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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亮亮牺牲时还紧

握钢枪，那一刻我更加明

白作为一名维和教官身上

肩负的和平使命”

“在详细讲解通联程序和规则前，我
给大家播放一段电台通联录音。”无线电通
联课上，教授刘钊用英语对学员们说。

对维和军官来讲，英语是他们需要
跨越的“第一道坎”。为了贴近任务区实
际，在为期 3个月的维和任职培训中，所
有课程都是英文授课，而刘钊的《无线电
通联》被学员们评为“最费耳朵的一门
课”。
“任务区基本接触不到标准英语，有

些国家的英语非常难懂，这对我们在外
执行任务是极大的挑战。”作为团队“元
老”之一，早在 1992 年第一次出国执行
任务时，刘钊就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问
题。一次，他利用外出的机会购买了一
台录音机，在工作中只要有电台通信他
就会录下来。回国时，他带回了 40多盘
涵盖四五十个国家口音的录音带。

当时，我国维和教学正处在起步阶
段，急缺相关教材。回国后，刘钊便和同
事刘强带领团队成员，一头扎进了这些
录音资料中。

南京的夏天潮湿闷热，这些任务区
带回的宝贵资料，刘钊一天要听上十几
个小时。短短两个月，他们便整理出《联
合国军事观察员观察教程》《联合国军事
观察员通信教程》《联合国维和行动英
语》等 3本教材和教学录像，建成包括军
事观察员模拟作战室、模拟电台室、汽车
模拟驾驶训练室等模拟中心，填补了我
军维和教学的空白。

然而，对于许多从未踏出过国门的
官兵来说，听刘钊的“维和行动英语”无
异于听天书。“刘教授第一次给我们听任
务区录音时，我还以为磁带受潮了。”学
员刘晓明笑着说。

为了解决这个棘手问题，刘钊变成
了一位“随时在线”的教员。他给学员也
给自己提出了一个特殊要求——下课后
对讲机不关，24小时用通联用语保持联
络。不出一个月，学员的英语水平便达
到了基本能适应任务区需求的程度。
“如果在任务区遇到汽车炸弹袭击，

你该如何处置？”“如果有伪装成政府军的
车辆驶入营区，实施自杀式爆炸攻击，如何
才能将伤亡降到最低？”恐袭防范课上，副
教授蔡辉的提问常常令学员措手不及。学
员们很少有人知道，课堂上的这些真实案
例和处置经验，是蔡辉亲历马里“5·31”恐
袭后，边善后边翻译整理出的第一手资料。

为了在教学中紧跟任务区实际“不掉
线”，团队常年保持至少1人在外执行维和
任务，教员平均都有两三次在外维和经历。
即使有4次维和经历，蔡辉在出征马里前，
内心也有一些忐忑。

2016 年 5 月 31 日是蔡辉终生难忘
的日子。这一天，一辆装满炸药的车辆
撞向联合国维和部队营区，坚守在哨位
的申亮亮壮烈牺牲。在陪工作组善后的
同时，蔡辉把处理流程和文件第一时间
进行翻译整理。回国后，他又搜集了许

多其他维和营地遭受恐袭的情况，对比
研究后开创了《恐袭防范课》。
“申亮亮牺牲时还紧握钢枪，那一刻

我更加明白作为一名维和教官身上肩负
的和平使命。我们的维和培训不仅关乎
学员个人，更关系到军人形象和维和官
兵的生命安全。”蔡辉说。

“维和课堂必须直通维

和战场，一招一式都要瞄着

实战练，不能有花架子”

近年来，联合国维和行动转向多元
化，任务也扩展到维持和平、战后重建、
安全治理等方面。为了始终保持与国际
接轨，团队成员经常以教员或学员身份
参与国际维和培训。而一次国外培训经
历，让教员周辉收获颇丰。
“嘀……”一阵刺耳的警报声穿破了

某国郊外的废弃小楼，一名学员掀开马
桶盖时，引爆了里面暗藏的“地雷”。“你
已‘阵亡’！”教官立即宣布。

此刻，在一旁参训的周辉，脑海里像
跑马灯一样不停回放这些天实战演练的画
面：藏在草丛和沙子里的未爆物、被劫持
24小时的“人质”、背后藏着暗锁的门……
一幕幕以任务区实际背景展开的演习课
目，在短短3周的培训中轮番上演。那一
刻，周辉突然意识到——有些知识老师对
着幻灯片再怎么讲，都不如一次实战演练
来得印象深刻。

回国后，周辉与团队教员一起，调整
以理论教学为主的课程设置，实地考察适
合演练的地形，编写符合任务区实际的背
景想定，购买制作各种道具，逐步加大了
室外模拟训练在培训中的比重。此后几
年，他还先后参与设计了“蓝色”系列演
练，成为我军维和培训的亮点和品牌。

北京郊外，某地。
“嗒嗒嗒……”突然，枪声四起。随着

印有醒目“UN”字样的白色勇士车驶入泥
泞崎岖的险难路段，一伙蒙面“武装分子”
从道路两侧的灌木丛中鱼贯而出。正在执
行巡逻任务的“军事观察员”被赶下车。

应对“武装劫持”、通过武装哨卡、处
置未爆炸物、车辆事故救援……10余个
高强度实战化课目在冷雨中连番上演，
一个个临机导调的险局向着联合国军事
观察员班的学员们迎面“撞”来。路边，
陆建新眉头紧锁地紧盯演习方向，并不
时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什么。

这是 2013 年我军第一次举办联合
国军事观察员国际班的教学现场。起
初，该训练班仅教授理论，不进行实践教
学，但陆建新认为这样远远不够。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我

国举办的‘国际班’一定要有实战环节，否
则与我们国家的身份地位极不相称。”陆
建新向上级提出开设综合演练的建议。

建议被立即采纳，困难也接踵而
来。团队成员要在一个月内准备演练想
定、选定演练场地、设计考核课目……时
间紧、任务重。这时，陆建新却跟参演的
任务部队“杠”上了。
“维和课堂必须直通维和战场，一招

一式都要瞄着实战练，不能有花架子。”
陆建新要求在综合演练的“武装分子”必
须说英语。为了打造出逼真战场，陆建
新同团队教员一起探讨、亲自示范。很
快，一支业务精湛、语言能力强的“武装
分子”队伍建成了。

凭着这股较真劲儿，2014 年，由陆
建新牵头负责的“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培
训课程”顺利通过联合国资质认证，我军
维和训练国际化、标准化水平迈上了新
台阶。

“维和战场是检验中

国军人本领的‘试金石’，

我们的职责就是让这张

‘中国名片’越擦越亮”

“我没给中国军人丢脸！”今年 6月，
团队副教授何星收到了学员张天祺发来
的信息。

作为我国派驻非盟—联合国达尔富
尔混合行动首位女参谋军官，张天祺

2018年在学院接受了为期 3个月的维和
综合业务培训。以优异成绩完成考核的
她，在正式赴任时遇到了“坎儿”。

关于某出兵国的一个数据缺失，是
3年前的“历史遗留问题”，张天祺查遍
了所有邮件和软硬件记录都找不到，有
人建议她编写一个数据报上去。

是上报估算数据还是按照联合国标
准作业程序（SOP）给出建议性取值？一筹
莫展时，张天祺想起在国内培训时，几乎所
有教员都会反复强调，在任务区，标准作业
程序是行动准则，一切都要按规章办事、实
事求是。于是，张天祺选择尊重现有材料，
给出建议性取值后请求上级核实。

一周后，总部发来消息说这个数据
确实有遗漏。例会上，上司对张天祺连
连称赞，他说：“中国军人的专业和严谨
的确名不虚传。”
“张天祺告诉我这件事时，我由衷地

为她感到骄傲和自豪。维和战场是检验
中国军人本领的‘试金石’，我们维和军
官的职责就是让这张‘中国名片’越擦越
亮。”何星说。

其实，团队教员们经常会收到学员
们在维和一线发来的“喜报”：
“教授，培训时发的《联合国维和行动

任务区驾驶》教材帮我解决了大难题。我
的‘老爷车’总是点不着火，经常在执行任
务的途中‘罢工’。我对照书里的车构造
详解，终于让它重新充满了‘活力’。”
“教授，今天我沿车辙驾车巡逻的时

候，发现了一枚未爆弹。我立刻按照您上
课时讲的处置方法，第一时间报告，并在
路边放了警示标志。上级说我虽然是第
一次遇到险情，但操作流程很标准……”

维和战场与维和的课堂，虽相距万
里却紧紧相连。团队教员们把使命高高
举过头顶，护送着一批批维和军官们走
上国际维和的征途，课堂与战场，老师与
学生，共同交上了一份属于中国军人的
“和平”答卷。

图①：学员在进行武器装备核查。
图②：培训学员参加伤员后送程序演
练。图③：学员在演练途中开展车辆救
援。 图片由作者提供

一份来自维和教官的
“和平”答卷

■许 鑫 邱 烽

9月18日，北京。

接受完媒体采访，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陆建

新的视线落在了宾馆大厅的电视上。墙上的时针指向上午10

点。此刻，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厅内，正在举行《中国军

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0年》发布会，这是中国政府发布的

首部维和专题白皮书。

作为此次白皮书课题组组长，看着团队成员历经多时打

磨出的文稿正在向全世界传递出中国声音，陆建新的激动之

情溢于言表：“这一刻，是属于全体维和官兵的‘高光时刻’。”

自1989年起，陆建新就带领团队承担起联合国军事观察

员培训任务。作为全国最早、全军唯一承担综合性维和业务

培训任务的院校，31年来，共有 5000余名维和军官从这里

走向维和一线。这里，是中国维和军人的起点，是他们的孵化

器和加油站……

深秋的蓉城，有了丝丝寒意。在学院

军事训练场上练习手榴弹投掷，我内心却

躁动不安。马上要联考了，我的成绩一直

不尽如人意。

“加油，还差两米就及格了！”站在

30米外的战友子安喊道。我擦了擦被

汗水模糊的双眼，捶了捶酸痛的手臂，重

新捡起地上的训练弹准备继续投掷。

突然，大臂一阵刺痛，训练弹也在手

中滑了出去。子安见状，迅速向我跑来，

关切地说：“缓一缓，深吸一口气，状态不

好就先别练了。”看着子安笃定的目光，我

也没有再坚持。

第二天傍晚，看到我在穿投掷装具，

本来在和家人聊天的子安立刻挂断电话，

跟着我去了训练场。由于前一天的伤痛，

我的投掷距离越来越近，内心也越来越烦

躁，禁不住任起性来乱投一气……子安见

我情况不对，立即跑过来叫停。

“训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你前

两天进步已经很大了，不要对自己失去信

心。记住，以后的训练有你必有我！”子安

的话虽不多，却让我心底涌起一阵暖流，

眼角有些湿润。在我需要时，身边有战友

的陪伴，感觉真好。

从此，每天傍晚的训练场，都有我和

子安的身影，风雨无阻。他不厌其烦地指

导我的动作，换着法安慰、激励我。就在联

考前两周，我的成绩终于取得突破，心中的

欣喜溢于言表。

联考如期而至，在投弹环节，由于

紧张，我的手心渗出汗珠，结果第一枚

投偏了。

“别慌张，抓牢弹柄，肯定没问题。”听

到子安熟悉的声音，我心里踏实了不少。

深吸一口气，引体，出手，防暴弹稳稳落到

及格线外的标志区。

“成功了！”看着成绩单上“合格”二字，

子安高兴得像个孩子，和我拥抱在一起。

后来听其他战友说，在我投掷时，子安在一

旁显得比我还紧张。

一个月的备考时光，让我真正体验到

了一种唯军人所独有的情感。我相信这种

在一起哭一起笑、一起流汗一起流泪中培

养出来的情谊，将永远烙在我的心间。它

有一个动人的名字——战友情。

战 友 情
■武警警官学院学员 冯 杰

学员心语

习主席说：“好的思想政治工作

应该像盐，但不能光吃盐，最好的方

式是将盐溶解到各种食物中自然而

然吸收。”看似无形却无处不在，就好

比“如盐在水”。让受众深受启发却

又乐在其中，则好比“如鱼在水”。“势

服人，心不然；理服人，方无言。”提高

军队院校课程思政的绩效，要时刻把

握“教什么、怎么教、教成什么样”三

个核心问题，坚持教育者“如盐在水”

般施教，被教育者“如鱼在水”般受

教，两者有机结合，才能真正做到课

程思政教育解兵“渴”、进兵“心”、有

兵“味”、动兵“情”。

育好教员队伍这支主力军。锻造

一支过硬的课程思政教员队伍，关键

要做到三个“过硬”。要有过硬的政治

品质。培养政治合格的人，必须选择

政治合格的人，这是党加强思政课程

领导的首要政治要求。坚持把政治上

绝对忠诚可靠作为军校教员首要的评

价指标，使之时刻保持对党、对人民、

对军队的无比忠诚、无比热爱，并作为

价值追求植入头脑、嵌入灵魂，从源头

上确保课程思政正确的政治方向。要

有过硬的专业素养。学而为师育人成

才，首先要育己成才。教员要学在前

面，沉心静气主动钻研，甘做专业领域

的“铺路石”，永做学术阶梯的“攀登

者”，以永不自满的姿态确保站在“三

尺讲台”有底气。要有过硬的德行品

性。“经师易求，人师难得。”德高方能

望重，身正才能为师。教员的一言一

行、一举一动是课程思政最好的教

材。为此，教员要时刻保持良好的形

象作风，坚持立身为旗教育感召学员。

守好课程建设这个主阵地。要注

重分类指导。课程建设应当充分遵循

军队院校规律，准确把握开设学科和

课程门类的特点予以分类指导，因课

而异订制个性化课程思政建设方案。

要注重实践融合。课程思政必须把政

治理论课、经常性思想教育课与专业

课程有机结合起来，把思政元素有效

融入课程建设之中，使学员在专业课

程学习中潜移默化受到教育启迪。要

通过集体备课、研讨等方式加强教员

间交流互动，把课程思政纳入教学评

价体系，增强不同学科、不同课程之间

的交互交融。要注重创新驱动。用好

现代传媒，不断创新课程思政形式方

法，切实让课程思政成为锻造新时代

“四有”革命军人的有利武器。

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要始

终奔着活的思想搞教学。课程思政教

学，归根到底是做人的思想工作，就要

时刻奔着学员活的思想去。新时代的

军营是开放的，必须准确掌握学员鲜

活思想动态，遵循学员思想变化规律，

扣准学员思想脉搏。要始终带着时代

主题搞教学。紧紧围绕时代主题做工

作，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使命所在，也是

课程思政的根本指向。积极顺应强国

强军大势，教育引导学员站稳政治立

场、辨别是非美丑、抵制干扰诱惑；积

极顺应练兵备战热潮，把课程思政贯

穿到实战实训、钻战研战全程，激发学

员战斗精神，让课堂充满实战味、训练

场多些“硝烟味”，立起为战育人的鲜

明导向。要始终怀着真情实感搞教

学。课程思政中，灌输真理是核心，倾

注真情是方法，用党史军史中真实的

事例、朴实的道理感染学员则是灵

魂。教员要充分发扬实事求是、求真

务实的优良作风，尊重历史、遵循规

律、尊崇法治，不仅让课堂有温度更有

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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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时节，渤海湾畔海风习习。12
米高空中，飞行学员李时耀正在进行
“攀峰越险”训练。突然一个踉跄，李时
耀低头看到地面上的教员和战友，顿时
额头青筋暴起，掌心渗出汗珠。
“不要向下看，抬起头，大胆向前

走！”战友们的加油鼓劲儿让李时耀重
拾信心。他抓牢铁链，双腿肌肉紧绷，
踩着圆木一步步走向“对岸”。

10月 29日，海军航空大学 2017级
飞行学员进行了一场高空心理行为
训练。勇攀高峰、勇闯天堑、依存共
渡、攀峰越险……一项项惊险刺激的
高空课目，不仅让学员们尽享“高处
不胜寒”的极限体验，更为“未来座
舱”的主人锻炼出一颗勇于搏击海空
的强大心脏。

双学籍飞行学员王树国是战友们
公认的“学霸”，但攀上训练器材顶端
却打起怵来。为了帮助王树国克服心
理障碍，教员杨春鑫主动与他搭档，合
作完成“依存共渡”训练。走下云梯、
完成突破的王树国激动地说：“从开始
的紧张到后来的专注，再到即将抵达

终点时的兴奋，我在高空之上，突然明
白了‘雏鹰为什么要在悬崖边首飞’
的含义。”

图①：学员进行“攀峰越险”训练。
图②：学员进行“依存共渡”训练。

“悬崖”首飞
■晏辉明 刘任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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