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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飞马”，你可能第一时间会想
到希腊神话中长着双翼、全身白色的奇
幻生物。然而，在陆军工程大学国防工
程学院，有一群热爱马拉松、跑酷和定
向越野的“橄榄飞马”。
“橄榄飞马”俱乐部就是由这群学员

组成的。“一年 400多公里的跑量，让他
刚好够从学校跑回老家泰安。”俱乐部去
年跑量最大的学员李越常被战友们调
侃。李越说：“来到军校，‘橄榄飞马’俱
乐部让我找到了‘热爱的感觉’。”女学员
王普娥与跑步结缘纯属偶然：一次心情

不好去操场散心，不知不觉就跑了 10多
公里。“跑完后，发现没有过不去的坎。”

提升身体机能、调节情绪、锤炼意
志力……马拉松的种种好处在这群年
轻人身上得到了诠释，学员们都有一个
共同点——发自心底热爱跑步。

热爱，有时是一种初心的回望。学
员刘荣春高中时担任校跑酷队队长，考
入地方大学后成立了“自由零点”跑酷
协会，担任教练员。“我们等你回来。”刘
荣春大三入伍时，来送别的社团成员很
不舍。然而，刘荣春最终考取军校，没
能如约赶回。他说：“在‘橄榄飞马’俱
乐部遇到这群志同道合的战友，也算是
另一种方式的赴约吧。”
“极点”是长跑运动中常遇到的现

象，一般人经常会选择放弃。学员刘黔
龙参加“南马”时，由于中途坡度上升，
平时 14公里出现“极点”的他在 10公里

就感到了不适，体力不支致使他几次想
放弃。这时，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跑者”
吸引了他的注意，看着他艰难上坡的样
子，刘黔龙刚想上前帮一把，却被“跑
者”一口回绝：我自己能行。那一刻，刘
黔龙的心像是被什么揪了一下，羞红了
脸：军人更要有顽强的意志，无论如何
也要坚持到底。半马最后 3公里，刘黔
龙加速冲过了终点。

定向越野，让俱乐部的项目更富军
味。对学员吴丽军来说，第一次山地越
野跑让她猝不及防。崎岖的地形，下坡
时“S”弯道一个接一个，在过一个急弯
时，小腿突然传来急剧的疼痛，因为腿抽
筋她只得停下休息一会儿。复盘讲评会
上，如何科学应对腿抽筋成了讨论重点，
从鞋子选择到地形预判，再到饮食、紧急
救护等，学员们在讨论中得到了答案。

以兴趣为牵引，为学员搭建成长成才

的大舞台，让年轻的准军官们收获身体和
心灵的成长。“橄榄飞马”俱乐部是该院搏
击、文艺创演等 7个特色俱乐部之一，成
立以来，累计获得国际马拉松锦标赛一等
奖、江苏省定向越野联赛总决赛二等奖、
江苏省大学生马拉松联赛一等奖等多项
荣誉。但留在学员心灵最深处的，永远是
对运动的热爱和对自我的突破。

这个寒假，因为突如其来的疫情，
“飞马”们只能“宅”在家，但他们制订了
统一的训练计划，坚持进行力量训练。
学员负责人戴岳铮与队员们视频时说：
“假期积极储备力量，等返校后我们再
一起约‘飞’。”

军校来了群“橄榄飞马”
■许启亮 唐伟杰 赵 峰

春季的戈壁边塞，大风扬尘如期

而至。我站在窗边，透过漫天黄沙，看

着营区外成片胡杨林的模糊轮廓，思

绪不禁回到3年前初来南疆时的情景。

毕业前，按照分配政策，综合成绩

排前10名的我，本可以选择离家较近

的单位。然而，那句“到基层、到边疆、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的号

召，像一道闪电劈进了我的脑海，心中

那个去边关拼搏闯荡的想法，让我志

愿赴疆。

念头一出口，家里却滚开了锅，电

话蜂拥而至。母亲的哽咽声像一根根

针扎进我心里：一个“忠”字刚起笔，

“孝”字又该怎么落笔呢？

几番心理斗争后，我再次坚定了

赴疆决心。“好男儿志在四方”，我反复

给父母做工作，看着已经长大的儿子，

他们最终选择了理解和支持。

就这样，从母校武警工程大学打

起背包，我来到了驻守在塔克拉玛干

沙漠边缘的武警兵团总队执勤六支

队。从繁华的都市一路西行，看着周

边的植被从大树渐渐变成灌木丛、再

变成一望无际的茫茫戈壁，我心里不

禁想，这片荒凉的土地，难道就是我今

后为之奋斗的地方吗？

让内心受到冲击的，不仅只有环

境。刚任排长，本想放手一搏的我连

连遭受挫折。第一次武装五公里越

野，我竟狼狈地被排里的战士拖到了

终点；参加战术训练，其他队员已到达

战位，我却在原地不知所措；因为某项

工作失误，我被支队领导在会上点名

批评……

那次方案演练，让我始终难以忘

却。由于我缺少指挥经验，最后竟导

致演练狼狈收场、宣告失败。“刚来的

干部不能‘干’，大学生排长像‘木

头’。”听到战士们的背后议论，我恨不

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面对上级批评和下级质疑，我开

始怀疑自己，对未来充满恐惧，甚至一

度有了打退堂鼓的念头。在最困惑的

时候，中队长吴浩对我说：“新排长要

想别人瞧得起，得有两把真刷子，不仅

需要一腔热血，更需要埋头苦干。”

“不能刚来就被拍死在‘沙滩’

上！”我心一横，选择只有一个：用行动

证明自己！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始终提醒自

己要站排头、立标杆、做榜样，并和大

家“约法三章”，进行“三比”活动：比吃

苦，战士们深夜执勤，我加班到凌晨3

点接着去查哨，垃圾池臭气熏天，我带

头冲进去清理打扫；比作风，出早操要

求战士到位，我早早站到排头；比能

力，基础训练上我“笨鸟先飞”，拜老班

长为师每日加班苦练……我用自己的

真心、真情、真干打动和感染着身边战

友，很快和大家融成了一片。

一年后，由于岗位调动，我即将离

开中队。临行的前一天晚上，有战士

悄悄在我床边放了张纸条：“排长，舍

不得你走。”那一夜，泪水打湿了我的

枕头，也让我明白了只要肯吃苦、付真

情、有担当，其实干好排长并不难。

在兵团有一句老话：只有荒凉的大

漠，没有荒凉的人生。边疆环境较为艰

苦，可越是艰苦，越能催人奋进。如今，

我早已适应了边疆，去年又被调到连续

17年的标兵中队任政治指导员，成为

全支队最年轻的正连职上尉军官。

回想这3年多的点点滴滴，我无

悔选择，也没辜负这一场迷彩青春。

学弟学妹们，青春本就是一场远征。

当青春遇上军装，为何不再洒脱一些，

在军旅之路上纵情奔跑。不然，老了

哪有故事可讲呢？

让
青
春
在
远
征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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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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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顾问团
拎着行李，随着人流，武警指挥学院军事历史与军事思想教研

室主任侯艺林登上了开往遵义的列车。坐到位置上，她无暇欣赏

窗外一闪一闪飞驰而逝的风景，只顾在本子上写着什么。

宁夏、山西、重庆、贵州……去年，侯艺林跟着武警部队理论

服务小组一路走、一路讲，所到之处反响热烈。但很少有人知道，

这9堂风格迥异的课全都是她根据不同单位特点、利用休息时间

准备的。

侯艺林满脑子装的都是工作，就拿眼下来说吧：武警部队博

物馆建设方案要完善，本学期11个专题的授课要更新，两名教员

参加优质课评比的提纲要修改……教研室的教员都对她说过这

样一句话：“侯主任，你什么时候才能不忙呀？”

侯艺林确实忙。当了 27年教员，她做了 27年不停转的“陀

螺”。人不高、语速快，走路一阵风、闲话不过三句。不知不觉间，

“艺林很忙”成了学院上上下下对她的一致印象。

礼赞最美军校人

学员俱乐部

“忙起来”才能使课堂

“活起来”——

“一杯水与一桶水

的道理不能只懂不做”

凌晨两点，学员王磊走下哨位，习
惯性地望向窗外的教学楼，那间熟悉的
办公室依然亮着灯：“侯主任还在忙。”

王磊是侯艺林的众多“新晋粉丝”
之一。他曾被评为武警部队十大忠诚
卫士，长期在基层一线工作，乍一回归
校园生活还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
“久闻大名的侯主任要上课了。”第

一课，王磊做了充分准备，告诫自己要
认真听讲、绝不能打瞌睡。

铃声响起，侯艺林噌噌走上讲台。
她环视一周，有神的双眼盯得人心都紧
了一下。“谁知道美军如何总结反思近
几场局部战争经验提出的‘二次转
型’？谁知道俄罗斯创立国家创新机构
实施战略布局的最新情况？”

见面先提问，两个问题让王磊猝不
及防，赶紧低下头，生怕一个对视就“惨
遭”点名。这堂课，看上去一开始就遭
遇“冷场”，但大家的心神却瞬间被关进
了教室。

渐渐地，王磊发现战友们都和他一
样期待着侯艺林的课。“怎样才能讲好
课？”侯艺林摘下眼镜，王磊看到一双布
满血丝的眼睛。侯艺林毫不吝啬地向
他传授秘诀：“都说‘要给学生一杯水，
教师就得有一桶水’。一杯水与一桶水
的道理不能只懂不做，作为一名教员必
须不停地充电。”

侯艺林说到做到，她是网购的忠实
拥趸，购物清单里是满满的书籍。无论
出差还是休假，她都把各类展览馆作为
“打卡”之地，领略厚重历史、感受国家
发展。最后，这些都会呈现在课堂上。

走进侯艺林的办公室，最吸人眼球
的是占据了整面墙的两个大书柜。空
闲时，她会拿起一本翻看学习，很多书
上都画满重点、写满体会。

也正因为如此，侯艺林人气颇高，
有的学员想做些研究，都会来向她讨
教。她也来者不拒，更喜欢给学员们
“加码”，引导大家不断拓展研究深度。

“进了侯教员的办公室，就像进了
‘无底洞’！”一次，学员刘双林本想就
一个简单问题与侯艺林做一些探讨，不
承想硬是被“折磨”了一个多月。这还
不算，侯艺林把刘双林推上了讲台。这
堂名为“基层部队理论学习与对策”的
课刘双林讲得颇接“地气”、风生水起，
得到了大家一致认可。很多同学向刘
双林要教案，准备回到部队也给官兵讲
一讲。“侯主任就是授人以渔的‘能量
场’！”刘双林心中充满感激。

“忙起来”才能把担子

“挑起来”——

“翱翔历史的天空，

更懂得使命不可辜负”

2007年初，学院组建军事思想教研
室，侯艺林脱颖而出，成功竞聘为教研室
主任，受命完成武警史学科建设。“这个新
建学科涉及面广、综合性高，侯艺林能不
能白手起家挑大梁？”面对诸多质疑，侯艺
林找到学院领导立下军令状：一定把这门
武警部队一级学科建成该有的样子！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侯艺林这只
“陀螺”转得更快。经过数日连续攻关，
她初步完成学科建设规划，定下清晰目
标。然而，严峻现实依旧摆在她的面
前：少教材、无课程、缺教员，本身教学
任务又很重，“光杆司令”怎么当？

起步虽遇拦阻，可挡不住侯艺林爬
坡时的那股“狠劲儿”。她将攻克的第
一个难关定在教材上。当时，从体例框
架到材料支撑等几乎都是空白。为此，
她先后查阅了军地 20余家图书馆、档案
馆资料，走遍了全国大半数的军史场
馆，购买的书籍堆满了书柜。

历史记录贵在真实，容不得半点模

糊。为了弄清一个问题，侯艺林常常不辞
辛劳。记得那年，侯艺林利用暑假前往“钱
塘江守桥模范中队”实地查证史料。在中
队第34任指导员叶陈云的帮助下，联系上
历任10多位主官，提前定好了拜访行程。

南方夏季多雨潮湿，加之多日连续
奔波，侯艺林临行前突然发起了高烧。
“要不先休息一天？”叶陈云心疼地问。
“定好的事不能轻易更改！”侯艺林不顾
劝阻冒雨登车。那次，她累计行程 1500
多公里，力求还原每一个历史细节。

积沙成塔，集腋成裘。侯艺林用脚
步丈量历史，用心血浇灌图文，足足 25
万字的武警史教材详细记录了武警部
队发展沿革，填补了一项重要的学术空
白，被全国、全军各图书馆争相收藏。
“翱翔历史的天空，更懂得使命不可

辜负。要明确去哪里，要先搞清从哪来。”
工作实践的不断积累，让侯艺林愈发认识
到历史对部队官兵的教育和激励作用不
可或缺，更督促她忙着担起肩上责任。

近几年，部队各级都在完善军史场
馆体系建设，侯艺林成了很多单位的编
外顾问。在儿子的印象里，母亲是“7×
24”全天候待命。一个周末，本来全家
约好出行游玩，临出门前电话响起：一
名毕业学员发出求助，想让侯艺林为其
单位建设史馆给些意见。

红四军军部特务连、国家政治保卫
大队、中央警备团……侯艺林将这支部
队的 90年历史捋得清清楚楚，还提出了

一些方案设想。电话两边聊得热火朝
天，儿子在一旁急得直跺脚。看儿子在
一旁实在等不下去了，侯艺林边打电话
边对他说：“我今天就不陪你们了，你们
注意安全，玩得愉快！”

一家人相视苦笑，却早已习惯。

“忙起来”才能让团队

“强起来”——

“学问不能断了传

承，必须用于强军实践”

侯艺林也是“低头族”，经常把一些帖
文转发到“军事思想家”微信群里。群里
都是教研室成员，之所以取了这样一个名
字，她希望大家朝着成为“军事思想家”努
力，更希望把教研室建设成真正的家，大
家相亲相爱、和睦共赢。

老教员李文庆是军事谋略学专家，
当了大半辈子教学科研“大拿”。临近
退休，想来侯艺林的教研室图个清静。

来十分欢迎，闲绝不可能。“学问不能
断了传承，必须用于强军实践。”侯艺林
“逼”着李文庆一道下部队调研，办公室、
饭堂、通勤路上，每一处都有他们讨论、争
辩的身影，不断构思、完善专著的火花。

那年夏天，李文庆生了一场重病。

休养期间，侯艺林接下了他所有的工
作。连续 2个多月，等到李文庆出院回
来，《武警谋略学》已进入编印出版阶
段。看到作者只有自己，李文庆着了
急：“你要我咋还这份情？”
“多讲几堂课，再带一个人，给我分

点担子。”侯艺林的回答实实在在。
王培通是南开大学哲学博士，上过

讲台教过课，在政治机关工作多年，一
到教研室，就被侯艺林在心里定为学科
带头人培养对象。“这个徒弟你得给我
带出来！”她在办公室组织了一个简单
的拜师礼，给李文庆布置了任务。

当时，李文庆正在负责建设“《孙子
兵法》的现代应用”课程，王培通随即被
拉进了这项工作。在李文庆的全力支
持下，仅用半年，王培通就完成了 10个
专题的授课提纲。

这对师徒都是犟脾气，学术上遇到分
歧谁也不让谁。他们对“新形势下如何运
用孙子的安全观”有着不同见解，侯艺林
就让俩人分开研究。这下，她更忙了，一
会儿帮这边收集资料，一会儿为那边提出
建议，连着20多天加班到后半夜。最终，
俩人的研究成果实现有机互补，综合而成
的论文登上了首届强军论坛。
“大姐愿意看着身边人跟上她、追

上她，甚至超过她。”教员李响常说自己
最佩服的人就是侯艺林。因为备不好
课、讲不上课，4年前李响带着“差评”调
入了侯艺林所在的教研室。第二天，侯
艺林拿来一整套自己的教案：“抓紧准
备，下周审课。”
“不捂着藏着就不错了，咋还全给我

了？”李响被感动了。抓住机会，她全力准
备，顺利通过，终于重新站上了讲台。

李响重拾信心，几门广受好评的课
讲下来，她又有些“飘飘然”了。“苗头不
对！”侯艺林及时“勒马”，让李响在教学
讲评会上试讲毛泽东军事思想课程。

李响兴冲冲扎进教研室的教案库里
“淘宝”，“毛泽东谋略艺术”这一专题拿过
不少奖，课件视频一应俱全。不到一周，
李响背得滚瓜烂熟，自信地走上讲台。
“辽沈战役的战略是‘关门打狗’，

锦州地区为何被形容为一条‘扁担’？战
役之初为何首先置长春之敌于不顾？”面
对台下专家接连发问，激情洋溢的李响
卡了壳，遍寻脑中教案也找不到答案。
“讲课可不能只练表面功夫。”走下

讲台，侯艺林语重心长，“就咱们的专业
而言，每一课都与文化、历史有着深深
关联，搞‘有一说一’只能是作秀表演。
唯有夯实自身积淀，才能让课堂具备深
度、厚度、宽度、温度。”

一盆冷水泼得恰到好处。有了本
领恐慌的李响从此把“板凳甘坐十年
冷”作为自己的治学警句，逐渐成长为
教研室里的顶梁柱。

这 13 年，教研室旧人走、新人来，
侯艺林却始终坚守着岗位，催着、扶
着、推着所有人朝着既定目标发起突
击、冲锋。

“ 艺 林 ”很 忙
——记武警指挥学院副教授侯艺林的岗位情结

■郭晓红 边 江 本报记者 张海华

“忙起来”的侯艺林好似

一只停不下的“陀螺”。

穆晨璐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