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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特别关注”分享两位博士的故事，一位在研究所工作，曾到边防连队代职；一位毕业后就被分到基层部
队。当博士与基层相遇，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请看下面的报道。

最近，我一直待在雪山上一个小散

远点位。这个点位在连队的高原驻训分

队中显得比较特别：战士个个是“多面

手”，精通多种装备操作，就连伙食保障

也搞得有声有色。

前不久，下士孟孙鑫轮换来到这个

点位。他发现，在这里大家轮流做饭，于

是喜欢烹饪的他主动请缨担任炊事员，

打定主意要给战友们“露几手”，让大家

吃饱吃好。

刚 来 的 当 天 下 午 ，孟 孙 鑫 整 理 好

内 务 ，就 马 不 停 蹄 地 来 到 厨 房 。 说 是

厨房，其实不过是隔出来的一角，但物

资 供 应 比 较 充 足 ，战 士 们 经 常 能 吃 到

新鲜菜肉。

看着眼前丰富的食材，孟孙鑫很快

定好了晚饭菜单。洗菜、切菜、开火、下

锅，他的动作很麻利。不过一个小时，蚂

蚁上树、小炒牛肉、大盘鸡、山药芙蓉汤，

色香味俱全的“三菜一汤”就出锅了。

饭菜刚一端上桌，战士们惊喜地瞪

大了眼睛，品尝过后更是直呼“有家的味

道”，纷纷要求“再来一碗饭”！实话实

说，味道确实不错，我也不自觉地多吃了

不少。

这段时间，在孟孙鑫的努力下，每

顿饭都有惊喜，餐桌上不时出现馅饼、

蛋 挞 、蛋 糕 、咖 喱 饭 、烤 牛 肉 等 新 花

样 。 可 口 的 饭 菜 暖 胃 又 暖 心 ，高 原 的

寒 冷 被 一 扫 而 光 ，颇 有 一 些 苦 中 作 乐

的小幸福。

看到战友们大快朵颐，孟孙鑫告诉

我，他内心无比开心。现在一有空余时

间，他就在网上学习新菜品，想方设法做

点好吃的。他说，大家吃好了才更有力

气完成任务。

屋外寒风呼啸，屋内饭菜飘香，战士

们积极乐观的态度深深感染着我。这就

是扎根高原、以连为家、快乐奉献的最好

诠释吧！

雪山上飘出饭菜香
■西部战区空军某连指导员 苏延强

营连日志

在塔斯提边防连代职期间，朱会杰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在这里节
选其中的两篇，随朱会杰一起回忆他与边防官兵朝夕相处的日子。

代职第16天

今晚执勤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件遗憾的事：作为夜间执

行任务的关键利器，某型观测仪竟然还不能被一些战友熟练

使用！

我虽然以前也没有使用过这个仪器，可是摸索了几下便

掌握了方法。然后我给一起执勤的小伙伴悉数指导了一遍。

之后，我们通过试验，总结出不同距离下，人体站立、下蹲、

卧倒等不同姿态在观测仪中的特点，以及如何根据明暗程

度快速发现目标。此外，我还针对观测仪的防护特点，告诉

战友们无论在开机还是关机状态下都不能对着强光，以免

发生损坏。

我最近要把这些使用技巧和注意事项赶紧整理出来，让

战友们快速掌握，不想让大家因为装备使用不当、训练水平

不够而在未来的战争中吃亏。

代职第48天

再过几天，老兵就要退伍了。我这才知道，许多其他连

队的战友，当兵十几年都没来过“小白杨”；也有一些人当兵几

年没下过山、没有去过驻地的县城。这确实让我吃了一惊。

以前一直以为，边防就是离家远点，但最近慢慢体会到，

信息的缺乏才是边防的痛点。这里最新的报纸还是一周之

前的，这里有些战友的思维已与社会脱节。许多人不知道紫

外灯消毒时需要躲避，不知道人工智能是怎么回事。正好过

几天要授课，我要给战友们讲讲不法之徒如何使用软件和算

法实施诱骗，防止大家泄密和上当。

“一棵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

歌曲《小白杨》耳熟能详，但很多人可能

不知道，它的故事发生在新疆塔城军分

区某边防团塔斯提边防连。

因为这首歌，塔斯提边防连也被称

为“小白杨边防连”。去年，陆军研究院

某研究所工程师朱会杰来到这里代职，

为期 3 个月。

而今，离开那里已有 100 多天，但

只要听到《小白杨》的前奏，朱会杰就会

立刻反应过来，他说，“‘小白杨’已融入

我的灵魂。”

博士毕业到研究所工作，前年年底

从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后出站，朱会杰的

履历表上始终缺了“基层”这一项。得

知能有机会到边防部队代职，他毫不犹

豫报了名。

“作为军队科研人员，我们的价值就

是服务部队、保障打赢。”朱会杰说，选择

到边防代职，更多是出于工作考量。

一些装备一到边防就“水土不服”，

这个问题困扰朱会杰很久。“我们以前对

边防环境了解不多、对边防部队需求掌握

不深。”他说，要让军事科研符合部队需

要，研究人员就必须到练兵备战一线去。

“以前只是有所耳闻，这一次亲身

体会到了。”朱会杰说，虽有心理准备，

但边防的苦还是超出了想象。

当时正值盛夏，白天气温能达到三

十八九摄氏度，稍微一动就是一身汗。得

知连队一周只能洗两次澡，朱会杰很诧

异，官兵们却说这已经很幸福了。后来，

朱会杰到前哨点位执勤时，才知道此言非

虚，因为在那里两周都洗不了一次澡。

战友们还告诉朱会杰，这几年，边

防连队的条件已经有了很大改善，通了

电、有了手机信号，他们可以经常给家

里打打电话，以前通信不便时，很久都

联系不到家人。他们中很多人常年戍

守边防，有的连驻地县城都没去过，有

的几年才见到家人一次。即使这样，他

们还是不约而同选择了坚守。

“我没问过他们为什么，但似乎能够

理解，因为到了那里，你就会被一股力量

感染。”朱会杰说，边防就是一个神奇的

地方，会让平凡人不自觉地向往伟大。

在边防的日子，除了感动，朱会杰

还发现，基层官兵对于装备知识的渴求

无比强烈。

一次训练，朱会杰看到战士们操作

的无人机总是飞不远，一问才知道他们

对相关原理只是略知皮毛。还有一架

中继无人机，因为大家都不懂如何操

作，一直被束之高阁。

“无人机可以用来进行大范围巡

逻，实现目标的快速捕捉、跟踪，能够极

大提高连队战斗力。”朱会杰说，战士们

都想用好新装备，但受限于知识面不

宽、理论了解不深而有心无力。

于是，一堂关于无人智能保障装备

发 展 的 专 题 课 在 这 个 边 防 部 队 开 讲

了。朱会杰授课结束后，好几名官兵感

慨地说，这次真是大开眼界，对前沿军

事科技有了更多了解。

朱会杰还发现，边防官兵用不好装

备，不只是不懂，更多的是不敢，怕用坏

了没法修。

边防连队位置偏远，像塔斯提边防

连，距离最近的县城都有六七十公里，

交通非常不便。有时，厂家出于时间、

成本等因素考量，难以及时提供上门维

修服务。

代职期间，朱会杰发现该团官兵巡

逻使用的某型装备发生故障较多，该装

备正好属于他的研究领域。发现这一

情况后，朱会杰非常焦急，决心要帮战

友们维修好。

经过研究所领导协调部队相关部

门和生产厂家，能不能维修的问题解决

了，但若按常规方式集中送修，一些在

用装备则无法成行。于是朱会杰提议

厂家维修团队上门服务，由边防团提供

车辆保障，得到了多方支持。

装备修好后，朱会杰十分开心，但开

心过后是深深反思：“科研人员不能埋头

作研究，要多走出实验室，走进基层，了

解部队的真实需求，为提高部队战斗力

提供更加坚强的技术支撑和保障。”

代职结束后，朱会杰依旧和边防战

友保持着联系，帮助解决一些技术问

题。他说自己以后会经常到基层去，“我

已经把今年的基层调研日程安排好了！”

陆军研究院某研究所工程师朱会杰—

“小白杨”已融入我的灵魂
■本报记者 胡 璞 通讯员 李 彦 郝 超

一名无线电专业博士到基层部队

工作，即使在现在看来，东部战区海军

航空兵某团高级工程师邓露当年的选

择依旧很“大胆”。

2014 年，博士毕业前，邓露决定到

基层部队工作，却遭到了家人、朋友的

一致反对。当时，摆在他面前的不止这

一个选项，他的同学也多数留在科研一

线，但邓露很坚定：“每个人都有权利选

择自己的人生，而我选择基层，因为那

里更需要我。”

作这个决定绝非一时冲动。读博

期间，邓露曾到该团从事某新装备研

究。正是这段经历让他深刻认识到，基

层部队面临着很多需要解决的实际问

题，而此前他并不了解。

“如果想攻克技术难点、盲点，真正

解决制约战斗力生成的问题，就必须离

装备更近、离基层更近。”邓露说，这就

是他选择到基层工作的原因。

但对刚刚走出象牙塔的邓露来说，

到基层工作意味着自己要重新开始，适

应角色的转变、环境的转换。

“不知道自己的选择是对是错……”

刚来单位那天，邓露在日记中写下这句

话。他坦言，当时很担心自己的人生价

值能否实现。

而现实似乎在印证着他的担心。入

职后，邓露发现，自己有很多基本能力需

要提高、有许多实操方法需要学习。工

具从笔记本电脑变成了扳手、螺丝刀，

“师傅”从专业大拿变成了入伍才几年的

年轻战士，心理落差不可避免地产生。

“博士很了不起吗？还不是要干我

们干剩下的工作。”邓露至今记得一名

年轻战士说的话。他相信这名战士并

非故意挖苦，但那一刻，他还是被深深

刺痛了。

迫切希望得到认可，但迟迟找不准

定位、打不开局面，那段时间，邓露工作

进展得并不顺利。

一次雷达出现故障，邓露和一位老

兵为如何维修有不同意见。邓露通过

理论推导判断故障原因并提出解决方

法，但同老兵依据经验给出的结论截然

不同。一时间，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

气急的老兵放下狠话：“你懂什么？！”最

后经过验证，老兵的判断是正确的。说

起这次经历，邓露诚恳地说：“自己确实

缺乏经验，每一名基层官兵都值得我学

习。”

实践的不足、经验的差距，让邓露

一度很迷茫，他只好向导师求助。导师

对他说：“想让自己的研究成果真正服

务战斗力，基层这一关，必须要过，而且

要过得漂亮！”

导师的一番话，让邓露有醍醐灌顶

之 感 。“ 不 是 所 有 的 博 士 都 能 适 应 基

层。”他意识到，这是进入新角色、适应

新岗位必须经历的阵痛。

调整好心态，邓露放下了博士的骄

傲，把自己当成普通一兵，虚心跟着年

轻师傅学操作，补上“经验”这门课。但

当时他也憋着一股劲儿，想要证明自

己，“你们能做的，我能做得更好；你们

不能做的，我还能做好。”

卸下包袱的邓露，很快掌握了工作

所需基本技能，也开始凭借扎实的知识

储备和敏锐的判断力，解决了不少棘手

难题。

又是雷达故障。但这一次，在大家

面面相觑时，邓露主动站了出来。他根

据以前看过的类似案例，结合相关理

论，依靠自己出色的计算、编码和分析

能力，顺利找到故障所在并成功排除。

邓露一鸣惊人。战友们称呼他“博

士”，此前更多的是出于对“博士”这个

身份的尊重，而这次过后，则完完全全

是对他能力的认可。

在工作历练中，完成角色蜕变，邓

露 迅 速 成 长 为 一 名 优 秀 的 基 层 工 程

师。这些年，一直身处练兵备战一线的

他始终坚持科研，将目光聚焦在解决实

际问题上。发表 10 余篇论文、申请 3 项

发明专利、排除百余起装备故障，邓露

不断用成绩证明自己当初选择的正确。

如今已在基层工作了 7 年的邓露

心如止水。他说如果基层需要，自己

会一直扎根在这片沃土上，不断开花、

结果。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高级工程师邓露—

“基层这一关，必须要过”
■本报记者 向黎鸣 通讯员 李恒江 沈钇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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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官兵正在进

行个人对抗。

余 博摄

特别关注

高学历人才对基层意味着什么？

如 何 才 能 让 他 们 更 好 地 服 务 基 层 建

设？采编这组稿件过程中，笔者一直在

思考这些问题。无论是到基层代职的

朱会杰，还是在基层扎根的邓露，他们

的经历反映了部队高学历人才的选择

与追求，也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军旅人生

的无限可能。

基层是部队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

基础，也是最具创新活力的地方。一位

边防连队的指导员曾说，期待高学历人

才多到基层一线走走看看，这样才能结

出更符合基层需要的科研成果。这与

朱会杰和邓露的看法不谋而合，在走进

基层前，他们并不知道基层存在那么多

与科研相关的实际问题。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人才工作会议

上指出，要加强实践历练，鼓励引导官

兵在火热军事实践中经风雨、见世面、

壮筋骨、长才干。对高学历人才而言，

就要把目光转向基层，经常走出实验

室，走进演训场，积极投身练兵备战一

线，深入基层了解现实需求，努力破解

制约部队战斗力生成的难点、痛点。

“博士、硕士，首先是战士。”这话说

得没错，但博士、硕士的作用也不同于

战士。除了鼓励高学历人才扎根基层，

各级要精准把握军事人才成长规律和

各类人才发展特点要求，创新管理理念

和方式方法，上下同心营造信任人才、

尊重人才、支持人才、关爱人才的浓厚

氛围，充分激发他们干事创业的积极

性、主动性、创造性。

我们期待，高学历人才在基层这片

沃土上结出更多向战为战、实在管用的

科研成果。

把成果结在基层沃土上
■胡 璞

稿件图片由马占权、高 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