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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视线

军校吧

畅聊军校校园人和事

■本期观察 迮方宁晨

新学期伊始，汪晶晶早早地来到教

室，为参赛队员们进行第一节辅导课。

当年，武警工程大学教员汪晶晶

一身戎装，作为武警部队唯一代表站

上了全国科普讲解大赛总决赛的赛

场，以全场最高分获得大赛一等奖，并

荣获“全国十佳科普使者”称号。

有人问汪晶晶成功的秘诀，她总

说，赛场就是战场，任何时候都要有军

人的胆识和气魄，拿出打仗的姿态，倾

尽全力，这也是军人的血性。

摘得大赛桂冠之后，汪晶晶希望通

过自身的实际行动向更多人普及科学

知识、传播科学思想。为此，她积极推

动大学第一届科普讲解大赛。这既是

为参加全国大赛培养人才，也是为了让

更多师生加入到科普讲解的队伍中。

为了实现这个愿望，汪晶晶主动

利用自己的课余时间给学员们辅导，

从修改讲解内容到提炼表达技巧，一

次又一次地不断完善、精益求精。

通过辅导课，汪晶晶为校园的科

普氛围添上了“一把火”。

辅导课

返校即赴驻训地，开课便上演兵场。长途拉练、通过染毒地带、遭遇小股

“敌人”袭扰……这样的开学第一课，好！

徐金鑫、屈凯明绘

“小伙子，给我理一个和你一样的
发型。”3月上旬，在国防科技大学气象
海洋学院组织的学雷锋志愿者活动
上，一位老人拉着学员陈贵林的手说。

从 1992 年开始，这所学院新学期
的思想政治教育第一课，都准时在夫
子庙大成殿广场“开讲”。把学雷锋便
民服务活动作为新学期的第一节实践
课、教育课，不仅是气象海洋学院不成
文的“院规”，更成为一届届师生与当
地群众之间 27年从未间断的“约定”。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这项活动。”

大三学员郭朝刚说，在帮助他人的同
时，我们在这里也收获到了属于自己
的快乐。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雷
锋精神能一直传承下去。

今年，学雷锋志愿者活动实体馆
正式揭牌。作为第一批受邀参观者，
气象海洋学院的学员们纷纷在馆内陈
列的照片、奖牌和锦旗前驻足。
“那不是咱们的教导员吗？这照

片至少得有 15年了吧？”学员徐寅指着

一张照片说道。
“是啊，那时候条件有限，只有两

块板报、几张桌子，如今这里都变成
‘大舞台’了！”教导员蔡荀接过他的
话茬。
“有人调侃学雷锋活动都是一阵

风走过场，但我院师生通过把学雷锋
活动与学员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我
军优良传统教育结合起来，让雷锋精
神在实际行动中‘落户’，成了学院代
代相传的精神财富。”学院领导说。

年年岁岁学雷锋，岁岁年年各不
同。近年来，学院结合专业特色，先后
在活动中增加了气象知识科普、小分
队上门服务等内容，不仅让活动与时
俱进，兼具时代特色和现代气息，同时
也为学员提供了专业展示的平台。

气象咨询服务台前，教员叶芳关
于气象预报的科普讲座吸引许多群众
的驻足围观。“时代在变，大家对雷锋
精神的呼唤没有变，群众对雷锋的期
盼没有变。”叶芳说，通过现场互动，我

们不仅解答了群众疑问，同时，也让学
员们坚定了学好科学知识、提高专业
水平的决心。

活动结束后，学员张梓洋的脸上
洋溢着喜悦之情：“当我看到老人接受
我们帮助时的热泪盈眶，小朋友踮起
脚尖给我们送上‘点赞’贴纸，外国友
人在得到我们帮助后不住地说‘雷锋、
雷锋’时……我感到，能够做群众眼里
的新‘雷锋’，是一件令人无比自豪的
事情。”

师生们的接力传承，得到了社会
各界的广泛认同，成为南京弘扬新时
代雷锋精神的一张城市名片。与此同
时，一届届学员在这里接受雷锋精神
的“第一课”教育，成了弘扬社会正能
量的生力军、排头兵。

这一课，27年从不“违约”
■张添翼 姚建兴

分班分出“联指部”

“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
咱们这个班还真是‘全军’集合！”

战略指挥培训班学员报到第一
天，一张分班表引起了学员们的围
观。根据安排，各大单位的学员混合
编班，开始新学期的学习生活。
“没想到，分班分出个联合作战指

挥部！”一开始学员们还对这样的分班
方式打趣地说道，但很快，学员们就
感到这样的“小改变”带来了蝴蝶效
应般的“大不同”。

研讨课上，大家惊奇地发现，不
同军种在面对同一个问题时，大家解
决问题的侧重和方式各不相同。一些
看似平常的“老问题”，经过混合编班
学员们你一言我一语的“头脑风暴”，
往往能够找到“新角度”，得出不一样
的解决思路。

课堂里升腾的不仅有求知欲，更
有骨子里的求胜欲。学员们把自己当
作本单位的代表，时而奋笔疾书、时
而唇枪舌剑，谁也不甘落后。回到宿
舍，大家谈的仍是如何发挥所在军兵
种的战场优势。“学校为我们预先谋划
了一场联合战役！”他们说。
“这些学员平时就站在我们的位置

上给官兵讲课，他们的理论课该怎么
上？”开学前，副教授孙岩总会在心里
琢磨这个问题。虽然给不少硕士、博
士讲过课，但这一次他的学员，是战
略指挥培训班的高级指挥员们。新学
期，这次不一样的分班给了他灵感：
通过各军兵种之间的交流融合，拉近
教室与未来战场的距离。

为此，他们一改“我讲你听”的
传统模式，通过小班化、互动式教
学，让学员上台讲自己工作中遇到的
难题，再由教员和学员提出解决方
案，让理论课堂在传授知识的同时，
为学员之间交流探索架起桥梁。

驻队碰出“硝烟味”

站在战略指挥培训班宿舍楼门
口，国家安全学院副教授庞宏亮深吸

了一口气。刚开学，庞宏亮就接到了
一个“特殊任务”——打起背包，住
进学员宿舍。
“我曾想过很多打开话题的方

式。”拿到驻队通知后，庞宏亮设计了
不少种“开场白”，但真走到班里，他
还是有些忐忑。因为这个班的学员，
是清一色的将军。

很快，学员们钻研备战打仗的热
情就让庞宏亮忘记了紧张。当自己多
年研究的知识积累与高级指挥员们丰
富的实践经验相汇合时，庞宏亮不仅
顺利融入到学员当中，更获得了来自
军事斗争准备一线的第一手案例资
料。
“其实，备战就是最好的话题。”

有多年驻队经验的教授郭凤海告诉记
者。在大学，师生相互学习、互为榜
样的场景屡见不鲜，让校园里教战研
战的“硝烟味”愈发浓厚。

育良将先育良师。教员驻队仅仅
是一个缩影。新学期，联合作战学院
第一时间组织研究生导师集训；军事

管理学院对新开设的 17门课程进行集
中评课，并邀请院内外专家教授对首
开课程进行集体“会诊”；国际防务学
院开学典礼结束后迅即组织教研集
训、举办教员授课擂台赛……

新学期，国防大学两所学院的院
长率先做出表率：

联合作战学院院长董连山来到政
治学院，以翔实的战史资料和紧贴实
际的解读，为大家作战役理论辅导授
课。

千里之外，联合勤务学院院长李
瑞兴在新学期的课堂上，带着对未来
战场联合勤务工作的思考，为全院师
生上了第一课。

一堂课就是一次动员。两位院
长的授课，让两所学院的师生们感
到了新学期教战研战的强烈信号。
研究生学员刘晓建即将开始毕业论
文调研，听完开学第一课后，他把
调 研 目 的 地 选 在 了 基 层 连 队 ， 他
说：“我要到一线去，在那里完成自
己的毕业论文！”

考核得出“新答案”

“穿体能服，集合！”
听到值班员的口令，刚刚假期归来

的学员杨绍通心里一紧。不容多想，他
和同学们就被拉到了体能考核的现场。
虽然考核通过，但成绩并不理想。
“这次考核给我敲响了警钟。”杨绍

通说，“军人只有打仗和准备打仗两种
状态，我以后再不能开学‘倒时差’！”

当“开学季”变成“考试季”，让
各学院的学员们感到了危机感——院校
不是轻松之地，战场标准就是治学标
准。集中上课、自学辅导教材、查阅文
献资料……刚开学，不少学员就已把自
己的“档期”排满。他们说，开学第一
次考核带来的“棒喝”令自己清醒，

“如何每天‘挤’出更多时间来学习”
成为新学期校园新的热议话题。

深夜，时钟“滴答”的声音清晰
可闻，领导管理与指挥培训班的学习
室里依然有不少“充电”的学员身影。
“抗大先辈在战火中仍不忘学习，

我们有什么理由懈怠？”一些学员坦
言，来到国防大学，是知识的升级，
更是作风的“回炉”。
“当年就是在这里，毛主席要求全党

‘进京赶考’一定要考出好成绩。如今的
我们在备战打仗的道路上，也要考出好成
绩！”联合作战学院政工教研室副教授王
顺风在带领学员前往西柏坡现地教学的
大巴车上，开始了自己的新学期第一课。

让战场作风成为校园新风。教员
们讲战史、话作风，在追寻红色足迹
中坚定备战信念。在中共中央旧址，
一封 150 字的作战命令引起了学员孙
剑的注意，他感慨地说：“正是有了这
样的务实作风，我们才能赢得那么多
伟大战役。我要以革命先辈为榜样，
实打实地练兵备战！”

开学第一课，新风扑面来
■本报特约记者 董 澄 记 者 罗金沐

“假期里，我给自己上了一堂特殊

的‘实践课’。”开学后，在队里的寒假

交流会上，黄帅这样和同学们分享。

上学期，武警工程大学学员黄帅

多次跟随该校军事基础学院讲师、

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蒲元参加了致

敬抗战老兵活动。英雄们的事迹深

深感染了他。

寒假回家，黄帅就立即走访乡里、

寻找老兵，几经周转，他打听到王福田

老人的情况，自费买了慰问品，拜访了

这位抗战老兵。

当黄帅和老人一同唱起战歌时，

89岁的老战士竟掉下热泪，向这个来

访的警校学员竖起大拇指，黄帅庄重

地向老人回敬了一个军礼。

“步入耄耋之年的老英雄讲起曾

经的那段故事时，铿锵有力、往事历历

在目。”黄帅说，英雄应该被铭记，我要

将这种精神传承下去。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黄帅这一

节别样的“实践课”，让自己的心与强

军梦联系得更加紧密。

（本组稿件由张 炜、杜建兵提供

资料）

实践课

在开学体能摸底测试中，高宇航和

他的“517”小分队成绩进步显著，大家

都说这归功于小高开办的“补习课”。

寒假时，武警工程大学学员高宇

航主动申请承担护校任务。为了让护

校生活更有意义，高宇航在自己的

517宿舍成立了体能训练小分队，带

领战友们从基础体能入手，帮助大家

打牢基础、规范动作。

每天凌晨5点起的5000米跑、每

天晚上雷打不动的“三个一百”，田径

跑道、器械大棚、训练场上，都可以看

到高宇航和战友们忙碌的身影。

“对自己要求越严格，对未来就越

有信心。”高宇航说，只有现在不断提

高，走出校门才有能力制胜反恐维稳

一线战场。

成长的道路上荆棘重重。对高宇

航而言，每天进步一点点，就是自己全

力以赴追梦向前的证明。

补习课

“我们离战场有多远？”

当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教授舒健提出这个问题时，联合作战指挥培训班的教室里安静得可以听到

心跳。学员们没有想到，从塞北江南的演兵场走进红山脚下的国防大学，新学期的第一课就敲响了“战场

警钟”。

备战胜战，是军人的永恒使命；教战研战，是军校的核心课题。开学就是开训，意味着把全部精力投

入到打赢下一场战争的准备工作之中。要想让指挥员心中有千军万马，培养指挥员的课堂就必须闻得到

战场硝烟。新学期第一课，从将校军官到青年学员，不同的课程却有着相同的目标——离战场近些、再近

些。
本期策划：开学第一课

新学期伊始，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组织教研骨干创新集训。 闫晓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