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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为何经历了
170 多年的时光流转，至今仍闪耀着真
理和智慧的光芒……”5月上旬的一天，
航天工程大学学员孙广博在腾讯课堂
与同学们畅谈阅读《共产党宣言》后的
所思所想。

寒假前，学校围绕不同类别学员特
点，为每名学员都发放了一份“订制书
单”，重点荐读人文经典和哲学书籍。

随着返校时间的推迟，学校图书馆
与军内多所高校图书馆展开合作，加快
线上资源建设。同时，他们依托“京东读
书”“全民读书打卡”等 App为学员搭建
线上阅读平台，4万册各类经典图书入
驻校园“指尖图书馆”，免费向全校师生
共享开放。据统计，自 2月份以来，学员
线上阅读时长占总阅读时长的 70%，《共

产党宣言》《大众哲学》等书籍线上阅读
总量达8千余册。

得知自己的读书心得即将在大学
“读经典、学哲学”专题网站展示，大四学
员岳崇岭难掩激动。2800 余字的读书
心得中有他对书中哲理的感悟，也有对
当前所遇困难的思考：返校推迟，能否按
时完成毕业设计成了压在他心口的石

头。“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在一定条
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在阅读《矛盾论》
时，我找到了解决问题的‘船’和‘桥’。”
随后，在教员的远程指导下，岳崇岭自学
Python 编程和Matlab 软件，用大数据模
拟的方式找到了设计实验、完成实验的
新方法。

政工专业在职研究生张立博对将来

重返工作岗位信心满满。工作中理论知
识匮乏带来的诸多掣肘让他十分珍惜来
校学习的机会，《毛泽东选集》《哲学笔
记》……对于每一本读过的经典著作，他
都要写一段书评。居家几个月的阅读
量，让他不知不觉冲上了大学“阅读马拉
松”活动排行榜的第一名，成了学校“读
书圈”的知名书友。

生活中喜欢用相机定格精彩瞬间
的大一学员周泳靖，在阅读中也收获了
别样的风景。前不久，她在“云端”朗读
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系
列经典片段不仅在大学“读经典、学哲
学”校园专题广播节目中播出，还通过
多个 App 收获了众多线上“粉丝”的献
花和点赞。

“人的自我价值必须通过社会价值
来实现，对军校学员来说，只有将个人理
想融入中国梦航天梦中，才能真正绽放
自己的青春。”学员张钊在阅读《马克思
主义哲学十讲》后说。作为即将奔赴基
层一线的准毕业生，他已作好毕业后的
打算——到边疆去，到航天一线去，到祖
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哲学经典就像照亮人生的灯塔，期

待和战友们重聚在雁栖湖畔时，都能遇
见更好的自己。”学员余思敏在“指尖图
书馆”的留言板上写道。

点亮心中的“精神灯塔”
■陈艳秋 本报特约记者 谭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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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地参与，才有

真实的成长

第三次闯入歌手大赛决赛的林一
鸣，已经是大家眼里的“老面孔”。虽然
还是没有获奖，但是大家都被他的执着
所感动。

校园歌手大赛，一个学院一个赛区，

初赛、复赛、决赛环环相扣。这次，林一
鸣终于杀进八强。

嘴巴再张圆一点，上体保持军姿，
右手贴在腹部，时刻感受自己有没有用
腹部发声……就连走在路上，林一鸣想
起教员胡劼对自己的提醒，都会挺一挺
上身。

想到自己入学时话都不敢说，如今
却敢站在台上一展歌喉。追光灯打在身
上那一刻，林一鸣感觉像做梦一样。每
当想到这里，他都会默默地感谢胡教员。
“要不要歇会儿？”“不行啊，时间已

经不够了！”学员李诗宇两眼通红，捏着
粉笔，拒绝同学的好意劝说，继续创作。
板报比赛中，她对粉尘的过敏让许多人
捏了一把汗。

为让板报比赛比出思想、比出美感、
比出公平，这次比赛出炉了新赛制：比赛
用具全部统一提供使用，而且只能用粉
笔！李诗宇开始焦虑起来，是退是进？
进，她对粉尘过敏；退，苦心设计的“庆祝
新中国成立 70周年首日封”版式，将无
疾而终。

一咬牙，拼了！为了在 4个小时的
规定时间内画得更快，她没有休息一分
钟，一边流泪一边坚持作画。最终，李诗
宇带领团队斩获二等奖。获奖后，她很
少给人讲曾经的辛苦和不适，更喜欢把
珍藏的设计手稿拿出来，分享她眼中的
红色故事。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分配至军事科学院工作已经三个多月
了, 博士研究生王维佳仍保持着一个
在大学养成的习惯：晨光熹微，早早来
到实验室，面对窗外大声朗读一首唐诗
宋词。这一习惯，是在参加了大学书画
摄影展之后才有的。因为书法，他爱上
了诗词。

连续三届参赛，一年一个台阶，从三
等奖一直到一等奖。但最难为他的，还
是大学书画摄影展提倡的自创诗词，这
名“赶鸭子”上架的工科博士，把历代军
旅诗词都找出来研究，看着看着，咂摸出
味道，居然能结合军旅感悟写上一两首。

从此，诗词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也
涵养着他的静气。

演好了自己，更点

亮了青春

“空工力量”健身健美达人秀，报名
学员络绎不绝，站上舞台的却不多。别
看军校“壮汉”多，但比赛门槛也高。屈
腿硬拉计数，杠铃有 100 公斤。翻轮胎
计时，要翻滚一个比人还高的轮胎。肌
肉展示环节，双肱二头肌、后展双肱二头
肌、后展双背阔肌等等都要亮相。原来
这么多门道！许多学员看到差距，打起
退堂鼓。

魏志邦是个例外，明知山有虎，偏向
虎山行。他一年前训练中不幸受伤，做
完手术后，不能跑也不能跳，就连走路也
不敢迈大步。

半年后，经医生允许，他重拾健身

梦，担心旧伤复发，只能从小重量练
起，慢慢加、慢慢练，常常疼到哭。即
使这样，他还是坚持了下来。有人问
他为何这样拼？他微微一笑：我喜欢
拼搏的人生。

合唱比赛开赛了！100 人的合唱
队，唱什么歌都气势磅礴。可学员张鹏
翔起初劲头却不足。参加伊始，他觉得
练习歌曲太“没意思”，每天队列唱、开饭
唱、点名唱，他早就“唱烦了”。

可当指挥员把一首《从天而降》改编
为防空反导学院的特色歌曲之后，一下子
击中了他的心。身上流淌着地空导弹兵
的血液，他渴望唱响地导兵特有的精气
神。从此，张鹏翔不“溜号”了，反而积极
出谋划策，其中合唱人员用身体摆成导弹
发射造型这一动作，就是他提出来的。他
觉得，这才是地导兵应有的“范儿”。
“我们都是地导兵啊！真正男子

汉！”合唱比赛气氛如怒涛般汹涌澎湃，
这首歌一举斩获冠军。

操场上，讲起军事体育一脸严肃，
400 米障碍身轻如燕。可到了舞台上，
军政系教员司琦就像换了个人一样，她
的高音歌曲如天籁之音，她也成了学员
心中的“空工大歌神”。

歌火了，课更火。课间休息，学员们
将她团团围住。她总挡不住学员要求她
“唱一首”的热情，只好开始“现场直播”。

会不会光想听歌不好好听课？司琦
隐约有些担心。欣慰的是，听完歌后，学
员们训练更积极了。“只要能激发训练动
力，我愿意一直唱下去。”司琦说。

不同的经历，带来

非凡的感悟

无论风景多好，构图多美，如果没

有故事，那都不是大学摄影展要的
“菜”。

这个“门道”，学员孙朔终于悟出
来了。“摄影展明确要求，必须反映强
校实践中的身边人身边事，摄影技巧倒
在其次。”大学资深摄影达人、教员曹
国强给摄影俱乐部的学员反复交代。

好照片很多，有故事的照片并不
多。摄影展上，一幅名为《拉练途中》
的作品，引来不少参观者驻足欣赏。

去革命圣地延安徒步拉练，是该校
学员的“必修课”。一天，烈日炎炎，
队伍已行进 35公里，水壶喝干，嗓子
冒烟。路过一个村庄时，几位老乡拿着
西瓜，站在道路一旁，往学员们手里
递。感动之余，孙朔拿起手中相机，记
录下这一幕。

虽然没有经历过战争洗礼，但这
次拉练，却让孙朔真实看到了什么是
鱼水情深。他说：“这张拉练照片能
获奖，就是因为它记录了百姓拥军的
生动瞬间。”

主题晚会方案，经过五次推演，最
后尘埃落定。第一条原则就是：讲自己
的故事，唱自己的歌，让更多的人走上
舞台。杨晓阔作为大学首批转改文职的
现役教员，初次准备演讲稿，感觉这比
写论文难多了。

熬了好几夜，也没写出像样的稿
子。他向在机关工作的同学求助，可同
学说：“我写得再好，也表达不了你心
里的感受。”

那些天，杨晓阔的心一直都是悬着
的。准备阶段，他在妻子面前反复演
练，即使上台前，他仍在后台反复转圈
缓解压力。舞台和讲台明显不一样，准
备好的词忘了许多，情急之下，他只能
临场发挥。
“导师说：晓阔，你要想想当初为

什么来大学？看到熟悉的环境、可爱的
学员，我明白了，教书育人献身国防不
正是我从军的初心吗？”“从军装上卸下
肩章领花、军种符号时，真像剥掉自己
的一层皮……”每一次掌声，杨晓阔都
在心里默数，他发现，掌声最热烈处，
反倒是他真诚说出心里话的时候。
《换羽新飞》，是杨晓阔演讲的题

目。作为杨晓阔的学员，郭俊杰开始重
新凝视教员，重新珍视初心的可贵，重
新掂量使命的意义。
“您的话也说到了我的心坎里，脱

下的是军装，脱不掉的是情怀”“换装
不换心，您依然神采奕奕地站在讲台
上，这就是最好的担当”……

看着同事和学员们发来的滚烫微
信，一阵阵激动如波浪般涌上杨晓阔的
心头。

图①：学员在绘制板报；
图②：学员在进行摄影创作；
图③：学员参加健身达人秀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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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上某视频App的图标，已经很久没点

过了。这曾是学员王晨绯“宅”在家里这段时

间的最大变化。

返校收拾行李时，看到他行李箱里的几部哲

学经典书籍，母亲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其实，早在一个月前，王晨绯就已下决心

和快餐阅读说再见了。

那些天恰逢“世界读书日”，空军工程大学

开展的“读经典、学哲学”线上活动，给自认为阅

读面甚广的王晨绯浇了一盆“冷水”——没读过

哲学经典书籍，对不起，连参与的资格都没有！

“浅阅读让人失去深刻思考的能力，深阅

读才能真正增长智慧。”王晨绯重新审视过往，

开始研读哲学书籍，向着年度“悦读之星”发起

了冲锋。

“读经典、学哲学”线上活动，是空军工程

大学组织的若干群众性文化活动中的一项，这

些活动中有“大餐”：歌手大赛、军营健美达人

秀；有“看家菜”：书画摄影展、板报大赛；也经

常有时令“鲜蔬”：话剧演出、合唱表演……

文化是抵达心灵最近的路。这些活动有

的已经落幕，经历过的官兵却一直在拔节成

长；有的活动则刚刚开始，吸引着已经复课的

学员参与其中，再启征程……

文化之于大学，如精神、品格之于人

类。

大学常讲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就是

通过浸润、感染、熏陶，达到入芝兰之室

久而自芳的效果。这种变化、这种成长，

是精神的滋养,品格的淬炼。往深里说，

是一种灵魂的濯洗；从现象看，则是青年

人言行举止的转变。

军校充满阳刚之气，越是心有猛虎，

越应细嗅蔷薇。文化可滋养心灵，文化

能涵育德行。因与话剧深情对视，开始

爱上经典著作；因沉浸翰墨书香，开始痴

迷军旅诗词；因创排多姿舞蹈，更加向真

向善向美……寓教于美，寓教于艺，文化

与育人碰撞出美德的火花，点亮智慧的

火苗，校园处处自然化为成长的课堂。

当然，文化育人应当有更多的青春气

息，若不能与青年人同频共振，不符合青

年人的审美和趣味，就失去了文化本身应

有的魅力。每一项看似简单的活动，幕后

都须精心酝酿，将时代主题与大学精神相

结合，摒弃空洞肤浅与枯燥复杂，找准青

年人的“关注点”“兴奋点”和“成长点”，那

么小活动就能迸发出大能量。

曾有学者把大学比作百花园，那么，

文化育人就如同春风和雨露。育人看不

见摸不着，但育人形式却可以具体而生

动。大学文化盛宴, 形式上做到有形、

有声、有味、有情，效果上才能入眼、入

脑、入心、入实践。

最是文化能育人。写好军校文化育

人“大文章”是立德树人必不可缺的环

节。让学员学会了解美、感受美、欣赏美、

创造美，才是有文化的大学。走出这样大

学的青年，必然卓然不为流俗所移，必是

饱含家国情怀，必定走得更远更从容。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陈 卓

校园特别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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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到校门口，陈挚教员就已
经在岗哨外撑伞等着了。他远远
望见我冒雨走来，立马招手说道：
“长沙这些天降温了，你可得注意
保暖啊。”我接过他手中的伞，笑嘻
嘻地看着这个让我盼了又盼的“老
头儿”：老师，回来能见到您，我浑
身都暖暖的。

记忆如同依附在教学楼墙上的
爬山虎，每年枯萎又重生，却依旧鲜
活如初。我与陈老师的“不解之缘”
源于 2016年，那年，我作为战士学员
考入国防科技大学，而他当时教战士
班。尽管我们相处不过半个学期，但
这短暂的时光却成了我珍藏至今的
宝贵记忆。

大一最出名的两门课是高等数
学和线性代数，因课程难度大被同学
们戏称为“脱发课”，陈老师就是这两
门课的“掌门人”。

作为一名战士学员，在部队的两
三年里没有系统地上过文化课，一开
始接受这些“高等”知识无异于听天
书。课还没上多久，我就感觉睡意袭
来，不由得打起盹来。

梦还没开始，一阵刺耳的敲击
声就冲进了我的耳朵，我猛地抬头，
正对上陈老师那凌厉的眼神。本以
为他会狠狠地批评我，可他却转身
回到讲台上，淡淡地说：“龟兔赛跑
的故事大家听过吧，只是现实生活
中，往往是乌龟睡觉，兔子一路领
先。因为比你优秀的人，往往还比
你努力。”

我惭愧极了，可看着满黑板闻所
未闻的函数、曲线，仍是一头雾水。
陈老师似乎发现了我的迷茫，课后他
单独找我谈心：“丫头，千万不要灰
心，你是一名战士，你要相信，只要你
肯学，没有什么办不到。”

陈老师笃定的眼神像一束光照
进我心里，瞬间驱散了我所有的无助
和不安。我决定学着做一只奋力追

赶的“乌龟”，努力跟上他的脚步。
决心虽下，前进的道路并不一

帆风顺。有段时间学到微积分，概
念抽象空洞难以理解，我的考试成
绩一直在 60分左右徘徊。虽然有很
多疑问，我却怎么也拉不下面子找
老师请教。陈老师发现了我的顾
虑，便利用课间休息时间，绕着教室
过道来回转。只要我有疑问，他就
随时停下来解答，哪怕是看起来十
分“傻气”的问题，他也会一遍又一
遍地给我耐心讲解。

除了牵挂我的成绩，陈老师还
一直给予我精神上的鼓励。每次交
上去的作业，我都能收到他写的批
语。内容或是对错题的纠正，或是
他自己总结的解题“独家秘籍”，但
最后总不忘写上一段鼓励我的话。
虽然只有寥寥数语，却是我求学路
上的莫大慰藉。

渐渐地，作业本上的错误越来越
少，我的成绩越来越高。就在大家为
期末考试紧张备考时，陈老师却得了
重感冒。那天回到宿舍，我打电话给
他，迟迟没人接听。几分钟后，手机
屏幕亮了，他发来一条信息：“嗓子现
在说不出话，昨天你问我的题，我给
你写纸上拍了照片，结合课本你再看
一看。”

看着屏幕里那张写得密密麻麻
的手稿，我顿时热泪盈眶，深深被这
位“学生才是第一位”的老师感动。
连代课教员都说：陈老师是把你们当
自己孩子教啊。

学期结束时，我因成绩优异入选
学校“卓越指挥人才创新拓展班”，终
于从一只奋力追赶的“乌龟”，摇身变
成了陈老师口中那只领先的“兔子”。

虽然课程结束了，我和陈老师却
一直保持联系，时常交流学习心得，
也会向他汇报取得的各项成绩。

时间从指缝中悄悄流走，我已步
入大四在分流院校学习。虽然已经
离开长沙，但我还是会在某个瞬间，
回想起那年盛夏，陈老师单独跟我谈
心的那个午后，想起那束照亮我心房
的温暖的光……

温暖的光
■王峥琦

我的老师

史上最漫长的寒假即将画上句

号，阔别多日的校园已绿柳成荫，和家

人相伴良久的你是否已迫不及待地想

与“军校家人”重逢？上铺的兄弟等着

你球场一决高下、教员等着为你当面

解答积攒了很多问号的毕业设计、俱

乐部器材等着与你做一次“亲密接

触”……今天，一起看看学员回到校园

后最想和战友做什么？

竺 晖绘

校园漫画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