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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赞最美军校人 采访约在图书馆，那日的长沙寒雨蒙蒙，从另一个院区赶来的马建光迈
着大步迎面走来，精神头儿十足，浓眉下的双眼犀利有神，一开口又有一种
特别的亲和力：“不容易，总算见上了面”。

马建光是国防科技大学文理学院教授、学校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作为一名军校教员和国际安全战略与理论研究专家，“约不到”马建光是

常态。上课、开讲座、作报告、撰写论文、指导学员……他的日程排得满满当
当，经常要加班到深夜。有时他半开玩笑地说：“凌晨两三点查资料，网速快。”

潜心于教，致力于研。30多年来，马建光马不停蹄，一直冲锋在教学与
科研的前沿阵地，用一项项不断刷新、不断升级的教研成果诠释着一名军校
教员对使命的执着追求。

2月 26日，夜晚的降临让雪后的东
北大地更显寒冷。空军哈尔滨飞行学
院某旅机场上，一派灯火通明。新一期
飞行学员正在紧锣密鼓地做着飞行前
的最后准备，一场持续数个小时的夜航
训练即将拉开帷幕。

曾士洪作为当晚首个架次学员，
迈着稳健的步伐，从容走向自己的战

鹰。去年夏天，曾士洪和他的伙伴们
过五关斩六将，顺利完成中级阶段训
练，转入该学院进行高级和作战入门
训练。眼前的这场训练是在飞行院校
的最后一个阶段，打赢这一“仗”，就意
味着即将成为一名真正的战斗员。

检 查 飞 机 ，跨 入 座 舱 ，开 车 滑
出 ……“21，计时起飞！”随着指挥员一

声令下，曾士洪驾驶飞机呼啸着起飞。
随着高度渐渐攀升，曾士洪仿佛陷

进了无边的黑暗之中。然而，还未来得
及完全适应暗夜环境，曾士洪就遭遇了
意外的麻烦。
“教官，发现航姿系统故障。”当飞

机进入预定航线，曾士洪敏锐地发现座
舱的几块仪表指针数据与当前飞行状
态有明显偏差，立即通过无线电向后舱
的飞行教官董必广报告。
“保持好状态，合理分配注意力，保

持好空域位置。”董必广平静地回复。
收到指令的曾士洪立即按照特情处置
程序实施操作，一边紧急使用应急仪
表，一边加强目视观察，虽然有些手忙
脚乱，但飞机状态保持得还算平稳。过
了一会儿，当他发现故障仪表又突然
“恢复”了，才恍然大悟这是教官故意给
他出的“情况”。

与此同时，学员文愿愿正在空中遭
受着教官的“狂风暴雨”：“低了低了！
拉高拉高……”“怎么能犯这么低级的
错误……”被教官狠狠批评的文愿愿努
力按照教官的要求纠正每一个细节。
他知道，严苛的教官是在用上限标准来
要求他。

此时，学员王晓威正面临着驾机降
落的考验。夜间降落本来就是难点，新
的训练大纲取消了跑道着陆探照灯，缩
短了进入目视航线的时间，让夜航训练
更加贴近实战，自然也变得更加难上加
难。
“注意方向，对正跑道。”王晓威目

不转睛地盯着下方，轻轻扳动操纵杆，
开始降落。200米、100米、50米……接
地！飞机平稳着陆，王晓威紧张的心也
终于落了地。
“教官，刚才的处置有什么问题？”

着陆后的曾士洪似乎早已把刚才遭遇
“特情”的紧张抛之脑后，刚出座舱便迫
不及待地拉着教官快步向讲评室走
去。虽然春节前就进入了备战状态，从
航理学习、地面演练到模拟训练都是分
秒必争，但学员们还是觉得时间不够
用。

跑道上，一架架飞机不断地起飞、
降落，不知不觉已至深夜。一名名驾机
升空的学员，就像夜空中一颗颗闪亮的
星，寄托着明日战场打赢的希望……

左图：学员驾驶战机在夜色中起

飞。 马 冲摄

“雏鹰”暗夜出击
—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某旅飞行学员夜航训练特写

■岳云鹏 杨本元 本报特约记者 王志佳

课间，学员们到马建光办公室求教。 本图由作者提供

一线传真

为“小白”开启

“世界之窗”

马建光对自己有个要求，要做到
“三来”：教学内容张口就来，典型案
例信手拈来，创新理论娓娓道来。

给自己提要求是有原因的。33年
前，“老马”还是“小马”，第一次登讲
台就“失了蹄”。

来听课的学员绝大部分是硕士和
博士研究生。学员们笔挺地坐着，用
渴望的眼神盯着讲台上的这名年轻教
员。“可这堂课，我只上了 35分钟就下
课了。”马建光回忆起当时的情形，依
旧懊恼不已。
“教员登台讲课绝不能打无准备之

仗，课前准备必须要做充分、做细
致。”这堂课让初次登台的马建光刻骨
铭心。痛定思痛，自此他每堂课都课
前仔细备课、课后认真复盘、倾听学
生诉求、咨询专家意见。就这样数年
如一日，直到一步步走上了全军教学
优秀奖一等奖的领奖台。
“马教授上课所讲的很多内容是在

互联网上搜不到的。”《国家安全战略研
究》研讨课上，学员们常常用一个接
一个的问题将马建光的授课时间延长。

为了更有针对性地培养具有国际战
略视角的新型军事人才，2019年 3月，
以在校学员为主体、以马建光为首席顾
问的国际战略研究小组挂牌成立。

有人质疑，本科学员学历层次较
低，理工科学员历史、人文知识储备
有限，国际战略这么高层次的研究，
一群“小白”怎能胜任？

马建光却不这么认为：“我看到
了 他 们 勇 于 探 索 、 乐 于 钻 研 的 品
质，他们有科技底蕴，又对战略研
究有浓厚兴趣，我愿意花时间带着
他们跨出这一步。”

起步异常艰难。初期，大到研究
方向小到具体问题，学员们常常不得
要领。“我现在的课不多，就 200多课
时。”课堂上的时间不够用，办公室就
成了马建光的另一个课堂。

大课间的 40分钟、午饭后的半个
小时、周末甚至节假日，只要一有时
间，学员便抱着电脑挤在马建光的办
公桌旁。

那天，学员申起有在研究一个课
题时思路不畅，跑到马建光办公室求
教，从标题到正文，从用词到符号，
马建光不厌其烦地对他一一予以指导。

申起有起身时才发现，马教授的
行李箱就靠在一边。两人刚一交流
完，马建光立刻提上它，急匆匆赶向
机场。
“马教授牵头发布的课题总是被一抢

而空。”晚自习课后、出差换乘时……马
建光利用细碎时间寻找新的思考点，
不定时为学员发布研究课题，学员却
仍大呼“课题不够”。

通过课堂教学、“第二课堂”讲
座、学术专题报告、网络在线交流等
形式，马建光探索出一条课堂教学与
课外研讨相贯通的跨学科、宽视野的
教学新路。

一群“理工男”组成的战略研究
小组，到底能收获些什么？变化，在
申起有身上体现的最明显。这个指挥
信息系统工程专业的大二学员，不到
一年已经发表文章数十篇，在智能化
战争、武器装备等方面都有了自己的
思考和见解。
“学员们通过研究加深了对军人职

业、使命的理解，对自己所学专业不仅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更明白了
‘然后怎么办’。一年来，他们已经发表
文章 150多篇。”看着学员们的学习研
究能力一点点提高，马建光难掩内心的
兴奋，满脸笑意地向笔者“炫耀”道。

在“研战”路上

越走越远

1991 年，刚参加工作没几年的马

建光，随“载人航天测量船考察团”
访问俄罗斯。

一天，考察团参观莫斯科“飞控
中心”，在感叹俄罗斯军事技术实力强
劲的同时，一种要迎头赶上的紧迫感
在马建光心里暗暗生了根。

2005 年，组织派遣马建光到中国
驻俄罗斯大使馆，从事中俄军事技术
交流与合作工作，为期两年。

为了更好地完成工作，虽然身为
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博士，马建光仍
然丝毫不敢松懈，集中精力苦练俄语
军事专业技能。

这次长时间的派遣，让马建光进
一步拓宽了战略眼界。而最终让他走
上战略研究之路的，是三年后的一次
演练。

马建光的书房显得有些简陋，靠
墙而立的书柜，颜色深浅不一的柜面
变形翘起，刻满岁月的痕迹。

书柜的一角，挂着一个不起眼的
小牌子，靠近仔细看，一排小字“上
海合作组织-和平使命-2010”映入
眼帘。

聊起这次联合军演，马建光的眼
睛放出光芒。那时的他正处于职业思
考期，一次实兵实弹的震撼冲击，加
速了他的“转型”。

军演中，中俄都有一批新式武器
亮相，作为随行翻译，马建光全力
“接招”。然而，那天中方举行特技飞

行表演时，“身经百战”的马建光却在
解释一个技术动作时“卡了壳”。

这件事对马建光触动很大，作为
一名大学教授，对新式装备的参数性
能以及国家层面的战略决策了解和研
究不够，如何顺畅地与友军进行军事
技术交流？

20多年的实践经历、知识储备和
上百次的出国工作阅历，推动着马建
光快速转型。

这几年，马建光充分利用自身优
势，借助大学多学科交叉特色，出了
一大批有影响力的科研成果。

耗时一年多完成的《叙利亚战争
启示录》是马建光的匠心之作。这一
年，不记得有多少回，午夜 12点躺下
准备睡觉的马建光，在黑暗中来了灵
感，立马翻身起来，查阅资料、梳理
思路、推倒重来接着写，不知不觉天
已破晓。

2019 年，马建光作为受邀的 5 名
军事专家之一出席第八届莫斯科国际
安全会议。在阐述混合战争和颜色革
命时，他用俄语发言的精彩一幕，被
俄罗斯媒体争相报道，演讲稿还被俄
罗斯著名刊物《国家防务》全文发表。

这些只是冰山一角，翻开马建光
的作品集，数百篇战略研究文章闪烁
着睿智的思考之光。他还主持国家和
军队重点课题十余项，在俄罗斯和国
内出版多部专著。

让服务足迹伸向

一线战位

在马建光的书房里，一位刚刚毕
业的博士学员留下的一幅书法作品格
外引人注目。上书八个大字：“经师易
遇，人师难求”。

在国际战略研究小组成立前，马
建光依托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指导过的
学员，有很多已经走上工作岗位，都
干得风生水起、热火朝天。

海军某部干事张礼伟虽然参加工
作已经 10年，但和马建光仍保持着紧
密的联系，他说：“我算是教授的编外
学生。”
“每次与教授交流，他都能让我

跳出思维局限，在工作中从全局角度
和更高维度看问题、想事情。”此
前，张礼伟发表过不少文章。履职
后，他撰写的报告多次引起上级领导
重视。

马建光的得意门生，如今桃李满
天下。从本科就跟着马建光直到博士
毕业，如今已是某部作战问题研究主
力骨干的丘山；上学时被称为“外军
通”，如今已是军事装备研究专家的
李佑任；大三开始在马建光指导下潜
心战略研究的代谨思，毕业不到几
年，已经著书立说……

马建光说：“无论是教书育人才，
还是搞科研出成果，都要做好需求对
接。战场的需求、部队的需求，永远
都是我们的最高追求。”
“服务他人，也提升了自己。”马

建光记得，某次培训结束后的课堂讨
论环节，在讲到俄罗斯在黑海用轻型
护卫舰发射“口径”巡航导弹打击叙
利亚境内的极端组织军事设施时，马
建光提出一个概念。来自某舰队的一
名干部提出，这种表达不妥，最好说
成“俄式空海一体战”。

马建光吃惊之余，感叹我军一线
指挥官兵的专业化、知识化水平越来
越高，对联合作战有更深的思考。“这
促使我必须要不断学习和完善自己，
以便将服务做得更好。”马建光说。

在西北某基地的那次交流，让马
建光同样记忆犹新。

那天由于电脑死机，马建光脱稿
讲了两节课。讲座结束后，官兵们意
犹未尽，纷纷追着马建光提问。看着
官兵们求知若渴的眼神，马建光也不
自觉地想与他们多“亲近”。结果，两
节课变成了三节课，马建光又差一点
误掉了返程的飞机……

未来，马建光目标明确，只要是为
了服务备战打仗，只要是对人才培养有
利，就一定“坚决去干，全力干好”。

一名军校教授的教研成绩单
■席方丹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军校学员始

终心系疫区、情系家国，努力把内心的感

触、对战疫英雄的赞颂付诸笔端。本期

“校媒联盟”摘录火箭军工程大学一名女

学员发表在大学自媒体公众号上的一篇

抗疫感言。

春节期间休假在家，我每天早上睁

开眼睛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新闻客户

端查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的

数量变化。我相信，很多人与我一样有

了这个习惯。

因为防疫抗疫的原因，家乡今年过

年没有了往年的热闹欢腾，我们一家三

口在家吃着年夜饭、看着春节联欢晚会

才感觉出一点年味儿。春晚节目中播放

了一段关于抗击疫情的视频，首批支援

武汉金银潭医院的24岁护士朱庭萱那

朴实而又真诚的话语，让晚会现场掌声

雷动。我也在心底为她、为千千万万奋

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鼓掌、祝福。

病毒无情人有情。那几天，微信朋

友圈不断被这样一条消息刷屏：“致敬！

除夕夜，他们出征！”军队医护力量闻令

而动驰援武汉，从全军各个方向奔赴抗

疫一线，与人民共渡难关。

除夕夜，中国军医成为最美“逆行

者”。拔地而起的火神山、雷神山两座医

院，展现了中国力量、中国速度。当火神

山医院正式交付军队医疗队使用时，网

友评论中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子弟

兵来了，心就踏实了。”

闻令出征，许多医疗队队员甚至没

有来得及和家人道个别，就义无反顾地

奔赴一线。那一份份按着红手印的请战

书，背后是丈夫、是妻子、是父母、是儿

女的拳拳之心，更是一名名英勇的子弟

兵对祖国、对人民的庄严承诺……

日常生活中，经常可以看到“军人优

先”字样，这份优先不仅仅体现在平时医

院排队、机场登机时，更体现在抗震救

灾、抗洪抢险、抗击疫情时，体现在人民

群众最需要军人冲锋陷阵、赴汤蹈火的

特殊时刻！军人的背后站着千千万万平

时支持我们、现在期盼我们的人民。

我们身处各地，但爱会隔空传递。

全国掀起党员为支持疫情防控捐款的暖

流，我也响应号召，尽自己的一分微薄之

力；身处抗疫一线的女医疗队员收到妇

女节暖心大礼包——订制的带姓名牌的

箱子、面膜、护肤套装，国家将关怀送进

她们的心窝；我所在的学校始终心系疫

情重灾区的师生，在湖北片区成立了6

个临时党支部，为他们寄去“防护套装”，

以解他们的燃眉之急……

2020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因为

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很多人奔赴一线

救治生命，很多人捐款捐物，更多人守在

家里“不给国家添乱”……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故事，正在

中华大地上火热书写，让我们守望相助，

静待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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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箭军工程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