仗
时，一根小小的鞋带也会让我们满盘皆
输。”基地领导如是说。

“一场失利”引发的思考——

少一个人意味着什么

“预备，开始！”随着发令员一声令
下，3组队员快速出发，直奔 5公里武装
越野的终点。

左挎包、右水壶、个人战斗装具子弹
袋，再加一把95式自动步枪，某学员队6
名参赛队员一马当先冲在最前面。

然而，比赛当天杨絮纷飞，再加上
自身有着严重的鼻炎，队员陈田园距离
终点 2公里时呼吸开始紊乱，渐渐掉下
队来。

这可怎么办？眼看后面的几支队
伍步步逼近，领队贾浩有些着急。
“要不我们先往前冲，让他在后面

缓一缓吧，我们的目标可是要拿下第一
名！”有人提议。
“不行！不能抛下任何一名战友！”

没有过多犹豫，贾浩招呼队友卸下陈田

园的装具并背在自己身上。在最后
800米时，贾浩又分担了另一名队友肖
子贤的装具，一个人带着 3支步枪和战
友们一同冲过终点。此时，他们已是本
组比赛中总用时最长的一支队伍。

当裁判宣布成绩时，他们却并不是
最后一名。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经过讨论，比赛决定取每队
最后一名成绩作为本队最终成绩。“团
体赛看中的是团队的协作能力，战场
上你们就是一个战斗班组，少了哪一
名成员都会影响整体战斗力水平，这
也是我们本场比赛的一个关键点。”赛
后，体能组裁判长吴潇男向参赛队员
解释说，大多数队伍选择了让体能尖
子冲在最前面，体能较差的往往独自
一人最后到达终点。这样固然能够缩
短团队总用时，但在战场上意味着战
斗力的缺失。

打破以总成绩用时最短定胜负的
“老规矩”，是本次“精武杯”向实战聚焦
的又一个缩影。

不仅如此，他们还将战术技巧、班
组互助等多方面内容纳入成绩标准。
“真、难、严、实”这 4个字在此次比武竞
赛中彰显得淋漓尽致，也让学员们切身
感受到了“实战氛围”。
“基地举办‘精武杯’军事体能与技

能比武竞赛，是推进训练与实战一体化
的重要举措，也是贴近部队、贴近实战
培养人才的重要抓手。”基地领导说，教
学只有离实战近些、再近些，才能有效
提升学员们的综合素质，更好地满足部
队战斗力建设需要。

战场是最无情的考官
—直击国防科技大学信息通信学院试验训练基地“精武杯”比武竞赛

■阳 恒 赵镜然 任鑫田

铿锵激昂的军旅音乐，始终与人

民军队的艰苦奋斗和辉煌征程同频共

振，鼓舞、激励、温暖、哺育了一代代官

兵。

战争年代，诞生在战场上的革命

战歌号召群众参军，严明军规军纪，

弘扬英勇战斗精神，谱写军民团结佳

话……它们既是鼓舞爱国志士浴血

沙场的精神食粮，也是人民军队前赴

后继、救国救民的真实写照。和平时

期，军歌更像人们了解军营的一扇窗

口，折射着军人群体的内心世界，歌颂

着他们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军人

贴心的精神伴侣。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着眼推

进强军事业、建设世界一流军队，鲜明

提出“打造强军文化”。军旅音乐作为

强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外化形

式，是部队官兵传承红色基因、培塑优

良作风、滋养血性因子的精神沃土，是

吹响强军兴军时代最强音的先锋号。

新时代，军旅音乐在习近平强军思

想的指引下创新发展为强军文化。军

队院校必须深刻洞察以强军文化铸魂

育人的时代之需、事业之需和使命之

需，培植深厚的校园文化底蕴，增强学

员的政治自觉和文化自觉，提升学员的

理想信念和品德境界；以强烈的文化自

信砥砺学员树立正确价值观和打赢导

向，担当起新的文化使命。

坚持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核心。

建设强军文化是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

部分，必须体现军队的性质宗旨，体现

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军队院

校着眼强军开展音乐文化教育，必须鲜

明立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精神旗帜，牢固确立习近平强军

思想指导地位，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领

导权，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利用

音乐文化鼓舞士气、弘扬武德、塑造形

象，积极引导学员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念、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在强军实践

中不断坚定政治信念、传承光荣传统和

优良作风，培育战斗精神。

坚持服务战斗力。“以武为植，以文

为种。”战争是物质力量的对抗，更是精

神力量的较量。院校利用音乐文化开

展教育和文化活动，要以培育和加强学

员练兵备战意识为根本目标，立足新时

代人民军队新使命和强军实践新要求，

突出反映应对现代化、信息化、智能化

未来战争的紧迫性和残酷性，以生动的

艺术形式增强官兵召之能战、战之必胜

的坚定信念。同时，要把强军文化渗透

进入学员学习、训练和日常生活，在点

滴中激励学员不断提升过硬的打仗和

带兵本领，培养学员思战谋战的忧患意

识、岗位竞争的危机意识和提升能力的

学习意识，让学员在学习训练中始终保

持高昂的战斗意志。

坚持创新与传统相结合。探索

运用丰富的传播方式和组织形式拓

展强军音乐文化的影响渠道，提升学

员备战意识、文化修养和审美鉴赏

力。开展主题歌咏比赛，传唱红色经

典，歌咏时代榜样，引导学员传承红

色基因，学习军歌中蕴含的传统和精

神，利用移动互联网实现网上直播、

线下学唱。在互联网时代思想文化

交流交融的大背景下，不断增强强军

文化的表现力、吸引力、感染力，激发

学员担当强军新使命的豪气、锐气。

开展军旅音乐词曲创作活动，鼓励学

员结合校园生活自主原创，提高官兵

对强军主旋律的思想认同和创新自

觉，打造一批高格调、高品位、高水准

的特色强军音乐文化，激发军人职业

的自豪感、建功立业的成就感和精忠

报国的责任感。同时，保持和发扬人

民军队传唱军旅音乐的光荣传统，坚

持饭前、点名和训练间隙唱军歌，大

型集会拉军歌，把弘扬强军音乐文化

精髓的行动自觉融进生活。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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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还
记得大一刚报到时那个烈日炎炎的中午，
随着宿舍门口一句响亮的问候，拥有“完
美身高”、快把整个门框占满的陈琦，就这
样第一次亮相在我们面前。
“陈琦快来，这柜子太沉了，帮我搬

一下。”“到！为人民服务！”“陈琦忙吗？
学 习 室 需 要 你 ！”“ 到 ！ 为 人 民 服
务！”……忙碌的日子里，陈琦就是我们
队里的活雷锋，毫无怨言地帮助所有人。

起初，陈琦睡在我下铺。后来，我被
选为学员骨干，需要住下铺。当时，陈琦看
出了我不好意思开口，二话没说直接把自
己的被褥扔上去，登着扶梯弄得床吱吱响，
一翻屁股坐在我旁边。他用调戏的眼神看
着愣怔的我说：“兄弟，上面我包场了，你可
以麻溜下去了。”当时，我竟一句话也说不
出来。至今，我还欠着他那句“谢谢”。

每个休息日，大家最期待陈琦出
现——他自愿担任队里的义务快递
员。“号外，号外，您的快递已安全抵达，
请速来认领。”远远听到陈琦浑厚的声
音，长廊的另一端他高大的身体推着小
车一个宿舍一个宿舍地喊着。每当看到
快件准确无误地送到同学们手里，他总
会扶一扶挂在高挺鼻梁上的眼镜，然后
报以一个令人踏实的微笑。

一次，我路过操场，看到陈琦在跑

步。我没有打扰他，而是在一旁静静地看
着这个衣服早已湿透的小伙儿。记得那天
微风怡人，透过他的衣服鼓成一片“帆”，我
能接收到一种明亮和昂扬的精神。

一次体能训练后，我们都累趴在操场
上。陈琦挪到我的身旁突然问：“毕业后，
我们多久才会见面？”我顿时哽住，因为我
没办法回答，于是赶忙转移话题地问道：
“你对以后有憧憬吗？”他摘下眼镜，眼里荡
漾着微光看向远方说：“出了这个院墙，我
希望依然保持本真，然后成为更好的我。”

我没再说话，静静地望着天空。在
我心里他永远是那个令人温暖、踏实的
陈琦。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无声无息的

你……”如今天各一方,躺在床上每每听
到这首歌，我总是忍不住会想那个睡在
我上铺的兄弟。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王天佑

青春记忆

利剑刺苍穹
“预备——放!”沙尘扬，火

光闪，大地颤动，耳中轰鸣。四

年军校砺剑，只为今朝亮剑。

心中澎湃，誓言回响：这片土地

有我在，誓将青春献国防！

徐文瀚、陶华祥摄于陆军

炮兵防空兵学院某实弹射击演

练现场

课堂离战场有多远

聚焦院校实战化教学

上图：女学员进行战术投弹比赛。 徐 影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