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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中国版图的几何中心——

陕西蒲城西北角，尧山脚下。

这里，是中科院国家授时中心——

“北京时间”从这里发出。

原子钟执勤哨位前，一名武警战

士，守护着新年零点的到来。

告别2019，迎来2020。原子钟上数

字的流转，不仅是历史长河中时间的更

迭，更是一个宏伟蓝图的实现，一个崭

新篇章的开启——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航程中，

2020年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按照党的十九大部署安排，到2020

年，国防和军队建设要基本实现机械

化，信息化取得重大进展，战略能力有

大的提升。

2020年，一个至关重要的时间点。

我们曾无数次默念着倒计时，向这个时

间节点冲刺。

这一重要时间节点，有中国军人一

起守护，共同见证。此时此刻，孕育梦

想，放飞希望。致2020年的自己，是一

场穿越时空的对话，更是一份承载梦想

的期许。

在这个追梦圆梦的新时代，每一个

奋斗的身影都值得喝彩。

有什么样的种子，就能开出什么样

的花朵；有什么样的梦想，就能照进什

么样的现实。从过去走向未来，从梦想

变为现实，奋斗是永恒的推力。

时光之河，不息向前。只有奋

斗，才能使我们在历史的河流中找准

方位、把握现在，坚定不移地向着目

标进发。

奋斗之魅力，在于能够延拓时空。

社会学家研究表明，每个人的时间并不

是匀速的。那些坚定奋斗者、积极进取

者，使有限的时间不断延展，点“时”成

金，为每一天加载无限可能，演绎更多

精彩。

梦想是最令人心动的乐章，又是最

催人奋进的动力。本期《军营观察》，为

您讲述4名普通官兵的故事。

他们岗位不同——有入伍就踏进

北大校园的空军飞行学员，有士兵提干

的特战小队长，有从参谋成长起来的驱

逐舰舰长，还有深耕军队卫勤事业多年

的教授。

他们年龄不同——有参军已经40

多年的老兵，也有00后年轻军人，有的

刚刚步入而立之年，还有的即将迎来不

惑之年。

他们的故事，无论是形成浪花就融

入长河的小心愿，还是不负这个伟大时

代的大情怀，每一个都承载着梦想，灌

注着勇气。

不管你是“20+”“30+”“40+”还是

“50+”，都是奔跑着奋斗的年华。

起跑，出发，为了遇见更好的时代，

遇见更好的自己。

所谓遇见，就是怀揣梦想，一直在

路上；所谓更好的自己，就是不断突破，

超越自我。

迈入 2020，我们离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目标又近了一步。让我

们奔跑起来，搭上这艘时代巨轮，用

青春开启梦想的加速度，遇见更好的

自己。

追梦圆梦，点“时”成金
■本报记者 高立英

唤醒北大校园冬日清晨的，不是
挂在天幕上的寒星，而是早上 6 点 10
分准时出现在五四操场上的一群“空
军蓝”。

整理内务，出早操，上课……2019
年 12月 20日，是翟继龙的 19岁生日，也
是他成为空军与北京大学联合培养“双
学籍”飞行学员的第475天。

第一批 00后，空军飞行学员，北大
学子……正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的年纪，在追逐梦想的同龄人中，翟继龙
是幸运的——

从电视上看到航天员翟志刚太空漫
步时，一个 8岁男孩萌生了看似遥不可
及的航天梦。

后来，这个男孩渐渐了解到，想当航
天员先要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于
是，他又有了一个空军梦和飞行梦。

通过招飞定选后，这个男孩以超过
一本录取分数线 50多分的优异成绩被
空军录取为飞行学员。

那天，翟继龙对着军容风纪镜，挺
直腰板，第一次穿上军装。闪亮的帽
徽、精致的领带、锃亮的皮鞋，如此英

姿飒爽。
一身戎装很帅，但穿上它并不容

易。体能训练、队列训练、攀爬、体验飞
行……为了心中的梦想，翟继龙和战友
们咬牙坚持着，一天天换羽成长，实现了
从高中生到军人的转变。

在部队深化改革、推进新型军事人
才培养、军民融合共育人才的背景下，翟
继龙参加了北大、清华、北航三校联合培
养生的遴选。

徜徉在红墙碧瓦古木参天的北大校
园，品味着马克思“我的幸福源于奋斗”，
初到北大的他不敢相信，自己这样一个
来自山村的孩子，竟获得这么好的机会
去追逐梦想。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庆祝活动的群
众游行方阵中，北大空军飞行班的学员
和 2000 多名北大师生一起，发出“团结
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强音。那一刻，
欢腾的长安街上，翟继龙的心和全国人
民紧密相连；那一刻，他更加体会到，自
己的幸运除了自身努力之外，还因为自
己所选择的路与民族复兴之路、改革强
军之路重叠在了一起。

长安街上，一辆辆国产新型装备从
他们面前驶过；天安门广场上空，5 架
歼-20战机从头顶呼啸而过。那一刻，
翟继龙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先进的装备意味着更高的操作水平和更
多的知识储备，这也对新时代军人提出
了全新的要求。

2020年，翟继龙将迎来 20岁。他迫
切地渴望自己能够早日振翅高飞，但也
清楚地知道积蓄力量的重要。爱飞行更
爱祖国，有天赋更有抱负。这是新时代
对空军“双学籍”飞行学员的期望。

与国家民族的梦想共同前行，曾经
的梦想如今越来越近；和同样自信的战
友们同行，并肩奔跑在强军路上，翟继龙
的追梦脚步更加笃定。

2020，遇见更好的自己

北京大学空军飞行班学员翟继龙迎来20岁—

换羽成长，振翅高飞
■■赵志强 吴浪宇

他是第一批 90后，也是人民陆军第
一批特战小队长。

2020年，特战小队长马新庆迎来了
30岁。在很多人看来，作为一个跨进而
立之年的大龄排长，他未来的路并非坦
途；还没有成家的他，似乎也该抓紧结婚
了……但马新庆认为，每个人的而立之
年，需要自己来定义。30岁，依然可以
追梦。

在马新庆宿舍的桌上，放着一个不

会走动的时钟。每年生日那一天，他都
会将时钟的指针向前拨动18分钟。

按人的平均寿命 80 岁算，现在的
“马新庆时间”是早上 8点 42分。这个时
刻，很多人才刚刚上班，为崭新的一天做
好准备。而他，也正站在梦想开始的地
方。

18 岁那年，马新庆高考落榜后入
伍。一开始，自由散漫的他非常不适应
部队生活，总想“逃出去”。后来，在班长
的教导下，马新庆渐渐习惯了军营里的
一切。义务兵服役结束时，他选择留队。

那时，还是一名炮兵的马新庆迷上
了特种兵，见到与特种兵有关的图片和
文章就剪下来，做成剪贴本。他梦想有
一天，也能成为特种兵。

一次，特种部队到马新庆所在单位
选拔苗子，他毫不犹豫报了名。巧合的
是，这支部队的前身是当年由彭雪枫将
军建立的，而马新庆的太爷爷曾是彭雪
枫将军手下一名士兵。像是命中注定，
他如愿来到这支特种部队。

走进特种部队的大门，马新庆立刻
被营区里的宣传灯箱吸引住了。灯箱的
照片上，是一名名身怀绝技的特种兵，他
们胸前挂满奖牌和勋章。马新庆羡慕极

了，暗下决心要超过他们！
两年后，全军组织“利刃-2013”特

种部队大比武。马新庆报名参加“伞降
渗透侦察作战行动”比赛。那次，他斩获
一枚银牌，荣立二等功。

成为一名真正的特种兵，未来的路
无非两条——要么“提干”，要么成为“兵
王”。具备保送入学资格后，马新庆走进
军校，由一名士兵成为军官。

梦想一步步近了。2017年，马新庆
从军校毕业，迎面赶上改革强军浪潮。
于是，他当上了陆军第一批特战小队长，
也见证了特种部队的转型重塑。

以往“排、班”的建制不见了，取
而代之的是以特战小队为基本作战
单元。编制的变化对特战队员素质
的要求更高，专业训练强度和难度更
大。面对挑战，马新庆告诉自己，与
其抱怨观望，不如奋力奔跑。改革之

后的新特种部队，需要每一名官兵去
奋斗。

2018年，马新庆带领小队参加陆军
“特战奇兵”考核比武，取得好成绩，荣立
集体三等功；2019 年，他执行了第七届
世界军人运动会和第九届北京香山论坛
的安全警卫任务。

站在更大的舞台上，这名特战小队
长看到更多的机遇、更广阔的未来。
“30 岁之前的路很长，因为足够年

轻的我们总是在展望；30岁之后，我们
已经在路上，剩下的就是努力前行。”马
新庆这样定义自己的方向。

奔跑着进入 2020 年的马新庆写下
他的新年愿望——希望自己的照片也能
放进宣传灯箱，希望能够挑战新的岗位，
也希望遇到一个好女孩。

马新庆桌上的时钟马上指向“9
点”，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光就要开始。

第76集团军某旅小队长马新庆迈进30岁—

而立之年，梦想发光
■本报特约记者 王钰凯

1980年，湖北麻城一个小村庄里出
生了一个男孩。

男孩的父亲希望他长大后能跳出农
门，不靠力气而是靠脑袋过日子，所以给
他取名“智峰”。

那时，周智峰的父亲肯定想不到，他
的儿子长大后会驾驶着现代化战舰，在
波峰浪谷间驰骋，与各国海军同台竞技，
比拼智慧与实力。

从小听着共和国将军的故事长大
的周智峰，18 岁那年考入海军大连舰
艇学院。开学典礼上，周智峰记住了
校歌中的一句话——我们的事业在大
海上。

军校 4年，周智峰的舰长梦逐渐明

晰。毕业时，他许下诺言：和中国海军一
起走向深蓝。

当时，这个意气风发的年轻海军军
官并没有想到，践诺的过程会如此艰辛。

毕业后，周智峰主动申请到南海一
线部队。凭借理论和实操“双第一”的成
绩，他在支队航海长专业比武中脱颖而
出，很快就被选调到机关作训科。

副航海长、作训参谋、护卫舰副长、
作训科科长……一路走来，从基层一线
到机关，周智峰脚踏实地，用出色的工作
成绩赢得上下认可，被评为“全军优秀参
谋”。

然而，有一件事却让周智峰一直耿
耿于怀——支队大部分官兵都参加过远
海战备训练，而他由于种种原因最远只
到过南沙战备值班，走向深蓝的诺言始
终没有实现。

机会终于来了。2013年底，周智峰
所在支队首次自行组织编队赴远海训
练，他作为作训科科长第一次随舰驶向
深蓝。

2014年元旦这天，在西太平洋上执
行任务的他，也完成了一项妻子给他布
置的任务——为刚刚出生的宝贝女儿取
个名字。
“咱们的女儿就叫‘一诺’！”电话里，

周智峰脱口而出。虽然没能陪伴在妻子
身边，但他用走向深蓝的航迹见证了履
行誓言的行动，也表达了对妻子钟爱一
生的承诺。

女儿出生后，周智峰走向深蓝的航
迹越来越密。2014 年 3月，他作为联络

官，随黄山舰执行某海运护航任务。任
务结束后，俄海军指挥舰“彼得大帝”号
巡洋舰舰长专门写下留念致辞，感谢他
在联合行动中发挥的突出作用。那一
刻，他更加确信，只有实力才能赢得尊
重。

亚丁湾护航、战备巡逻、演习演练、
应急拉动……作为“护航明星舰”衡阳舰
的舰长，周智峰和全舰官兵一年中有大
半时间都在海上。因为很少回家，女儿
见了父亲就噘起小嘴。

2018 年的建军节，部队组织“海娃
军营行”国防教育日活动。周智峰 5岁
的女儿周一诺第一次登上衡阳舰。在
荣誉墙前，她指着周智峰立功受奖的
照片，激动地告诉身边的小伙伴：“你
们看，这个是我爸爸，这个也是我爸
爸。”

时代在成就人，也在挑选人。2019
年，周智峰被任命为国产某新型驱逐舰
的第一任舰长。“这么好的平台交给自
己，只能标准更高。”他说。

2020年，周智峰 40岁。步入不惑之
年的他，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一头
是事业，一头是家庭。

那次，在战舰荣誉墙前，女儿缠着他
要听奖章背后的故事，周智峰却不知道
从何讲起。
“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

去做什么样的人。”也许，周一诺现在
还不能理解她名字所承载的意义。等
长大后，她一定会为自己的舰长父亲
而骄傲。

南部战区海军某新型驱逐舰舰长周智峰步入40岁—

履行誓言，兑现诺言
■李虹明 李 维

12 月 13 日上午，郭树森教授给研
究生们上完了 2019 年最后一堂课——
联合国维和行动卫勤保障。

当兵 40 多年，郭树森的军旅生涯
一直和一件事捆绑在一起——人民军队
的卫勤事业。

郭树森的 20 岁，在第四军医大学
度过。在 1982 年，如果一个年轻人既
能穿上绿军装又能佩戴上重点大学校
徽，坐在公共汽车上都会收获无数羡慕
和崇敬的目光。那年 7月，和郭树森同
在一个学员队的战友张华为救落入粪池
的 69岁老人，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这
种牺牲到底值不值”，曾经引发了一场
全国大讨论。

作为与张华朝夕相处的同学，20
岁的郭树森受到很大触动，同时也找到
了自己的人生答案——要做什么样的军
人，究竟该为谁奋斗。

两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选择投身一线科研院所，从事航空医
学专业研究。后来，他又考取全军首
批“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硕士
学位。

30 岁那年，郭树森被选到原总后
卫生部任卫勤参谋。20 世纪 90 年代，
他先后到南非、瑞士等国参加军事医
学交流活动。可那时，西方专家在讲
台上滔滔不绝，郭树森几乎没有发言
权。

10 年后，40 岁的郭树森已是高级
工程师。一天，协理员找到他，说后
勤指挥学院卫勤教研室需要教员。他
立刻在心里做出了决定。不久后，他
收拾行装走进校园，登上向往已久的
讲台。

转行当教员后，郭树森专注军事
卫勤保障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开展了
一系列具有创新性、针对性的理论研
究。他多次在泛亚太军事医学大会等
国际舞台发言，国际同行渐渐也成为
“中国故事”的听众。2009年，在世界

军事医学大会上，他用流利的英语向
几十个国家的同行介绍了我军汶川抗
震救灾的情况，赢得了现场代表的赞
叹。

2012 年，郭树森 50 岁。这一年，
他指导的第一个军队卫勤专业博士研究
生毕业了。今天，他一共带出 56名博
士、硕士，他的很多学生成长为军队卫
勤保障领域的中坚力量。

这些年，郭树森还和团队一起承担
了全军卫勤力量“磨刀石”的角色。作
为首席专家，他参加设计十几场全军性
卫勤演习；作为专家组长，他多次赴国
外指导联合卫勤军演。

2020 年，郭树森 58岁。他当年的
军校同学，有的成为名医大家，有的成
为管理领导，还有的经商成了老板。郭
树森却从来没有羡慕别人，他觉得自己
是幸运的——研为战，这是一名卫勤老
兵的使命；教为战，这是一名军校教员
的价值。

不管是 20岁、30岁、40岁、50岁
还是“奔六”，回望军旅生涯，这名老
兵从未辜负自己的初心。

供图：李灰懿
版式设计：梁 晨

国防大学勤务学院教授郭树森的“50+”—

坚守初心，一直往前
■刘征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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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着太阳，加力起飞。 杨 盼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