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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观察 申耕钰 产国兵

这是装备课上的生动一幕。

4月中旬的一天，晨曦微露，国防

科技大学电子对抗学院装备场上，教

练勤务营教保战士精彩的天线架设流

程演示，赢得了观摩学员阵阵掌声。

观摩结束后，不少学员跃跃欲试，

争相“过把手瘾”，可未等架天线，在打

地钉上就犯了难——这个课目，不仅

要求号手抡起大锤不偏不倚砸在钉背

中央，地钉的入地角度和深度也大有

讲究。

上士肖顺见状，立刻组织学员集

合，一面示范讲解动作要领，一面悉心

传授操作经验。练习体会阶段，“小教

员”身影来往穿梭，及时纠正痼癖动

作，用最快的时间让学员们初步掌握

打地钉的方法技巧。

身行一例，胜似千言。在其后的

课目中，战士们协助授课教员，对学员

进行点对点帮带，圆满完成了各项教

学训练任务。

全员达标！此时此刻，“小教员”

们颇感欣慰。

手把手

这是老山区里的春晖行动。

5月12日，国防科技大学气象海

洋学院学员韩汝月收到来自大山里的

问候贺卡，看着纸上歪歪扭扭的字迹，

一张张孩子们满带笑容的面孔浮现在

韩汝月脑海，他不由想起3年前第一

次走进山区家访时的情景。

扫视过破损的墙壁和几件陈陋的

家具，韩汝月的目光定格在孩子们纯

洁的双眸上。那一刻，他下定决心要

同战友一道把温暖带进深山。

每逢假期，“春晖小分队”都会

走进大山，捐赠募集来的文具衣物、

为孩子们上课、挨家挨户走访了解

情况……从最初见面时的好奇生疏

到每次离别时的难舍难分，这几年，

山村里流传着无数绿军装与红领巾

的故事，也洋溢着许多温暖深山的

情谊。

“‘春晖行动’永不终结，带领孩子

们走出大山的脚步也永不停歇。”韩汝

月在日记中写道。

面对面

这是光荣院里的温情时分。

晚春的午后，国防科技大学电子

对抗学院学员武蕴璐跟随大家再次

出发来到光荣院。无需带路，他熟

悉地走进老人张圣开的房间，紧握

老人双手：“爷爷您放心，我们就是

您最温暖的陪伴。”

入学初，武蕴璐了解到照顾驻地

光荣院的革命前辈是全院官兵的共

同责任。他毫不犹豫地主动申请加

入到这场持续30余年的爱心活动中。

两年来，每逢节假日武蕴璐和战

友都会来到光荣院，打扫卫生、修理收

音机、为老人剪头发指甲……最后陪

在老人身边，和他们拉家常、听他们讲

红色故事。武蕴璐说：“我们来得多

了，老人们把我们当孩子，我们也把他

们当成了亲人。”

离别时，老人眼眶湿红，紧紧握住

武蕴璐的手不愿松开。武蕴璐也深

知，自己的心早已和老人们紧紧连在

一起，再也分不开。

心连心

初夏时节，热浪扑面。陆军炮兵
防空兵学院毕业联合考核现场，来自
无人机工程专业的百余名改训学员严
阵以待，正在接受考核。
“各操作手就位！”随着一声响亮

口令，由学员刘一凡担任指挥员的战
斗小组迅速奔赴战位，开始了指挥控
制车的架设与撤收课目作业。

开舱门、抬油机、挂扶梯、接线
缆……在刘一凡的沉着指挥下，战斗
小组各司其职、通力协作，动作干净
利索、一气呵成。

听到计时员报出的作业时间，刘
一凡笑容灿烂：这个成绩比优秀标准
还快了32秒。

那一刻，无人机应用系主任张罗
政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一个问题引发一场变革

去年开学初见这些改训学员时，
王常青好似被打了一棒。
“无人机设计时，发动机非常关

键，必须具有较好的功重比。有谁知
道功重比是什么意思？”在博士教员王
常青看来，这是一个十分简单的问
题。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不少改训学
员却一脸茫然。
“专业理论底子这么薄，这课怎么

上？”王常青眉头紧锁。

和王常青有着同样感触的教员不
在少数。教学研讨会上，兵器原理教
研室主任刘发磊说：“一把钥匙打不开
两扇门。改训学员经过 1年任职培训，
有一定的专业功底、指挥技能和自学
能力，必须扬长避短、有的放矢、因
材施教，多讲学员听得懂的课、打仗
用得上的课。”

经过对改训学员以往所学课程和
学习成绩的全面摸底研究，少理论多
应用、少说教多实践、少室内多野外
的教改思路新鲜出炉：一些基础理论
被精简压缩，实装操作、组训管理、
分队指挥等与部队岗位任职密切相关
的内容大幅增加，实践性教学与实战
化训练比重高达70%。
“某无人机队参加跨区机动演习，

由于组装飞机没有严格按照操作规程
进行，飞机机体严重受损，导致保障
无人机飞行失败……”走进无人机装
备训练场，教员张广政正在讲授“机
体组装操作技能和训练方法”。只见他
从事故案例入手，抽丝剥茧一般，把
机体组装操作要点逐一呈现在学员们
眼前。
“取舱盖、取中翼、取尾撑、取

平尾……”要点讲解结束后，无人
机教学示范分队迅速跑到台前，动
作娴熟地开始实装操作示范。坐在
一旁观摩的学员，可以随时发问，
张广政现场作答，时不时还让分队
重新示范。

随后，学员们分成 4 组展开实装
操作练习，张广政和示范分队成员
则穿梭其中，不时进行释疑解惑和
动作纠正，直到学员们弄懂练熟为
止。

教学接近尾声时，张广政别出心
裁地组织了一场比武竞赛，学员们现
学现用，练兵热情又一次被点燃。

“三位一体”破解教学难题

学院无人机模拟训练室内，任务
载荷训练模拟器、战术协同训练模拟
器、飞行训练模拟器等一大批模拟训
练器材陈列其中，学员们正在进行不
同课目的模拟训练。

学员许焱端坐在指挥舱内，时而
击键如飞，时而推动操纵杆。随着他
的操控，无人机在目标空域竟然画出
了一个“山”字。
“无人机飞行操控不过如此嘛！”

正当许焱洋洋得意时，无人机突然脱
离控制，一头栽向地面。“这下完
了！”许焱的心情跌到了谷底。事后分
析原因，原来由于他俯冲按键时间过
长，飞机一下子失去了平衡。
“要按照俯冲、平飞、再俯冲的顺

序依次操作，熟能生巧，你再试试。”
在作战运用教研室主任张明义的指导
和鼓励下，许焱重新走上战位，按照
操作规程，开始了新一轮“飞行”。看
到无人机平稳飞行到目标空域，精确
侦察战场情况后，成功返航落地，许
焱紧张的心才轻松下来。
“即使是模拟训练，也要打起十二

万分精神，来不得半点马虎。否则，
实装操作飞行时，就会酿成大祸！”张
明义对学员们说。

原来，无人机价格昂贵，飞行寿
命有限，学院列装数量少。他们按照
先基础后运用、先技术后战术的思
路，探索建立了模拟训练、替代训
练、实飞训练“三位一体”无人机组

训模式。同时，吸纳学员进入航模俱
乐部，进行无人机飞行操作技能强化
训练，让学员在寓教于乐中快速成长。
“呜……”偌大的操场上，学员司

晓坤正在进行航模飞行。在他的灵巧
操纵下，飞机呼啸升空，时而如大鹏
展翅、直冲云霄，时而似猛虎下山、
俯冲直下，在空中划出了一道道优美
的弧线。
“方案设计新，实用价值高，应用

前景广，为你点赞！”在第六届全国青
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大赛合肥赛区
复赛上，司晓坤精心设计的一款“排
爆先锋”智能排爆无人机赢得评委们
一致认可，荣获一等奖，并作为合肥
赛区智能控制命题大学组唯一代表，
即将奔赴全国总决赛的赛场。

第一堂实飞课从极

限飞行开始

那是一次让学员嘎利巴记忆犹新
的飞行：6架某新型炮兵近程侦察校射
无人机刚列装不久，学院党委就提
出，不仅要迅速组织实飞，还要实现
极限飞行。
“没有实飞，哪有实战？改训学员

的第一堂实飞课，从极限飞行开始！”
院领导的发言掷地有声。

上课时，改训学员们被安排在不
同战位，全程观摩无人机实飞。在飞
行控制、目标捕捉、图像识别等方
面，操作技能精湛的学员马鲜明、何
坤琦等人，有幸被选进了飞行队，和
教员们混合编队、并肩作战，实实在
在过了一把无人机实飞操作的瘾。

“3，2，1,点火！”一声令下，橘红
色的火焰喷射而出，无人机腾空而
起、直冲蓝天。学员嘎利巴的心提到
了嗓子眼：无人机极限飞行，就像把
汽车开到最高时速，风险之大可想而
知。

凝视荧屏上不时跳跃的监控数
据，看到螺旋桨状态良好，发动机工
作稳定，指挥部下达指令：“11区域发
现疑似目标，地面手段无法保障炮兵
射击，无人机务必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侦察定位！”

接到任务，嘎利巴知道：挑战就
在眼前，稍有差池，后果不堪设想。

看着渐渐逼近极限的数值，无人
机似雄鹰振翅，平稳翱翔在蓝天白云
间，按时抵达指定目标空域。
“请迅速报告可疑目标情况！”

指挥部的指令再次传来。教员王涛
立即指示任务设备操作手、学员何
坤琦，根据机载电视图像，迅速研
究判定目标区域的地形、地物及目
标特征。
“15区域，有敌坦克行军纵队，无

人机实施战场监视！”参与飞行控制操
作的马鲜明心里清楚，这意味着无人
机必须实现长航时、不间断的空中监
视，而此时无人机正在逼近极限续航
时间。

当飞行时间远远超出理论续航时
间，完成战场监视任务后，指挥部发
出指令：“任务完成，返航！”

当看到凌空绽放的洁白伞花平稳
降落，嘎利巴擦了擦额头上豆大的汗
珠，长长舒了一口气。虽说自己能把
航模飞机玩得很好，但从来没有飞得
如此跌宕起伏、心惊肉跳。

学员张庚在日记中写道：“能战方
能胜战。敢于挑战极限，才能傲视战
场。”

去年8月，来自 3所院校 5个专业的百余名学员来到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开始改训无人机工程专业—

这一年，梦想在磨砺中放飞
■周燕虎 李荣鹏 汪 韵

“527进入一号靶火箭实弹！”

“可以进入！”伴随密集的无线电交

互，多批某型教练机呈战斗队形低空

掠过滩头靶场。

5月23日，空军石家庄飞行学院

某旅组织飞行学员开展对地攻击实

弹训练。

首批出动的学员马子龙驾驶战

机飞临目标上空，转弯、俯冲、瞄准、

开火、退出……所有动作都由他独立

完成。发射4枚火箭弹后，他又采用

不同俯角进行航炮攻击。随着隆隆

炮声，靶标区域应声炸开。

“以前操作都是在教官指导下完

成。”学员付士豪说，“现在攻击方式

和运用时机都需要我们独立决断，天

空就是我们必须直面的战场。”

李宗徽、刘万立摄

“雏鹰”个人秀

“安全着陆，飞行圆满成功！”某型
近程无人机犹如一只巨大的白色鹰
隼，在指定区域缓缓降落。伴随着发
射阵地上发出的欢呼声，担任指挥员
的副教授李建增紧锁的眉头终于展开
了。

在陆军工程大学石家庄校区“金戈
雄鹰-2019”无人机实战化飞行现场，身
为驯“鹰”人的李建增一直在与时间赛
跑：每天天刚蒙蒙亮，他就匆匆起身，直
奔实飞训练阵地，上午测试装备性能，
下午为学员骨干指导操作规范，晚上加

班进行数据记录和分析工作……
“今年的实飞训练，包括展示 3种机

型 8个架次的接装首飞，以及 1种机型
的夜间首飞。”有着多年实飞经验的李
建增坦言倍感压力：“如果把无人机比
作雄鹰，首飞是否成功，就是‘驯鹰’成
果的直接体现。”

比起“驯”好装备这只“雄鹰”，学
员和年轻教员是李建增更加关注的对
象。在教员张云眼里，李建增指导年
轻教员时总是倾囊相授、有问必答。
为帮助他们能在教学比武中崭露头

角，他常常把自己的办公室当做年轻
教员的试讲堂，为他们加班修改教案
课件，手把手指导课程设计。那年，张
云准备参加“首届全国高等学校青年
教师电子技术基础课程授课竞赛”，没
有经验的她找到李建增后，从形态仪
表到教案编写，李教授不厌其烦地悉
心传授经验。张云也因此荣获了一等
奖。至今，她还一直珍藏着那本详细
记录李建增为她提出每一条教学建议
的笔记本。

近年来，校区接装了一大批新型无

人机装备，李建增了解到还没有相关的
配套教材跟进教学，他立即提出申请，
主动担负起撰写教材的任务。

为保证教材内容科学准确，李建增
每天与装备为伴，认真剖析原理及构
造，多次前往工厂实地求教。经过不懈
努力，李建增所带团队先后成功编写了
《航空侦察技术》《无人机任务载荷概
论》等多套教材，为新型装备教学提供
了有力支撑。

有句话常被李建增挂在嘴边：“像
准备打仗那样准备教学，像钻研打仗那
样钻研理论。”如今的李建增依然每天
身处教学一线。有人问他：“工作了大
半辈子，现在怎么还这么拼？”李建增的
回答简短有力：“这是我奋斗了一辈子
的事业，虽然其中有苦有累，但看到年
轻人的成长进步，我觉得心里踏实！”

驯“ 鹰 ”人
■史泰源 邢 娜 赵 薇

校园特别关注

教员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