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春偶像派

王兆辉，陆军工

程 大 学 训 练 基 地

2019届毕业学员。在校期间担任模拟

工化旅机关政治教育干事，多次被评为

优秀学员，荣立三等功1次。

“到边防去，到最艰苦边远的地方
去，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7
月下旬，在陆军工程大学训练基地毕业
典礼上，一位面庞黝黑、眼神刚毅的学
员，用质朴而铿锵的话语表达了自己扎
根基层、建功边疆的心声。

他叫王兆辉，出生在甘肃静宁县
一个小山村。“在祖国的大西北，有
一种树木叫钻天杨，它树形高耸挺
拔，抗寒抗旱、耐盐碱……”王兆辉

说，从小我就非常喜欢钻天杨，喜欢
钻天杨那种不畏艰苦、奋力成长的精
神。

2008年汶川大地震，王兆辉的家乡
震感也很强烈。五年级的他，在电视上
看到最多的是人民子弟兵奋战在抗震
救灾一线的身影。也是从那时起，从军
报国的理想在他心里开始生根。

由于家境贫寒，王兆辉靠着学校、
老师们的资助才顺利完成学业。2015
年，他以全校第 3名的成绩考入军校，
成了家人和全村的骄傲。
“王兆辉不仅学习好，还是一个乐

于助人的孩子。”教导员陈浩说，读大二
时，王兆辉曾发起过一场爱心募捐活
动。那年，王兆辉的一个学妹罹患白血

病，急需用钱做手术。在他的号召下，
全队战友纷纷伸出援助之手。

时光荏苒，王兆辉的学生生涯即将
画上句号，一场真正的毕业“大考”来
了。
“青年学员 42人，22个艰苦边远地

区……”毕业分配方案到学员队后，教
导员陈浩宣读了岗位分布情况。
“今年的岗位怎么这么‘集中’，艰

苦边远地区占比一半以上。”“对啊，而
且集中在西部边陲。”会后，毕业分配岗
位张贴在学员队公示栏进行公示，学员
们围在公示栏前窃窃私语。
“你们先选，我听组织的！最艰苦的

岗位留给我！”人群中，传出这样一个声
音。大家转头一看，正是全队成绩排名

第一的王兆辉。这让大家颇感意外：按
照规定，王兆辉完全可以优先选择单位。
“我能有今天的成绩离不开组织的

培养，离不开战友们的支持配合帮助，
我很知足。好男儿志在四方，我要像钻
天杨一样，扎根边疆、建功边疆。”王兆
辉坚定地说。
“我去新疆！”“我也愿为祖国守边

关！”在王兆辉的感召下，一大批学员纷
纷写下赴边申请书。仅仅 1天，22封摁
着学员鲜红手印的赴边申请书整齐地
递交到了党支部。

毕业分配命令终于下达了。王兆
辉背起行囊，奔赴新疆军区某团。离校
前，他对着校园里的“开路先锋”雕塑敬
了一个庄严军礼。

王兆辉说，他相信在边疆一定能实
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成长为一棵顶天
立地的参天大树。

“最艰苦的岗位留给我”
■闫继忠 冯旭鑫 云利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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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陆军首期纪委书记培训班
全体同志集结在革命老区安徽金寨马
鬃岭。作为任课教员，我有幸与他们并
肩站在了当地“红军路”的起点上。

从山脚向雾气蒸腾的最高峰望去，
泥泞湿滑的山中栈道蜿蜒曲折，根本看
不到尽头，当地老百姓称之为“天梯”。

带队指挥员一声令下，部队鱼贯出
发。我紧跟着一班向上攀登。没承想，
仅仅往上冲了几百米，我的脚步就不再
轻松，呼吸也不再顺畅。看来，当直线
距离变成海拔高度，道路远没有我们想
象中那么容易征服。

“天梯”果然名不虚传，稍不留神，

横亘在狭窄栈道上的一截粗壮树干险

些把我绊了一个跟头。定了定心神，健

步跨过这截斑驳的树干，仿佛时光倒

流，回到了12年前……

走！往实里走，一步

一个脚印

2007年 6月，博士毕业的我成了一
名军校政治教员。从课桌到讲台，我天
真地认为这一步之遥只需一个转身就可
以轻松逾越。然而，第一次试讲，我就失
手了。教研室主任批评得直截了当：“像
你这样讲课可不行，讲理论太多，联系部
队实际太少……”在外求学多年，我与部
队早已生疏，原本以为可以凭借学历补
齐短板，谁知一出手便铩羽而归。

就在我彷徨的时候，领导的关心、
专家的鼓励、同事的安慰接踵而至，我
冷静地反思，找到了差距所在：身为一
名政治教员，铸魂育人必须向实战聚
焦，只有主动融入部队，才能真正走到
学员心里去！

暂时不能去部队代职，我就主动向
有丰富部队工作经验的领导、教授、同
学了解情况，把从基层来院学习的学员
们视为良师益友，想方设法汲取部队实
践的最新信息，在第一时间将它们充实
进教案。

2008 年 3 月，当我手捧历经 17 次
修改的讲稿走上讲台，看到一张张陌
生却格外亲切的面孔时，作为政治教
员的庄严使命感油然而生。时隔多
年，我依然清晰记得学员们在那次讲
课结束时送给我的掌声，那掌声，是对
一个年轻政治教员最真挚的鼓励，更
是对一名军中园丁最热切的鞭策。那
掌声仿佛有一种魔力，时时萦绕在我
的心头，总能在我遭遇挫折、面临选择
时推动我踏实前行。

行程过半，地势突然变得平缓。此

刻，水清林茂的马鬃岭令人心旷神怡，

仿佛置身世外桃源，我不由得放慢脚

步。“快走！快走！”前面传来学员们的

催促声。有人更是大声喊道：“人到半

山路更陡，不进则退！”

走！往高处走，站稳

一方讲台

“屈教员，下周三在学校吗？我可
能要去南京出差，顺便看看你！”“屈姐，
您上次推荐的书我也买了一本，看完以
后再聊！”我的朋友圈里有两个十分活
跃的“小朋友”——林君和陈赓。我与
这两位90后可以说是“不打不相识”。

2012年春季开学伊始，我承担的专
题《部队指挥员媒体应对》，作为唯一一堂
政治理论课为全院教员做了示范。一时
间，肯定、好评纷至沓来，我兴奋地给导师
打电话，说自己终于“站稳了讲台”。内心
深处的“小骄傲”情绪也是与日俱增——
直到这两位“小朋友”出现。

2016 年的一天，院首长来听我的
课。我铆足了力气希望把最好的状态呈
现出来。正当我口若悬河的时候，一位陆
军中尉突然举手，“教员，我觉得您这种说
法有问题。”从教9年，头一次在课堂上遭
到学员的反驳，居然还当着院长的面。一
时间，我顾不上理性分析这个中尉的观点
正误与否，连说话的声音都变得尖利，只
想着尽快“守住城池”“挽回颜面”……直
到这位学员坐下，我才逐渐找回思路，但
是仍然难掩心中的沮丧与失落。

课后，院长没有苛责我的失态表
现，只是在交谈尾声话锋一转，满脸严
肃地说：“小屈，你是讲媒体应对的，天
天教学员怎么有理有据、有礼有节地面
对不同的声音，怎么自己在课堂上遇到
学员的‘微词’，就沉不住气了呢？你们
政治理论教员更要‘经得住考验、容得
下质疑’啊！”

那位反驳我的学员便是林君。
此后不久，我又认识了陈赓。那天

授课结束，我收拾电脑准备离开，一个
小伙子走上讲台，“教员，我是三班的陈
赓。不知道您对‘沉默的螺旋’有什么
看法？”我迅速在大脑知识库里调取相
关信息。怎奈，搜索结果为“0”。笑容
冻结在我的嘴角，课后热闹的教室瞬间
陷入一片尴尬的寂静。
“实在不好意思，我没有听说过这

个概念。”那一刻，除了据实以告，我想
不出更好的说辞。“没事，教员，我也是
因为不了解才向您请教的。”

从林君到陈赓，这两起课堂上的“意

外事件”对我造成的“撼动”是根本性
的。私下里，已经互加为好友的我总是
称呼他俩为“老师”：是他们叫醒了“感觉
良好”的我，让我常怀对讲台的敬畏之
心；是他们让我学会了享受与学员们的
思维互动、观点交锋，时刻提醒自己查找
短板、笃志力行。

终于清晰地看到顶峰了。此刻的

我腿脚酸痛、汗流浃背，恨不得能手脚

并用往上爬。已经成功登顶的学员们

开始欢呼，那欢呼声仿佛一只巨大的手

臂，拽着我向上攀登。

走！往心里走，走出

一片新天地

走上讲台后，我逐渐理解了“心领
神会”这个词语的深意。特别喜欢在
课堂上一边讲课一边观察学员们的表
情：微笑、颔首、蹙眉……尤其是讲到
比较晦涩的问题时，如果发现学员中
有人眼睛一亮，那真是对自己莫大的
鼓舞。

教学内容的走心势必要求教学形式
的“走新”。军校的课堂连接着未来战场，
军校的政治理论课堂更是不一样的战
场。在这个战场上，法无定法，贵在得法。

有时，这个课堂可以是在演训场
上，例如情境模拟。“请问联合国维和
行动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共产党
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请问，你们所
说 的‘ 人 民 ’，是 否 包 括 世 界 人
民？”……就在刚刚结束的维和部队指
挥员培训班综合演练中，我们的“外媒
记者小分队”突然出现在面临“人质危
机”的维和步兵营指挥员面前，连珠炮
式的问题对每一位受访指挥员都是一
次巨大的能力挑战与心理考验。“屈教
员，您是啥时候组建的记者小分队，我

们居然一点儿都不知道！今天，我可
是被问得直冒汗啊！”学员张晓伟道出
了受访者们的心声，也逗乐了沉浸在
紧张气氛里的“围观群众”。

有时，这个课堂可以是在虚拟演
播室里。去年 10月底，我接到了录制
专题慕课的任务，对我而言这是一次
全新的授课尝试：独自一人置身虚拟
演播室，面对摄像机侃侃而谈，还要
不时在身旁的绿幕上比划几下，这种
授课难度真不亚于专业的无实物表
演。短短 15分钟的视频，我录制了足
足 3个小时，才算达到导演要求。同事
沈教员也承担了录制任务，反复多次
却找不到状态。我立刻奉上自己的心
得——“就像平时在教室里讲课一
样”。这样，我们的面前就不是一台冰
冷的摄像机，而是一双双求知若渴的
眼睛。

有时，这个课堂也可以是在校园
外。例如本次纪委书记培训班，我们就
把党课地点选在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
的地方——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
馆。作为这堂党课的主讲教员，当我讲
述关于那段惨痛记忆的画面时，我看到
站在前排的学员泪光闪闪；当我抨击日
本右翼势力大开历史倒车、否认侵华史
实时，授课现场一片愤怒的沉静；当我
号召大家牢记领袖嘱托、勇挑时代重担
时，学员们个个目光坚毅。那一刻，公
祭广场就像是历史和现实的交汇点，在
这片沉重的土地上，我与大家的心紧紧
联系在一起。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走上讲
台的 12年，幸运的我始终与来自部队一
线的战友携手并肩、同向同行，不畏险
阻、不惧风雨！这份在课堂上结下的情
谊质朴醇厚、历久弥新。

版式设计：迮方宁晨

军校教员，其实很像登山者
■屈 莉

毕业寄语一名普通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员，如何才能做到“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自
律严、人格正”？面对职业生涯的“天梯”，是望而却步还是执着前行？从教十二载，陆军指
挥学院政治工作系副教授屈莉在三尺讲台上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礼赞最美军校人

同学们、同志们：

今天是一个值得铭记和珍藏的日

子。经过几百个日夜的磨砺淬火，你

们即将踏出校门，开启崭新的军旅征

程。这既是你们的毕业典礼，又是你

们的出征仪式。刚才的阅兵式，你们

用铿锵有力的豪迈步伐、昂扬向上的

精神风貌，为军校生活画上了圆满句

号。在此，我代表学院党委和全院官

兵，向你们表示最热烈的祝贺和最美

好的祝愿！

校场点兵，士气飞扬。此刻的场

景，让人不禁感慨万千。40年前，就

在这个地方，你们的前辈——桂林陆

军学院1498名官兵从这片操场宣誓出

征，直奔前线。炮火硝烟中，有873

人立功受奖，45人光荣负伤，7名学

员血染战旗，谱写了军校学子的光辉

篇章。他们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成为

学院史册中最闪亮的一页。

时光再往前追溯，85年前，就在

离这里70公里外的桂北大地，发生了

我军历史上最悲壮、最惨烈的湘江战

役。被称为“绝命后卫师”的红 34

师，在敌人30万大军围追堵截、中央

红军危在旦夕之际，奉命殿后掩护主

力渡江。明知有去无回，全师6000名

官兵坚决执行命令，用血肉之躯抗击

敌人直到弹尽粮绝，几乎全部阵亡。

我到学院任职后，在桂林去的第

一个景点，就是湘江战役纪念馆，看

到年仅29岁的师长陈树湘断肠明志、

气吞山河的壮举禁不住泪流满面，红

军舍生忘死、惊天动地的事迹令人刻

骨铭心、热血澎湃。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

天。”这一条条红色血脉，这一部部精

神史诗，浇铸成了我们脚下的这方热

土。两年前，崭新的陆军特种作战学

院伴随军队院校改革重塑的脚步树旗

桂林，同学们有幸首批来这里学习成

长，浸润英雄的气概，传承先辈的风

骨，为战而练、为战而学，赓续荣

光、不负重托，在新征程上书写新华

章。这正是学院办学的初心，也是你

们的光荣使命。

“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

发。”智能体能技能全面提升，信心决

心 耐 心 全 面 释 放 ， 陆 军 “ 精 武-

2018”勇夺桂冠，练兵比武屡创佳

绩，毕业演习挑战极限，这一幕幕都

见证了你们的芳华岁月和奋斗情怀。

面对毕业去向，你们坚决服从组

织安排，纷纷要求到边疆去、到海岛

去，到练兵备战一线去，到祖国最需

要的地方去。你们能有这样的选择、

担当和情怀，母校深感自豪。有一名

学员跟我说，他从入校之初就坚定戍

边梦想、从未动摇，分配前夕第一个

向党支部递交了去西藏的申请。在

此，我向你以及和你一样主动要求到

祖国最艰苦地方去的同学们致以崇高

的敬意和敬礼！

同学们，你们走出校园后，很快

将迎来新中国70华诞。作为新时代的

革命军人，军校涵养了你们的忠诚品

格，铸就了你们的铮铮铁骨。母校希

望大家无论走到哪里，都要牢记初心

使命，牢记自己是共产党员，是有血

性的新一代特种兵，只要一声令下，

就能利剑出鞘、所向披靡。

出征前，有五句话作为毕业赠言

与大家共勉。

一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

帆济沧海”——置身新时代一定要坚

定理想抱负。100年前的五四运动，

一批有志青年明大义、干大事，“以青

春之我构建青春之中国”，唤醒了国人

救亡图存的抗争精神。今天，你们赶

上了新时代催征的号角，强国梦强军

梦将在你们最年富力强的人生阶段实

现。你们在学院打上的底色，关乎全

军特战部队的气质；你们具备的信念

才华，关乎未来特种作战的成败。作

为关键时候、战略使用的“拳头和尖

刀”，召之即来、战之必胜是你们的终

身使命。希望你们时刻听从党的召

唤，粉身碎骨志更坚，不负一身好武

艺。

二是“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

发于卒伍”——履职新岗位一定要矢

志扎根基层。你们走入部队后，就是

最基层的排长或小队长，这将是你们

军旅生涯中最重要、最难得的“蹲苗

期”，能否当好这个“兵头将尾”，关

系着将来能否成为“栋梁之才”。一名

优秀的指挥员，一定是从基层的沃土

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希望你们热爱基

层、扎根基层，在火热的一线“熔

炉”摔打磨练，以“蜕变之苦”和

“转换之痛”厚实带兵底气，锻造胜战

锐气，尽快实现从学员到合格指挥员

的雏鹰展翅、换羽腾飞。

三是“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

自苦寒来”——面对新挑战一定要练

就过硬本领。特战指挥员是“尖刀上

的锋刃”“群狼中的头狼”。一旦使命

召唤，特种兵就是狂风骤雨，就是霹

雳闪电。舒服安逸永远在昨天，流血

流汗永远在路上。走上新战位，进入

新角色，希望你们继续锻造有我无

敌、用我必胜的胆识，磨砺百折不

挠、九死不悔的毅力，成为单位的

“急先锋”“领头雁”，做到任凭风浪

起、昂首立潮头。

四是“风雨浸衣骨更硬，野菜充

饥志越坚”——踏上新征程一定要勇

于经受挫折。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

空前壮举。“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

山只等闲。”这是何等的胸怀，何等的

英雄气概！二万五千里长征，没有哪

一次苦难能够打垮红军，相反最后都

推动了官兵精神和意志上的一次次升

华。困境使人坚强，困境逼人拼搏，

困境孕育突破，困境创造胜利。只有

在一次次挫折中“不抛弃、不放弃”，

才能铸成“尖兵利刃”。希望你们做命

运的强者，视考验为机遇，化苦难为

力量，淬火成钢、百炼成金。

五是“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

戈马上行”——担当新使命一定要

时刻准备战斗。烽火硝烟从未远

去，对于军人来说，永远只有打仗

和准备打仗两种状态。“哪有什么岁

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负重前

行”。希望你们时刻保持“今夜准备

战斗”的忧患意识，脑子里永远有

任务、眼睛里永远有敌人、肩膀上

永远有责任、胸膛里永远有激情，

时刻准备战斗！

同学们，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

飞。学院“创建一流特战名校”的

战略目标，就是要靠一批又一批能

打仗、有名气的毕业学员来体现。

你们取得的每一份成功、每一个进

步，母校都引为自豪，母校永远关

注着你们，期盼着你们。青春永远

不散场，母校始终在后方，无论你

们逐梦冲锋到哪里，归来之日仍是

特战少年。愿你们在火热的军营奋

楫争先、佳音不断，在战斗的征途

一路凯歌、捷报频传！

出
征
，从
校
园
迈
向
战
场

■
程
伯
福

7月上旬，在陆军指挥学院陆军群联业务培训班上，屈莉在野战指挥所内组织学员召开模拟战时新闻发布会。

李海龙摄

又是一年毕业季，再次迎来

出征时。依依惜别道珍重，殷殷

叮嘱展豪情。在600多名毕业学

子踏出校门之际，陆军特种作战

学院隆重举行毕业典礼，学院政

委程伯福一篇饱含战斗情怀和师

长厚爱的典礼致辞，向毕业学员

致以最深情的送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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