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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兵代职到部队

第一个5公里，天色尚早。远处一

轮红日升起，江水像一面巨大的铜镜，

泛着粼粼波光。大堤上，我们的队伍沉

默疾行，只听到迷彩鞋底摩擦地面的声

响。这一刻，我的思绪飞回到了几个月

前……

“列兵屈莉！”“到！”

今年 3月 31日，我奉命来到东部战
区陆军舟桥某部二营，开始为期 5个月
的当兵代职锻炼。

这是一支在应急抢险任务中屡立
战功的英雄部队。

报到伊始，我摘下上校军衔，换上
“一道拐”，成为六连 4班的一名列兵。
从军 24 载，我当过军校学员、海军翻
译、陆军教员，唯独缺少“战士”经历。
如今，回归“兵之初”对于我来说恰当其
时。因为，近段时间，始终有两个问题
在我心中盘旋：我从何处来？我要往哪
里去？

第一次参加连点名，战友们一开
嗓的歌声把我镇住了：“过得硬的连
队，过得硬的兵，过得硬的思想红彤
彤……”

这歌声，简直可以把天花板掀翻。
我能想象到惊涛骇浪中，他们架桥开
路，用双手高高托举起一个个鲜活的生
命……急难险重任务锻造了钢铁般的
战士，源源流淌的红色血脉铸就了火热
军营。那从胸膛中爆发出的声音，瞬间
唤醒了踯躅不前的我。

18 岁参加高考，我携笔从戎。如
今，24 年过去，望着眼前一张张年轻
的脸庞，我仿佛又看到自己当初的模
样。

点名时，连长郑重其事地看向
我。“屈莉！”“到！”“给大家说几句！”
“是！”我稳了稳神，走到队伍前，敬了
一个军礼之后直抒胸臆：“亲爱的战友
们，就在今天之前，我还是一名普通的
军校教员。此刻，我已经成为一名光
荣的列兵。希望一个月后，我能像你
们一样，唱着激昂的歌曲成为一名真
正的战士！”

第二个5公里，夜幕降临。天空繁

星点点，月光皎洁，深青色的暮霭笼罩

着江面。夜色里，脚下原本平坦的水

泥路似乎变得坎坷起来，部队继续沉

默疾行。只有遇到坑洼时，才能听到

前面战友回头一声低吼：“小心！”我的

脚步开始变得沉重，机械地跟着队伍

向前移动……

还 在 玩“ 抖 音 ”？

NO！看我们玩“抖绳”

只有跟着部队来到训练场，才能真
正理解“重舟二营”中“重”字的含义。

营里装备的共同特质就是“重”——一
个桁架 500 多公斤、一根衡桁 200 多公
斤，连最小的桥板一块也有 75公斤……
这些装备的连接铺设几乎全靠战友们
手抱肩扛。

为了锻炼过人的耐受力，战友们全
力以赴。单杠卷身上、平板支撑、俯卧
撑，每天必练；5000米跑后再来一个 400
米全速冲刺，只能算是热热身。最有趣
的还要数“抖绳”大赛，此“绳”学名“锚
纲”，每根重约 75公斤，要求“选手”双手
各执一“绳”，同时用力抖动，看谁抖动
的波形大、坚持时间长。战友们明明已
经累得胳膊都抬不起来，却争先恐后、
乐此不疲。

每每看到这一幕，我总会嘴角上
扬、眼眶湿润：这是一群多么可爱的
战士！他们被烈日晒得皮肤黝黑，但
个个笑容灿烂、眼神清澈；他们终日
重复着枯燥乏味的训练，但精神饱
满、勇敢顽强。年轻的他们，把“奋
斗”变成了青春的日常。他们见到
我，常常会羞涩地对我咧嘴一笑，唤
声“教员好”。其实，这群战士才是我
的老师。他们用纯粹和质朴教会了我
苦中作乐。

第三个 5公里，身体极限不期而

至。夜风拂面，凉意阵阵袭来，作训服

的前心后背都汗透了。部队依然沉默

疾行。此刻，跟着走，已经成了我的本

能反应。喝两口温开水润润嗓子，喉咙

里滚动出前不久驻训晚会上唱过的旋

律……

那一晚，我秒变“迷

妹”

驻训条件相对艰苦，业余文化生活

比较单调。为给训练鼓劲，一台“战地
晚会”应运而生。

原本以为只是一场自娱自乐的群
众性文化活动，没想到，我们的队伍里
藏龙卧虎。我们这些当兵代职干部也
被点将，表演节目自然是唱“K”。我从
来没有在近千名官兵面前唱过歌，心情
格外激动。当我用颤抖的声音高喊：
“唱歌，我是业余的。但是，我当‘迷妹’
绝对专业。今晚，41 岁的我重回 14
岁！”结果，我点的歌曲成了集体大合
唱，嗨翻全场。

这就是我们基层部队的官兵，他们
从不吝啬更不掩饰自己的情感，活得畅
快淋漓、昂扬达观。

有人说，人的一生充满了选择，去
留之间、取舍之中，考验着智慧，更照鉴
情怀。我的舟桥战友们，没有豪言壮
语，却用标准的队列、优秀的 5000米成
绩、漂亮的门桥作业，践行着一名军人
的使命。我是他们的铁粉“迷妹”，他们
是我学习的榜样。

第四个5公里，极限已过，焕发新的

活力。中途休息时，我听从指导员的建

议，把双脚抬高放松，此刻虽然已经走

了十几公里，居然不觉得脚部酸胀。倘

若不是此次当兵代职，和战友们整日摸

爬滚打在一起，我恐怕没有机会被“基

层”这片沃土悉心滋养，也无法真正走

进官兵的心里……

谢谢你们！我的士

兵兄弟

基层的生活简单到了极致。无论
军官还是士兵，活动区域都是标准的三
点一线——宿舍、食堂、训练场。当我
们这些当兵代职干部被要求一个月内

不得外出时，我几乎瞬间体味到“失去
自由”的焦灼与不适。副营长安慰我：
“过几天就习惯了。”士官长接过话茬：
“一周 5天训练下来，估计您也不会想要
周末外出了。”

果不其然，第一周 5天跟训，从早上
6点起床到晚上 9点半熄灯，除去三餐
和休息时间，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训练
上。到了周六，我一丁点儿走出营门的
欲望都没有，只想猫在宿舍里洗洗衣
服、刷刷手机。

一次跟教导员闲聊，我对南京的各
大标志性建筑如数家珍，教导员居然一
个也不知道。直到我提起新建成的江
苏大剧院，他眼睛一亮，说：“这个地方
我去过！”我立马打趣道：“看来你是个
文青。”他很不好意思地回答：“今年年
初南京下暴雪，我们去那里扫过雪，不
过是半夜去的，天不亮就返回了，完全
没有看清大剧院长啥样……”

这次闲聊以我尴尬的沉默收场。
之所以沉默，是因为我突然发现，自己
虽然已经置身基层，却并不了解身边这
群年轻的官兵；之所以沉默，更是因为
我猛地想起，一位师长曾经的告诫：要
想站稳讲台，必须紧盯官兵的“活思
想”，要用“兵言兵语”讲道理。如今，讲
台上的自己，是否清楚讲台下的学员们
究竟渴求怎样的知识与信息？要想拉
直这个问号，只有俯下身、沉下心，察实
情、动真情，才能真正成为一个“接地
气”的好教员。

5 个月的加钢淬火也许并不能令
我脱胎换骨，却足以帮助我磨砺品性、
找寻差距。真的希望，这 5个月可以过
得慢一点、再慢一点，让我能有足够的
时间融入基层，让我能用最饱满的深
情对士兵兄弟们说一句谢谢，道一声
感激！

当兵150天：一位女教员的“人生拉练”
■屈 莉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

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站在新的历史

起点，军队院校应当如何牢固确立

习近平强军思想在办校治学育人中

的根本指导地位，如何在时代大考中

把准定位、科学布局、攻克难题、担

当作为，是摆在新时代军校人面前的

重大时代课题。

要把握院校办学核心定位。办

学定位决定发展目标、发展方向、

发展途径和发展战略。习主席强调

指出，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这

一重要指示为院校建设把握办学核

心定位标定了根本指向。为此，院

校建设必须始终坚持院校姓军、服

务打赢的本质属性，把谁主谁次、

谁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搞清楚、把

握准、解决好，围绕实战抓教学、

着眼打赢育人才、瞄准战场搞科

研，立足自身条件、积极主动作

为，既借鉴世界一流大学先进经

验，又扎根我军特色军事实践；既

讲学科学术的可比性指标，又讲对

战斗力的贡献指标；既继承和发扬

优良办学传统，又面向未来开拓创

新，瞄准战场、聚焦中心、突出主

业，不断提高院校综合办学实力，

走出一条具有我军特色的内涵式发

展道路。

要统筹教学科研工作布局。教学

科研是支撑院校体系建设的“梁”和

“柱”，必须坚持两个轮子一起转。院

校教学应牢固树立“三个面向”的办

学方针、体系建设的思维理念、紧贴

军事斗争准备和部队建设需求的工作

导向，强化体系思维、搞好体系设

计，更新教学理念、优化教学模式，

打造军事特色鲜明的教学体系、课程

体系、内容体系、评估体系和激励体

系，推动以战领教、抓教为战落到实

处。院校科研应聚力具有优势的传统

领域做大做强，扭住起势良好的新兴

领域抢先布局，紧盯关系未来生存与

发展的关键领域先手经略，聚焦主责

主业搞科研，立足自主创新搞科研，

依托军民融合搞科研，坚持基础研究

与核心关键技术攻关两手抓、两手

硬，勇做科技创新的先行者、领跑者

和主力军。

要破解强校兴校现实问题。坚

持问题导向，既是工作态度，也是

工作方法。面对新情况新矛盾，特

别是高层次人才保留和吸引难的问

题，院校党委一方面应当积极稳妥

地聚焦教研一线需求完善政策机

制，一方面也应教育广大官兵清醒

认识到这些问题都是前进中的问

题、发展中的问题，随着改革深

化，一定会逐步得到解决。国防科

技大学着眼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

量，持续扎实开展“四个大讲”专

题教育，大讲习主席改革强军战略

思想，大讲习主席训词为学校发展

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难得机

遇，大讲“哈军工”优良传统特别

是老一辈的牺牲奉献精神，大讲学

校的美好前景和科技工作者的使命

责任，教育引导官兵树立家国情

怀，矢志知识报国，甘于拼搏奉

献，收到了较好效果。

观操守在利害时，见忠诚于担当

处。当前，院校建设正处在新老观念

的碰撞期、结构重组的转型期、利益

关系的调整期、矛盾问题的凸显期，

领导干部的责任担当显得尤为重要。

院校党委和领导干部应当带头讲政治

顾大局守规矩，带头重事业尽职责强

担当，带头淡名利正风气作奉献，埋

头苦干、真抓实干、紧张快干，以领

导干部的党性、胸怀、格局和气度，

引领和带动强校兴校强势推进、落地

落实,在强军兴军的宏伟征程中交出

合格答卷。

（作者单位：国防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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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机器人？这个问题在学员
谢非脑海里“跑”了一遍又一遍。

常人眼里，机器人是一种通过编
程、可以自动完成一定操作或移动作业
的机械装置。谢非却对机器人有着别
样的理解。

在他看来，机器人是战友，可以在
赛场上与他并肩作战，可以在实验室与
他一起思考，甚至可以在夜晚和他一起
说说悄悄话……
“要达到能说‘悄悄话’的感情可没

那么容易。”谢非的笑容带着几分感激：
一方面得益于“烽火”创新俱乐部这个
平台，另一方面是师生们 4年来日复一
日的思维碰撞与实践积累的结果。

生活就是这么有趣，积累达到一定
程度，可能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火花。
“2018中国工程机器人大赛暨国际

公开赛”现场，谢非和他的“战友”——
机器人“前哨”全新亮相。

正当谢非信心满满地准备与全国
机器人高手大战一场的时候，“前哨”却
怯场了——出现故障，指挥不畅。

咋办？谢非的心绷得紧紧的。他
翻来覆去地把“前哨”看了好一会儿说：
“小伙子！没什么好怕的，我们来一次
金刚变身吧。”

故障排除，“前哨”顺利登场，它以
最快的速度和最优的精度，将 6种不同
颜色的木块准确搬运至指定位置，一举
拿下冠军。

在这场历时 3天的比赛中，陆军工
程大学通信工程学院代表队与来自全
国 355所高校的 1858支队伍同台竞技，
拿下6个一等奖、3个二等奖。
“‘前哨’可是常胜将军，这是它

第 7 次拿冠军了，每一次学员们都会
为它增长新的本领。”指导教员说，像
“前哨”一样的学员机器人作品在该
院层出不穷，这都得益于“烽火”创新
俱乐部培塑学员创新能力的积淀与
积累。
“让知识付诸实践，为学员发展预

留接口，这是该院党委决定建立‘烽火’
创新俱乐部的初衷。”笔者走进该俱乐
部发现，排爆机器人、人形机器人、医疗
机器人等琳琅满目，摆满了整个俱乐
部。墙壁上，俱乐部组织构建、工作制
度、运行流程、历年获奖情况一目了
然。俱乐部成员说，他们的机器人课堂
不仅有“问题式、研讨式、案例式”研究

性教学，更有基于开放实验、小组合作
等形式的学习讨论。

这种开放式的学习交流平台，给了
学员无限的创造活力。学院也以俱乐
部为“创新窗口”，建立教学内容动态更
新机制，不断把部队建设的新需求、战
争准备的新要求引入教材、进入课堂、
带入俱乐部，催生了一批服务部队、聚
焦战场的新成果。

学员关学帅连续两年参加中国医疗
服务机器人大赛。去年，他的“六足机器
人”因能在山地上快速行进而广受关
注。今年，他考虑到城市内机动的需要，
不仅改进了机器人的四轮前进方式，而
且增加了基于“4G信号”的视频传输和
语音控制装置，以此来实现对机器人的
远程口令指挥。
“我们俱乐部创建至今已累计获奖

100余项。”提起这些成果，关学帅自豪
满满。

他的机器人能说“悄悄话”
■张 桦 张 鲁

青春当有热血，抱负当存远大。这
是我从《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这本书
中领悟到的人生道理。

掩卷沉思，我仿佛看到了自己少年
时的模样。进入军校前，我是一名音乐
特长生。高三那年，班主任建议我准备
艺考，多一条选择的道路；身边的亲友也
劝我说保持特长学音乐会更轻松些。可
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因为我心中一直
有个坚定的目标：考军校，像父亲一样，
成为一名光荣的军人。

经过一番苦读，我圆了自己的梦
想，有幸追寻着革命前辈的足迹，从北
京来到了陕西这片深厚宽阔的黄土
地。

新训时学唱军歌，当听到“父亲的一
番话，我浑身添力量，声声叮咛语铿锵，
牢牢记心上”那句歌词时，我的眼泪情不
自禁地流了下来。那一瞬间，我真想扑
回父母的怀里，好好和他们说说新训以
来受的“苦”。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现在回想，
新训的经历何尝不是我成长过程中新
的蜕变和开始。更何况还有一个理由
让我们始终坚持——我们是军人，我
们有属于军人的强烈使命感和荣誉
感。

我依然清晰记得，大一到基层实
习时，第一次以军人的身份过建军节
的情景。那天，我所在的连队举行升
旗仪式，一队即将退伍的老兵在国旗

下唱军歌，那激昂嘹亮的“向前！向
前！向前！”好像一辆驰骋沙场的战
车，迎头撞击我的心脏；那满面纵横的
泪水，好像汹涌的波涛，拍打着我的心
灵。

这些即将退伍的老兵，是什么让
他们对这里有这样的感情？或许，这
就是军人的忠诚和信仰，这就是他们
对国家、对人民深沉的爱。不知不觉，
我的眼眶湿润了。那一刻，我感到一
种从未有过的自豪：我们伟大的祖国
就是由这样一群人守卫着，而我已经
是他们中的一员。

正如当年的知青一样，每一代青年
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今年五四青年
节前，习主席在和北大师生座谈时对青
年提出了殷切希望，勉励青年要把自己
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的人生同
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扎根人民，
奉献国家。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是时代赋
予我们的使命，是人民对我们的期望，更
是我们人生难得的际遇。作为一名军校
学员，我们必将不辱使命、不负重托，热
血燃烧、青春激扬，为实现中国梦、强军
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燃烧热血 激扬青春
■武警工程大学学员 胡益鸣

创新在校园

学员心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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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屈莉(右二)与战士们开心
地聊天；图②：屈莉（右一）向战士了解
全型舟构造；图③：屈莉（左一）参加班
务会。 李晓林摄

这是陆军指挥学院副教授屈莉到东部战区陆军舟桥某部当兵代职150天的一篇体会文章。

150天，一位回归基层“加钢淬火”的军校女教员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和成长变化？一切都在一场20公里的

战斗拉练中得到了确认。

20公里，对身边的战友来说，也许只是一次例行训练；于她而言，却好似重走了二十余年从军路——虽然沿途的风

景一直在变，时而繁华时而荒凉，但初心并未改变；虽然脚下的道路一直在变，时而平坦时而坎坷，但追寻的梦想并未

改变。

150天，有关人生价值的问号被一一拉直，龙腾虎跃的军营给她注入新的活力；20公里，有关前途命运的担忧被悉

数化解，携手并肩的战友为她点亮新的征程——坚定走下去，走出一片江天辽阔，走出一段无悔人生。

——编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