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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晒新年小目标
告别2020年，怀着新的憧憬，我们

开始了对2021年的展望。站在新的起

点上，来自陆军步兵学院的学员们给自

己定下了一个个新年小目标。让我们

一起看看他们新征程上的新愿景，感受

他们逐梦淬火的蓬勃朝气。

2021年是建党百年，我将奔赴新

的岗位——基层排长。排长这个岗

位虽小责任很大，我不禁产生了本领

恐慌，怕适应不了基层，又怕融不进

新集体。

教导员找我谈心时说：“成长，必然

要经历淬炼。”毕业前这段时间，我要抓

紧机会锻炼，既要加强体能素质，又要

练好指挥技能。从战士到学员，再到一

名基层带兵人，我只有打牢任职基础，

完成角色转变，才能实现和基层的“无

缝对接”。 @陈泽荣

在军校里，有那么一群人，他们身

上总是带着笔和本、挂着相机，他们的

目光始终聚焦最前沿、最鲜活的人和

事。他们的样子，就是我一直羡慕的

样子——学员记者。我被这个群体吸

引了，渴望像他们一样，用文字去描写

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用相机去定格

每一个动人的瞬间，用严谨与真诚当

好一个记录者。 2021年，是时候让这

颗梦想的种子生长发芽了！学员记

者，我来了！ @游 豪

毕业的脚步越来越近了，时间不等

人。从现在起，我要当个“有心人”，把

教员授课的优质教案、组织大型活动的

流程计划、学员队日常管理的经验总结

等，汇总集成军校版“经验大礼包”，并

努力悟出其中的“门道”，做到手中有

“货”、心中不慌。只有如此，我才能在

毕业时把知识与力量装进背囊，无惧挑

战，以昂扬的姿态踏上第一任职岗位，

为部队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邓 博

新的一年，我想当好一名班长。为

此，我要着重提升两方面能力，一是提

升发现解决问题的能力，多观察多思

考，学会见微知著，善于从点滴中看出

问题。二是提升部队管理能力，主动学

习管理方法，多向战友学、向书本学、向

队干部学。有限的时间，无限的可能，

新的一年我将塑造一个全新的自己、一

个更优秀的自己。 @张元登

最近，学校准备开展群众性练兵比

武活动，这也是检验我4年学习训练成

果的大好机会。为了在比武中取得名

次、争得荣誉，我要立足当下积极备战，

提高标准下苦功夫。同时，积极备战不

仅是要一展身手，还要在实战实训中淬

炼血性胆气，加强自身战斗精神培育，

为分配到一线部队工作蓄底气、打基

础，也为我的毕业季留下一抹绚烂的青

春色彩。 @王溪岩

在上一次拉练课目“野外制炊”中，

我将手中的食材烤焦了，人送外号“炭

烤大师”。

为了不再被战友笑话，练就一手好

厨艺，我准备实行“三步走”计划：第一

步是自主钻研，通过背记菜谱和观看视

频加强自身理论储备；第二步是勤学好

问，身边人就是我最好的老师，平时好

吃、战时管用就是我的主攻方向；最后

一步是反复实践，由易到难、由简入繁，

最终学会几招硬功夫、掌握几道招牌

菜。最后，我想说：战友们，新的一年，

你们的味蕾我承包了！ @殷佳威

（耿鹏宇、周 超整理）

跨过2020年门槛，午后的阳光

静静洒落窗前，细数着一张张版

面，我们的心情如同这阳光，温暖、

灿烂。

这温暖，来源于军校人一年的

坚持与付出；这灿烂，来源于所有

热爱军校、关注军校朋友们的支持

与守护。每周二，《中国军校》刊出

时，是收获的时刻，也是最忐忑的

时刻。

这一年，我们用“脚”丈量军校

故事，用“笔”还原青春乐章，用“心”

体会军校人的情怀与视野。

当改革的春风扑面而来，我们有信

心也有期待。我们在探索创新的路上，

希望每一期版面都能悦你耳目；希望总

有一篇稿件，能够抵达你的心灵。我们

感谢军校内外的读者包容，也更加坚定

地守住初心，因为我们知道，“友谊的小

船”会在军校“后浪们”充满激情的探索

中行稳致远。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新的一

年，我们希望用真心、真情做出更多有

情怀的作品；用专业和理性，探寻更真

实的军校发展的时代轨迹，让有意义的

故事更加有意思，有情怀的故事更加有

深度。

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把目光对准教员、

学员，用生动的图像、形象的数字和有质

感的文字，关注他们的所思、所需、所盼。

阳光力透叶隙，静静洒落，温暖如

初。这份温暖，是你我不负青春与期待

的激情与热血，更是不忘梦想与初心的

坚守与执着。

因为你我都知道——温暖的背后是

春光。

新
年
致
读
者

■
张

琳

2020年12月17日，是陆军工程大

学研究生院博士学员曹林毕业论文答

辩的日子。经过7年硕博生涯，他终

于迎来了这一天。

时光回到5年前的9月3日，北京

天安门西侧南长街南口。经过集中一

段时间研练某指挥系统，曹林和战友

们把论文答卷写在阅兵场。望着装备

米秒不差通过天安门那一刻，他心潮

澎湃。

同样是论文答卷，6年前，“和平

使命”军事演习，在黄沙漫卷的朱日

和训练基地，曹林和战友们跟随战车

实施机动化保障。演习完成的瞬间，

他把目光投向了远方，那一刻，他若

有所思。

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

答卷，如今都汇聚到曹林的博士毕业

论文里。它浓缩了时光的味道，镌刻

着岁月的履痕，像一面镜子，映射过

去，更照亮未来。

新年伊始，像曹林一样，又一批军

校博士硕士学员即将毕业，奔赴祖国

大江南北、座座军营。透过毕业论文

这个视角，或许，我们能读懂当代军校

学员给出的时代答卷。

毕业论文是理论与

实践的叠加，经历了、思

考了，内化为思想，才知

道未来战场真正要什

么、自己又能做什么

思维活跃，笑声朗朗……和博士
学员曹林聊天，让人感觉眼前就是个
年轻小伙。如果不是自我介绍，很难
想象他是有 24年兵龄、已 44岁的沧桑
汉子。

当过排长、连长，干过机关干事、
助理员，做过工程师，对于在部队经历
的十几个岗位，曹林都如数家珍。“越
工作越感觉自己欠缺多，要学习的地
方多，抱着学有所用、充实自我的心
态，我在39岁时选择了读博。”他说。
“高龄”读研需要勇气，更需要热

爱。曹林研究方向是军事运筹学，选
择的论文是《某战斗工程效能评估》。
其间，他碰上了一块“硬骨头”，攻关近
两个月，都没有进展。

一天凌晨，伴着滴答滴答的时钟
响动，窗外一道星光划过，他突然想到
可以用博弈论进行权重分配。

一跃而起，睡意全无，梳理思路，
修改论文，编写代码，仿真运行，一气
呵成！那一刻，起床号响起，天亮了，
他兴奋不已。
“没有一帆风顺的论文，但我相信

坚持下去，思想之光会穿透迷雾，让人
看到希望的光芒。”曹林说。

一份 2021 届毕业研究生学员关
于毕业论文的调查显示，37%的学员表
示“论文选题是个难点”，68%的学员表
示“论文撰写过程中遇到过困难”，41%
的学员认为“论文难在数据采集和分

析”。此外，实验条件、过往履历等也
是影响论文完成的因素之一。

记者在曹林毕业论文动画演示中
看到，敌我双方攻守情况通过计算机
转化成一组组数字，不同阵地布局方
法清晰呈现，计算机利用运筹学方法
进行评估，选取最优解。

读博 4 年半，曹林多次上高原、
进军营，将部队战术战法融入仿真模
拟中。他说：“我多次上高原实地考
察，了解部队实际情况，就是想用我
的研究去给高原官兵战斗力提升贡
献力量。”

曹林说，毕业论文是理论与实践
的叠加，刚开始方向比较模糊，很多见
解有的时候甚至是导师塞给你的，但
经历了、思考了，内化为思想，才知道
未来战场真正要什么、自己又能做什
么。

毕业论文撰写过程

中学过的每样东西、遇

到的每次困难，都将化

为人生的积淀，帮助我

们成长、走向未来

在博士生张浩天看来，课题研究
可用“有心栽花”和“无心插柳”来形
容，但研究的初衷和主线不能偏离，必
须“有心栽花”。

张浩天毕业论文研究的是一项前
沿课题。他所在的爆炸冲击防灾减灾
国家重点实验室，是 2018年度国家最
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钱七虎院士领衔
的团队。

一件事情重复 1200次，会是怎样
一种感觉？
“有时感觉实在太难，抬头望望

天，找不到方向。”说起实验，张浩天
苦笑，“相关学者进行类似实验时，
一般不超过 200 次便可通过分析得
到较理想结果，我的实验进行了不
下 1200 次，通过数学统计方法对离
散数据进行处理，才得到较为理想
的结果。”

记者亲眼目睹了张浩天进行某
动态冲击实验。实验现场，“3、2、1，
发射——”随着远程遥控开关按下，
震耳欲聋的冲击声扑面而来，采集仪
上波形即达峰值，信号瞬时收集，高
速摄像仪器上，冲击下材料瞬间破碎
的过程被完整地捕捉下来，整个有效
加载时间不足 1毫秒。

与冲击的瞬时性形成鲜明对比
的是实验准备过程的漫长。为了这
不足 1毫秒的有效实验时长，张浩天
所在课题小组利用近 3个月时间，将
天然混合的不足 5毫米的上万个材料
按照类别进行人工分离。四五个人
围在一起，张浩天和战友们常自嘲：
“看，我们像不像街头巷尾围坐择菜
的阿姨？”
“论文需要创新思维，但更需要精

益求精的实践。”其实，张浩天对待论
文的这种精益求精早在 3年前就展现
出来了——

2018 年 5 月至 6 月间，张浩天和
战友们参加了某项多国人道主义救
援减灾联演。他和 5名中方战友编入
外军作业班组，克服水土不服、饮食
不适、作业强度大等困难，与外军工
兵协作，共同完成了联演任务，得到
高度认可。

写毕业论文的过程，也是一个成
长的过程，但在这个过程中能成长到

什么程度，每个人都不一样。有人在
迷茫中找到了灯塔，坚定地沿着初心
的方向前行，但也有人走着走着就迷
失了，需要导师和战友不断纠偏正向，
才能达到成功的彼岸……

这个过程中，学过的每样东西、遇
到的每次困难，都将化为人生的积淀，
帮助我们成长、走向未来。未来某个
时刻，这些经历或将派上用场、走向战
场，绽放璀璨光芒、化为制胜力量。

面向战场某种意义

上就是面向世界，科研

攻关应该具有全球视

野、国际眼光

“如果把无人机集群比作人的大
脑，那么通信网络则是集群的神经系
统。”谈起无人机，博士学员姚凯凌打
开了话匣子。

无人机集群能够在复杂恶劣的环
境中，执行抢险救灾、协同侦察等任
务。无人机集群中的时间、频谱、算力
等资源有限，如何对集群中的资源进
行高效利用，使得通信网络能够顺畅
工作，是姚凯凌致力研究的方向。
“科研攻关应该具有全球视野、国

际眼光。”姚凯凌说。受新冠疫情影
响，2020 年全球通信大会可线上投
稿。作为通信领域国际旗舰会议，其
论文录用率仅约 30%－40%，姚凯凌选
取毕业论文中的相关章节进行深入阐
述，幸运地被录用。
“说实话，我写大论文并没有太纠

结，因为平时研究做得扎实，每个章节

都有小论文做支撑，最后大论文才得
以水到渠成。”姚凯凌说。

姚凯凌所说的国际眼光，对于学
员李毅豪来说，是将目光紧盯网络空
间安全，选择某项课题进行研究。

李毅豪说，实验时一个软件的测
试可能需要十几二十个小时，在这期
间可能会发现漏洞的情况，需要不间
断地调整模型参数。

李毅豪给记者讲了一个细节。有
一次，深夜开展测试实验，虽提前准备
了泡面，但眼睛不敢离开屏幕，生怕疏
忽了测试中出现的线索没能及时处
理。注意力太集中就渐渐忘了进食，
直到测试完成之后，饿的感觉突然袭
来，他狼吞虎咽一气吃了3碗泡面。

当系统实现后，李毅豪不禁有了
这样的想法：这项成果只在实验室的
理想环境中应用效果较好，但是否能
够真正地运用到战场网络环境中呢？

针对这个问题，李毅豪又一次开
始了科研攻关，最终挖掘出 19个公开
软件漏洞。“看着自己的研究能够实实
在在为国家的网络空间安全做出一点
贡献，感到很自豪。”他说。

采访结束，记者和曹林走在校园
的梧桐大道上，他手中刚打印出来的
毕业论文还略带温热。曹林说，这薄
薄的一本论文记录着他 1000 多个日
日夜夜的学习时光，其中有导师、战
友的帮助，也有家人在背后的默默支
持。

是啊，许许多多个像曹林一样的
毕业学员即将启程。在前所未有的改
革强军大潮中，毕业学员们把他乡变
为故乡，把智慧和力量投入新时代军
营。这是他们的毕业论文，更是他们
的时代答卷。

祝福他们，新年新征程上有新气
象。

毕业论文：一份投向战场的答卷
■本报特约记者 朱桁冈

图①：2018级研究生毕
业答辩现场；图②：钱七虎院
士与学员交流；图③：学员开
展工程机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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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毕业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