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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有“光”——

“不热闹没关系，只
要对战斗力生成有利，
就要一直走下去”

这是一个热闹的场景：来自秦岭的

劲 风 穿 过 大 礼 堂 的 窗 帘 ，发 出 簌 簌 声

响，一年一度的光纤通信人才结业仪式

正在这里隆重举行。

激昂的音乐声中，又一批优秀学员

即将从这里走向全军各个岗位。这些

年来，光纤通信人才培训中心已累计培

育 1 万多名优秀人才，基本把全军相关

专业的骨干都轮训了一遍。

张引发坐在台下，看着学员们脸上

洋溢的蓬勃朝气，思绪不觉回到 30 多年

前光纤通信事业人才培养刚刚拉开帷

幕的那一刻。那时可一点都谈不上热

闹，甚至还有些冷清。

1989 年，刚刚研究生毕业的张引发

主动申请到光纤通信教学组工作，这个

举动一下子引起不小的轰动。

为什么？彼时，学院最王牌的专业

是载波通信，军内乃至国内最热门的专

业是计算机，作为有较大选择空间的相

关专业高学历人才，按常理应当申请这

两个方向才是。张引发偏偏追“光”而

去，直奔最冷门的光纤通信。

“不热闹没关系，只要对战斗力生

成有利，就要一直走下去。”张引发对光

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在他看来，光通信

是未来数十年军事通信的主要手段，短

期看是“冷板凳”，长远看却是值得为之

奋斗终生的事业。

军事通信发展趋势验证了张引发

的判断。1994 年，张引发临危受命，负

责管理刚成立的光纤通信教研室。3 年

后，这个教研室推动建立了全军第一个

光纤通信人才培训中心。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张引发在光

通信领域深耕 30 余年，把青春刻进了这

条布满荆棘的奋进之路，被大家亲切地

称为“追光者”。

时间虽过去多年，基础通信网络系

副主任杨剑对 1998 年的那个春节仍记

忆犹新。整个寒假，张引发带领大家从

打地钉开始，连续奋战了十几个昼夜，

硬是赶在开学前把申请到的一批新传

输设备安装调试到位，保证了新学期教

学的正常展开。

“搞了一辈子的光，他干啥都恨不

得是光速，真是太拼了。”杨剑口中张引

发的“太拼了”有举不完的例子——

某高原地域部队光纤系统开通后，

张引发了解到部队技术力量薄弱，就和

中心几名教员一起，跑到高原连开 3 期

培训班，每期 20 多天。

“整宿整宿睡不着，干脆不睡了。”

高原反应扰得张引发休息不好，他便起

来反复斟酌教案，力求把每个知识点都

讲得更生动更透彻。经过培训的官兵

很快“上手”，线路故障率显著下降，张

引发这才如释重负。

疾行追“光”——

“就像养娃要打防疫
针，光纤网络也要增强
抵抗力”

某海域，风高浪急，一场测试性对

抗演练拉开序幕。蓝军一名潜水员悄

然入水，娴熟地向深海下潜，试图对目

标光缆搞些“小动作”。

“发现可疑扰动，立即启动预案。”

红方指挥所电子屏幕上，警示灯快速闪

动，现场气氛陡然紧张起来，指挥员当

机立断，接连打出一套“组合拳”……

少时，捷报传来，危险解除，光纤网络

安全无虞。“中军帐”里一片赞叹：“张引发

教授带来的这套设备真给力，实时监测光

纤情况，成为光缆网的‘火眼金睛’。”

“追光驭光，安全第一。平时张教

授常跟我们打一个‘1’和‘0’的比喻。”

教员王鲸鱼说，安全好比数字“1”，作战

效 能 好 比 数 字“0”。“0”越 多 ，数 值 越

大。但若没有了前面的“1”，后面有再

多的“0”，战斗力仍然等于“0”。

张引发的这个比喻，正是他对事业

高度负责的真实写照。

“张教授在部队很‘抢手’，很多单

位都盼望着他能多去几趟。一是请他

传经送宝，二是请他‘挑刺’。”教员陈树

文这样说。

某部队拟新建一个网络，方案摆到

张引发案头，他却皱起眉。“拓扑结构不

合理，并入干线网后，一些节点会信道

拥堵，必须优化。”张引发直指要害。

“就像养娃要打防疫针，光纤网络

也要增强抵抗力。”张引发形象的解释

让单位领导竖起大拇指。如今，全军多

数重要光网络建设前，都会先到张引发

这里打“防疫针”。他总会将光通信面

临的风险逐一分析，提出破解之策，先

后取得 30 余项创新性研究成果。

追光疾行靠的不是“神来之笔”，而

是日复一日地爬坡攻关。

有这样一个场景印刻在陈树文心

头。一天夜里，在提高光网络战场生存

力上，他忽然冒出一个念头。“打电话给

张教授后，他很快召集人员，在家里架起

投影仪，我们激烈地讨论了一夜。”接着，

陈树文不好意思地说，张教授当时正患

支气管炎，说几句话就要咳嗽一下。

张引发就是这样一个“点火就着”

的人。事实上，不只家里，宾馆房间、家

属院医疗室、友邻单位办公室，只要有

了“灵感”，团队都会随时随地召开碰头

会，把“小火花”燃成“熊熊大火”。

炽热如“光”——

他一辈子追光，不
知不觉也成了光，照亮
同行者

南国大地，崇山峻岭，一场跨区联

合演习正如火如荼 。“报告 ，网络瘫痪

了 。”通信枢纽里一阵忙乱 ，空情上不

来，指令下不去，几个业务骨干急得像

热锅上的蚂蚁。

正在这时，某防空旅信息保障科

科 长 张 建 成 赶 到 。“ 附 近 某 空 军 场 站

有 空 闲 信 道 资 源 ， 抓 紧 调 度 。” 很

快，一条新的通信链路调通，问题迎

刃而解。

演 习 结 束 ，同 事 好 奇 地 问 ：“ 你 怎

么知道那里有信道资源？”张建成自豪

地 说 ：“ 这 多 亏 了 导 师 张 引 发 的 教

诲。”

“粟裕大将每到一处，首先琢磨哪

里能屯兵，哪里可以打伏击。我们搞通

信工作也是如此，去某处之前，一定要

把那里所有信道资源搞清楚。”张引发

常 常 告 诫 学 生 ，要 培 塑 特 有 的 打 仗 思

维。

在张引发的学生眼中，老师总是沉

迷于光、钻研光，同时也炽热如光。

一些学生毕业多年，还经常接到张

引发的电话，既有谆谆教诲也有鞭策鼓

舞 。“ 有 个 名 师 指 导 是 人 生 最 大 的 幸

运。”教员廖晓闽发自肺腑地感慨。从

张引发的硕士生，到张引发团队的骨干

成员，廖晓闽已在张引发身边学习工作

了 14 年。

“ 老 师 总 说 ， 搞 研 究 只 在 实 验 室

不 行 ， 一 定 要 到 一 线 部 队 去 。 这 几

年，他光出差调研的火车票根都积攒

了 近 百 张 。” 导 师 的 出 行 记 录 ， 让 廖

晓 闽 既 意 外 又 感 动 。“ 一 张 张 火 车 票

就像老师无声的教诲，告诉我该怎样

去搞科研。”

在张引发的辐射带动下，毕业第 4

年 ，廖 晓 闽 就 拿 到 军 队 科 技 进 步 一 等

奖，3 年后又评上副教授，成为当时学院

最年轻的副高职。

“老张，以你的成就，当个专家，做

些面上工作，轻轻松松到退休，何必折

腾自己？”一位朋友关切地提醒。

“年轻时做的一个梦，现在有实现

的条件了 ，肯定要快马加鞭 。”张引发

从 来 不 满 足 于 已 取 得 的 成 绩 ，他 瞄 上

一 个 新 的 前 沿 领 域 ，发 起 了 又 一 轮 冲

锋。

“张教授的脚步声很急切，就像催

征的鼓点，让我们一刻也不敢放松。”廖

晓闽的话道出了很多教员的心声。在

张 引 发 的 感 召 下 ，身 边 教 员 都 处 在 研

战、教战、学战的“满格”状态。

光之所至，阴霾尽去；光之所向，万

物勃发。30 年是一道刻度，更是一座丰

碑。张引发一辈子追光，不知不觉也成

了光，给人温暖、方向和力量。

一 路“ 追 光 ”三 十 年
—记国防科技大学信息通信学院教授张引发

■张耀广 王 鑫

礼赞最美军校人 春日清晨，草长莺飞。阳光穿过校园浓密的树林，照到国防科技

大学信息通信学院一块名师橱窗上。

“张引发，全军优秀教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简

洁凝练的文字旁，是张引发的一张肖像照。略显消瘦的脸庞上戴着

一副眼镜，自信豁达的笑容透着刚毅沧桑。

近日，张引发带领团队在实验室搭建的某原型系统上实现了对音

频幅度调制信号的高保真接收，并实现某基带数字信号的低误码率传

送，在前沿领域再次收获原创性成果。捷报传来，战友们纷纷竖起大

拇指。

“张教授 30 余年与光打交道，我们在业务交流群都称呼他为‘追光

者’。”“我是他的学生，也是他的‘粉丝’！”“我也是！”几名在名师橱窗前

驻足的学员你一言我一语，渐次勾勒出一个“追光者”的军旅传奇……

鲜 视 线

初春的苏北某训练场，银翼飞旋，

狂飙乍起，沙尘扑面。陆军工程大学

训练基地副教授涂建刚轻推手柄，翼

展数米的无人机疾速掠地而起，在空

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

移动、悬停、再移动、再悬停……

涂建刚一边操控无人机，一边向终端

接收器输入指令和参数。很快，训练

场区域的等效卫星侦察图生成。这是

他和团队利用自主研发的无人机等效

侦察系统，对某新型伪装网进行在役

考核。

“在役考核就是运用科学方法，

系统化考核检验我军现役装备的各

种 实 际 性 能 ，为 装 备 改 型 和 研 发 提

供 依 据 。”涂 建 刚 介 绍 ，近 几 年 他 所

在 团 队 数 十 次 奔 赴 山 岳 、丛 林 、海

岛、高原，对处于部队战备演训活动

中的 10 余型伪装、扫雷、舟桥装备进

行 考 核 ，他 们 也 因 此 被 部 队 官 兵 称

作装备“考官”。

一个雨后清晨，火箭扫雷车油门

轰响、泥浪翻滚着驶向发射阵地，伴着

一阵刺耳的呼啸声后，爆破带在雷场

翻滚爆炸。这是数年前涂建刚第一次

参加在役考核的情景，他至今记忆犹

新：爆炸的硝烟还未散尽，他就冲上去

测量各种数据，用来评估该型装备作

战效能。

“装备是‘无言的战友’，要把它

们 各 种 状 态 下 的 实 际 性 能 考 准 ，对

我们来说是很大的挑战。”涂建刚的

感叹，道出了团队成员共同的心声。

一次，教员汪辉等人在昆仑山脉

驱车颠簸数天，嘴唇颜色由红到紫再

到 黑 ，终 于 完 成 了 某 型 装 备 在 役 考

核。然而，在数据分析阶段，由于采集

手段不够先进，大量非结构化数据的

转换、校准让他们筋疲力尽，汪辉禁不

住自嘲道：“这哪是考装备，分明是在

考我们。”

回到招待所，他们抱着氧气袋开

始反思：“要把装备性能考准，既要把

考核实施方案设计得精准科学，还要

有科学高效的数据采集和分析手段。”

几年来，团队成员不停“赶考”，为

装备在役考核加装“科技芯”、连通“智

能脑”。对某型舟桥进行考核时，团队

一开始是由数名采集员用手持式终端

分点位采集数据。一天，团队成员陈

俞龙看着桥车排烟口喷出的白烟，突

然产生一个想法。数月后，经过团队

共同努力，研发了嵌入装备电控接口

的采集设备，使数据采集精度和效率

实现了“双跃升”。

“我们从无到有、从吸收运用到自

主创新，用科技为装备在役考核赋能

加力。”该基地在役考核中心主任鞠进

军介绍，他们成功研发的 6 套装备在

役考核系统、12 型数据采集设备、17

种在役考核模型、5 版无人等效侦察

AI 算法，均在装备在役考核中发挥了

“金刚钻”作用，得到了相关部队指战

员的集体“点赞”。

下图：学员使用无人等效侦察系

统检测伪装效果。 徐 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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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风吹来，海面泛起点点波光。

我站在祖国最南端的一座小礁盘，

迎 着 咸 湿 的 海 风 ，捋 了 捋 汗 湿 的 迷 彩

服。结束一天的忙碌，看着夕阳一点点

融入大海，映照出火红的余晖，我享受

着短暂的惬意。

深海孤礁，远离祖国大陆。3 个月

前，我从首都北京跨越数千公里，在海

上漂了多日，才来到这里。上礁后，我

主要负责操作装备、接收数据，并利用

专业知识进行数据处理，为守礁官兵提

供业务支持。

去年 8 月，我从陆军工程大学毕业，

分配至战略支援部队某中心工作，驻地

在北京。当时同学们都开玩笑说：“以

后你就是大城市的人了。”

听着大家的玩笑，我也产生了这样的

感觉。走出学校，来到祖国“心脏”，我踌

躇满志：“在最美的年纪实现人生价值！”

很快我发现，一切没有这么简单。

来到单位，在高级工程师马猛的带领下，

我第一次走进值班大厅。看到同事们熟

练地处理业务，敲击键盘声和交流声此

起彼伏，他们嘴里的那些专业名词，让我

感觉自己是个“外人”。了解单位特点

后，我有点慌了：军种和专业的改变，就

像一艘船，突然开到了一片陌生海域，我

不知道哪里才是正确的航向。

了解到我的不安，马猛拍拍我的肩膀

说：“重要的不是以前干过什么，而是以后

要干什么。”对于这句话，当时的我并没有

太深的体会，只能硬着头皮从头学起。

像在上军校时一样，我给自己制订

了一份“逆袭计划”。当我把专业书籍

和资料都搬到办公室时，脑海中瞬间蹦

出了一个词——任重道远。

要学的知识太多，我看了一眼堆满

桌面的书籍资料，转身把计划中的“时间

节点”一栏划掉——我告诉自己，从基础

开始，不设标不设限，“打一场持久战”！

那 段 时 间 ，我 依 然 保 留 着 上 大 学

时 记 笔 记 的 习 惯 ，边 学 边 查 边 记 。 我

惊喜地发现，书本中的知识虽然陌生，

但许多内在逻辑正是我在大学课堂上

建立起来的。而我在大学积累的信息

素养，让我学起新的专业来事半功倍。

我的业务能力很快得到提升，去年

底，已经能够独立值班。第一次值完班

走出大楼时，阳光正好打在脸上，我闭

着眼，享受着这一刻的放松与惬意：许

多事看着很难，但当我们真正投身其中

时，不知不觉却已走过了很远。

也许是看出了我的努力，不久，上

级赋予我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前出到某岛礁开展业务工作。

作为一名从陆军院校毕业的新干

部，我是个“旱鸭子”，想到即将奔赴祖

国最深最蓝的那片海域，不禁难掩内心

激 动 。 坐 在 飞 机 上 ，我 满 脑 子 都 是 蓝

天、白云和海鸥。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转乘海

上，幽暗的船舱、嘈杂的声音、剧烈的晃

动 ，让 我 很 快“ 破 防 ”，直 吐 得 昏 天 黑

地。上岛后，除了干好业务，我还要协

助守礁官兵开展日常勤务工作。

高温、高湿，变幻莫测的天气……

不到一周，我就晒黑了“八度”，看着手

臂上黑白分明的“边界线 ”，我不禁抱

怨：这里实在是太苦了！

一次卫生消杀，我戴好遮阳帽、手

套，开始配置消毒液。“你当初为啥选择

上岛？”看着一旁弓着腰倒水的下士陶

泽洪，我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陶泽洪愣了一下，放下水桶，伸手

擦去脸上的汗珠，露出憨厚的笑容：“看

到前面的老礁堡了吗？”我顺着他手指

方向看去，那是一栋三层老楼，外墙上

的蓝漆在海风和岁月侵蚀下斑驳暗淡，

已经部分脱落。

陶泽洪告诉我，他在上岛前看过相

关新闻，得知曾经和正在发生在这里的

一切。“我想来守护这片美丽的海。”陶泽

洪说，相比过去的守礁条件，官兵们对现

在的生活感到十分满足。在他的讲述

中，这座小岛，处处镌刻着青春和热血。

陶泽洪年纪不大，却有着守礁官兵

特有的成熟。听着他的话，我低头看看

身上的军装，突然感到一阵汗颜。在这

个远离“祖国心脏”的地方，我想明白了

另一个道理——人生价值的实现，不在

于去哪里，而在于干什么、怎么干。

从北京到这里，我经历了最深刻的

两 次 成 长 ，一 次 关 于 能 力 ，一 次 关 于

心 灵 。 站 在 大 海 礁 盘 之 上 ，我 已 经 明

白，如何走向更远的远方。

左图：谢成斌与战友讨论业务知

识。 杨清岩摄

毕 业 后 的 两 次 成 长
■谢成斌

成长顾问团

张引发教授与团队进行课题攻关。 杜昊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