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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学员说

军校吧

畅聊军校校园人和事

■本期观察 陈 帅

天穹之上满月高悬，又是一年元

宵佳节。我抬头望望天上的月亮，想

象着此刻的南京夫子庙秦淮河一定是

遍地华灯闪耀，心里不禁有点失落。

早早就听说我们支队要担负灯

会安保任务，我满心欢喜，盼着能有

机会一睹繁华喜庆的灯会风采。没

想到，我们特战大队的任务是守在驻

地备勤。正月十五是灯会最热闹的

一晚，而我却距离秦淮河“十万八千

里”。

休息时间，看到同批的新排长发

了一条动态消息：“这溢彩流光，我来

守护！”并配上了一张灯会现场的照

片。“呵！真是漂亮！”看着别人的朋

友圈，我心里除了羡慕还是羡慕。

要说这一切的根源，都是我“自作

自受”，谁让自己当初非挤破了脑袋要

来“特战”呢？

“你咋选了机动支队？”毕业选岗

结束后，几乎每个人都要问我这个问

题。大家都表示看不懂我的“操作”。

“放着那么多岗位不选，非要去‘机

动’，这么靠前的学分排名简直浪费

了。”我心里笑他们不懂鸿鹄之志——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特战尖兵。

临近毕业的一个晚上，月亮很圆、

很亮。走在学院的小路上，我忍不住

抬头看着月亮，畅想着自己身着特战

服的英姿飒爽，感到梦想近在眼前，

未来一片光明！

然而，梦想被击碎只用了不到一

个月。来到中队当天，我就碰上了全

支队拉动。大队长抽查小队长对人

员携装的熟悉情况，我支支吾吾半

天，啥也说不出来，结果自然是一顿

“山呼海啸”。回到营区，中队长的脸

黑得好像我老家那口大铁锅。他看

了我一眼，却没有多说什么。羞愧、

委屈、后悔……各种情绪在我心里翻

涌。

之后 ，训练场上我又接连“翻

车”：第一次全中队十公里测试，本想

“一战成名”，结果跑了倒数几名；技

能课目训练，发现中队练的我全都没

学过，自己学过的人家全都用不着；

更可气的是，好多装备器材我连名字

都对不上。

又一个月圆之夜，我独自黑灯坐

在学习室，皎洁的月光照在身上，我

真想把几个月前的自己拉过来，大骂

一顿。也是那晚，母亲给我连线视

频：“儿子，在新单位怎么样？我听人

家说你那单位训练苦，你可要照顾好

自己……”听着母亲的唠叨，看着她

关切的眼神，我把所有牢骚抱怨全都

硬按回心里，挤出笑容说：“我在单位

好着呢！这点训练轻松摆平！”挂了

电话，我抬头看着月亮，眼泪流了下

来。也是在那个晚上，我“对月发

誓”，一定要在特战大队混出个样。

“排长，你想家吗？”坐在我旁边

的战士俊杰用胳膊肘碰了碰我，把我

的思绪拉了回来。

“想啊，你呢？”

“做梦都在想，都两年没回家了，

不过现在我还不能回家，因为有更重

要的事要做。”俊杰拍了拍手中的枪，

笑了。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不知是

从什么地方飘来《月亮代表我的心》

熟悉的旋律。我想，要是有人问我对

特战的感情，我也会用这首歌来回

答。

月光下，想象着秦淮河畔游人如

织，想象着那一片灯火辉煌，想象着

故乡的亲人与我望着相同的月色。

军装在身，注定我们的职责是守护。

为什么加入特战，不就是为了在这一

刻守护一座城市的繁华吗？

“家乡的父母，也有一群和我一样

的年轻人在默默守卫着。”这样想着，

我拿起手机，发了一条朋友圈：这团

圆时刻，我来守护。

配图，是一个大大的满月。

（迮方宁晨整理）

月亮代表我的心
■贾 伟

“摸不透”的较真劲

——“军事教员就该

把细节做到极致”

冬日的南昌阴雨连绵，寒风裹挟着
雨滴，从陆军步兵学院的演训场上呼啸
而过。在几近零摄氏度的风雨中，有个
身影正在深一脚浅一脚地艰辛跋涉
着。从早到晚，为次日特战队员比武预
备的 50多个点位被他一个一个确认正
常完好之后，再小心翼翼地放回原位。

黝黑的面庞、布满老茧的双手，很
难将这个身影和大学教授、全军战斗技
能首席专家联系在一起。

他就是朱淑清，“雨中之行”只是他
作为军事教员的一次“日常巡逻”。虽
然身为教授，可是他常年一身迷彩，作
训鞋每年都要穿坏好几双。
“一定要去实地看一看，把参赛队

员可能走过的路都蹚一遍，我才能放
心。”朱淑清说，军事教员就该把细节
做到极致，就得跋山涉水，和野外环境
打交道, 条件越是恶劣才越能接近真实
战场、越能掌握现地第一手资料。

学院军政基础系里流传着这么一
句话，“千万不要和老朱比较真”。作为
全军各项比武竞赛的“挑梁”负责人，刚
接触这项工作的时候，老朱可碰了不少
软“钉子”。“隔行如隔山”，可是作为主
裁，要是在某一竞赛领域是个“外行”，
说话的分量就会大打折扣。特别是讨
论方案的时候，朱淑清提出的意见往往
遭遇专业教员逐字逐句的“挑刺”。“外
行不懂瞎指挥”，这可让老朱坐不住了，
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跨专业这座山给
“挖”通了。

为了提高自己非本专业的军事技
能水平，朱淑清大量查阅国内外军事比
武资料给自己“加油充电”。从年初到
年尾，专业资料翻烂了几大本，学习笔
记记了十几册，红蓝相间的批注写满了
一行又一行，办公室的灯光亮了一夜又

一夜……直到现在，他的妻子一听到
“比武”两个字还是直摇头，因为一到有
比武的时候，朱淑清从来没有在凌晨以
前回过家。

就是靠着这股子较真劲儿，朱淑清
慢慢将自己打造成了跨专业的“百科全
书”。竞赛环节如何科学设置、课目转
换如何确保安全，每一项他都驾轻就
熟、如数家珍。不少部队指挥员都对他
挑起大拇指，“服了”。

“摸不透”的怪脾气

——“暴风雨”变成了

“表扬信”

“勇士杯”竞赛中的一个晚上，朱淑
清接到申诉电话，两支参赛队申请补打
夜间射击课目，理由是突如其来的大雨
对考核成绩造成了影响。由于不可抗

力的突发天气原因影响了发挥，很多单
位都认为为了考核公平，重考一次理所
应当。不料，看似合理的要求却遭到一
口回绝。朱淑清的解释是：比赛规则明
确规定“除人为因素干扰，均不予复
试”。

不少人对朱淑清的第一印象是：不
像教授像“老兵”。赛场上的他常年挂
着一副不苟言笑的“扑克脸”，活生生一
个让人摸不透脾气的怪老头，让人觉得
少言寡语、不近人情的同时，不敢生出
半点套近乎、走后门的侥幸心理。

去年 9月，朱淑清率领团队受邀观
摩“精武杯”竞赛。一到赛场，朱淑清不
坐观摩台，而是直奔考核点，趁着比赛
间隙与裁判、参赛队员交流了解情况，
还不时掏出本子记录。现场不少人看
见他一边记录一边眉头紧锁，心中暗
想：完了，老朱这么仔细地记录，赛后交
流会上准少不了一阵“暴风雨”。结果，
暴风雨没等来，等来的却是一封“表扬
信”。会上，朱淑清说，“这一次竞赛让
我受教良多，特别是在场地选择和优化
组织流程上，有些方法是我们以前没有

想到的……”
大伙儿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朱淑清

挑的是自己的“刺”。队员们通过参赛
练技能，他则是通过观摩砺专业，就是
这样孜孜不倦的学习提高，让朱淑清成
了军事比武竞赛的跨“界”行家。

“摸不透”的进取心

——“唯一不能输的，

就是5000米跑”

临近寒假，大家都在忙着计划出
行，难得清闲的朱淑清却把自己“闷”在
办公室里。上学期的工作总结、新学期
的教学方向，都是他给自己布置的“假
期作业”。

新的一年，朱淑清又开始策划下一
届“精武”军事比武竞赛。别人说只需
把方案稍作完善即可，何必牺牲来之不

易的假期？他却坚持把过去的方案推
倒，准备重新升级打造新一版的“精
武-2019”。朱淑清认为，“比武就是要
一次难过一次，都考一样的，那就没有
意义了。”

一次比武过后，朱淑清发现不少原
本风风火火的参赛官兵，因为感觉“有
劲无处使”而情绪低落。有的战士反映
“曾经紧绷的神经突然放松，感到忽然
找不到前进的方向。”为了尽早攻克“考
后综合征”这个难题，朱淑清立即带领
团队深入调研、查摆问题，寻找体能、技
能、智能和实战的内在联系，有人劝说
朱淑清把这个问题先放—放，从年初到
年尾忙个不停，也该给自己放个假了。
可是朱淑清说：“我自己的事都是小事，
等得；部队练兵是大事，等不得。”通过
近一个月不间断的努力，朱淑清团队完
成了《陆军班(组)战斗技能训练指导手
册》，为官兵从赛场到平时的战斗力“续
航”提供了重要参考。

就是这样一个在工作上不断进取
的“拼命三郎”，却在评功评奖时总打
“退堂鼓”，大伙都说他“做事总往前上，
评功全往后躲”。朱淑清却说：“作为军
事教员，就应该在钻研打仗提升战斗力
上勇于人先，扎根育人受领荣誉时甘为
人后。”

每次一和学员们走上田径场，朱淑
清不服输的“进取心”就冒了出来。“唯
一不能输的，就是 5000 米跑。我是一
名教员，和学员待在一起是我最开心
的。”

朱淑清的这颗“进取心”越来越让
人摸不透。共同秉持着这样一颗“进取
心”，朱淑清及其团队的成绩也在不断
升级换代：
——2014 年“桑赫斯特竞赛”集训

选拔赛，开创国内校际实战竞赛先河；
——“勇士-2015”大赛场地由训

练场移至陌生地域，全程贯穿实战背
景；
——“铁拳-2016”首次采用电子

打卡、战术靶标系统等信息化设备，大
幅提高评判的精度；
——“精武-2018”首次引入院校

学员和特战队员共同参赛，促进院校和
部队互为“磨刀石”……

上图：朱淑清（中）在询问了解参赛

队员的准备情况。

匡大镇摄

“摸不透”的朱淑清
■匡大镇 李振彬 王牧原

戴锋根最爱这张全家福。

1月26日，寒假第一天。陆军边海

防学院乌鲁木齐校区学员戴锋根登上了

开往库尔勒的火车，探望自己的维吾尔

族亲人。

去年7月，维吾尔语专业的戴锋根

来到库尔勒，住进阿不都热依提·赛买提

的家中进行语言实习。3个月的朝夕相

处，让阿不都热依提和老伴爱上了这个

汉族“兵儿子”。

得知戴锋根要来，阿不都热依提一

家像办喜事一样开心。哥哥依明江早早

来到火车站等候，爸爸、妈妈在家中精心

准备着丰盛的午餐。围坐在地毯上，戴

锋根给妈妈盛抓饭、替爸爸拿馓子，冬日

的农家小院充满欢声笑语，全家人一直

热闹到深夜。

转眼几天过去了，戴锋根即将返回

内地家乡。临行前，一家人坐在一起，拍

下了这张珍贵的全家福。

看着大家幸福的笑脸，一股暖意涌上

戴锋根心头——亲人们，明年我还回家！

全家福

新春佳节，大部分军校学员早已在家中和亲人团聚，享受着美好的团圆时

光。可是，还有一群留守学员，他们把与亲人团聚的机会留给了战友，自己在寒

风中，静静守卫着校园。

留守学员是如何度过春节的呢？请跟随他们的画笔，一同感受军校校园里

别样的年味。

于 治、余辰伟、伊 强绘

一杯热粥，让张健在这个严冬的清

晨，温暖了人们回家的路。

2019年寒假，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

院研究生学员张健来到广州，参加北京

市仁爱慈善基金会组织的“奉送爱心粥”

活动。

春节将至，在广州打拼了一年的人

们，陆续踏上返乡的旅程。

“早上好！请喝一杯爱心粥，祝您一

天好心情！”

行色匆匆的路人抬起头，只见一杯

热气腾腾的粥被捧到自己面前，瞬时驱

散了湿冷的晨雾。归心似箭又彼此素不

相识的人们停下急促的脚步，共同享受

着这份温暖。

假期参与志愿活动，是张健多年养

成的习惯。凌晨三点起床熬粥、六点开

车派送、七点上街分发，300份热粥送出

300份深情与祝福。从最初的羞涩到现

在的从容，张健在服务与给予中，收获了

心灵的成长。

一杯粥，一颗心，张健在繁忙的都市

感悟温情。

（本组稿件由王 杰、左一豪、张

鑫提供资料）

爱心粥

灯笼，映红了邓琳曼的面庞。

除夕之夜，新战士邓琳曼与2000名

战友一道，在火箭军士官学校度过了自

己的第一个军营春节。

从未远离过父母的她，盯着福字与

窗花，想起了家乡的年味，心底不禁涌起

一阵失落。看着独自坐在床上的邓琳

曼，班长读懂了新战友的心思。

“曼曼，你去和大家一起挂灯笼吧。”

邓琳曼一步一晃地踩着梯子，爬上

高高的树梢。不是很高的她费力地将灯

笼举过头顶，身边的战友紧紧扶着她的

双腿。“踮踮脚，再踮踮脚！”每个人的目

光都注视着那盏晃动的灯笼。

“挂上啦！”战友们的欢呼，让邓琳曼

仿佛置身家乡，被亲人的温暖包裹着。

火红的灯笼装点了节日的军营，也照亮

了她的笑脸。

对邓琳曼而言，军旅之路才刚刚启

程。她不知道还要度过多少个军营春

节，但为了祖国的安宁与祥和，邓琳曼愿

意一直守下去。

为国守岁，邓琳曼无比自豪。

红灯笼

“300多支参赛队伍，赛场上遇到的临机情况几乎都不相同，成绩
偶然性成分太大，不能说明真实水平……”在三界训练基地，凛冽的
寒风也吹不散比武竞赛议训会上呛人的火药味，不少单位埋怨竞赛
临机变化过多，参赛队员相互考的不一样，成绩不够客观公平，纷纷
要求统一考核内容和标准，“回到同一起跑线上”。

这时,作为大赛仲裁的陆军步兵学院教授朱淑清站了出来，“设
置不一样的临机情况，考的就是指战员的现场反应能力。战场永远
不变的就是永远在变，下次竞赛临机原则还可以更彻底！”他的一席
话让会场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刚才还不服气的带队领导也只好摇摇
头：“老朱的想法真让人‘摸不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