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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段路，都是一个
坚持的故事

国防科技大学“天海跑团”在“庆七

一长跑”活动中交出一份成绩单。这，

仅仅是跑团成绩单的冰山一角。今年 6

月，“天海跑团”累计奔跑 4104.43 公里；

今 年 上 半 年 ，“ 天 海 跑 团 ”累 计 奔 跑

15462.91 公里。

曾有人问跑团负责人、气象海洋学

院研究员赵军：“这样的强度，你们怎么

跑下来的？”“平时教学科研工作那么

忙，你们哪里来的这么多时间？”

赵军的回答只有两个字：坚持。

坚持，不仅在奔跑的路上，更在科

技攻关的征程中。一个程序要运行几

个小时，一个功能优化要花几个月，一

个模式框架要攻关几年……这样漫长

且枯燥的故事每天都在这所军校发生。

一个人坚持，一群人坚持。一代人

的努力，几代人的传承。

因为坚持，天气预报团队代码一行

接着一行敲，系统一代接着一代做，认

准的事毫不动摇地干下去。他们用 30

余年的时光，为我军打造了自己的核心

数值预报业务系统，实现了我军战场气

象保障的历史性跨越。

工作中养成的坚持，也让这群跑者

在奔跑中愈发坚定。

“从容坚定前行，这是我跑步的第

1385 天。”9 月 6 日下午 7 点，赵军在微信

群里分享了一张跑步轨迹图。2015 年

夏天，他和李金才等几个热爱跑步的同

事一拍即合，成立了跑团。“当时大家完

全没想到能够坚持这么久，只是为彼此

打气。没承想，就这样 6 年过去了。”

一开始，曾有人嘀咕：“经常跑步，

会不会影响干活？”后来，他们拿出一项

项科研成果，质疑烟消云散。“高效工

作、健康生活”成为他们的口号。

“我们大部分是利用早上或者晚上

的时间去跑步，一开始会觉得累，可一

旦坚持下来，跑完了反而会更有精神，

这样工作和加班都更有效率。”教员李

小勇说。

路再远，坚持总能抵达终点。“马拉

松的跑量你都完成了，系统的优化方法

还怕攻关不出吗？”跑道上，赵军拍了拍

李小勇的肩膀。一群科技骨干力量铆

足了劲，继续在攻关路上前行。

万物皆可量化——
理工男特有的浪漫

“欢迎学妹张雪妍入群。”“拒绝秋

膘，让我们一起跑起来！”在跑团的微

信 群 里 ，大 家 都 在 热 情 地 欢 迎 新 成 员

加入。

“请仔细阅读‘团规’！本月大家的

标准是 8 次和 6 次！”这条稍显与众不同

的“暖心提示”，来自“天海跑团”发起人

之一的李金才。对于“团规”，李金才有

说不完的话。“你们来看看我们的‘团

规’，既科学又严谨，而且充满人性化！”

聊到这里，李金才从兜里掏出一支笔，随

手扯了一张纸，开始画起表格，娓娓道来。

“本月有 M 天，在本月第 D 天提出

请假，则需在请假日之前完成的任务次

数为（D-1）/M×N 四舍五入取整，其中

N 为本月规定完成任务次数。”在一份

592 字的跑团“团规”里，这样的量化要

求比比皆是。

为了这份“团规”，李金才和其他跑团

成员不仅考虑到跑步者性别、年龄、伤病

请假等，还设计了任务公式进行演算，每

个月对成员的跑量进行统计、分析。“我们

还用自主研究的天气预报系统观测天气，

修订跑步计划。”李金才自豪地说。

万物皆可量化——这似乎就是理

工男特有的浪漫。这群早已习惯跟数

据、公式打交道的军校教员们，不自觉

地将严谨细致的态度带入到跑团之中，

并被大家广为接受，形成了团队特有的

文化。

“跑步就跟做课题一样，一定要坚

持问题导向。”赵军说。曾经，一名年轻

教员跑步次数少，为了跑量达到规定，

月底一次性跑了个半马。跑团里的“专

家们”知道后急得不得了，生怕他跑坏

了身体，连忙帮着调整跑步方案。

如今，严谨细致的团队文化早已刻

入每名成员的心中，并在工作中化作测

天探海的钥匙，帮助他们打开一个又一

个自主创新的大门。

在刚刚结束的某次攻关任务中，同

样是这群人，任务前多次预案，任务中

一丝不苟，任务后复盘反思，顺利保障

了部队重大活动。

因 为 热 爱 ，所 以 奔
跑；因为奔跑，所以不再
孤单

“跑步和科研很像，都是寂寞而孤

单 的 事 ，但 是 在 这 里 ，孤 单 者 不 再 孤

单。”在教员张文眼中，加入跑团意味着

自己有了许多同行者。通过跑团这座

特殊的桥梁，张文找到了教学科研中许

多隐藏的宝藏。

“我和冷洪泽老师目前围绕基于大

数据处理的机器学习展开合作，已经撰

写一篇论文。”两名身在不同系所、不同

研究方向的教员，通过跑步熟悉起来，

一起合作了许多有意义的事。

谈起加入跑团的感受，从事大气科

学相关研究的黄泓思绪回到了 2018 年

春天。那时，她刚刚加入跑团，经常听

到大家一边转圈一边聊着模式并行优

化、气象海洋大数据等话题，时常不知

不觉已转了几十公里。“和同事们从陌

生到熟悉，不断交流的过程中也提高了

我的科学研究水平。”黄泓说。

跑团不只是一个运动爱好者的团

体，从某种程度而言，它更是不同科研

团队不断融合的桥梁。即使每名成员

加入的原因各有不同，但加入之后，大

家的意见变得格外统一——这里有一

颗青春的心、一颗在运动中享受快乐的

心、一颗释放工作压力的心、一颗对热

爱事物坚持到底的心。

因为热爱，所以奔跑；因为奔跑，所

以不再孤单。

跑步前，在马路旁的台阶上，有的

人伸出腿拉伸热身，也有三两人相互拍

打肩膀。这种不经意的动作，透露着这

群平均年龄不足 40 岁的军校教员青春

的心态。

热爱，不需刻意用语言表达。在一

双双充满坚定的眼神里，在脸颊流下的

汗水中，在打卡后上扬的嘴角上，在跑

步后冲进实验室的劲头里……你都能

看到热爱。

同样在跑团中收获满满的还有教

员杜辉。在刚刚结束的新教员研究生

课程试讲中，杜辉顺利通过试讲。试讲

前，学院资深专家吴建平教授对他进行

辅导。“吴教授用跑步中我们常用的聊

天方式指导我，语言活泼、易于接受。”

资深专家带着年轻人一步步奔向

远方，各种交叉融合的合作方向遍地开

花，跑完步精神抖擞地继续攻关，在这

个 和 谐 的 团 队 里 ，这 样 的 故 事 还 有 很

多……以至于院长朱小谦都感到好奇：

“跑团里到底有什么奥秘？”为了弄个究

竟，他也主动加入了大家的行列。

跑步带来的变化往往是潜移默化

的，人们或许很难在短期内找到准确答

案。但“天海跑团”的这群教员们深深

明白，岁月或许会改变容颜，但跑步这

件小事，会让人懂得很多攻关和拼搏的

道理。

“天海跑团”的活力奥秘
■韩 雪 李百洋 本报特约记者 王微粒

白露，清晨，长沙。当轻快的脚步唤醒沉睡的城

市 ，教 员 傅 德 龙 已 绕 着 烈 士 公 园 跑 完 4 公 里 。 秋 风

微凉 ，手机传来“这是您第 166 次跑步 ，配速为‘刻苦

跑者’”。

突然，傅德龙身边掠过一个熟悉的身影，那是“天海

跑团”的另一名成员。这样的偶遇，在清晨、在黄昏，在

国防科技大学周围的每一个跑道边，已习以为常。

“天海跑团”，奔赴海天。在这支由国防科技大学

气象海洋学院教员自发组织的跑团中，既有荣获多个

国家和军队科技进步奖的学术大家，也有耕耘三尺讲

台 20 余年的教学名师；既有鬓角悄然发白的中年骨干，

也有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后浪。课堂上，他们显

得有些神秘且严肃，但在课堂之外，他们习惯于在跑道

上挥洒汗水，用矫健的身姿诠释属于军校教员的风采。

青春偶像派

学员心语

2021 级新学员来到军校已有大半

个月。在海军工程大学新老生见面会

上，新学员一张张面庞略显稚嫩，严肃

的神情难掩内心的激动。

听学长们讲述暑期训练的时光、分

享暑期的那些收获，新学员纷纷表示要

朝着自己心中军人的模样竭尽全力拼

搏，让新训中挥洒的每一滴汗水都映照

着自己最帅的模样。

方 向

“舢板训练我们组 6 公里用时 43 分

钟，那必须是第一名……”学员蔡轩向

新学员炫耀自己的成果，心中的骄傲溢

于言表。

别看蔡轩说得轻松。其实，操舵是

门技术活，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回

忆第一次训练，由于没有固定参照物，

左右桨手动作不协调，蔡轩眼看一次次

被对手超越，自己的这艘舢板只能歪歪

扭扭地朝着目标前进。

作为舵手，蔡轩心中五味杂陈。休

息时，蔡轩想：“这次失败，我担任舵手

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只要舵手把准方

向，掌握好节奏，一定能取得胜利。”

夜训课上，蔡轩带着疑问缠着教员

问个不停，脑海中不断回忆航行路线，几

个固定的参照点渐渐清晰。第二天，再次

登上舢板时，他胸有成竹。通过不停地操

控方向，他们沿着最短行程向终点驶去。

前进的舢板需要把准前行方向，成

长成才道路上亦是如此。新学员听了

蔡轩的故事后更明白了方向的重要性，

通向未来的道路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

也更需要正确的方向引领。

无 畏

“这是最考验勇气的一个课目，都不

记得当时数了多少次 3、2、1。”学员曹盛新

给新学员讲述自己在5米跳台上的经历。

5 米高台跳水，是必须要掌握的一

项基本技能。捂住口鼻，抓住救生衣，

伸 右 脚 移 重 心 ，直 立 入 水 为 合 格 。 看

似 简 单 的 动 作 要 领 ，曹 盛 新 的 进 展 并

不顺利。

毕业联考时，从 3 米高的螺旋梯意

外摔下来的曹盛新，从此留下了恐高的

阴影。看着战友一个个跳下去，他内心

的恐惧随着跳台的晃动一点点放大。

曹盛新深深地感受到，战胜自己说

起来容易，做起来如此艰难。看到曹盛

新犹豫的表情，教导员对他说：“记得

全红婵在奥运会 10 米台跳水夺冠后，

回答记者的提问吗？她想得更多的是

超 越 自 己 。 作 为 一 名 军 人 ，只 有 无 所

畏 惧 、勇 于 超 越 ，才 能 成 为 更 优 秀 的

自己。”

曹盛新鼓足勇气踏上跳台。“肩上

既已担起责任，就应无所畏惧，这一跳

要对得起军人身份。”伴随水花的溅落，

一颗无畏的心渐渐成型。

无畏生死挺身而出，负重前行从容

依旧。新学员尚未感受到 5 米跳台的高

度，但已下定了迈出那一步的决心。军

人走向战场，生与死或许也只差一步，

无畏将是他们今后唯一的选择。

较 量

“ 为 了 练 据 枪 我 的 胳 膊 肘 全 磨 破

了。”王晨宇一边挽袖子，一边向新学员

讲述自动步枪对隐显靶射击时的比拼

较量。

自动步枪对隐显靶射击，是暑期训

练中学员们最向往的课目。10 发子弹

分 5 次射出，震耳的声响、猛烈的后坐

力，让学员们备受震撼。

第一轮 5 发上靶、第二轮仅命中 4

发。不算理想的成绩使王晨宇从开始

的主动叫阵，变为后来婉言拒绝他人提

出的比拼邀请。

几次较量失败，激发了王晨宇心中

那股不服输的劲儿。从那一刻起，据枪

练习时他放弃休息，目光紧盯着靶子；

教员讲解时他神情专注，不错过每一个

细节。作训服上白色的汗渍、手掌上磨

破的老茧、肩膀上托枪留下的红印……

王晨宇要证明：我能行。

功夫不负有心人。实弹射击考核

时，王晨宇取得了优秀的成绩。

军校的学习训练充满较量。在较

量中进步、在较量中成长，是新学员走

向成熟的道路上应该明白的道理。只

有不服输才会让自己越磨越利的精神，

在未来战场上展现血性锋芒。

与学弟们聊聊暑期收获
■户才顺 徐 峥

军 校 吧

“恭喜你，成功发表第一篇学术论

文。”凌晨 1 点，收到学校基础部教授

刘延飞发来的短信，正在实验室加班

的我，长舒了一口气。

合上笔记本电脑，走到实验室的

另一个角落，几个学弟还在紧张地调

试智能车比赛的车模，一个技术问题

的解决让他们欢呼雀跃了好一阵子。

看着他们一个个充满拼劲的身影，我

仿佛看到了两年前的自己。

军 校 学 员 大 概 都 有 一 段 迷 茫 的

“ 阵 痛 期 ”， 我 也 不 例 外 。 一 段 时 间

里 ， 我 一 直 排 斥 专 业 基 础 课 程 学

习 。 后 来 ， 学 校 科 技 展 扭 转 了 我 的

看 法 —— 有 的 高 年 级 学 员 展 示 的 创

新 作 品 ， 竟 然 可 以 解 决 基 层 部 队 的

实际问题。

“以专业知识对接战场运用，这才

是军校学员应该做的事情。”现场一位

老 教 授 感 慨 道 。 说 者 无 意 ， 听 者 有

心。我从那时候开始琢磨，怎样才能

将所学知识与未来战场联系起来。

“智能车就是在地上跑的导弹！”

教导员的一句话点醒了我。我和队里

几名志同道合的同学组成团队，报名

参加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

辛。智能车竞赛备赛周期有一年，要

牵扯很多精力。从焊接电路板到搭建

车模，再到程序开发、系统调试……

那段时间，我和队友几乎走遍了学校

控制学科所有教员的办公室，还向国

内 20 多所参赛高校的师生请教经验，

更换了十几次系统设计方案。

为 提 高 备 赛 效 率 、 挤 出 更 多 时

间 ， 我 们 将 被 褥 搬 到 了 调 试 车 模 的

赛 道 上 ， 白 天 上 课 、 训 练 ， 晚 上 便

扎 进 实 验 室 直 到 天 亮 。 一 遍 遍 应 对

故 障 ， 一 次 次 经 历 失 败 ， 车 越 跑 越

流 畅 ， 我 们 也 在 这 个 过 程 中 变 得 越

发坚强与沉稳。

最终，我们在 2020 年全国大学生

智能汽车竞赛中获得一等奖，实现了

学校在该项赛事最高奖项中零的突破。

比赛结束后，我常常想：“如果

专业知识能解决工程实践问题，那么

也 一 定 可 以 应 用 在 导 弹 与 地 面 设 备

上，我所掌握的就不再是书本上死板

的知识，而是训练中排除装备故障的

‘窍门’、战场上保证敢打必胜的‘法

宝’……”

手握长缨就要敢缚苍龙，我更加

坚 定 了 对 自 身 所 学 本 领 的 信 心 。 随

着 课 堂 操 作 和 实 装 演 训 任 务 不 断 增

多 ， 我 对 即 将 到 来 的 部 队 基 层 生 活

有了更多期待。

去年，因为综合成绩突出，我作

为 火 箭 军 代 表 受 邀 参 加 中 央 电 视 台

《回声嘹亮》 庆祝抗战胜利 75 周年特

别节目录制。面对抗战英雄和全国观

众，我自豪地说：“我想做一件很牛的

事情——将导弹送上蓝天！”

告别以往荣誉，迎接未知挑战。

我知道一段路程的结束意味着另一段

路程的开启。在新征程新起点上，我

一定会在汗水中收获喜悦，在历练中

迎来进步。

﹃
我
想
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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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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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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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跑团成员在公

园长跑。

图②：跑团成员一起

研讨问题。

图③：跑团成员周末

长跑后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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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教员与机器人心理教员与机器人““小武小武””

“小武，训练很努力还是不及格怎

么办”“小武，我最近比较烦”……刚

开学，就有很多学员跑来找“小武”。

“ 小 武 说 ” 已 经 成 为 武 警 工 程 大 学 的

“新时尚”。

“小武”是谁？“她是学校心理服务

中心最受欢迎的明星咨询师”“一个阳光

可爱的机器人”……学员们抢着回答。

“小武”大大的眼睛闪闪发光，还

会 随 着 受 访 者 的 情 绪 变 化 调 整 颜 色 。

一 声 暖 心 的 问 候 、 一 句 专 业 的 解 答 、

一连串幽默轻松的对话……她会不厌

其烦地回答你的问题，更会在你需要

的时候，做一个忠实的听众。

为什么“小武”会做咨询？

“前期，我们收集了近 2000 个学员

和基层官兵常见的心理问题，后期进

行汇总加工，再由专业的心理教员对

这 些 问 题 一 一 做 出 解 答 ， 最 终 将 有

1000 个心理问题及相应答案的心理语

音数据包放入‘小武’的大脑内，使

她不仅能回答一些常识性内容，更能

对心理问题做专业性解答。”负责机器

人研发的教员解业达说。

说到“小武”的研发初衷，还要

从当前学员的心理特点说起。“90 后、

00 后学员们走进军校，心理健康的规

律 悄 然 发 生 了 变 化 。 他 们 渴 望 被 关

注，又害怕被关注，思维中充斥着很

多矛盾。这让学员们对教员的交互咨

询顾虑重重，不敢说、不愿说的学员

越来越多。”心理教员高丽说。

智 能 技 术 的 不 断 发 展 给 了 心 理

教 员 们 启 发 。“ 为 什 么 不 让 学 员 们

和 智 能 机 器 人 交 流 一 下 呢 ？” 机 器 人

可 以 有 效 避 免 面 对 面 带 来 的 压 力 顾

虑，让受访者更轻松；又能根据受访

者的情绪变化快速给出专业解答；还

可以通过人机对话的数据存储，筛查

出心理问题和心理疾病，起到排查预

警作用。

看似冰冷的机器，如今成了学员

们 喜 爱 的 “ 知 心 人 ”。“ 小 武 ” 上 岗

后，有效解决了当前学员心理健康的

工作瓶颈，让“小武”的创作团队成

员们备受鼓舞。

目前，多名心理教员还在努力完

善 “ 小 武 ” 的 语 音 系 统 ， 研 发 “ 小

武 ” 的 网 上 微 信 小 程 序 ， 争 取 多 渠

道、多方法帮助更多学员。

知心机器人“小武”
■雷 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