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①：新学员朱允来入学前（左四）在雪域高原与官兵一起巡逻。 刘晓东摄 图②：韩旭教员团队为边防官兵研制的拆装式自供能保温方舱。 张 华摄

图③：学员们在开展舟桥架设演练。 蒋蔚蔚摄 图④：陆军工程大学2020级研究生开学典礼上新学员欢呼雀跃的场景。 朱桁冈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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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特别关注

主持人语：本期《校媒联盟》的主题

词是——深蓝。

有人说，每一位海军学员都应将自

己视为一名水手，只有出过海，才能明白

自己对于“深蓝”的向往。

这种向往是：日出日落、潮涨潮退，

岁月轮回间，深蓝牵挂的故乡；扬帆楫

桨、乘风破浪，骤雨狂风间，深蓝呼唤的

成长；驭舰出征、鏊兵大洋，百舸争流间，

深蓝承载的梦想。

或许这种向往，是他们和深蓝早已立

下的约定。每每微风初凉，携着淡淡的海

味儿，海军院校的一批批学子就会向着深

蓝，开始他们的首次出征——航海实习。

在这片一望无垠的深蓝中，他们有

“纵睨黄渤南北，弋巡金乌余晖”的气宇

轩昂，有“昔叹邓公折长剑，今以利舸铸

英碑”的凌云壮志，有“九州绘应舆斗，六

分仪定海扉”的运筹帷幄……今有鹘鹰

三百众，拘涛披雨战惊雷，足壮海军威！

今天，我们向大家推荐一组来自海

军航空大学、大连舰艇学院记录学员航

海实习的微媒推文，跟随他们的脚步走

进深蓝，感受一下他们海味儿十足的青

春“嘉年华”。

图①：海图作业。 张倚栋摄

图②：海上宣誓。 李建文摄

深 蓝
■刘任丰 李 鑫

“兵是兵将是将，兵头将尾就是班

长。”一年前，我开始担任学员队班

长。当时的我，哼着这首《班长之歌》

走马上任，心中踌躇满志，决心要大干

一场。可是后来的故事告诉我，这个

“兵头将尾”的岗位并没有想象中那么

好当。

第一次班务会，我就觉得“发号施

令”时有些底气不足，院校与部队不

同，我和班里的其他同学军龄相同、军

衔一样，看着一起摸爬滚打过来的战

友，总有一种“镇不住”的感觉。

事实也的确如此。就拿内务检查

来说，前段时间，队里制订了一系列内

务管理规定，为了拿到流动红旗，我带

着副班长预先检查了三遍，可问题还

是层出不穷。更令我苦恼的是，虽然

讲评一次比一次细致，批评一次比一

次严厉，可总有人“冒泡”。我不禁在

想，班长的威信到底该咋立？

后来，队干部的一席话打消了我

的顾虑：“如何带好一个班，是一班之

长能力素质的全面检验，更是心智品

质的成长历练。相较于命令，非权力

影响力发挥着更大作用。”

我静下心来，组织了一次“朋友——

请讲出你的故事”主题班务会。在会

上，我带头讲起埋藏在心底的往事，

有孤独的成长、艰难的改变、痛苦的

适应……果然，朋友间有“温度”的提

醒比冷冰冰的“命令”更管用。

大家也向我敞开心扉，主动做

了自我检讨，并对学员队的内务管

理规定提出了一些意见建议。于是，

我们找来《内务条令》，一条条对照检

查，发现我们确有一些不合理的地

方。《内务条令》中明确规定“内务设置

应该方便工作、学习、生活，杜绝形式

主义”。我便代表全班向队干部申请

协调更改相关规定。队领导认真听取

了我们的建议，当晚，就在大家举手表

决中做出了相关调整。

后来，又经历了几件小事，班里的

成员对我的工作越来越支持。一次骨

干换届后，我发现由于学员队骨干岗

位有限，有的同学已经很久没当过骨

干了。于是，我向在地方院校学习的

同学“取经”，借鉴他们兴趣社团的模

式，积极发掘班里成员特长，推荐他们

担任各项兴趣小组的负责人。渐渐

地，这些同学的领导协调能力得到了

恢复和提高，并撑起了全队兴趣小组

的大旗。

回首一年来担任班长的经历，一

件件小事让我认识到，班长不仅要

“管好人”，更要“当好家”，除了落实

好制度，还要本着对大家负责的态

度，带着大家一起进步。这样的班

长，才是真正称职的好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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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怀着对知识的渴望

而来——

少一些功利安逸，多

一些坚持与坚守

到南京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来自西
藏阿里的 2020级研究生新学员朱允来
还是感觉有些醉氧：疲倦、嗜睡。5年的
高原生活赋予了这个籍贯江苏南通的
小伙子浓烈的高原味道——

紫红的脸庞，风沙雕刻的痕迹清晰
可见，说话有些拖着后鼻音，如果不是
自己介绍，旁人很难看出他是出生于
1991年的江南小伙儿。

朱允来所在连队是位于海拔 4600
米的扎西岗边防连，2013年被中央军委
授予“雪域高原戍边模范连”称号。此
番军校之行，他特意带了一张雪域巡逻
的照片：莽莽雪原，他和战士们席地而
坐吃着干粮，身旁是高大的军马和飘扬
的五星红旗。
“毕业刚分配到阿里时，面对一望

无际的戈壁滩，我也曾经历从兴奋到犹
疑到适应，再到坚定的心路历程。几年
后，越工作越感到知识和能力的欠缺，
觉得应该充实自己才能更好地服务边
防，所以选择报考了军校研究生。”谈起
读研初衷，朱允来如是说。

对于学科专业选择，朱允来给记者
讲述了他在部队时的经历：在特殊地域
和极寒条件下，很多常见的训练项目在
高原却难以开展，“能否开发一个高原
训练系统，运用VR、人工智能等新技术
将各种训练情况实时模拟，从而解决高
原训练难的问题？”
“考研报名时，看到‘作战模拟与

训练仿真’学科方向时，一下子被吸引
了。”带着对解决部队训练实际问题的
渴望，朱允来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个
学科方向并积极备考。

采访中，朱允来问了记者这样一个
问题：你见过凌晨4点的阿里吗？

正当记者疑惑时，朱允来说，基层干
部考研不容易，白天工作没时间复习，只
能利用午休和晚上熄灯后的时间。阿里
的深冬，冷得人直打哆嗦，为了驱寒，我
接一盆热水暖暖手、泡泡脚接着学，这一
学常常就到了凌晨 4点（相当于内地凌
晨 2点）。“我希望几年后学成回阿里，能
更好地解决部队训练中的实际问题。”

朱允来是陆军工程大学实行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改革的受益者，也是该
校研究生培养推动由“学术型人才为
主”向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转变的一
个缩影。

记者了解到，今年，该校专业学位
研究生招生 280人，占总计划的 67%，朱
允来就是这二百八十分之一，预计今后
两年这一比例将提高到70%。
“这是我的父亲日记里的文字，这

是他青春留下的散文诗，多年以后我看
得泪流不止，我的父亲已经老得像一个
影子……”上军校研究生的前一个晚
上，参谋徐杨洋捧着心爱的吉他再次哼
唱起这首《父亲的散文诗》。

天山下、博湖边，月光中，军营里。
徐杨洋带着亲人和战友的嘱托来到他
向往已久的军校校园，开启研究生的学
习生涯。

徐杨洋来自驻新疆巴州某部，在记
者印象里，这个活泼开朗的大男孩喜欢
唱歌，一笑就有两个大酒窝，聊到边疆
的人和事，眼神里就有光。他常年埋头

于部队通信建设，这次上研究生，他还
是选择了电子信息专业领域。他说，我
就是想回去能更加拓展专业领域在部
队的应用空间。
“少一些功利安逸，多一些坚持与坚

守。”如今的徐杨洋课余常抱着从边疆带
来的吉他哼上几首，这动人的旋律，似乎
在为他和他的同学们的未来而歌唱。

他们带着服务部队的使

命而去——

边防官兵守护高原，

我们守护他们的梦想

转辗 3800 多公里，穿过片片云海，
参谋张晓博所在的调研组终于来到西
藏某部。还没来得及整理行李，强烈的
高原反应就让这个一米八五的大个子
头痛胸闷、心慌气短。

这是张晓博第一次上高原。9 月
14日，他所在的陆军工程大学调研组代
表该校与西藏军区签署《高层次人才培
养合作框架协议》，旨在搭建“机关—院
校—部队—专家—学员”一体化育人平
台，探索建立贴近部队、符合专业学位
研究生特点规律的培养模式、质量标准
和保障体系。

离开拉萨第 3天，准备前往西藏某
部的调研组成员李杰就接到了西藏军
区某部参谋刘义的电话：能否请你们派
出专家帮我们培训一支无人机操作手
队伍？

当晚，李杰就协调相关部门和单
位，组织专业力量，计划尽快开展一期无
人机操作手培训，还就后续依托军事职
业教育平台常态化为部队开展线上培
训和技术支持做出了安排。“当时感觉部
队期盼很迫切，这种期盼是对新技术和
新装备的渴望。”调研组成员曹天威说。

教员胡永江从事无人机领域研究

多年，这几年，他带领团队数次上高原
将某型无人机技术运用于基层部队训
练中。在他们看来，无人机能有效助力
部队战场态势掌控、数据分析处理和飞
行指挥调控等能力形成，同时对无人机
领域相关科研课题攻关提供有效支撑。

睡好住暖，对于常人来说是件再普
通不过的事，但对于高原官兵来说是一
种渴望。为了将这种渴望变为现实，连
续 3年，51岁的教员韩旭和他的团队 7
次上高原，为的就是让官兵们睡好住暖。

从军十余年，边防战士葛修鹏亲历
了连队驻训条件的变化：此前，连队住
的是帐篷，夜里需穿着棉衣钻睡袋、再
盖被子大衣，依靠煤柴炉取暖。如今，
在新型保温方舱里，晚上盖一层单被就
能睡得很舒服。

让官兵们睡眠条件发生“巨变”的
是韩旭教员团队研发的“拆装式自供能
保温方舱”。这种保温方舱安装简单，
利于战备，自带光伏发电，保温性能优
越，即便外面是零下四五十摄氏度的冰
天雪地，方舱内亦是温暖如春，赢得官
兵纷纷点赞。

高原公路海拔高、距离长，路况复
杂，施工作业难度大，常常一边是壁立
千仞，一边是沟深崖陡，车行人走，步步
惊心。连续多年，教员邵飞和他的道桥
团队数次上高原，开展边防公路养护数
万米，同时根据部队所需开展道路应急
抢通保通。

采访中，邵飞讲述了一段抢修巡逻
桥的经历：在某高原防区，因雪水融化，
边防巡逻桥水毁严重。缜密论证后，邵
飞所在道桥团队大胆创新设计了一种
基于合理导流堤的公路钢桥方案，架设
快桥基稳，保证了桥梁长期安全。
“到边防一线，最大的感受是科技

服务部队战斗力建设的紧迫性，也更加
坚定了我们用军事斗争准备牵引学科
建设方向的决心和信心。”邵飞说，和平
的阳光离不开边防军人的默默坚守，这
坚守中有奉献，更有渴望。他们甘愿睡

地窝子，也渴望住上温暖的营房；他们
甘愿徒步丈量边防，但更渴望巡边踏上
“风火轮”。而我们能做的就是用科技
充盈他们的渴望，让渴望变成现实。

他们共同的心愿——

当渴望遇上甘泉，梦

想将会开花

眼前，壮阔的大海蓝天；脚下，美丽
的珊瑚礁盘。在南海深处，毕业学员王
强所在单位就坐落在这里。6年前，王
强还是研究生学员，如今，他已是单位
技术骨干力量。

说起王强，教员和战友们对这位勤
勉的学员印象深刻：研究生第二年就参
与某装备研制、近海试验和模拟训练
等，有时一干就是 4个多月，与海洋结下
了不解之缘。

王强的专业是道路桥梁与隧道工
程，他对专业有着别样的理解：道，左边
一个走之旁，右边一个首字，说的是干
道桥这个行当，要自己亲自干在前、想
在前才能干出一番事业。
“苦点累点没啥，海上生活最难过

的一关是枯燥寂寞。”王强和战友们每
天收集、记录、整理实验数据，检查装备
稳定性。在他看来，刚开始海上试验时
还很新鲜，过一段时间，那股新鲜劲儿
就会淹没在无边无尽的蓝色浪涌中。

没有了新鲜劲儿，考验的才是初心
的恒长和对梦想坚持的力量。一次，台
风预警，王强和战友们刚刚撤收装备完
毕，突然雨大起来，撤收装备的船艇来接
大家了，但此时王强发现过门两侧的防
风锁没有安装。王强坚持让战友先走，
直至把最后一批防风锁固定好才撤离。

3年的研究生学习生活，王强大部
分时间都是与海洋打交道。毕业前夕，
他郑重将志愿填上曾经战斗过的南海

某部。他说，那里是他梦想启航的地
方，也必将是实现梦想的最终归宿。

为了梦想成为现实，从高原回来的
这些天，陆军工程大学调研组忙着将部
队反馈的问题梳理汇总，融入研究课
题，纳入“十四五”学科建设规划；数十
位博士学员也将研究课题聚焦部队所
需，组成博士服务团准备深入部队开展
科技服务。而远在西藏某部的官兵们
则发现了一些新变化：某作战课题有了
院校和部队的“双导师”……
“基层部队对人才的渴望，院校对

科研成果服务部队战斗力的渴望，两者
之间，就差一座桥梁。”陆军工程大学研
究生院领导说，“贯彻新时代军事教育
方针，创新军事教育理念，我们与一线
部队携手在行动。”

深秋的金陵，五彩斑斓，如同梦想
般灿烂，当渴望遇上甘泉，梦想将会开
花……

渴 望
■刘好全 本报特约记者 朱桁冈

告别雪山，西藏阿里军分区某部参谋朱允来背上行囊前往

陆军工程大学研究生院，开始了崭新的求学之路；

走进雪山，陆军工程大学领导专家组一行前往拉萨，与西

藏军区签署《高层次人才培养合作框架协议》。

金陵十月，起点与终点在西藏边防和陆军工程大学之间位

移变换，这“一来一去”的背后意味深长——

来，意味着部队官兵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憧憬；

去，意味着院校对高层次人才的渴求和对职责使命的担当。

今天，就让我们走进陆军工程大学，去聆听他们关于“渴

望”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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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是面向
岗位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主
要途径，是研究生教育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专业学位，是相对于学
术性学位而言的学术类型，培养适
应社会特定职业或岗位的实际工
作需要的应用型高层次专门人才。

根据教育部和军队政策规定，
军队在职干部通过全国统考攻读
专业学位研究生，可以采取全日制
或非全日制形式，毕业颁发毕业证
和学位证。

陆军工程大学主动对接一线
部队，把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作为研究生教育改革重点，持
续推动由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
向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的转变。

相关链接

何为专业学位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