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
多
信
息
请

扫
描
二
维
码

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公众号

更
多
信
息
请

扫
描
二
维
码

陆军步兵学院公众号

11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３０日 星期二责任编辑/张琳 E-mail:zgjxjfjb@163.com 中 国 军 校

校媒联盟

青春偶像派

教员风采

“今天是第一次课，我来和同学

们‘聊聊天’。”一听教员要聊天，学

员们都来了精神。

“如果把‘鸡兔同笼’改成‘鸭兔

同笼’或‘鸡鸭同笼’，相应问题怎么

求解”“刘徽要是生活在现在，他会

怎么给《九章算术》写注记”……在

国防科技大学文理学院副教授孙兵

的线性代数课堂上，一场别开生面

的“聊天会”在火热进行。

听到学员说“线性代数”这门课

程很难时，孙兵用一个新奇的等价

关系解除了学员的畏难心理：“在数

学上,‘线性’差不多就是‘简单’，因

此‘线性代数’就是‘简单数学’。大

家都学过高等数学，‘简单数学’自

然要比‘高等数学’容易。”

这场生动的聊天，让同学们直

呼过瘾，并对线性代数产生了浓厚

兴趣，孙兵也成了学员们口中“最会

聊天的教员”。

作为骨干教员，为了把线性代

数打造成一门充满温度的公共基础

课，让定理定义不再“冷冰冰”，孙兵

做了很多尝试。他广泛调研国内外

高校教材，为每个定理定义加载诙

谐幽默的“独家杂谈”，还充分挖掘

军事案例背后的线性代数问题。

孙兵的课堂上，不仅能听到对

概念不同的解读，还能学到做学问

的态度：“高斯计算谷神星轨道的实

例，告诉我们‘纸上得来终觉浅，绝

知此事要躬行’。”在孙兵的打造下，

这门概念超过 100 个、内容高度抽

象的线性代数课程，变成了学员们

钟爱青睐的“爆款课”。

孙兵的主要科研方向是密码算

法的设计与分析。研究中，他发现

有些问题在本质上就是一个线性代

数问题，完全可以把密码的相关实

例“聊”进课堂。

于 是 ，孙 兵 的 线 性 代 数 课 堂 ，

洋溢起神秘的密码气息。“以前只

觉得密码学很神秘，现在我也能利

用所学知识解决密码问题，很有成

就感！”学会新技能的学员们兴奋

不已。

“密码分析”是孙兵的挚爱，他

对密码的深入研究成为课堂源源不

断的“聊天”素材。前不久，孙兵以

精心设计的案例、生动活泼的讲解，

获得学校授课比赛一等奖。

谈起经验，孙兵笑着说：“只有

深入科研当中，把问题抽象出来，再

将知识‘聊开’，才能促进教学。学

员的问题也能促使我换个角度重新

理解已有知识，这就是教研相长！”

下图：教员孙兵在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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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向远方的目光，承
载着爱与希望

表彰大会结束，教导员张锐打开微

信，祝贺信息涌来。许多人向他打听山

区孩子们现在的学习生活。

张锐没有沉浸于获奖的喜悦。他觉

得，收获的荣誉和大家的关心，是温暖的

激励，更是沉甸甸的责任。返校途中，他

和团队骨干们谈论的话题，主要围绕下

一次贵州之行。

团队成员对时间十分敏感：寒假来

临之前，他们要将半年内筹措的善物善

款梳理汇总，并对运送方式、路线和分配

情况等进行合理安排。等完成紧张的课

业，他们要立刻把爱心送到 1800 公里外

的贵州山区小学。

这个过程，学员们早已轻车熟路。对

于毕业学员袁道银来说，向“黔”的路，就像

一部纪实电影，每一帧都让他记忆深刻。

2009 年 7 月的一天，贵州纳雍烈日

炎炎、暑气袭人。盘旋的山路上，一辆

柴油三轮车“呼哧呼哧”向前开进，车尾

的黑色尾气与空气中的黄色尘土混成

一团。

一起一伏的颠簸中，车上两个年轻

人皱着眉头，一手抓着扶手，一手紧紧护

住胸前的包囊。“过不去了！”突然，一个

急刹车，三轮车停了下来。晕头转向中，

两人听到司机解释：前方路塌了。

这是袁道银和同伴谢开武的第一次

爱心之旅。那一次，从南京到纳雍，他们

坐了 30 个小时火车、6 个半小时汽车，搭

三轮、走山路，终于找到了位于半山腰的

张洹阳光小学。

那天，山上刚下过一场雨。教室里，

积水和着黄土，成了泥浆窝。破烂的黑

板上写着工整的汉字，残缺不全的课桌

绑着木头和砖块作为支撑……孩子们坐

在那儿，用好奇的眼神望着两张陌生的

面孔。

“大哥哥，你们从哪里来？”班里活泼的

小男孩率先发问。校长谢志昌纠正他：“这

是解放军叔叔，他们从部队的大学里来。”

袁道银心疼得眼眶都红了。从无意

间了解到这座山里的小学，到发起活动、

把战友们的爱心带来，他从没有如此强烈

地感觉到——自己“原来这么被需要”。

那一次，袁道银和谢开武用 3 天时

间，对 29 户贫困学生进行了家访。他们

发现，大山闭塞的环境中，文明和进步似

乎来得慢些：有的家庭觉得读书无用，便

让孩子早早辍学务农；也有一些父母，想

让孩子走出大山，别再吃自己吃过的苦，

却无法稳定担负费用，只能让他们“读一

学期书，干一学期活”。

“要想改变命运，一定要让孩子们好

好读书！”袁道银对每个家庭反复叮嘱。

他将前期筹集的 12876 元善款作为学费

交给小学，并和孩子们约定“明年再见”。

回到学校，袁道银向战友们讲述了一

路的见闻。学员队全体官兵积极响应，把

爱心助学作为一项长期活动固定下来。

在他们的号召下，学校教职员工、其他单

位官兵也纷纷加入其中、奉献爱心。

“多一个人把目光投向那里，孩子们

的成长成才也就多一分希望。”袁道银常

常想起，在那个遥远的山村，孩子们闪亮

纯真的眼睛。

倾听大山的回音，汲
取成长的力量

3000 元，是什么概念？

是学员两个月的津贴，是一张旅游

的机票，是一双酷炫的篮球鞋……

“同时，也可以是一个家庭几个月的

生活费。”活动交流会上，学员李东泽动

情讲述，在贵州纳雍黑塘小学他遇到了

一个叫王家练的女学生。

王家练家中共有 8 个兄弟姐妹。除

了上学，小家练要学着砍柴、割草、做饭，

还要照顾弟弟妹妹，稚嫩的肩膀，早早挑

起了生活的重担。

苦 难 ，从 未 夺 走 孩 子 们 内 心 的 向

往。家练告诉李东泽，她想好好读书，以

后当一个有用的人。

“你觉得，什么是有用的人？”李东泽

问。

小女孩歪着头，眨着眼，露出烂漫的

笑容：把村里的路修好，把学校的铁门换

掉，带着家人去北京看天安门，像解放军

叔叔一样帮助他人……

这段对话，让李东泽深受触动：虽

然生活困难，但孩子们从不怨天尤人。

“前两年，我还在学校抱怨，这么热

的天为什么没有空调？可是在山区里不

要说空调，有一间像样的屋子、一张温暖

的床都是奢望……”那天的交流中，李东

泽话锋一转，说到了自己。他向战友们

坦言，以前的他，吃穿都要追求好的，但

山区的爱心之行让他明白：生命的意义

不在于获取，而在于奉献。

李 东 泽 的 发 言 ，引 起 大 家 强 烈 共

鸣。交流会上，学员们讨论的话题渐渐

多了起来——

“校长夫妻和几个乡村教师，顶着重

重困难毅然留下，守在孩子们身边十几

年，是为了什么？”

“看到孩子们的真诚、勇敢、独立、

坚强，以及对未来的渴望，我们应该怎

么办……”

学员们的讨论瞄准了同一个方向——

我 想 成 为 怎 样 的 人 、如 何 成 为 这 样 的

人。教导员张锐感到十分欣慰：当学员

们把自己融入其中，“爱心向‘黔’进”就

不仅仅是一场助人行动，而且也是一场

生动的社会实践活动。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视野的拓

展、心灵的碰撞，让学员们在重新认识世

界、审视自我的过程中，汲取成长的力

量。”张锐说。

携手前行的脚步，传
播爱的“N次方”

盛夏七月，热浪袭人。声声蝉鸣中，

校园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毕业季。

“教导员，我想把自己的三等功奖

金捐给纳雍山区的孩子。”毕业前一天

晚 上 ，学 员 严 北 生 向 张 锐 汇 报 了 他 的

想法。

严北生的话让张锐深深感动。张锐

没想到，这个平日里大大咧咧的学员，在

奔赴边疆之前，还牵挂着山区的那些孩

子们。

第二天，毕业典礼刚刚结束，严北生

径直来到队里的“爱心驿站”，把荣誉奖

金放进了捐款箱。

在 严 北 生 带 动 下 ，每 名 毕 业 学 员

都 以 自 己 的 方 式 ，诠 释 着 内 心 对 爱 的

理解。

一等功臣卢超，是学员队去年贵州

之行的负责人。捐款前，他把自己攒下

的津贴用信封包好，还在封口处画了一

个大大的爱心，旁边写着“一起加油”4

个字。

“贵州之行，让我终生难忘。在我

们 热 爱 的 这 片 土 地 上 ，还 有 那 么 多 孩

子顶着压力艰难前行，作为一名军人，

我 们 有 什 么 理 由 不 拼 ？”离 开 学 校 前 ，

卢超专门为同学们做了一场经验分享

会 。 这 位 扬 威 国 际 赛 场 、为 中 国 军 队

斩 获 国 际 军 事 比 武 第 一 名 的 钢 铁 硬

汉，在那一刻流露出浓浓的温情。

爱，在心与心之间传递。会后，学弟

们发起新一轮募捐活动，喊出了“少吃一

包零食”“少喝一瓶饮料”的口号。学员

甘建超主动扛起爱心大旗，成为“爱心向

‘黔’进”新的负责人。

温 暖 的 氛 围 中 ，学 员 们 拥 抱 告

别 。 张 锐 站 在 窗 前 ，看 着 学 员 们 背 起

行 囊 奔 赴 远 方 。 空 荡 荡 的 学 员 队 ，只

剩荣誉室和“爱心驿站”的陈设一如往

常。

除了挑灯夜读、摸爬滚打的画面，同

样让张锐难忘的，还有学员们身体力行、

传播爱心的点点滴滴。军校几年，他们

利用节日活动、假期实践等时机，走到不

同省市、深入街头巷尾，将山区孩子的故

事讲给更多人听。

爱 的 种 子 一 旦 种 下 ，便 会 生 根 发

芽。卢超毕业后去了边疆，刚到新单位，

他就号召同批报到的 6 名新干部一起，

组 建 起 新 的“ 爱 心 班 ”，先 后 捐 资 助 学

14000 余元。

“ 纵 向 上 ，学 员 们 还 在 接 力 ；横 向

上，活动的覆盖面正在扩大。这一路，

爱已经传播了‘N 次方’。”张锐自豪地

说，除了学员们的努力，越来越多社会

各 界 人 士 也 加 入 爱 心 队 伍 。 如 今 ，他

的手机里时常收到各种咨询捐赠渠道

的短信。

更让张锐感到欣喜的是，这个群体

中，有一些正是学员们曾经帮助过的山

区孩子。成长成才的他们，如今成为播

种爱的一分子。

在张洹阳光小学长大的谢雅丽，顺

利考上江苏大学，是村里第 60 位走出大

山的孩子。每年，她都会回到小学给孩

子们补课。去年，见到如约而来、与自己

年龄相仿的学员们，谢雅丽还是脱口而

出叫了一声“解放军叔叔”，引得大家开

心大笑。

今年，又一批学员来到队里，他们

在荣誉室前举行了庄重的重温入伍誓

词仪式。听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誓言，张锐知道，这场爱心接力又将

持续下去。

一场爱心接力持续 12年
■雷 彬 云利孝

主持人语：本期 《校媒联盟》 的主

题词是——砺剑。

生铁，经受千锤百炼，方可铸成

宝剑；璞玉，必须耐心打磨，才能绽

放光彩。

军校学员处在能力体系培塑的基础

阶段，要想构建实战思维、强化军事素

养、拓展能力层级，必须不断经受磨

练、淬火砺剑。

何为淬火？怎样砺剑？在实践中，

学员们寻找着答案。

深山密林，披星戴月。近日，国防

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锤炼－2021”

实战综合演练战幕拉开。50 公里、近

10 小 时 夜 间 徒 步 渗 透 ， 陌 生 环 境 中 ，

学员们展开连续 8 昼夜实战化演练。

军号响，硝烟起。陆军步兵学院某

大队紧急出动，全副武装奔赴作战地

域。“敌”机侦察、卫星过顶、炮火覆

盖、地带“染毒”……“敌情”一路伴

随，学员一路应战。

铁甲寒光现，战地炮声隆。陆军炮

兵防空兵学院某学员队红蓝对抗激战正

酣，蓝军操纵无人机神出鬼没、强势突

袭，红方指挥员临机反应，命令射手

“双炮齐射”，出奇制胜。

战斗，持续打响。学员们置身艰

难复杂环境，开展多课目连贯、多内

容综合、多能力融合的联演联训。他

们上山下海、蹚水跨泽，朝着胜战目

标勇敢迈进。

今天，向大家推荐一组微媒推文，

让我们跟随学员的脚步走向练兵场，感

受他们火热的“砺剑”青春。

砺 剑
■刘学丰 逯心一

夜晚，陆军工程大学学员七大队二十二队荣誉室灯火通明。

此刻，学员们兴奋地围着贴满照片的玻璃展柜。不到 20 平方米的房间

里，金灿灿的奖杯映照着他们的笑脸。

对于学员们来说，最中间那座崭新的奖杯，有着特殊分量——前不久，

在第十一届“中华慈善奖”表彰大会上，他们是全军唯一荣获“慈善楷模”的

团队。

他们的故事很简单：一群平凡的军校学员，自发组建起一支爱心团队，

将一份份温暖送到遥远的贵州山村。

他们的故事很漫长：历经 12 年青春接力，学员们先后帮助 400 余名贫

困生完成学业，100 余人走出大山、考入大学。

山区的孩子们习惯叫他们“解放军叔叔”，学员们自己给团队起了一个

生动的名字——“爱心向‘黔’进”。

图①：学员带小学生们体验队列训练。图②：学员带小学生们参观军事装备。

图③：学员们骄傲地看着刚获得的新奖杯。 孙顾峰、吴承杰摄

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组织“锤炼－2021”实战综合演练。 武晓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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