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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稿

不能割舍的家国情怀

“英雄的戍边战士们在用脚步丈量

这片神圣而美丽的土地，用自己的所学

所知努力为他们服务，是我们科研人员

义不容辞的责任。”孙海君的工作笔记中

这样写道。

时光回溯到 2018 年 3 月。初春的青

藏高原，依然寒气逼人，这是她第一次上

高原。

担心自己会出现高原反应，迈出飞

机舱门那一刻，她有意识地放缓脚步。

“虽然前期做了很多‘功课’，但真正

踏上这片梦中的土地，感觉还是有种不

一样的紧张和兴奋。”回忆起初上高原的

体验，孙海君难掩内心激动。

工作场地距离机场 2 个小时车程，

晚上 9 点多钟抵达。一天的劳顿让她困

意早来，半睡半醒之间，等待她的却是头

痛眼胀、心烦意乱、呼吸急促。辗转反侧

中，她度过了高原第一夜……

第二天早早醒来，伴着第一缕阳光，

孙海君和战友们开始了高原作业，逐个

勘察前期选定的项目位置。

乘车途中是崎岖难行的盘山道，弯

急路窄，一侧是峭壁、一侧是险沟，临近

点位还有一段未修成的颠簸路，有些路

段和隘口坡度非常大，汽车需要提前加

速靠惯性才能通过。

“这可比坐过山车刺激！”忍着强烈

的高原反应，孙海君与同行的战友们打

趣道。

平日里孙海君常喜欢说这样一句

“军语”：不打无准备之仗。上高原前，她

就绘成了规划选址图。这次，她把图背

到了现场。

现场考察选址原因及规划方向后，

项目组反复研究论证，提出几处选址点

有缺陷，不能满足工程建设要求，建议重

新选址。

傍晚时分，大家回到营地，顾不上吃

晚饭，便再次展开推理论证。经过近 4

个小时的激烈讨论，终于达成共识。孙

海君运用专业知识、经典案例，结合规划

理念、环境保护等因素，给出了新的建

议。

次日，天刚刚亮，孙海君一行再次进

入海拔近 4000 米的大山。5 个小时后，

隐藏在树林里的一座山体被发现，大家

如获至宝。

经过现地勘测、反复与建设单位协

商探讨，新的选址点得到各方高度认可，

孙海君终于长舒了一口气。

“以前，总觉得‘家国情怀’这样的词

语离自己很遥远。首次奔赴高原执行任

务，才让我有了深深的体会。”孙海君感

慨道。

3个月后，孙海君第二次上高原。这

次，她的任务是参加由相关军兵种组织的

设计方案评审会。经过精心筹备，作为工

程负责人的她汇报立项设计方案。

一 路 北 上 又 西 行 ，辗 转 行 驶 近 万

里。从白山黑水到世界屋脊，从茫茫草

原到雪域高原，变化的是经纬与海拔，不

变的是激情与斗志。

评审还未正式开始，考验便扑面而

来。到达藏区后，她出现了比第一次更

强烈的高原反应。头疼、胸闷、反胃、耳

鸣，各种症状考验着她的意志。

“缺氧不缺精神，海拔高境界要更

高！”孙海君用高原精神勉励自己。面对

专家们的提问，她凭借多年的技术积累

和实践经验，有条不紊地拉直了一个个

问号。

评审结束后，孙海君徒步往返 10 余

公里 20 余个点位，踏访 3 个相关单位，仔

细查看现场情况，为深化设计方案储备

第一手资料。她还主动向熟悉相关业务

的 工 作 人 员 请 教 数 据 变 化 、工 艺 流 程

等。一返回住处，就立即加班整理相关

数据资料、绘制网格图表。

天公不作美。夜晚电闪雷鸣，驻地

突然停电。她找来蜡烛，继续记录分析

数据。部队领导过来看望，看到散落在

茶几上厚厚的图纸和资料，以及记录着

密密麻麻数据的笔记本，竖起大拇指说：

“身为文职人员，这工作劲头、工作态度，

很值得我们部队官兵学习！”

领导的认可和褒扬，让孙海君的思

绪回到 2007 年。从地方大学毕业的她，

怀着对绿色军营的向往，光荣加入了非

现役文职队伍。当时，她所学专业与所

从事专业差别很大，但她铆足了劲儿刻

苦钻研，常常挑灯夜战补短板，很快融入

了团队，在军营这片沃土上找到了自己

的“阵地”。

不能忘却的研战职责

“如果一个民族迷失在和平岁月，如

果一支军队丧失血性，那他们还能守护和

平、守住安宁吗？”虽是一名文职人员，孙

海君却常以身在战位的军人标准要求自

己，须臾不敢忘却自身肩负的研战职责。

2019 年春节刚过，孙海君便接到了

第三次上高原的命令，她随即投入到紧

张的前期筹备工作中。

“战场为科研出题，科研为战场解

答。部队战斗力建设的难点，也是科研

攻关的重点，只有把科研‘准星’瞄准实

战‘靶心’，军事科技人员的思维、技术和

成果才会与战场贴合得更紧。”一次次考

验和磨炼，让孙海君对肩上这份责任有

了更深的领悟和体会。

参加这次任务的人员从不同单位

抽调组成，不少同志经验较少，许多协

作问题亟待解决。经过现场勘察和实

地研讨，孙海君和团队成员一起，针对

大家提出的 20 多个问题逐一给出了指

导性建议，为各方落实资料、协调推进

理顺了脉络。

巍巍昆仑群峰连绵，长年白雪皑皑，

既充满着壮美和神秘，也考验着意志和

信念。

“海拔高，工作标准要更高；氧气少，

奉献精神不能少；环境苦，更要苦干不苦

熬！”她肩扛图纸，徒步蹚河流、翻山岭的

样子，像极一名执着前行的战士。

高原的一草一木，见证了她的汗水

和坚持。而之所以能从容地在高原上工

作，也少不了“大后方”的支持。

谈起孙海君，爱人王荣眼神里透露

出爱恋和赞许。虽然偶尔抱怨聚少离

多，但他从没后悔过。他得意当初自己

“慧眼识巾帼”，娶到了性格柔韧、为人干

练的孙海君。而同甘共苦的经历，也让

他们的爱情比普通人更甘醇。

“孙海君工程师的工作态度和严谨

作风，彰显了军事科技工作者‘向科技创

新要战斗力’的强军情怀，体现了文职人

员深厚的专业素养和敬业品质，体现了

吃大苦耐大劳的奉献精神……”因为专

业和敬业，她受到边防部队和建设单位

的高度认可，随之而来的就是一封封褒

扬她的感谢信。

第四次上高原，她结合复杂地形，在

合理布局的基础上更加突出实战性。

第五次上高原，她主动请求将电脑、

图纸统统搬到工地，只为节省出大量往

返时间，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工程中。

第六次上高原，将新技术、新材料、

新工艺、新设备应用于项目，努力做到在

设计中探索科研、让科研反哺设计。

……

一次次高原行，积累了大量数据，收

获良多，为全面展开工程设计和建设提

供了技术支撑。

一次次高原行，也是一次次精神洗

礼。孙海君深深地爱上了脚下的这片土

地。

高原的夕阳格外耀眼，她的目光追

随着戍边官兵整齐坚定的巡逻步伐，对

扎根世界屋脊、建设保卫边疆的驻藏官

兵陡生敬意。

光荣背后，也有尴尬。偌大的工作

现场，经常只有她一名女科研人员，有的

地方甚至没有女厕所。因为太艰苦了，

这些地方从来没有女同志来过。

循痕望路，步步精彩。每次站在山

巅，眺望广袤无垠的高原腹地，回首身后

的崇山峻岭，她心情无比豪迈：再艰苦的

环境也得有人去坚守，再难的科研总要

有人去做。只要肯干，高原的冻土也能

开出最美的花。

同事们这样评价她：“孙海君年轻有

朝气、攻关能力强，是搞科研设计的一块

好材料，为文职人员树立了榜样。”

的确，孙海君多次被评为“优秀专业

负责人”“优秀文职人员”……她经常和

新入职的文职人员交流：“跟长年戍守边

疆的军人相比，咱们吃的这点苦又算得

了什么？这些戍边战友才是绽放在雪域

高原最美丽的‘格桑花’，他们才是真正

的榜样和英雄！”

不能停歇的创新脚步

雪岭空寂，山石不语，忠诚誓言响彻

高原深处。

自古边关多艰险。因为山在那里，

所以永远向上。乐观、积极，是孙海君

的 个 性 标 签 ，支 撑 她 无 所 畏 惧 勇 往 直

前 。 她 告 诉 自 己 ，只 有 真 正 热 爱 自 己

事业的人，才能全身心投入工作，义无

反顾地把工作做到最好。

2020 年春节，新冠疫情暴发。在这

场生命保卫战中，也有一大批文职人员

奔赴前线，留下属于“孔雀蓝”的最美逆

行。孙海君暗下决心，要向他们学习，向

先进看齐。

疫情很快得到有效控制，一切逐步

恢复正常。解封后没多久，孙海君就申

请再上高原，迈出科技固边的坚实脚步。

一项任务在推进过程中受阻，她主

动请缨赴现地解决难题。

原来，某工程选址点周边古树很多，

百 年 古 树 多 达 100 余 棵 ，其 中 10 棵 有

300 年以上的树龄。

高原本就是生命禁区，树木稀少。

如何能正常施工还不破坏这些古树，成

为难中之难。孙海君又来了那股子韧

劲儿，就是要寻找两全其美的方案。

抵达工地，她带着工作人员一步步

丈量，10 余次登上山顶，将测回的数据

反馈到图纸上。经过反复踏勘推算，徒

步往返 30 余公里，终于划定路线，最大

限度地保护了古树与植被。

这一项目下来，她用来记录各种数

据的笔记本就足足有 5 本之多。

在高原上搞科研设计，她总觉得往

返路途太耽误时间，就和项目组成员席

地而坐，在古树下吃饭，省去下山时间。

大家感慨道：“参天古树下吃饭，更能激

发科研设计灵感。”

“挚爱不蛮干，科学很关键。”这是

孙 海 君 的 深 切 体 会 。 这 次 西 藏 之 行 ，

她 和 项 目 组 提 前 做 好 工 作 统 筹 ，精 准

高效推动设计任务。项目参建方如是

评价：“爬最高点、钻最低点的时候，总

能看到这位女文职人员的身影。”她嘿

嘿 一 笑 ：“ 只 有 这 样 数 据 才 完 整 ，心 里

也更有数！”

一次次远赴高原，也为边疆带去了

最新的理念和最新的技术。“先进设备若

能尽早投入使用，将大大提高保障能力，

减少官兵操作程序，减轻他们工作量。”

看着战士们年轻的面孔、听着激越的口

号声，孙海君更坚定了心中的信念。

每次任务出发前，她都会把儿子托

付给家人。“爸妈，这几年我将把大部分

精力用在项目上，会特别忙，不能及时回

家看望你们，请二老多担待！”她对父母

说，能参与国防建设任务，是我们文职人

员的荣幸，我想把它做得更好。

时光荏苒，信念弥坚。西藏雨季的

阵雨夹杂着尘土，硬硬地划过她的脸庞，

加上强烈的紫外线照射，这位容貌俊俏

的姑娘慢慢变成了“黑牡丹”。她却说：

“我不会停下自己的脚步。因为事业在

于创新，创新永无止境。”

任职以来，她先后完成 30 多项工程

设计任务，参与编写完成科研报告 5 部、

专 著 15 部 、军 用 标 准 2 项 、国 标 图 集 1

部，发表论文 11 篇，荣获军队优秀工程

勘察设计奖 6 项。

孙海君的成长变化，也是这个研究

院文职人员队伍快速成长的缩影，展示

出了这个群体的过硬作风和极大潜力。

自 2017 年组建以来，研究院党委坚

持“文职人员与现役军人在政治上同样信

任、工作上同样使用、培养上同样重视、生

活上同样关心”，大大增强了文职人员的

职业荣誉感和归属感，很多重大课题项目

都留下了文职人员奋斗的足迹。

他们中有 10 余名高级工程师、50 余

名工程师，许多同志成为各领域的骨干

力量，先后获得行业优秀工程设计奖、军

队优秀勘察设计奖、中国工程鲁班奖等，

有力印证了文职人员在开创军事科研伟

业中的大有可为。

八上高原，是一位“孔雀蓝”投身强

军征程的见证。孙海君笑着说，这个纪

录还会延续，自己就是要当好强军征程

上的一块铺路石。

八上高原的“孔雀蓝”
■本报特约记者 赵 杰

伸手可摘的白云，清澈湛蓝的天空，漫步
山间的牛羊，是初到西藏的人们对这里留下的
浪漫印象。

在孙海君眼里，西藏还有一种印象：稀薄
的氧气含量，灼人的强紫外线，极大的昼夜温
差，多变的天气状况，可谓“一山有四季，十里

不同天”。
孙海君，军事科学院国防工程研究院高

级工程师。作为全军首批纳编定岗的文职人
员，她从事国防工程勘察设计工作已有多年，
先后 8次与项目组成员挺进高原执行科研设
计任务。

一组数据印证着她的艰辛足迹：从海拔
3000 多米高的项目地到海拔近 4000 米的点
位，累计步行超过 280 公里，其间 3 次到海拔
5000多米的现场作技术指导；负责和参与的 5
个项目并行展开，其中仅一个项目就正式出图
100余张，过程图纸积累达上千张……

“虽然身上不穿军装，同样也是军中之星；
虽然手中不拿钢枪，也是那无畏的士兵……”
在攀登科研设计高峰的队伍里，“孔雀蓝”的身
影助力着“科研航母”踏浪前行。

今天，让我们走近她，聆听她的初心与使
命、光荣与梦想！

军人要么在战斗，要么在准备战

斗。作为改革强军的新锐力量，军队文

职人员平时履行相应岗位职责，同样是

为打仗而来、为胜战服务。他们的岗

位，亦是战位。

强军之道，要在得人。随着我军迈

向世界一流军队的脚步不断加快，军事

人力资源也在不断优化，一批批“孔雀

蓝”从四面八方汇入军营。像孙海君一

样的热血青年，虽然不扛枪，同样是战

斗员。文职人员必须在强军备战、保障

打赢中找准位置，在关键时刻也能拉得

出、冲得上、打得赢。

军队文职岗位的广泛设立，源于

强军事业的强力呼唤，是军队改革向

纵深推进的必然结果，为国防和军队

建 设 提 供 了 更 加 丰 富 的 优 质 人 才 资

源。文职人员姓“文”更姓“军”，需要

牢记军队人员的职责，在强军兴军伟

业中不辱使命。

不忘初心，梦想从军营启航；牢记

使命，韶华在战地绽放。温室里开不出

娇艳的花，职务有分工，使命无差别。

不管是军人还是文职人员，只有始终保

持战斗姿态，把岗位当作战位，把练兵

场当成战场，才能做到召之即来、来之

能战、战之必胜。

“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

缨。”军营是所大学校，文职人员既要有

“兵味儿”，更要努力成为“兵专家”。一

个人能走多远，心的志向决定脚的方

向。科技强军的事业平台，为我们每个

人都提供了建功立业的广阔舞台。

文职人员来到部队前，有的是小有

所成的行业精英，有的是刚出校门的优

秀学子，既然选择投身军营，就要崇尚

阳刚之风，除却“骄娇”之气，主动到困

难大、矛盾多、条件差的地方，经风雨、

长本领，以“钉钉子”的精神，在平凡坚

守和不懈奋斗中成就事业、成就精彩。

好钢也需勤淬火，蚕蛹破茧方成

蝶。文职人员是我军不可或缺的力量，

不论是基层部队还是科研单位，更需要

以爱才促进成才，做到文职人员与现役

军人在政治上同样信任、工作上同样使

用、培养上同样重视、生活上同样关心，

努力增强文职人员的职业荣誉感和心

灵归属感。

近年来，不少年轻文职人员从“家

门”进“校门”、出“校门”入“营门”，有的

在心理上与军营有“代沟”，情感上同官

兵有“温差”。好事尽从难处得，少年无

向易中轻。这就需要针对他们的特点，

发挥他们的特长，敢于交任务、压担子，

引导他们长见识、长本领、长才干，通过

摔打磨砺，早日淬火成钢。

美丽画卷需要多样色彩，恢宏事业

呼唤各类人才。“孔雀蓝”也要有“军人

范儿”，在投身强军伟业的征程上，始终

保持只争朝夕、不负韶华的初心和劲

头，同军人一道在战位上争相发挥应有

作用，推动新时代强军事业劈波斩浪、

扬帆远航，书写出无愧于祖国、无愧于

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壮美篇章。

以 军 人 姿 态 上 战 位
■军事科学院国防工程研究院政委 张俊明

孙海君（右二）在工程现场进行设备验收。 李江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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