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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 视 线

2004年1月的一天，一个非常普通的
日子。杨利伟、费俊龙、聂海胜、翟志刚、
刘伯明、景海鹏、刘旺、张晓光等中国首批
航天员，在北京一所军校里，从时任校长
张育林将军手中拿到了烫金的毕业证书。

这一刻，这些日后实现中华民族飞
天梦想的天之骄子为这所学校留下了
金色的年轮；这一刻，这所学校也为他
们遨游星空插上了一双“隐形的翅膀”。

这所培养航天英才的军校，就是航天
工程大学，她的前身是成立于1978年6月
17日的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干部学校。

从改革开放的历史节点上诞生，在
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中继往开来。“北
斗”联天下、“天宫”晓万家、“鹊桥”载
“嫦娥”、“悟空”探星河……从这里走出
去的一批批航天英才，不断助推着中国
航天事业的发展。

7次更名，赓续红色

血脉培养航天英才

1978 年 11 月 1日，为适应“两弹一
星”国防事业的迅猛发展，首都最北端
的燕山山脉脚下、风光秀丽的雁栖湖
畔，一座座简陋平房里传来了朗朗读书
声，航天工程大学前身——国防科学技
术委员会干部学校第一期正式开学。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40年来，大
学先后 7次更名，培训任务数次调整，但
是“两弹一星”的血脉精髓不变，培养高
素质航天人才的神圣使命始终不变。

2017年 9月 22日，天舟一号受控离
轨再入大气层，当时学员韩文婧和韩文
婷刚入学不到一个月，看新闻时她俩都
激动得流出了眼泪。
“我们就是冲着‘航天’二字来的。”

韩文婧和韩文婷是一对双胞胎姐妹，她
们分别以 615分和 618分从陕西咸阳考
入航天工程大学。父亲曾在某实验训
练基地当过兵，为“两弹一星”事业继续
作贡献是全家人最大的心愿。

走进校史馆序厅，“两弹一星”元
勋、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钱学森和朱
光亚的半身雕塑金光闪亮，两位科学界
泰斗十分关心学校的建设发展，多次莅
临学校，寄予了殷殷厚望。

一份份耀眼的成绩单，就是流淌在
航天工程大学中的“两弹一星”血脉精
髓的真实写照：
——1993 年某测量船惯导基准码

头动态标校方法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三
等奖；
——2008 年研制空间信息直接支

持任务演示试验系统获得国家科技进
步一等奖；

——2015 年某操控技术与验证任
务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
2018 年，大学第一期“钱学森空间

技术实验班”开始试办，一批从学员中
选拔出的品学兼优、有创新潜质的苗
子，将得到超前培养、重点锻造。

敢为人先，持续创新

攀登航天科研高峰

“轰隆隆！”记者闻声走进大学宇航
科学与技术系实验室，教员石天一正在
控制实验装置进行一次低温燃料火箭
发动机模拟点火试验。
“实验室的低温燃料火箭发动机试

验平台，在全国高校当中首屈一指。”北
京大学博士毕业的石天一说，当年钱学
森以“为祖国创新出能挺直腰杆子的武
器装备”为使命，带队攻关“两弹一星”，
铸起大国神器，作为航天工程大学的一
名教员，他要以“建设航天强国”为使
命，继续决胜高端。

沿着宽阔的甬道向校园深处走，就
能看到国内空天飞行推进新技术领域
首个国家重点实验室——激光推进及

其应用国家重点实验室。
“如果不能面向未来，就可能没有

未来。”这座国家重点实验室从无到有，
经过了近十年发展历程，充分见证了大
学锐意创新的勇气和敢为人先的锐气。
“从事激光推进技术研究，尽管异

常艰难，但这对航天事业发展有重要意
义，我们甘为人梯。”教授洪延姬向记者
介绍，从几个人的课题组发展到几十人
的实验室团队，实验室先后获得了 10余
项国家发明专利。

学校里创新无处不在。今年 4月，
大学举办了第一届校运会，比打破纪录
更让人难忘的是，开幕式上方队前行驶
着由学员自主开发的智能车“举牌小
姐”。去年，该校信息学院 17名本科学
员参加了某国际创新创业大赛，一举夺
得银奖。
“80%的学员都有参加这样比赛的

经历。”某教研室主任唐晓刚说，在学校
里，创新是一种习惯，更是一种责任。

眺望战场，在教学一

线弘扬战斗精神

漫步在校园中，“面向战场、面向

部队、面向未来”12个大字格外引人
注目。
“航天工程大学是一所军校，我们

教职员工的第一身份是战斗员，第一
职责是教打仗。”中国科学院院士庄逢
辰自 1991年调至学校，时刻都把自己
当成一名战斗员。

1993 年冬天，庄老不慎摔倒骨
折。卧床期间，他带伤仔细整理了
用 30 余年积累的液体火箭发动机燃
烧相关资料，完成了我国第一部系
统建立和详细介绍液体火箭发动机
喷雾燃烧的理论、模型及应用的学
术专著。
“战斗精神”传承至今，大学与

部队走得更近，贴得更紧。2012 年，
学校作为军事工作总体单位，牵头承
担某试验任务；2016年，学校指派 10
余人参加某重大演习任务。

今年，习主席向全军发布训令伊
始，学校组织了连续 5昼夜的作战指挥
综合演练，强化教员学员实战意识，提
高作战筹划规划、组织协调、指挥决策
能力。

部队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就培养什
么样的人才。2011 年 6 月，为了培养
部队急需的士官人才，讲师李竞然和
另外 3名教员组成平均年龄不到 30岁
的教学团队，用 2年时间，引进近 10
套设备器材和仿真训练系统，建成 2个

专修室、编写 6本教材，制作配套的网
络课程、案例库、试题库，创建了一
个全新的士官教学专业。他们把一批
批优秀的“军中工匠”送上了部队专
业技术岗位。

走出校园，学员和教员们继续秉
持“教为战、学为战、研为战、练为
战”的理念，一切工作都坚持战斗力
标准，走大漠戈壁、登高山海岛、探
大洋深处，把自己学习和科研成果的
评判权交给部队、交给战场。

军民融合，抢占新

时代航天人才制高点

4 月 24 日，在第三个“中国航天
日”，航天工程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
院士周志鑫获得了“航天基金奖特别
奖”。

周志鑫院士说：“航天是我国科学
发现最活跃、尖端技术最集中、工程
实践最复杂、产业带动最强劲的领域
之一，最有优势、也最为迫切在军民
融合发展上走在前列。”

航天工程大学远处散布着几处繁
忙的建设工地，庞大的重型工程车穿
梭往来，毗邻大学的怀柔科学城正在
火热建设中。

今年，航天工程大学将加快融入
怀柔科学城，通过建立航天领域军民
融合国防科技创新特区工作站，开展
协同创新和联合攻关，延揽更多社会
优秀人才为教学科研服务。

采访当日，周志鑫院士带领机关
人员研究论证大学全面建设，参会
的机关参谋说，大学同怀柔科学城
的 《战 略 合 作 框 架 协 议》 已 经 签
订，参与的空间科学 （国家） 实验
室的论证与建设工作正在按计划进
行中。

目前，从北大、清华等名校聘请
的 优 秀 教 师 已 经 来 到 大 学 的 课 堂
里，设立的“航天奖学金”也已经
启动。“现在航天领域你追我赶，航
天人才培养必须打开眼界、更新理
念。”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南松辉说，
大学还将加大选派研究生出国留学
和教员出访力度，拓展人才培养的
国际化视野。
“仰望星空，放飞蔚蓝梦想，太

阳风舞动我们的翅膀，灿烂的星座，
浩瀚的课堂，穿越彩虹之门，奋发向
上……”傍晚时分，校园里响起《航
天工程大学之歌》。正如这首歌中所唱
的那样，从这里走出的新一代学员必
将创造一个精彩的明天。

航天工程大学建校40周年之际，本报记者走进这所培养航天英才的军校—

仰望星空，放飞蔚蓝梦想
■本报记者 邹维荣 韩阜业 通讯员 谭 安

这是一条有生命的边界。

阿里高原的严冬时节，陆军边海防

学院乌鲁木齐校区教员程江涛，走进海

拔5500米的扎西岗边防连当兵锻炼。

巡逻车缓缓行进在狮泉河谷，山脊

上斑驳的雪迹向前延伸，在远处连成一

片雪海。零下30℃的低温，稀薄的含

氧量，让初上高原的程江涛饱受折磨。

转过山口，一株红柳突然出现在

程江涛眼前。纤细的枝条，在“生命禁

区”吐露生机。

它叫“先遣柳”。50年前，第一代

驻防官兵种下这株红柳。半个世纪

来，扎西岗的驻防官兵换了一茬又一

茬，“先遣柳”却像永不换防的哨兵，守

卫着边界。

程江涛突然感受到一种力量。注

视着这位无声的战友，程江涛仿佛看到，

雪域高原边境线上那一座座有生命的

界碑。

站在树前，他缓缓举起右拳，向卫

国戍边的先辈许下誓言——守好边

关，做你们的传人！

界

军校吧

畅聊军校校园人和事

■本期观察 陈 帅

40年，物换星移；40年，勇毅前行。

从1978年到2018年，改革开放已整整走过40个春秋。40年，对于一个人来

说，是呱呱坠地到不惑之年的过程；40年，对于中国军校来说，也是不断转型重塑、

涅槃重生的历程。

曾有人说，如果想知道一个国家军队未来是什么样子，到军事院校看看，便能

得到答案。对于中国军校而言，它不仅蕴含着中国军队的今天与明天，更孕育着

中国军队的未来与希望。

历史是一面镜子。纵览人民军队建设史，重视院校建设是我军的优良传统。

从建军初期开办教导队，到创办随营学校；从井冈山的红军学校，到瑞金的红军大

学；从长征途中的“干部团”，到抗战时期的“抗大”，我军始终把办校育人作为建军

治军的重要方略。

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大潮中，我军院校建设和人

才培养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如何加快培养造就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为中国梦

强军梦提供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撑，已成为强军兴军伟大征程中的一项重大课

题。

让我们通过多元化的视角洞察中国军校40年的发展巨变，回望过去，审视今

天，展望未来。

——编 者

孙浩智用独特的方式融入了大海。

10月下旬，陆军装甲兵学院学员

孙浩智在第二届全国兵棋推演大赛

中，与对手展开联合作战背景下的海、

空决战。作为“舰队司令”，在水面舰

艇损失殆尽的不利局面下，孙浩智利

用潜艇成功伏击“敌”主力舰队，最终

赢得冠军。

这是一场艰难的胜利。离开了熟

悉的陆地，对于装甲兵指挥专业的孙

浩智而言，大海，是那么的陌生。

赛前的多少日夜，孙浩智把自己

埋进图书馆。潜艇封锁与反潜、舰队

护航与海上拦截……密密麻麻的笔

记，让曾经陌生的海洋，在他的脑海中

逐渐清晰；上千次的模拟训练，让战友

们都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位陆军学员，

竟变成了“舰长”。

比赛胜利只是一个开始。联合作

战的未来战场，孙浩智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领奖台上，他想大声对自己喊

一句——

大海，我来了！

（本组稿件由申玉耕、马聪刚、王 杰

提供资料）

海

这山，王雪梅愿用一生去丈量。

1995年，刚刚毕业的王雪梅怀着

对导弹事业的热爱，走上了火箭军工

程大学的讲台。从此，她踏上了这座

为之攀登了20余年的山峰。

6次走上高原，担任3种型号导弹

发射的技术总把关，16次发射导弹。10

月31日，央视《军旅人生》栏目报道了

王雪梅的事迹。节目的背后，是她在高

原天路上跋涉数千公里的漫漫征程。

20年，从军校课堂到高原靶场，

高原荒山的飞沙，磨糙了她的双手，也

磨掉了王雪梅的青春。厚重的阵地防

护门虽然沉闷地隔绝了高山之巅的最

后一丝阳光，却从未挡住王雪梅心中

的火种。奔波几十载，她在教学科研

的山峰上，“点燃”了一批又一批执掌

大国长剑的军人灵魂深处的火光。

从校园到山巅，王雪梅用一生去

丈量强军梦想。山，在王雪梅脚下；

她，在山的“心”中。

山

伫立在长城之巅，航天工程大学2018级新学员面向军旗，高举右拳，发出铮铮誓言。 何 一摄

“‘坚韧号’号称新加坡海军‘四大
金刚’之一，是新加坡第一艘完成环球
航行的战舰。今年，我有幸跟随这艘战
舰出海……”11月下旬的一天，在海军
大连舰艇学院某俱乐部演讲比赛现场，
学员王峻霄怀着激动的心情，向战友们
分享几个月前的出海经历。

7月下旬，新加坡海军坦克登陆舰
“坚韧号”从樟宜军港缓缓驶出。王峻
霄与来自英国、澳大利亚、德国等 7个
国家的国际军官、学员，以及 54名新
加坡学员，开启了为期 4周的海上训练
生活。

航程刚过一周，台风“云雀”来
势汹汹，8500 吨重的“坚韧号”在太
平洋上摇晃一度超过 20 度。“遇到那
么强烈的台风，新加坡学员仍然坚
守在战位上。凌晨两点走进驾驶室
时，各战位的值更学员正分别向指
挥官报告情况，没有一点深夜的感
觉。”王峻霄说，他们都是第一次出
海，晕船很严重，却像一个个经验
十足的老兵。

新加坡学员乔伊告诉王峻霄，抗
晕船训练是航海实习考核的一项重要
内容，如果不合格或者成绩靠后他们
将被淘汰。

“新加坡学员有 9个月的在校学习
时间，相当于压缩了我们 4年的学习内
容。在严苛的制度下，他们的紧迫感
和自律意识都特别强，即使是在摇晃
的‘坚韧号’上，他们也常常加班学
习到凌晨，有的学员甚至会在训练间
隙累得站着睡着。”王峻霄说。

新加坡学员沈瑞敏面对严苛的制
度曾经说过：“不论外部环境怎样，总
会有人把事情做得出色！”回国后，当
王峻霄面对新学期的崭新生活时，这
句话给了他很多启发。

航程过半，新方海军决定组织一
次多国联合授课。“新加坡军官将我和
另外几名国际军官编为一组，要求一

周内为全舰随行官兵准备一堂关于珊
瑚海海战的授课。小组负责人、澳大
利亚上尉 Hatters 看似是故意的，将珊
瑚海海战最复杂最难理清的战役部分
分 配 给 我 ， 并 用 怀 疑 的 口 气 问 道
‘Can you do it well？’（你 能 做好
吗？） 那一刻，我斩钉截铁地回答
‘Yes， no problem！’（是 的 ， 没 问
题！）。”王峻霄说。

准备授课的一周里，王峻霄抱着
一堆外文资料看了一遍又一遍，讲稿
推了一稿又一稿。除了值更和训练，
他都扎在桌前，常常熬到深夜。

授课当日，王峻霄自信地站在讲
台上，用一口流利的英语，将珊瑚海

海战用自己的视角进行了深度剖析。
授课结束时，教室里响起热烈掌声。
“坚韧号”一路航行，来自 7个国

家的国际军官、学员越发团结友爱、
互相帮助。一天晚饭后，没有值更任
务的王峻霄照例去学习室自习，1名新
加坡学员坐在海图桌前发呆。原来，
他们第二天要进行舰操绘算测验，可
是这名新加坡学员还没掌握绘图要
领，始终画不精准。

航海专业的王峻霄决定帮助这名
新加坡学员解决困惑。在学习室，他们
一遍遍反复绘算，到新加坡学员掌握全
部要领时已是深夜，王峻霄却感到开心
与满足。第二天，那名新加坡学员顺利

通过测验后第一时间跑到王峻霄面前，
用热烈的拥抱表达感激。

虽然大家来自不同的国家，有时共
同的兴趣爱好却能将距离拉得很近。
“一天就餐时，1名新加坡学员主动

坐到我的身边，让我教他唱中国军歌。
更令我吃惊的是他还会唱许多红歌，很
大方地唱起《黄河大合唱》《游击队之
歌》等。”王峻霄至今难掩激动。

航程近尾声时，要举办一场甲板
送别晚会，7个国家的国际军官、学员
要一起准备一个节目。小组讨论时，
大家竟一致表示要唱一首中国歌曲。
“每天傍晚，我们在甲板上席地而

坐，迎着落日的余晖，面朝大海，用不
同国家的口音愉快地同唱一首中国歌
曲，这个场景我永远无法忘怀。”王峻
霄说。

一路航行，一路收获。告别那
天，不同肤色、不同军装的官兵们拥
抱在一起。“坚韧号”的航行结束了，
但他们各自的航程才刚刚开始。

跟随“坚韧号”出海的那些日子
■张佳宁 马英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