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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名新学员都带

着 自 己 的 梦 想 踏 入 军

校

“面向部队、面向战场、面向未来”
“磨砺刀锋剑气、培育血性虎气”……
刚一走进军校大门，看着楼前悬挂的
宣传标语，听着学长们走队列时高喊
的口号，新学员郭泽华兴奋地攥了攥
拳头，对军校望眼欲穿的他终于品尝
到了成为一名军人的“滋味”。

去年，郭泽华因为高考失利遗憾地
和军校失之交臂。经过一年的埋头苦
学，今年在高考志愿单上他一口气全都
填了军校。问他为什么一定要考军校，
这个身高 1米 85的大男孩挺起胸脯，严
肃地说：“我想来部队历练一下自己。”

和郭泽华抱有同样想法的新学员
还有很多。新生入校不久，一份有关新
学员的思想摸底调查报告显示，有
84.5％ 的 新 学 员 自 愿 报 考 军 校 ，有
17.1％的学员打算读研，希望在航天领
域有所建树。

新学员王朝堃从小就渴望能够穿
上一身挺拔的军装。谁能想到，为了报
考军校，从小懂事听话的他竟和父母拌
起了嘴。原来，王朝堃的父母希望他报
考地方大学，将来有更多的选择。但王
朝堃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一心要圆自
己儿时的梦想。
“如果不考军校，我一定会抱憾终

生。”第一周周末，新训队教导员陈金秋
来到 5班参加班务会，在聊到入伍动机
时，新学员漆思雨坦言，“我不想要那种
一眼就能望到头的生活，我喜欢挑战未
知的人生”。来自成都的新学员蒋婷玮
以高出一本线 116分的成绩考入侦察情
报专业，还没等问她为何报考军校，她
就抢着说：“我就是冲着‘航天’两个字
来的。”

爱好飞行器设计、喜欢天文学、
想近距离接触卫星火箭……在一次次
交流中，学员们吐露的心声让陈金秋
感受颇深，这批“00后”新学员思想
远比他想象的成熟独立，每一名新学
员都是带着自己的选择踏入军营。

军校正在为新学员

准备着一场场特殊的成

人礼

抓起迷彩服泡到水里，倒上洗衣液
使劲揉了揉，拎起来拧干。看着不断滴
水的衣服，新学员李小多心想：应该干
净了吧？她挠了挠头，看到水盆里飘着
的泡泡，好像还没洗干净。谁能想到，
初入军校遇到的第一个难题不是学习
和体能，而是整理内务。

第一天训练结束后，学员回到宿舍
休整待命，新学员冯凯还没等值班员吹
哨便偷偷溜进了洗漱间。结果一声哨
响，吓得冯凯顾不上冲干净身上的泡沫

便赶忙穿上衣服跑去集合。
体能训练跟不上、队列训练打报

告、内务卫生拖后腿……一个个烦恼
在新学员开训的过程中慢慢浮出水
面。

对于从小在蜜罐里长大的“00后”
来说，军校里的一切都是全新的挑战。

一次次因为被子叠不好被批评的
新学员房彦龙终于失去了耐心，他跟室
友抱怨：“我是来学科技知识的，天天趴
在地上压被子算怎么回事？”同寝室已
有两年军龄的战士学员微笑着告诉他：
“你以为是真的压被子啊，这其实是磨
练耐性的过程。没有耐心，别说科研，
你什么事都做不成。”听到这句话后，房
彦龙仿佛开了窍。

小腿抽筋也要坚持踢正步，脚底磨
泡也都咬牙忍耐……新学员剪短了头
发、晒黑了皮肤、磨出了伤口，他们身体
结实了，浑身有劲了，体能成绩也有了
很大提高。
“开始的时候，刚站 5分钟军姿我的

腿就抖得厉害，现在我已经可以坚持 40
分钟了。如果有机会，我想和战士学员
‘PK’一下。”说起自己的变化，女学员
漆思雨感触很深。

宋雨珂是新训期间第一个过生日
的新学员，她从未想过这个没有亲人陪
伴的生日该怎么过。当队长冉玉军为
她切开生日蛋糕、战友们为她唱响生日
快乐歌时，她的眼眶湿润了。宋雨珂噙
着泪水说：“这场特殊的成人礼我一辈
子都不会忘记。”

何止是一次军营生日会，整个新训
生活正像是一场场特殊的成人礼，帮助初

入军营的学员们拉直心中的“十万个问
号”，教会他们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新学员初露峥嵘，努

力在强军的剧本里成为

主角

“一边流泪一边成长，一边磨砺一
边坚强。郁宵，妈妈希望你别忘了给自
己鼓掌！”在新训 7队的中秋晚会上，大
屏幕播放的家长寄语让新学员王郁宵
不禁流下眼泪。这是学员刘沛城为了
晚会精心设计的特别节目，他提前收集
了各位家长留言制作成短视频，让这个
中秋节更有意义。

别看现在满脸阳光，刚入学时刘沛
城却陷入过迷茫。不少新学员对于军校
生活没有清楚的认知，不知道自己要干
什么、能干什么。

发现这一现象后，教导员张德亮和
学员们开了一个座谈会。他发现这些
“00后”学员特长爱好比较广泛，其中有
28人具有书法、绘画、主持等 10余种才
艺，“是金子就让你发光！”他和其他队
干部决定为学员们搭建展现风采的舞
台。

小提琴十级、钢琴八级的新学员蒋
婷玮毫无疑问地成了队里的“文艺担
当”。每次训练结束后，她都会挤出时
间练习军歌、校歌，在第二天训练间隙
分享给战友。得知学校会在元旦举行
文艺汇演的消息后，蒋婷玮兴奋地找到
3个吉他手和鼓手组成了“新生乐队”，

希望在演出中释放“00后”新学员的能
量。她有一个小目标，就是在本科毕业
前能够办一场专场演出，享受一把当
“明星”的感觉。

新学员刘云天热爱读书喜欢写
诗，是个十足的“文艺青年”。然而，
枯燥的队列、体能训练，以及突如其
来的紧急集合让刘云天不禁萌生退
意，不停地想：这到底是不是自己想
要的生活？准备打退堂鼓的他，在参
观校史馆时，被“两弹一星”精神和
“载人航天”精神所感动。看着钱学
森和朱光亚前辈的半身雕像，他重新
鼓起前进的风帆。回到宿舍后，他结
合自身经历写下《梦想即是“北斗”，
青春更需“长征”》诗歌，很快就在大
学强军网发表。

从部队考学的唐帅在基层是一名
新闻报道员，此时他正在用镜头为战友
留下精彩的训练剪影：“我要努力成为
一名学员记者，展现更多的学员风采。”

李小多擅长绘画，为队里设计了队
徽；缪先念爱好书法，主动承担板报任
务；刘云天喜欢钻研科技制作，他的作
品《独立四空间转子引擎》正在申报国
家专利……
“‘00后’学员学习能力强、思想活

跃，一旦潜力被激发，就能不断给我们
带来惊喜。”看到学员们在各个领域展
现出的才能，队长黄志勋对这群新学员
充满更大的期待。

突破了兵之初的瓶颈，新学员正在
发生无声的蜕变。他们在军校这个大
集体里初露峥嵘，努力在强军的剧本里
成为主角。

18岁，带着梦想进军校
■黄春霖

俯卧撑、高抬腿、折返跑……训练场上，王云淞在高
强度的体能训练中挥汗如雨，刚做完一套组合动作的他
此刻正躺在草坪上贪婪地呼吸。9月的太阳依旧毒辣，不
一会儿便晒干了他身上已经湿透的体能服。

一个多月前，新学员王云淞和 400余名战友一同来到

航天工程大学，以全新的面貌、全新的身份走进他们期待
已久的军校。

当青春“成人礼”与时代“接力棒”不期而遇，他们的
军旅第一步将会怎样迈出？让我们聆听航天工程大学
2019级新学员拔节成长的声音。

校园特别关注 我的老师

人这一生，总要遇见许许多多的

人，从陌生到熟悉，再从熟悉回到陌生，

都会占据记忆的空间。

人这一生，总要经历许许多多的

事，从生疏到习惯，再从习惯回到生疏，

都会留下不同的印象。

无论是人还是事，若干年后，都

将变成一种回忆。这种回忆，或许因

触景而生情，或许因历久而弥新，总

之，很美……

今天在收拾书房时，翻出了压在箱

底里的一本剪贴本，它把我又一次带回

到13年前的军校生活，带回到那位戴

着近视眼镜、不善言辞但爱笑、站在三

尺讲台“自带光环”的恩师身边。

2006年，我被保送至原武警沈阳指

挥学院。这对于像我这样出生在藏区

山村没有进过大学校门的藏族青年来

说，是一个天大的喜讯。但这份激动和

喜悦，当时在我心底里没有停留太长时

间，反被忧虑冲淡。连汉语都说不利索

的我能和其他同学一样顺利完成学业

吗？一直到遇见高数老师宫玉禧教授，

我心中的那份焦虑才慢慢散去。

那时，宫老师已经临近退休，我们

有幸成了他的“关门弟子”。在第一堂

高数课上，我被一大堆从未见过、也没

听过的符号，硬生生地变成了课堂上的

局外人。同学们的眼神在黑板上，我的

眼神在地板上，同学们的思维随老师的

智慧在飞舞，我却被由内向外发出的自

卑所包裹，如坐针毡。

我的表情引起了宫老师的关注。

课后，他了解到我的成长经历，对我说：

“孩子，别着急，慢慢来，谁也不是一开

始就会的。只要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

实学习，就没有攻不下的科目，也没有

跨不过去的山。”就在我最卑微、最低谷

的时候，宫老师几句鼓舞的话语、一个

激励的眼神和微笑，成了我当时内心唯

一的支撑。

第二节下课后，宫老师缓缓地走到

我旁边，递给我一张小小的剪报，不善言

辞的他，只是拍拍我的肩，会心一笑，这

才拖着有些驼背的身躯离开了教室。

从那以后的每一节高数课，我都会

收到宫老师特意带给我的“礼物”——

剪报，有时候是几则名人名言，有时候

是一段人生感悟。军校两年，从未间

断。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宫老师才有了

剪报的习惯，还是因为老师本身就有剪

报的习惯，而我只是他众多受益学生中

的一个，但那一张张手掌般大小的纸

条，成了我军校生活中最温暖的慰藉。

除了在精神上给我鼓励外，我的学

习成绩也牵动着宫老师的心。由于我

的数学基础比其他同学差太多，上课就

像听天书，只能自己在课外下功夫。宫

老师知道后，每到休息日就帮我补习基

础数学。极限函数听不懂，就从最基础

的一次函数、二次函数开始；归纳法不

会用，就从最基础的数列开始……也不

知道经历了多少个日夜的补习和重复

练习，我在最终的结业测试中考了78

分。

我们的成绩逐步提升，宫老师的身

体却一天不如一天，血压一直居高不

下。有一天，我看着窗外，宫老师像往

常一样步履沉重地向教学楼走来。还

去不去找宫老师补课？我愈加矛盾。

宫老师仿佛看出了我的心思，依旧笑着

对我说：“孩子，别担心我的身体，人的

生命就像粉笔一样，总有用完的时候，

就看它用在什么地方。我是老师，把所

学的知识传递给学生就是体现我价值

的地方。”

那一刻，我的内心被宫老师温馨的

言语所触动，被一种强大的人格力量和

无私的奉献精神所唤醒。我才发现，老

师本身就是一本“书”，一本值得认真研

读的书，跟着老师补课只是打开这本书

的开始。

回忆之美，是因为往事能够触及内

心深处。离开学校很多年了，但每每回忆

起宫老师给我们上最后一节课的情景，心

里还是五味杂陈。那一天，下课的铃声比

往常更加刺耳，还有点扎心。宫老师一只

手抱着一沓陈旧的授课资料，一只手向同

学们挥手致意。当他走到门口回头凝视

熟悉的讲台时，我的内心深处像被一根针

狠狠地扎了一下，扎得很痛，痛得没敢和

老师对视一眼，更没敢像以前那样送他回

办公室。我只是傻傻地站在原地，看着一

个孤单的身影渐行渐远，承受和体悟一个

熟悉的人远去而带来的疼痛……

回
忆
之
美

■
西
西
玛

在军校的求学生涯中，总

有那么几位老师令你印象深

刻。“学高为师，行正为范”，老

师对学员的成长之路有着特殊

的影响：也许是某一次的辅导

点拨，点亮了求知道路上的明

灯；也许是某一次促膝交谈，解

开了困惑许久的心结；抑或是

毕业分别时，那渐行渐远、却又

令人难以忘怀的背影……

本版新开栏目《我的老

师》，征集你与老师之间的难忘

故事，字数2000字以内。有意

者 可 投 稿 至 邮 箱 zgjxjfjb@

163.com，期待你的来稿。

征稿启事

亲爱的2019级新学员们：

你们好！我是武警西藏总队那曲支

队的一名新排长，在距离你们几千公里

之外、海拔4500米的羌塘草原给你们写

下这封信。

今天，你们可能还在抱怨天上火辣

辣的太阳，但我这里已迎来了初雪。今

天，你们可能还在入学新训的过程中，因

为体能训练上的进步而感到暗自高兴，

而我已经和战士们一起战斗在含氧量不

足内地 50%的那曲——这座世界屋脊

上的高原城市。

两个月前，我坐上从成都开往那曲的

火车，车外的风景从成都平原的高楼大厦

逐渐变成延绵不断的雪山。看着窗外仿

佛触手可及的蓝天，我不禁想起了在书上

看到的一个数字：从上世纪50年代进藏

至今，已有5000多名将士长眠在风雪高

原；想起了这样一句话：进藏的路上，几乎

每一公里都有一个战士的忠魂在守护。

我的思绪随之回到了十几年前……

我是在部队大院长大的孩子，官兵们

战斗在雪域高原的故事给年幼的我留下

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从那时起，高原和军

装就在我心中深深扎下了根。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毕业分配的日

子，我给父亲打了一个电话：“爸，我想去

西藏。”父亲沉默了许久，一句话也没说。

当我背起行囊奔赴西藏的时候，父亲发

来这样一条短信：“既然选择了西藏，就要

干出一番事业。”

初到那曲，这座海拔4500米的城市

就带给我了一份“厚重的见面礼”——7

月刺骨的寒风和持续不断的高原反应。

“习惯了就好。”当晚，中队长给我讲

了一个故事：休假回家时，孩子怯生生地

躲在妻子身后，妻子问孩子爸爸在哪里，

孩子指着手机说爸爸在那里。“当时我的

眼泪一下没忍住，感觉自己亏欠家人太

多。”说着说着，这个脸上满是“高原红”

的七尺男儿眼眶泛红了……

其实不仅是中队长，许多战士的父

母说要来看望，都被拦下了，因为他们知

道，到这个“生命禁区”来一趟，对于已经

年迈的父母来说并不是一场“说走就走

的旅行”……

武装五公里越野，从第一次的拖后

腿到现在的名列前茅；给战士上课，从第

一次的支支吾吾到现在的逐渐上路……

进藏已两个月了，我在适应高原军营

的同时也在思考，初心到底有多重？

在这高原蓝天和雪山映衬的“生命禁

区”，我似乎体会到了初心的重量和忠

诚的含义。

新战友们，“90后”的我们曾被贴上

很多标签，但在高原、边疆、海岛，在祖国座

座军营，我们已经并仍在证明：我们是“强

军的一代”！4年后，当“00后”的你们奔赴

祖国四面八方，相信在新时代强军兴军的

征程中，一定会有更出彩的表现。

此致

敬礼！

新排长 蒋国语

2019年9月22日

捧一颗初心，扎根羌塘草原

成长顾问团

10月 1日，深夜。
印度洋某处海面，中国海军戚继光

舰正在灯火管制中快速航行。舰艏劈
开寂静的洋面，浪花在微弱的月光下隐
隐发白，远方的天际线一片漆黑。

国庆节期间，随舰执行远航实习访
问任务的 300余名海军学员依据计划，
持续紧贴实战开展教学训练，在乘风破
浪的战位上留下拼搏的青春身影。

昏暗的驾驶室里，海军士官学校学
员苏俊旺正在值当夜的“雷达更”。作为
确保战舰安全航行的重要岗位，苏俊旺
稍有不慎就会使舰艇陷入“盲开”险境。

此刻，苏俊旺的双眼正紧紧盯住雷达
屏幕，搜寻前进方向上的碍航目标，实时
测算并上报目标运动要素。黑暗中闪烁
的显示屏令苏俊旺的眼睛酸涩难忍，困意
一阵阵袭来。他掏出风油精，在太阳穴上

使劲抹了两下，继续打起精神观察海况。
这是苏俊旺国庆节期间第一次值

更。雷达班值更表上，他的名字还将在
子夜时段频频出现。
“晚间海况更为复杂，是难得的锻炼

机会。”白天，战友们通过卫星电视收看
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阅兵
式，天安门前将士们整齐的队列、挺拔的
身姿，令苏俊旺与战友们深受鼓舞，纷纷
主动申请当晚见习值更。“在国庆节为祖
国战舰值更，我倍感光荣！”

将身影留在乘风破浪的战位上，已
经成为戚继光舰全体实习学员的自
觉。海军工程大学学员张子健告诉记
者：“战位就是我的课堂。”

前不久，戚继光舰利用航经赤道附
近的特殊地理条件，组织学员连续 4天
开展太阳单线测算训练。

该课目对测算精度要求高、学习难度
较大。第一次训练时，张子健手忙脚乱，成
绩很不理想。“说什么也不能带着疑难上战
场！”从小就不服输的他，利用仅有的休息
时间跑遍了各个舱室，向教员和同学们请
教。海上训练任务紧张，为了不占用战友
们宝贵的时间，他将“大难题”拆分成“小问
题”，分次向大家求教。

功夫不负苦心人。在战友们的帮助
下，张子健经过几天没日没夜的苦练，终
于熟练掌握了相关操作方法。在测算考
核现场，监考教员要求学员在30分钟之内
提交测算数据，张子健仅用时8分钟就完
成了任务，答案分毫不差，令战友们刮目
相看。
“我们的战位，并不仅仅在大海

上。”海军勤务学院学员也在实习中进
一步找到了自己努力的方向。

戚继光舰靠泊东帝汶后，李聪上岸
参与物资补给任务。因为“专业对口”，
本以为能大显身手的他没想到，由于国
内外商品在分类、价格等方面存在较大
差异，他事先精心拟制的采购清单在海
外市场上根本派不上用场。

返回港口，登上舷梯的李聪怅然若
失。走在他身边的舰上军需主任看出了
李聪的“小心思”，当晚把他叫到了自己的
舱室。作为舰务工作经验丰富的“老学
长”，军需主任将自己多年的工作心得毫
无保留地传授给李聪。经过长谈，看着学
长记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李聪心里豁然
开朗。回到住舱，他认真查阅军舰国外补
给采购相关资料，准备在下一次靠港时一
展拳脚。
“这次宝贵经历，为我今后的毕业

任职积累了经验。”在岗位上练兵，在战
位上成长，李聪与戚继光舰上全体实习
学员正在用实际行动，为新中国献上 70
岁生日的祝福。在波涛翻滚的大海上，
这些未来的中国海军指战员，将继续乘
风破浪、逐梦大洋。

身影留在乘风破浪的战位上
■本报记者 林 飞 通讯员 张稳超 黎明宇

第一次和父母分别、

第一次过没有亲人陪伴的

生日、第一次长途拉练磨

出血泡……航天工程大学

的新学员们努力学会在流

泪中成长，在磨砺中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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