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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偶像派

“跨”出不一样的自信

“要么不走寻常路，要么原地踏
步，你选择哪种？”韦可一直记得教员
的提问。

在这群科研新兵中，作为“大师
兄”，他正和学弟学妹一道，探索全新
的前沿科技，感受堪比创业的跌宕起
伏，用亲身经历书写着自己的答案。

日历翻回至 2018年初。“最近，国
外一项研究成果显示，除了基于电可
以处理传统电磁信号，利用光同样也
能处理信息，而且高效、快速、便
携。这可是一个挖宝藏的好机会！”一
次课题组会上，教员将一个新话题横
空抛出。
“哇！要能解决这个问题，可不再

是以往的小打小闹了。”“说不定这是
一次有里程碑式意义的突破。”……一
番畅想让初出茅庐的“科研新兵”们
欣喜不已。

可是，面对全新的交叉学科领
域、纵横交错的科学研究内容、专业
背景迥异的团队人员构成等诸多挑
战，路在何方？
“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该做什

么？”那段时间，一脸困惑的学员们满
脑子都在问自己“怎么办”。

一天，学员们经过实验楼，猛然
间望见赫然而立的“前沿交叉学科
学院”字牌，兴奋喊道：“你们看，
连学院名字都在提醒我们，只有善
于学科‘交叉’攻关，才能更自如
地驰骋在智能时代！”

对于博士研究生学员张峻而言，
他就是在本科计算机专业到硕士光
学 专 业 ， 再 到 博 士 计 算 机 专 业 的
“反复横跳”中，走出了一条不寻常
路。

直到现在，张峻都忘不了研一时
参加的第一次课题组会议。黑板上满
是“它认识我我不认识它”的公式符
号，耳边充斥着陌生的专业术语……
那一刻，如坐针毡的他，只想尽快结
束这尴尬的冷场。
“年轻人，该多些勇气、少些胆

怯，多些冒险、少些安逸。”课题组学
长的话语，宛若冷夜中的一丝温暖、
一点亮光，及时纾解了张峻的不安。

心安了，就有动力。一点一点啃
专业文献，遇到难题做好记录，和新
专业师长交流讨论，向擅长做基础研

究的同学请教理论思维，找搞应用在
行的同学提高动手能力……困难一一
被克服、疑惑一点点被解开。

从最初对各种新公式符号和专业
用语的满脸问号，到陆续拥有自己署
名的科研成果；从畏首畏尾的新专业
“小白”，到团队各专业之间的“翻译
官”“黏合剂”；从单一学科的“学
霸”，到跨领域科研攻关中的“行
家”……张峻一次次战胜自我，实现
本领“升级”。
“以前，传统的单一学科如同一棵

棵独木，相互之间缺乏了解。现在，
通过交叉融合，我发现了一大片森
林。只有掌握不同领域的思维方式和
符号语言，才能在‘跨界’融合中快
速成长。”张峻深有感触地说。

“跨”向远方，注定

风雨兼程

“光实验就做了 2年，数不清到底

做了多少次。”“一项研究成果的数据
量达 5 个 G，前后改了 27 遍……”韦
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做基础研究的
滋味竟是如此“酸爽”。

一次，到某士官学校调研，韦可
了解到，官兵夜训时，夜视装备的
红 外 传 感 器 在 探 测 过 程 中 “ 卡 了
壳”。

战场的需求，就是科研的方向。
一个灵感被瞬间捕捉：要是设计出能
穿透黑夜的“千里眼”——新型高性
能光电传感器，军事装备不就能看得
更远、更清楚了吗？

实验室里，一场艰苦而无声的
“跨界战斗”打响了。

白天，学员们铆在实验室里做实
验、分析数据；晚上，他们沉浸在
思考分析中。走出实验室，已夜深
人静。
“当时感觉自己无时无刻不在想问

题，像被一股神奇的力量包围着。”这
种拼尽全力做一件事的过程，让韦可
不禁想起高考前奋力刷题的场景。他
喜欢这种“拼”的快感——紧张、刺
激。
“发现新信号啦！”一天，一直在

做实验的韦可兴奋地喊了起来。以往

一直空空如也的仪器屏幕上，突然出
现“意外惊喜”——一串重复而有规
律的信号。“从‘看不见’到‘看得
见’，成功指日可待了！”韦可立马抓
起笔，激动地记录下来，生怕一不留
神它就不见了。

从模型顺利建立，到样品成功制
备，再到关键信号出现，最后到形成
完整的研究成果……那 700多个日日夜
夜，见证了这群“科研新兵”在拼搏
中的蜕变和强大。

完成研究不易，获得认可更难。
一次次和国际专家“斗智斗勇”，一
项 10 页的研究成果，他们硬是获得
了近 40 页的回复内容，最终赢得国
际专家们一致的认可和力挺。同行
们看到他们所做的工作，更是连连
感叹：“这群‘后浪’了不得，战斗
力超强！”

韦可的电脑桌面上，“爱拼才会
赢”5 个字格外醒目，背景还配上了
一个握拳加油的手势图。现在，他
们的某项成果已在一线部队试用，
他们等待接收官兵反馈进而提升优
化。正如他们自己所说：“缩短从实
验室到演训一线的距离，我们一直
在路上。”

脚踏实地，方能越

“跨”越稳

实验室里没有一张空桌子，目之
所及，都是电脑、大小仪器、各式材
料和纵横交织的电线。墙壁上挂钟的
滴答声、空调的气流声，都淹没在键
盘的敲击声里……

硕士研究生学员张馨和赵跃已在
电脑前坐了一整天。屏幕上，是软件
设计的样图、密密麻麻的器件参数数
据……他们正在为提升一种样机的性
能全力攻关。

但激情被现实浇了个透心凉。实
验中，张馨发现，通过放大器将光放
大后，得出的并不是理想的信号，而
是噪声。
“什么原因？”“该怎么办？”……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气氛逐渐降至冰
点。
“别急，齐天大圣准备出动打怪

了！”同组的学长幽默地缓解着沉闷的
气氛。他们一处处查找、一点点排
除，终于发现一个小障碍。故障解除
后，明显优化的实验结果让大家长舒
一口气。
“看似不起眼的小疏忽却能成为科

研实践中的‘拦路虎’，未来战场上，
要让部队装备瞄得稳、防得住、打得
狠，就更得认真细致、精益求精，谨
防‘一颗马蹄钉输掉一场战争’的悲
剧上演！”张馨感慨道。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如何增强
设备适应战场复杂恶劣环境的能力，
学员们为此伤起了脑筋。

从红日东升到漫天星辰，那段时
间，实验室每天 24小时几乎就没断过
人。“仪器技术改进尝试不下百次，参
数设置更不记得调试了多少遍，直到
检测性能明显提升。”

一个个问号被拉直，一项项技术
被突破。从演示系统、到样机成型、
再到给部队试用，团队只用了不到一
年半时间。
“叮……”实验室的办公电话再次

响起，来自一线部队的电话铃声仿佛
紧急集合哨一般，将这群“科研新
兵”的热情再度唤起。

褪去青涩、拥抱未知，克服胆
怯、迎难而上。在“跨界”的舞台
上，在打造学战研战“青春梦之队”
的征途中，他们的身影是那样的执
着，他们的脚步是那样的坚定……

科研新兵的“跨界”之旅
■方姝阳 杨彦青

“勇敢走出舒适区，解锁全新自我吧！”每次看到这句话，喜欢看

综艺节目《跨界歌王》的陶梓隆眼里就会闪着光。作为国防科技大学

前沿交叉学科学院认知光子学团队的一名“科研新兵”，陶梓隆正在

体会着“跨界”成长的滋味。

研二时，身边同学大多忙于本专业论文开题、搞课题研究，学了5

年神经网络专业的陶梓隆却走进“学科交叉中心”大楼学习光学专

业，开始了军校生涯中的第一次“跨界”创新。2年过去了，如今拥有

一流光学研究成果的他，收获了满满的赞许。

同样进行“跨界”的，还有本科就读电子专业、读研时转型做工程

研究的赵跃，硕士化学专业毕业、博士跨至光学工程的康艳……“跨

界”，已经成为这群军校“科研新兵”身上令同龄人羡慕的气质。

未来已来，新质战斗力提升需要复合型军事科研人才，呼唤多

元化军事科研格局。一个个姓军为战、交叉色彩浓厚的新兴研究方

向破茧而出，一批批硕士博士学员如新鲜血液一般，陆续加入学院

科研团队。他们在“跨界”创新中迅速成长，在学战研战中不断突

破自我，迈向一个崭新的学科前沿。

“怎样应对复杂电磁环境”“如何提
高容错率”……陆军工程大学科技室
内，野战工程学院学员李响和队友们正

在热烈讨论。为了备战 2020年中国智
能机器人格斗大赛，他们在对参赛机器
人进行最后阶段的调试。

作为该院机械创新俱乐部的学员
负责人，李响给他们的科研小组起了个
响亮的名字——“理想”战队。

2019 年的中国智能机器人格斗大
赛上，“理想”战队从全国 178所高校参
赛队中脱颖而出，斩获第一。

回忆比赛经历，李响记忆犹新——
“冒烟了！起火了！”比赛还没开始，他
们的机器人就出了状况，队友们急得头
上直冒汗。此刻，作为队长，李响高声
一语，稳住了局面。
“把‘百宝箱’拿出来！”李响说的

“百宝箱”，指的是他随身携带的工具
箱。

调参数、换零件、焊接线，他带着队
友很快修复了机器人的故障。
“能快速响应源自周全的准备。”

李响说。在他看来，严谨细致是进行
创新设计的必备品质，只有“爱较真”
“敢较真”，才能在俱乐部里赢得一席
之地。

时光回溯到江苏省机器人擂台赛

开始前的一刻。开机、前进，机器人在
调试阶段完成着指定动作，一切看似很
顺利。突然，机器人的左脚晃了一下。
李响注意到这个细节，马上召集队员进
行检查。
“左脚板轻微变形，导致机器人出

现适应性晃动，这不会影响比赛。”组员
刘振宇操控机器人前进，看起来一切正
常。“不行，哪怕有一丝隐患，我们也必
须排除。”李响脸一板，“一定要更换脚
板！”

拆卸、重组，时间紧迫，一顿操作下
来李响满头大汗。看着修好的机器人，
李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后来，“理想”
战队一路过关斩将，勇夺冠军。

成长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胜利总
属于坚持到底的人。自组建以来，“理
想”战队屡获殊荣。鲜花和掌声背后，
更多的却是不为人知的坚持与努力。
“努力意味着精益求精。”李响初入

俱乐部时第一次参加机械创新比赛，尽
管得了三等奖，却被他视之为“缺憾”。

李响不甘心，他分析失利原因、盘
点他人优势，发现起初“盲目的自我感
觉良好”源自对专业知识学习不深入、
视野不开阔。
“成绩虽不理想，但很有收获。”这

个三等奖，让李响更加坚定了搞好机械
创新设计的信心。

在李响看来，只有真正的热爱才能
实现“理想”。为了完善机器人性能，
“理想”战队队员把业余时间大部分都
用在了实验上。对于机械专业的学员
来说，编程是一个不小的挑战。程序代
码从几行到上千行，李响和队员们一起
从头学起、钻研琢磨。正因为热爱，他
们从“小白”变成了“大牛”。
“和做机器人一样，一名军人的战

斗力也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李响
说，机械专业创新和提高战斗力一样，
只有进境，没有止境。

一次比赛前夕，李响在朋友圈写
道：“凌晨 4点的海福巷真美！”后来，“凌
晨 4点海福巷”的故事，被一位战友搬上
了演讲比赛的讲台。不经意间，李响和
他的“理想”战队，成了青年学员们励志
的典型、学习的榜样。

左图：“理想”战队进行创新设计

讨论。

图片由作者提供

李响的“理想”战队
■杨飞虎 王雯慧 本报特约记者 云利孝

校园俱乐部

坚 定

穿丛林、过小道、爬沟坎……11月

底，在陆军工程大学“精武-2020”军事

比武搜索目标课目中，导航员王中荣

带领小队以最短时间成功找到15个

目标点，获得第一名。

备赛期间，由于对距离把握不好，

加上心理压力大，王中荣时常分不清

目标点，数次迷路。

一次推演，主办方临时更换了地

图比例尺。王中荣带着队伍在丛林中

来回穿梭，耗费近2个小时才找到4个

目标点，成绩垫底。

痛定思痛。王中荣同时找来不同

比例的地图，模拟现地场景一遍又一

遍地练习标图找点，一次次逼迫自己

在承压状态下保持镇定。

比赛当天，王中荣再次担任导航

员。奔跑，跑在最前面；攀爬，爬在最

高处。当队伍顺利抵达终点时，王中

荣脸上终于展露久违的笑容。

失败不可怕，怕的是跌倒后失去

站起来的勇气。只有怀着一往无前的

信念，愈挫愈勇，愈战愈强，才可能登

临成功的峰顶。

坚 守

虽然没有上场，但作为替补队员

登上了冠军领奖台，陆军工程大学学

员汪俊威依然感到自豪。

其实，汪俊威是角逐“精武杯”的

种子选手。然而，赛前选拔，他因临场

发挥不佳，成为替补。

可能没有机会上场了，但他并没

有因此而消沉。他迅速调整状态，重

新振作起来，为了让队员们在复盘分

析时有更直观印象，汪俊威一方面积

极锻炼恢复体能，一方面拿起摄像机

跟拍训练，以替补和摄影师的双重身

份默默守护在队友身边。

比赛中，看着其他队员在场上奋

力拼搏，汪俊威告诉自己：首发阵容配

合默契，如果主动要求上场，势必会影

响成绩；为了全队荣誉，我要有大局

观，一定要坐得住……

陪跑是一种境界，替补亦是英

雄。一个舞台，主角永远是少数。当

成不了主角时，是自怨自艾、一蹶不

振，还是尽好本职、坚守战位？汪俊威

选择了后者，他的付出得到了大家同

样的敬重。

坚 持

这是陆军工程大学学员刘佳伟

第一次参加“精武杯”赛事。赢得冠

军那一刻，他终于给了自己一个交

代——沙场拼搏6年，赛场一朝梦圆。

说起此事，刘佳伟用一个词来概

括：坚持。

入伍不久，刘佳伟就听到关于

“精武杯”的种种“传说”，由此渴望

参赛。后来他考上学，新训班长恰好

是当年“精武杯”参赛选手。尽管自

己是一个“菜鸟”，但他仍然缠着班

长，让他传授“精武秘籍”。

前年赛前选拔，刘佳伟因实力不

足被淘汰，他就改报志愿者，以另一

种方式参与“精武杯”。看着战友们

在场上生龙活虎，他在心里暗暗为

自己打气。

刘佳伟的字典里没有“放弃”二

字。他再次提升训练强度，逼着自

己刷新纪录。一次不行就两次，两

次不行就三次……最终，他用汗水

和努力赢得了参赛机会，也赢得了

最后的胜利。

真正想要的东西绝不是踮踮脚

尖就能拿到那么简单。破茧成蝶的

过程往往充满痛楚，但是坚持下去、

全力以赴，最终会迎来振翅飞翔的

那一刻。

畅聊军校校园人和事

■本期观察 王海波

学员们在实验室做实验。 何书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