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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聊军校校园人和事

■本期观察 徐钰喆

经过一番唇枪舌剑，唐浩然成为

战友们公认的“最佳辩手”。

4月上旬，在国防科技大学军事

基础教育学院组织的强军辩论赛中，

作为反方二辩的唐浩然面对正方辩手

的步步紧逼，思路清晰、进退有度，应

答时妙语连珠，反问时一语中的……

其实，面对各方代表队的一众好

手，首次参赛的唐浩然一开始有些信

心不足。在20多天的强化训练中，陪

练对他“贴身辅导”，专家对他“无情挑

剔”，辩词修改工作常常进行到凌晨一

两点。

了解唐浩然的人都知道，他是一

个认准目标不服输的人。为弥补反应

速度的不足，他主动给自己“开小灶”，

通过模拟比赛摸索辩题的突破点，钻

进图书馆“啃”下上千条论据素材。

宝剑锋从磨砺出。唐浩然坚信：训

练和比赛不仅能提高理性思维能力，更

培养了团队精神和拼搏精神，这也是将

来迈向第一任职岗位最宝贵的财富。

辩 手

身着迷彩服、手握麦克风，高畅衍

是这支火遍校园的乐队主唱。

5月中旬，在国防科技大学“校园

之星”才艺展示大赛的舞台上，“空调

不连wifi”乐队用一曲富有浓郁草原

特色的蒙语歌曲《未给额吉寄出的信》

惊艳全场，学员高畅衍凭借独特的蒙

古族唱法，斩获声乐类二等奖。

高畅衍与乐队结缘，是刚下连那

会儿。作为连队的文艺骨干，高畅衍

改编的一曲摇滚歌曲给战友们注入了

“强心剂”，也吸引了队里几位酷爱乐

器的学员。几个年轻人像是对暗号一

样，扬起食指和小拇指，做出“金属礼”

的手势，高畅衍知道，他们的梦想从此

交汇在了一起。

缺少乐器、缺乏专业指导、合练时

间不足……但他们创作的热情从未被

浇灭。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乐队，终于

走进了官兵的视线。

每个人心中，或许都有一首最好的

歌，但在高畅衍心里，最好的那一首，永

远都是和伙伴一起演奏的那一曲。

（本组稿件由宋威、陈逸凡提供资

料）

主 唱

作为翻译团队的一员，马雨则在军

事外交的大舞台上，演绎着精彩青春。

前不久，在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

系学院组织的模拟联合国大会上，学

员马雨则担任主要翻译工作，还有联

络沟通、会议记录、文件归档等工作，

每一项都能事无巨细安排妥当、出色

完成。

可谁能想到，刚开始担任翻译时，

马雨则也有过怯场。2016年，马雨则参

与执行第七届香山论坛的迎外工作。

第一次受领口译任务，面对不同肤色的

陌生面孔，马雨则的嗓子里就像塞着一

块铅，支支吾吾半天，才从牙缝中挤出

几句不完整的话，在场的外宾们听得一

头雾水。还是在战友的提示下，马雨则

结结巴巴地完成了自己的“首秀”。

从那时起，马雨则下定决心要打个

“翻身仗”：每天早上他都会拿出单词本

背一小时，晚上睡觉前也要读几篇外语

论文，课余时间经常缠着外教寻求指点。

“我首先是一名军人，其次才是一

名翻译。”马雨则的这句口头禅，映照

着他和战友们奋斗的身影。

翻 译

尊敬的党支部：

马上就要毕业分配了，作为军校学

员，我们的人生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面临抉择，每个人都有迷茫、犹豫，但随

着时间的一天天临近，我感受到了内心

的召唤，那个声音逐渐清晰：我申请毕

业后，到基层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

要的地方去。

4年的军校生活，强健了我们的体

魄，增长了我们的知识，磨砺了我们的

意志。踏上毕业这条新起跑线，此时此

刻，作为一名革命军人，我们更应该急

国家之所急，想军队之所想，做承重墙

中的一块红砖，用自己的身躯顶起祖国

的蓝天。

我们有幸赶上了一个好时代，一个

干事创业的时代，广阔天地任我们驰

骋，我们将大有可为。尤其是这次来到

高原驻训，我更明白了军人的价值和意

义所在，好男儿志在四方，是雄鹰就应

该搏击远方。我不愿意平淡度日，也不

想碌碌无为，艰苦算不得什么，我要在

“三到”岗位上挥洒自己的青春，将热血

融进强军事业的洪流，将梦想根植于强

军大道的沃土。

今天和平的国际环境，离不开边

疆稳固，离不开一线官兵的枕戈待旦，

离不开扎根高山戈壁的隐姓埋名。驻

训的这段时间里，我看到了场站官兵

们黝黑的脸、粗糙的手，被他们天下为

家、建功边疆的豪情所鼓舞；也看到了

他们幸福的笑容，更被他们积极乐观、

以苦为乐的精神所打动。献身报国，

男儿本色，我希望毕业后，能像他们一

样，将青春化作一盏灯，照亮强军路上

的风雨兼程！

请组织考虑我的申请！

此致

敬礼！

王志翔

2019年5月

做一只搏击远方的雄鹰

翻越唐古拉山时，透过军列的车

窗玻璃，高原的壮美景致一览无遗。

大家都情不自禁地向窗外远眺，憧憬

着即将到来的驻训生活。此时，空军

工程大学的15名学员正在承受着身

心的“冰火两重天”，一边是内心的

激动，一边是身体的不适。

登车之前，学员姜棣榕一度认为

此次驻训更多的是去体验生活、感受

不一样的青春，甚至隐隐还在为毕业

前能领略一次高原美景而窃喜。

但在7天7夜的进藏旅途中，在

雪域高原的实战练兵中，震撼他的不

仅是群山高耸的西部美景、广袤无垠

的雪域风光，更多的是那一股激荡在

雪山之巅的高原部队军人特有的“精

气神”。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他对

毕业的选择又多了一项答案：到祖国

最艰苦的地方去建功立业。

泰戈尔曾说，因为经历,所以懂

得。一次亲历，抵得上100次教育，

让青年学员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感受风

雨，在风暴的漩涡中去体悟人生，必

定会让他们懂得更多、成熟更快。亲

历过后，他们才能真正懂得高原官兵

的奋斗豪情，才能亲眼看到青藏高原

的现实环境，才能切身体悟边远艰苦

部队的创业空间。无疑，这一趟毕业

“淬火”的亲历，将是他们人生中最

生动的毕业教育。

青春因选择而多彩。不可忽视的

是，那些浩浩荡荡奔赴祖国边疆和边

远艰苦地区的学员们，有些是带着一

腔激情去的，有些是带着复杂心绪做

出的决定，这可能会导致少部分人因

为对艰苦地区认识不足而怨天尤人，

也有人会因为没有得到想象中轰轰烈

烈的生活而失落。

“少年经不得顺境，中年经不得

闲境，晚年经不得逆境。”晚清名臣

曾国藩的一句话，从某种程度上道出

了人在十字路口时应有的态度。少年

心事当拿云，在青年时期远离浮华、

投身艰苦，无疑是一种更富进取精神

的选择。但做出这样的选择，并不是

一件易事，创造一个机会，让青年人

在经历中目光更高远、步履更从容，

就显得尤为重要。

某种程度上讲，毕业选择才是军

校四年真正的“成人礼”。我们渴望

颜色不一样的烟火，但青春只有一

次，敢于向梦想看齐，才真正迈出了

通往胸中日月的第一步。南风轻送，

骊歌响起，当年轻的你背上远走的

“行囊”，里面装满的是亲历艰苦的记

忆和大展宏图的梦想。

有一种遇见，一眼凝眸，便是永

恒；有一种选择，经历过后，更加坚

定。在毕业季播种新希望，我们期

待，你的起点站是母校，下一站是梦

想。

因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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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

入藏前的7天7夜，

是不断成长的黑夜与白

天

听说要去西藏驻训，学员王志翔
第一个报了名。

专业成绩前40%、体能联考全部达
标……15个入藏指标吸引了300多名满
足条件的学员前来报名。医院体检、
成绩排序、综合衡量……一路过关斩
将，王志翔终于拿到了“入场券”。

与王志翔一样，还有 14 名优秀
学 员 获 得 了 这 份 珍 贵 的 “ 毕 业 礼
物”。进藏之前，他们集中前往广
州，与空军通信某旅进行 3天的训练
和装车准备。

转眼到了启程的日子，带队队长
李景观带来了“坏消息”：发往西藏的
军列，行程要 7天 7夜，15个人只分到
了 8张卧铺票。

李景观原本想把难熬的硬座分配
给担任骨干的学员，不承想这“苦
差”成了大家争抢的位置。“大家一起
经历了 4年风雨，为同学战友吃点苦算
不了什么。”王志翔说。

通往世界屋脊的行程有 6000 多公
里，从穿越大半个中国的军列下来，
不少学员的脚肿得几乎快塞不进作战
靴了，却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

每一个站点下车检查维护，是大
家每天的“必修课”。学员们跟着士官
班长巡查装备，用双脚丈量整列火
车，每一根缆绳、每一颗铆钉都要仔
细察看。学员付豪数过，22节车厢来
回穿梭得走近千米。

水天相连，一望无边，列车驶过
青海湖，温度骤然进入冬天，指甲盖
大的雪花拼命从门缝往车厢里钻，学
员们相互簇拥在一起，大学 4年，大家
第一次如此紧密地拥抱。

穿越唐古拉山时，大家初次体会
了高原反应的威力，嘴唇显出缺氧的

紫青色。但一听到“全体注意，下车
紧固装备！”学员们的热情就沸腾了。
“一！二！三！”大家手提肩扛，合力
举起沉重的紧固器。

列车徐徐驶向雪山，天空越来越
近，随着一声悠长的汽笛声，学员们
入藏了。

嚼口馒头喘口气，

用双手搭建起“最高”

的阵地

还没来得及看清营区的大门，驻
训学员便被拉进了场站宿营。

入藏第一夜是最难熬的，终于有了
安稳的床，学员们却怎么也睡不着：耳
畔是呼啸的风声，头顶是浩瀚的星河，
高原反应袭来，突突的心跳声撞击着耳
膜，咳嗽声像会传染一样此起彼伏。

刚来的头两天，有时嚼口馒头都
要喘口气。但来不及等到高原反应缓
解，学员们就要在布满坚石的戈壁滩
上开辟阵地。大伙儿气喘吁吁地扛着
工具，镐头砸在光秃秃的地上，只迸
出火花却不见痕迹。

学员们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入
藏驻训，可不能让驻地官兵瞧不起！
尽管强烈的紫外线和干燥的空气让所
有人都褪了几层皮，清一色的“高原
红”爬上了学员的脸颊，但队员们硬
是用盖满水泡和老茧的双手一点点将
营区外那片荒芜的戈壁打造成了设施
齐全的“新家园”。

短短 9天时间，从加固路面、搭建
营房、架设围栏到扛水泥、挖水沟，
一条条电缆深埋在高原的土石中，听
着帐篷外五星红旗猎猎作响，大家成
就感“爆棚”。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迅速适应高
原，学员姜棣榕从不吃辣，面对辣味
十足的前送饭菜，队长特许他每餐可
离开驻训地回营区吃，可他却主动放
弃了这项“特权”：“毕业去了部队哪

有那么多选择？要么适应要么被淘
汰。”即便被辣得直跳脚，他也坚持和
大家在一起。

高原的恶劣环境不断刷新着学员
们的认知。一次学员吴红盛和教员来
磊去内场考察装备，明明刚才还是大
晴天，一场突如其来的沙尘暴瞬间将
二人吞噬，靠着辨认不远处雷达天线
模糊的轮廓，他们一路摸索才躲进了
雷达操作间。相互对视，两人仿佛变
成了“土人”。

尽管艰苦，学员们还是找到了
自得其乐的窍门：在离蓝天最近的
地方投篮，在空气稀薄的高原练健
美，戈壁滩上有寻不尽的奇石，学
员们自己调油漆“纯手工”打造阵
地文化墙……高原上的种种乐趣不
断地被大家开发出来。“把雪域高原
当作自己的家，再艰苦的条件也就
不算什么。”学员刘思凡在笔记本记
下了这样一句话。

无垠的高原还给学员李金虎带来
了灵感。他发现，在高原的特殊环境
下，平常训练时最皮实的装备也常常
“趴窝”“卡壳”，不是油机打不着就是
数据链不通。面对设备结冰、油管炸
裂等高原装备的“常见病”，李金虎确
定了自己的毕业设计方向——高原环
境中短波通信作战问题研究。

最美的毕业答卷，

写 在 离 梦 想 最 近 的 地

方

“战机航向改变，立即启用 B点进
行通信补盲……”学员张润泽神情严
肃，有条不紊地启动某型对空通信
车。与场站官兵同住同训近一周，这
套操作流程他早已烂熟于心，几十个
开关旋钮操作准确无误。

在驻训单位的装备考核中， 15
名学员按照各自专业，分散到各个
装备台站，请经验丰富的驻地官兵

当“主考官”，一对一考核。最后，
大家都以全优的成绩为驻训画上了
圆满的句号。

成绩的取得源自平时的付出。每
天训练不管多晚结束，李景观都要邀
请驻地官兵给学员们开“反思会”。
“天线架设时绞索为什么卡了壳”“微
波接力的链接掉线问题在哪儿”……
随着实际操作中遇到的问题被逐个解
答，学员们的心也渐渐走出象牙塔。
“我能给班长讲清雷达的信号是怎

么产生的，但班长们却能告诉我屏幕
上的噪点哪些是山哪些是营房。”学员
司佳佳在“反思会”上说道。褪掉身
上的“书生气”，多来一点“硝烟
味”，这是他给这次驻训定下的小目
标。

让学员们敬服的，除了驻地官兵
丰富的经验，还有无私的奉献精神。

入藏前，每次上光纤熔接实验
课，学员付志峰都心有余悸。教员曾
反复告诫，比头发丝还细的光纤如果
扎进手里，根本找不出来，只能连肉
一块挖掉。在高原上，一次光纤突发
故障，同行的部队士官蒋伟来不及做
防护就提着熔接机冲了上去，付志峰
刚想提醒，蒋班长早已接好一根。“时
间分秒必争，平时不怕掉肉，打仗才
不会丢命。”举起满是伤痕的双手，蒋
伟对付志峰说。

亲手架设天线、亲身铺设地网、
亲力操作装备，和比自己年长经验丰
富的老班长们同吃同住同训练……学
员们学到了很多。

每当看到自己负责保障通信导航
的战机在眼前起飞，在祖国的高原像
雄鹰般翱翔，带队的教员余旺盛都会
和学员们一起紧握拳头，彼此递上一
个自豪的眼神。

站在自己亲手搭建的国旗台下，
在离梦想最近的地方，15名学员庄严
宣誓：“我自愿到基层去，到边疆去，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23天西
藏“淬火”，15份“三到”申请，仰望
蔚蓝的天空，铿锵誓言写入他们的毕
业答卷。

15份来自雪域高原的毕业答卷
■陈 卓 夏凌云 袁启迪

毕业季①

高原实习

目光犀利，出手利落，抽出故障模块，几乎毫不犹豫地
将组件替换完成，雷达报警指示消除。短短 30秒，大四学
员吴红盛就将某型导航装备的故障排除，赢得部队官兵的
一片掌声……

海拔 4000 米，空气稀薄，苍穹似乎触手可及。毕业前

夕，西藏某演训场，空军工程大学信息与导航学院的 15名
优秀学员在雪域高原与部队官兵同吃同住、同演同训。与
20多天前刚入藏时相比，这 15名雪域高原的特殊“来客”那
黝黑的脸庞、粗糙的手掌和 15份申请书，诉说着他们毕业
前成长的心路历程。

在青藏高原上抡镐头，考验的不仅仅是体

力。几天下来，学员们手上盖满水泡和老茧，

强烈的紫外线和干燥的空气让所有人都褪了

几层皮。然而，站在自己亲手搭建的高原阵

地上，大家成就感“爆棚”。

23天西藏驻训，15份申请书，学员们面对

国旗庄严宣誓，将誓言写入毕业答卷。

黄学文、袁启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