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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声音对我

说，你能上学了”

深夜，杨松在自习室打开课本，开
始温习一天的功课。

2016年，杨松高中毕业入伍。在参
与导弹阵地维护与管理的 600多天里，
他在实操技能上把许多同年兵远远甩
在了后头，“考军校、学能耐、当班长”是
这个上等兵的梦想。然而，因为糟糕的
数学成绩，他“落榜”了。看着当初同坐
一节车厢到部队的战友考进军校，杨松
很是失落。

2018 年，眼看又快军考了，连里好
多“二年兵”都报了名。想到拉自己后腿
的文化课，杨松晚上蜷缩在被窝里，使劲
儿捂着嘴，偷偷把眼泪抹在枕头上。

可没想到几天后，连队收到了上级
下发的有关士官学校招生改革试点文
件。这份仿佛为杨松“私人订制”的文
件，让他的眼前又重新透出一片光。
“好像有一个声音对我说，你能上

学了！”难掩内心的激动，杨松第一个
填好报名表，兴冲冲地投入到考学复
习中。
“我们在部队调研中看到，一些战

士文化课成绩一般，但专业操作技能较
强。”对比考生花名册，阵地管理教研室
主任冯宗杰发现，往年阵地管理专业报
考人数只有 40 人出头，今年激增到近
80 人。“改革激发了很多曾经‘不敢考
学、考不上学’的战士报考军校的热情，
扩大了优质生源规模。”

像杨松这样的士官走进军校，校园
里发生了啥变化？

这学期，教授王旭东课堂里的温度
总有些“灼人”的感觉，尤其是答疑环
节。一次，学员朱鹏为了争抢提问机会，
差点和同学红了脸。王教授说：“这批学
员入学前，普遍有一定的专业操作经
验。他们心里装着操作中遇到的各种
问题，在校学习动力和针对性都很强。”

夜色渐浓，学员徐建还蹲在俱乐
部，摆弄着几个塑料瓶子。

入学前，有一次班长带着徐建恢复
中控设备供电，复杂的电路把徐建搞得
晕头转向，接了好几次电源机器都没反
应。班长是连队土生土长的老骨干，精
通操作但表达不佳，吭哧了好半天也没
把原理给他讲明白。

就这样，徐建攒了一肚子的问题
走进学校。这天，王旭东来到办公室，
发现桌上摆着一堆“破烂”：废饮料瓶
拼接起来当风管、破纸箱模拟风机、鞋
带当导线……徐建花了整整 3个晚上，
“土造”了一套模拟阵地通风设备，请
教授讲解电路原理。

看看简陋的“模拟器”，又看看学生
眼里的红血丝，王旭东既想笑又感动。
从那天起，王旭东经常给徐建“开小
灶”，掰直了徐建脑子里一个又一个的
问号。
“2号手，准备排查线路！”这几天，

学校组织战时通风保障课目期末实操
考核，阵地管理实训中心里一场实战
条件下通风保障演练正在进行，徐建

又和“中控设备断电”这个“老冤家”迎
面遭遇。不过这一次，他没有被难
倒。在上百根线路中，他很快排查出
一个断点，切断旧线路更换连接头后，
万用表上的数值立即恢复了正常。听
着耳机中指挥长“通风稳定”的回应，
徐建咧开嘴乐了。

“你们是我带过最

‘累人’的一届”

弯曲的管道，塞满了狭小的动力
间，地下数米深的仿真阵地里，只听到
柴油发动机的嘶吼声。
“看看是不是输油管进气了！”蹲在

发电机组边，教员张文建开始了这周第
16个学时的实操教学。“断电”的阵地一
片漆黑，厚厚的水泥穹顶让身着防护服
的学员们透不过气。

外面北风搅雪，洞库岩壁上的温度
计却已窜到 41℃。“15分钟内如果不能
抢通通风供电，咱们全得闷死！”攥紧手
电筒，张文建喊着指令，指挥学员排查
下一处可能的故障点。
“嗡嗡嗡！”发电机重启的一瞬间，

刺眼的灯光好像朝阳冲破地平线。张
文建揉了揉酸痛的胳膊，长出了一口
气：“你们是我带过最‘累人’的一届。”

此前，由于部分学员专业基础相对
薄弱，入学后许多教学时间被花费在
“补差”上。“现在学员入学时就是业务
尖子，我们有条件把一些过于基础性的
科目剔除出课堂教学内容，实操训练比
重也相应从40%增长到 60%。”
“阵管分队的日常工作，就是和老

虎钳、铁榔头打交道。”阵地管理是导弹

武器作战序列中的最后一个单元，看似
普通实则地位重要。操作训练比重加
大，虽然让教员们在洞库里一泡就是一
整天，但也有了更多“一对三”甚至“一
对二”开展教学辅导的机会，即使被累
得腰酸背痛，教员们还是很高兴。

这天，教员李庆会正带着王亚强和
另外两名学员，开展阵地给排水系统使
用与维护训练。王亚强聪明勤快，可就
是有点大大咧咧。维修水泵时，手脚麻
利的他很快安装好了固定螺栓。
“螺栓拧紧后最好后退半圈。”王亚

强正在得意，李庆会凑了上来，“拧到底
的螺栓存在弹性形变，在高温和震动下
容易蠕变，导致强度下降甚至失效，形
成安全隐患。”

按照教员的要求，王亚强很快把每
根螺栓又重新拧了一遍。然而，一心想
着赶速度的王亚强，把活儿干得很粗
糙，几根固定螺栓被他拧得“深一根浅
一根”，弄得李庆会大为恼火。
“把这几根螺栓拧上 30遍！”李庆会

冲王亚强发了火，硬是盯着他把每根固
定螺栓从头到尾拧了30次才罢休。
“其实和学员发火，当教员的心也

很累。”开展小班化教学后，“螺栓拧没拧
到底”这样的细节被越来越多地关注到，
不仅解决了学员“会不会”的问题，也让
教学质量得到了显著提升。虽然偶尔
会出现“大动肝火”这样的“并发症”，可
看着自己带的学员实操水平一天天提
高，每名教员心里其实都是乐滋滋的。
“铃——”尖利的警报骤然响起，

“配电室发现‘火情’，立即处置！”在第
二届军地院校士官电工电子技能大赛
上，学员黄炳涛身着全套防护装具，凭
借扎实的操作功底，在安防系统失效的
情况下快速抢通阵地供电，确保了模拟
导弹“准时发射”。
“我们的学员在今年各级组织的比

武竞赛中都取得了很好的名次。”在年终

的总结会上，教研室副主任张婧的发言
令教员们备感欣慰，“学员们有了好成
绩，当教员的就是再累，心里也高兴。”

“敢打能干又会

讲，将来当个好班长”

深秋寒夜，一场实战化条件下野外
综合演练正在沂蒙腹地展开，受命担任
伏击分队指挥员的学员许诺，已经整整
两宿没合眼。
“现代战场立体化程度不断加强，

对士官队伍的综合能力提出很高要求。”
连续几天，导调组成员、军事共同科目教
员尚飞，一直在给参训学员出难题。

被渗透、被袭扰、被精确打击……
弄得许诺与战友们疲惫不堪。尚飞却
说：“面对多样化威胁，导弹部队士官在
熟练掌握专业技能的同时，还要学会在
‘短兵相接’中保存自己、战胜敌人。”

山风中，40余公里的负重行军让学
员们饥肠辘辘。尽管出发前许诺对照
地图仔细规划了行进路线，但泥泞的道
路与茂密的丛林，还是让他们走了不少
“冤枉路”才赶到设伏地点。

夜色渐浓，山区气温已接近 0℃，饥
饿、寒冷与疲倦包裹着每一个人，但趴
在潜伏点位上的许诺丝毫不敢放松，双
眼死死盯住“敌人”可能出现的方向。
“唧唧……”侦察兵鸟笛的声音告

诉他：“敌人”来了！
拖着疲惫的身躯，许诺咬牙发出攻

击信号。一时间，丛林中枪声骤起，几
个回合过后，伏击分队成功歼灭“敌军”
渗透小分队。
“着眼岗位任职需求，提升士官学

员‘上装会用、上台能讲、上阵能打、上
岗顶用’的综合能力。”今年 5月，来自军
地院校的数十名专家学者齐聚学校，围
绕士官人才培养开展深入研讨，提出士
官人才培养的明确目标。

听到学员队让自己在“煎饼论坛”上
演讲的消息，学员苗林龙又兴奋又忐忑。

苗林龙平时挺开朗，可人一多就紧
张，把自己憋得脸红脖子粗，也说不出
一句完整话。一次，教员提出一个问题
把全班都难倒了，偏巧苗林龙知道答
案。他好几次想举手回答，可每每举到
一半就失去了抬起的力量，心里把答案
翻来覆去都“念烂了”，也没敢站起来。
“作为首批试点学员，部分人表达

能力比前几届学员要差。”学员队教导
员李海龙发现，个别学员认为自己“文
化课分数低，矮人一头”，和教员、同学
交流时缺乏自信，“不敢讲课，不敢组
训，有的连上课发言都不敢。”

李海龙鼓励苗林龙，未来想要成长
为合格的班长，必须克服心理障碍，学
会登台讲话。

在李海龙的辅导下，苗林龙认真准
备讲稿。每天晚上，战友们都睡了，苗
林龙还在对着镜子练习手势动作。

转眼间，上台的日子到了。面对
着台下的上百名战友，虽然毛衣都被
汗水浸湿了，但这却是苗林龙第一次
在众人面前，完完整整地讲完一次
话。走下讲台，有战友问他：“你给自
己的这次演讲打多少分？”苗林龙想了
想，说：“我给自己打一百分，因为这次
我尽了全力。”
“敢打能干又会讲，将来当个好班

长！”迎新春联欢会上，李海龙创作的快
板的一句话，道出了大家的心声，也赢
得了教员们热烈的掌声。背上书包等
于背上了更重的责任，这群年轻的士官
学员在军校收获成长，等待他们的将是
一线部队战斗岗位的考验。

士官学员：带着梦想去上学
■本报特约记者 陈 帅 通讯员 史宏政 董雨晨

教学改革进行时

士官学员选拔考核

元旦前夕，火箭军士官学校阵地管理专业士官学员杨松迎来了本学期第
一场期末考试。

500天前，下士杨松通过考试，成为火箭军士官学校的一名士官学员。曾
经，只有高中文化的杨松在参加军考时，因文化课成绩拉了后腿，与军校失之
交臂。

火箭军士官学校的领导和教员到部队调研时发现，像杨松一样爱装备、肯
琢磨、专业技能熟练的战士还有很多，但他们的求学之路都被文化课成绩“卡

住”了。对他们而言，上军校曾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学员选拔应当突出专业技能考查，适度减少文化课成绩权重，在招生环节

增加专业技能考核模块——2018年，火箭军士官学校聚焦士官岗位任职能力
培养，在全军率先开展士官职业技术教育招生改革试点。

教学制度的改革，让杨松们看到了曙光。面对希望，他们如何奋起赶
超？一年多来，他们收获了什么？让我们走近他们，聆听他们的“上学故
事”。

军校吧

畅聊军校校园人和事

■本期观察 许 鑫 高 远

战斗班比武已经过去两周了，但那
天发生的“不愉快”，始终让我难以忘怀。

那天，我和张杰同时被抽调组建学员
六队战斗 2班。俗话说，“一山不容二
虎”，我俩都做过队里的骨干，我现在还担
任文书，平时体能成绩也不错，如今到了
同一屋檐下，难免要为谁做负责人来一场
PK。可没想到，队干部竟然让他当了班
长，负责班里的工作。

除了失落更多的是不服，我暗自憋
着一口气。
“家成，别人都在训练，你咋不练

呢？”在队里组织战斗班训练某高难课
目时，张杰问我。
“这个课目危险性比较大，我还是

不练了吧。”“好几个人都没成功，我估
计自己也白瞎。”“马上就要年终考核
了，我可不想受伤。”我像连珠炮似的一
句接着一句说道。
“队里多次强调这次比武的重要

性，我也在班里讲过好几次，你是不敢
上，还是把我的话当成了耳旁风？”张杰
是个暴脾气，一言不合就“发飙”。
“我这两天腿脚本来就不舒服，再

受伤了咋办？”我一股子倔劲儿上来，毫
不留情地“回敬”了他一句。两人就这
样你一言我一语地“互怼”起来，争到脸
红脖子粗，谁也不服谁。

在接下来的训练中，班长像受了
“刺激”一样：力量基础训练，练到嘴唇

发白，直不起身来；耐力训练，足足 1个
小时的冲圈，累得话都说不出。战友劝
他休息一会儿，他却摆摆手，继续训练。

回到寝室，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
静，心里不断琢磨：我是不是做错了？

平常训练时，张班长总是鼓励我们
“不抛弃、不放弃”。大家都是第一次接
触该高难课目，作为班长他总是挺身而
出，第一个尝试课目的通过方法；还根
据队员体能素质、优势特长等，加班制
订任务分配方案，为我们量身打造训练
计划……

回想起这些点点滴滴，我心里渐渐
有了答案。

晚点名后，我主动找到张杰认错：

“今天是我不对，没和你好好交流就采
取了消极对抗的方式。”

张杰也不好意思地挠挠头：“今天
我也有点着急，说话欠考虑，你可别放
在心上……”

话越讲越清，情越聊越真。系在我
俩心头上的疙瘩解开了，上了训练场心
气更高了，训练成绩也随之水涨船高。

一次“互怼”，让我俩成了无话不谈
的铁杆儿兄弟。 （刘浩整理）

我和班长“怼”上了
■陆军勤务学院学员 卢家成

起跑线上，刘佳伟咬了咬牙，为自

己加油打气。

11月上旬，陆军工程大学学员刘佳

伟报名参加了首届学校运动会。可他平

时五公里武装越野最快只能跑到21分

20秒，如何才能在运动会上取得好成绩？

“不逼一逼自己，永远不知道潜能

有多大。”从报名那一刻起，刘佳伟每

周的训练课目变成了 10公里跑、1.5

公里冲刺跑、400米冲刺跑以及50公

斤负重深蹲和核心力量训练。

从21分20秒到20分45秒再到20

分10秒，每一秒成绩的提升，都挥洒

着无数滴“为梦想拼搏”的汗水；每一

次极限的突破，都伴随着无数次“心肺

爆炸式”的痛苦。

啪！一声发令枪响，刘佳伟第一

个冲出起跑线，全副武装的他一路遥

遥领先，最终成功摘得桂冠。

在运动会上初露锋芒的刘佳伟，

并没有停下奔跑的脚步。他的下一个

目标是努力成为一名陆战尖兵，在祖

国最需要的时刻挺身而出！

露锋芒

着陆后的杨宏浩，终于露出了灿

烂的笑容。

11月下旬的一天，海军航空大学

某训练团组织飞行模拟发动机故障课

目训练。

学员杨宏浩驾驶战机奔赴某空

域，他缓缓收小右发动机，向预定转速

逼近。突然，机身迅速倾斜10多度，

升力和动力都在大幅下降的战机，随

时可能掉进失速“禁区”。

初遇“特情”，虽然特情预案已然

烂熟于心，冷汗还是从杨宏浩背上渗

了出来。

时间不允许他有半点犹豫，拉满油

门、修正姿态、检查参数……杨宏浩眼

疾手快，全身的肌肉都在紧张地执行动

作，短短几秒内，连续十几个修正动作一

气呵成。看到失衡的机翼终于平稳下

来，杨宏浩长舒了一口气。

广阔的天际线充满未知，只有苦

练技术本领，才能在实战中应对自

如。再次飞上云端，羽翼渐丰的杨宏

浩更加自信，向天空更远处发起冲锋。

（本组稿件由王海波、胡青贵、刘

任丰提供资料）

迎挑战

距离比赛还有5分钟，隋昕自信

地把礼服领带紧了紧，准备在队列场

上一展风采。

11月17日，国防科技大学举办第

一届“风采杯”仪仗兵大赛，来自军地4

所高校共300人同台竞技。对于入伍仅

4个月的女学员隋昕而言，这将是她除

了高考之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考验。

为了早日“突围”，除了每天的常

规训练外，隋昕经常给自己“开小

灶”：军姿不正照镜子、腰杆不硬背棍

子、脚腕无力踢石子……每一次训练

都汗流浃背，洁白的衬衫因清洗过多

已经有点儿泛黄，但她的出腿定位越

来越准，速度越来越快，力度也越来

越强。

“标兵就位——”嘹亮的口令拉开

了比赛序幕。隋昕紧握礼宾枪，自信

满满地走上赛场。正步走稳定性挑

战、蒙眼正步、分列式展示……表现堪

称完美的隋昕，获得评委一致点赞。

仪仗兵的风采是一步步走出来的，

只有努力攀到顶峰，才能看到最美的风

景。这一刻，是专属于隋昕的风采。

展风采

梁 晨绘

“敢打能干又会讲，将来当个好班长。”背上书包，这群年轻的士官学员在军校收获成长，等待他们的将是一线部队战斗岗位的考验。

章 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