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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顾问团

“成长，在那遥远

的地方”

西南边陲，山巅之上，朵朵白云似乎触
手可及。

摆在学院“边防行”演出小分队学
员们面前的，是大家从未见过的特殊舞
台——一座哨所、一块空地。

音响随身携带，道具“就地取材”，
在 2700多公里的边关行程中，即使有时
演出只有一两名边防官兵观看，大家依
然感到了发自内心的充实感。

充实感源自“被需要”的感觉——走
下哨位的官兵匆匆赶来，额头上挂着汗
珠、脸上挂着微笑；边防战友亲手制作的
花束，还带着泥土的清香；营区里朴实的
军嫂和可爱的军娃，眼神里闪烁着喜悦；
演出结束，掌声在群山间久久回响……

充实感更源自对使命的理解——
与“排雷英雄战士”杜富国所在大队官兵
座谈，到烈士陵园敬献花圈，和同样年轻
的官兵站一班岗、吃一锅饭……在祖国
边防线上，学员们读懂了家国情怀。

走一路思一路，演一路悟一路，学
员们为国担当的“种子”也在悄然间生
根发芽。

让音乐专业学员孙政成长的，是夏
日里一个偶然的画面。

学习美声的他，总觉得自己的专业
在部队难有“用武之地”，直到他和同学
们来到大山深处的火箭军某部营区，直
到那个中午，当他抬起头望向窗外。

那是一个让孙政至今仍记忆犹新的
画面。烈日下，几名战友在大汗淋漓地
保养装备。如同呵护至宝，战友们充满
热爱的眼神一瞬间“击中”了孙政。

创作的灵感在那一刻被打开。入
伍前从未唱过军歌的他，把军营生活的
点点滴滴融入跃动的音符，一首名为
《倚天长剑》的军歌曲谱几乎一气呵成。

“现在我们的营歌还是它！”当战友
给孙政打来电话，他同时也听到了自己
内心“呼啸”的声音。

一句“我们”，代表着战友们的认
同，也标志着自己在成长的道路上又翻
过了“一道岭”。

同样是炎炎夏日，榴弹炮响起的一
瞬间，毕业班学员丁明毅也感受到了成
长的脉动。

前段时间，学院组织丁明毅和同学
们来到某合成旅当兵锻炼。野外训练，
他们一起风餐露宿；高温作业，他们一
起汗流浃背。在挖掘掩体时，学员们手

上磨起了泡，可看看比自己年龄还小的
战士们那一双双结了痂、长了茧的手，
丁明毅默默地埋下了头，更加使劲地抡
起手中的镐头……
“成长，在那遥远的地方。”就像无

言的老师，边关的战友们，训练场上奔
跑的战友们，给大家上了一堂关于拼搏
与奉献的人生课。当学员们的肤色和
战士们一样黝黑的时候，他们也渐渐融
进了这支军队的血脉。泥土味和汗水
味混合而成的，是成长的味道。

“校园里，总有一

股力量感染着我们”

美术专业学员张卉完成过很多画
作。然而，最让她满意的一组画，却是
看上去平凡无奇的训练场——色彩、线
条、棱角分明的美感，跃然纸上，一种战
场上特有的阳刚之气扑面而来。

都说艺术源自生活，直线加方块的军
营，曾让不少学员在创作时觉得颇为“单调”。
“艺术专业的学员普遍比较感性，

要把教育和创作相结合，用军营阳刚的
特质牵引创作、浸润心田。”学员队队

长易大超的话，道出了学院思想政治教
育的“秘诀”——无论课堂教学还是日
常点评，教员和队干部们总会将学员的
目光引向朝气蓬勃的训练场，带领大家
感受来自军营本身的青春活力。

渐渐地，张卉和同学们发现了军号
吹响黎明的壮美、阳光洒进教室的温
暖。身边的正能量，让大家明白自己该
为谁而创作、该怎样创作。

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
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
“推动”学员刘坤鹏的，是一堂“特

殊”的思想政治课，而这堂课的主讲人
是他自己。

开展“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教育，学
院政治理论教研室主任巩进军，安排每名
学员围绕主题进行10分钟的自主授课。

授课时，刘坤鹏选择了自己一直以来
的“偶像”——“独臂英雄”丁晓兵。从断
了手臂完成侦察任务，到独臂参加抗洪
抢险，短短 10分钟的讲述就如同打开了
一部“微电影”，“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
的标准伴着“左手礼”，深深地烙印在学
员们的脑海。

刘坤鹏的讲述结束了，探寻初心的
旅程才刚刚开始——爬冰卧雪的边防
战士、喊响“跟我来”的基层主官……鲜
活的故事把“铅字”变成了带着温度的
画面，学员们被一股家国情怀包围，情

感的共鸣凝聚起对理想信念的共识。
“要想打动别人，先要打动自己。

我们选择的恰恰都是最触动自己的故
事。”刘坤鹏的话道出了这堂课“气场”
的来源——每个人带来一颗火种，思想
的火焰便会释放出强大的能量，指引着
大家向前、再向前。

走出教室，成长的课堂依旧在延
伸。每天清晨，宿舍楼里都会准时响起
学员大队自办的广播。
“选择大家爱听的内容，真是一门

学问。”学员郭清林说。准备期间，大家
不仅要选取“吸引耳朵”的内容，还要紧
扣每期的思想政治教育主题。

文学专业负责撰稿，音乐专业创作
歌曲，戏剧专业担任播音……“校园里，
总有一股力量感染着我们。”当把坐下
“听道理”变成一起“讲故事”，学员们在
筹备的过程中提升了专业实践能力，为
将来成为真正的“教育者”打下了基础。

“舞台上，看到未

来的自己”

不久前，戏剧专业学员晁钰棋做出

了自己的毕业选择——到基层部队去。
从小到大和父亲聚少离多，晁钰棋

一直对身为军人的父亲有些“成见”，也
对军人这一职业产生了偏见。
“改变我的，是一场戏。”在排演剧

目《历史的天空》时，晁钰棋担任 B 组
男主角。学院结合原著和剧本穿插开
展的红色历史教育，让晁钰棋“入戏”
很深。

当晁钰棋看到剧中人物在革命洗礼
中成长，把毕生心血献给军队时，到一线
摔打磨砺的念头渐渐清晰，他暗下决心：
“不仅要在舞台上演好角色，更要在现实
生活中演好军人角色。”

一次赴部队演出谢幕时，千余名官
兵突然“唰”地起立敬礼，晁钰棋和同学
们被震撼了。他们深知，这是战友们在
用最崇高的方式，向军人的荣光致敬。
刹那间，晁钰棋读懂了剧本，读懂了父
亲，也读懂了自己。
“舞台上，我看到了未来的自己。”

晁钰棋说。
影视文化管理专业毕业班学员周

寅觉得作为文艺骨干，将来主要任务是
“搞创作”。在他眼中，一个完美作品的
分量，远远重过一堂教育课。
“要让大家自己说服自己。”面对学

员们的理解偏差，担负教学任务的青年
教员刘帅并没有急于搬出条条框框的
大道理。
“为什么几条标语，就能动员老百

姓踊跃参军？”“为什么文工队要冒着生
命危险把节目送到前线？”……

一串问题牵出一串故事。课堂上，
刘帅从红军长征讲到抗美援朝。在讲
到红军战士用歌曲瓦解敌军斗志时，学
员们感到了文艺骨干的“战场价值”。
在听到志愿军的文工队员们为了给战
士们送去“精神给养”而牺牲时，大家不
知不觉地眼眶湿润了。
“不能为了表演而表演，要用艺术

传递思想。”讲完故事，刘帅把课堂的
“主动权”交给了学员们。大家你一言、
我一语，不仅对思想政治课有了新的认
识，还描绘了新时代军队文化工作者的
“自画像”。

“热血同在朝鲜流，谁说艺兵不作
战……”课堂小结时，刘帅念了志愿军
文工队员的一首小诗。

课戛然而止，余音未绝。就如一幅
画的留白，刘帅的授课方式体现了学院
对毕业学员的教育思路——让大家带
着对使命的思考走出课堂，走上属于自
己的军旅之路。

上图：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组织

学员赴基层部队采风演出。

林梓栋摄

出发前，点燃心中的一团火
■本报特约记者 董 澄

毕业季⑤

关键词：毕业教育

夏夜，细雨霏霏。

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教室里，戏剧和舞蹈专业的学员们正在加

紧排练着自己的毕业作品。

虽然刚刚完成论文答辩，毕业班的学员们却没有毕业季的“躁

动”。歌唱声器乐声伴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汇成了一曲独特的“毕

业歌”。

润物无声亦有声，教育无形亦有形。对该学院的学员们而言，从入

学到毕业，总有一股力量在浇灌着他们，为“拔节孕穗期”的他们带来生

长的光和热。

如今，学员们走到了军校生涯最重要的一个路口，心中的火焰跃动

着母校温暖的记忆，照亮了前行的道路。

夜深了。日历又将翻开新的一页，出发的日子又近了。

主持人语：本期《校媒联盟》的主题

词是——时光。

总有一些时光片段，会跟青春、梦

想和快乐长久相连。即使多年后，那些

熟悉的声音、模样渐渐淡去，但那些温

暖、激情却久久萦绕心间。

时光雕刻青春的容颜，留下年轻最

美的底色；时光包容青春的不羁，留下青

涩和勇敢的背影。

对于即将毕业的军校学员们来说，

军校的美好时光，凝固成他们生命中亮

丽的篇章。

时光走着走着就成了岁月。有人

说，人这一辈子，不是活了多少日子，而

是记住了多少日子。当青春披上迷彩的

霞光，军校里每一个拼搏的瞬间，都成为

学员们心灵深处不可复制的记忆。

今天，我们向大家推荐一组来自

海军航空大学、国防科技大学、陆军工

程大学的“军校毕业季”微媒推文，以

及部分毕业学员的心语，以多元化的

视角，呈现军校学员不一样的青春

风采。

★军校时光匆匆而过，即将散作满
天星的我们，将在心中珍藏她最美的样

子。青春不散场，未来正等着我们，挥

挥手，不说再见。

@国防科技大学 李悦

★我至今还记得参加“精武杯”集
训时的那碗面——红油泡椒口味。辣

汤喝下去，在跑回去的18公里路上，我

的胃里好像喷火一样。尽管后来我又

吃过许多面，但那一次的味道，不可复

制，余香永存。

@海军工程大学 曹翰文

★人生最精彩的不是实现梦想的
瞬间，而是坚持梦想的过程，就像电影

《阿甘正传》里说的，“人生就像巧克力，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味道。”也

许，多年以后，回头看看走过的路，我

想，我会感谢曾经拼搏的自己。

@陆军工程大学 汪鹏

★军校拉练，背上背囊，就是背上
誓言一般的信念。连续21小时的行军，

近百公里的路程，我们顶严寒，过长夜，

翻山岭，斩荆棘，与战友肩并肩、手挽

手，走过泥泞的艰辛与欣慰。如今，所

有的记忆都折射出迷人的光芒。

@陆军步兵学院 李少白

★闭上眼，一切历历在目：被汗水浸
透的蓝色征衣，回荡在食堂中的“生日快

乐”，三尺讲台上的谆谆教导，白鹿原下

绿色与蓝色的交融……军校4年让我学

会了责任与担当，我定不负母校的嘱托，

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挥洒汗水。

@空军工程大学 宋常斌

（朱桁冈整理）

左上图：青春的光影凝固时光的脚

步。图为海军勤务学院、空军军医大学

学员创意毕业照。 胡旭风、朱鲲宇摄

时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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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媒联盟

“远地方、苦地方，建功立业好地

方！”军校毕业那年，我在这句话的感

召下选择了南疆边防。

南疆，与天山、帕米尔高原、塔克

拉玛干沙漠这些地名紧密相连。我的

部队就驻守在这里，边防战友们大多

驻守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域

高原。

这里，绝对是远地方、苦地方。但

是，我也用3年时间做出了验证：这里

更是建功立业的好地方。

在军校时，我喜欢新闻写作，早就

耳闻南疆这片热土是新闻富矿。结束

了任职培训，我开始拿着相机常年奔

走于边防一线，坚守着自己“苦中作

乐”的爱好。我和官兵一起巡逻执勤、

擦拭界碑，在行走边关中享受着新闻

工作带来的乐趣。

著名战地记者卡帕有句名言令我

印象尤为深刻：“如果你的照片拍的还不

够好，是因为你的镜头离炮火还不够

近。”3年来，我一次次跟随战友走上冰

雪巡逻路，有过许多次生死经历，用镜头

捕捉记录了很多感人的瞬间。

去年，我随红其拉甫边防连官兵

骑着牦牛，历经5天4夜走了一趟素有

“死亡之谷”之称的生死巡逻路。这条

巡逻路，途中要翻过3座5000米以上

的雪山达坂，要蹚过一条条刺骨的冰

河，不时还会遇到狼群。

踏上征程，起初我满心欢喜，充满

好奇。当疲惫的身躯与意志产生较量

时，我也曾有过半途折回的念头，但看

着比自己年龄还小的战士都能坚持，

我又怎能放弃？

那次亲历，我见证了边防军人的

执着坚守和舍生忘死的拼搏精神，一

路见闻也成了我新闻写作中最鲜活感

人的素材。随后，我的稿件被各大媒

体刊登、转载。当官兵们果敢无畏的

身影见诸报端、网络和电视画面时，他

们备受鼓舞，我自己也流下了激动的

眼泪。

南疆是热土也是“磁场”，吸引着

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来此建功立业。

李高杰考入清华大学不到 3个

月，便毅然参军入伍。毕业前，他再次

选择从军报国，成为一名国防生，并坚

决要求到南疆工作。工作后，因表现

突出，他先后3次荣立三等功，并成长

为“进藏英雄先遣连”第25任连长。

克克吐鲁克边防连原连长肖博

文，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边防一线，

一干就是10年。他带领官兵爬冰卧

雪，走遍了防区的角角落落，连队连续

两年荣立集体二等功。去年，他被越

级提拔为营长……

在南疆，像这样优秀的学长还有

很多。这里，是一个令强者增志，令弱

者生畏的地方；这里，更是年轻人干事

创业的大舞台。

3年的基层经历，让我深切地体

会到，越是艰苦边远的地方越能锻炼

人，更能让一名年轻干部拔节成长。

因工作成绩突出，我连续3年收获军

功章。

谁说军人没有浪漫的诗情？青年

军人的诗和远方，在风雪征尘的遥远

边关，在磨砺锋芒的血火战场。唯有

经历过如火般的淬炼，青春才会更热

烈地绽放。

选择安逸还是艰苦，往往只于一

念之间。学弟学妹们，向下扎根方能

酝酿花开，根扎得越深，养分越充足，

绽放的花朵才更加美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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