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启 程启 程

献花、敬礼、拥抱。

启程前往西藏阿里前的毕业离队

仪 式 上 ，当 歌 曲《一 路 顺 风》响 起 ，与

战 友 们 一 一 拥 抱 告 别 时 ，葛 飞 再 也 控

制 不 住 内 心 的 情 感 ，泪 水 静 静 地 滑 过

脸庞。

“刚得知我去海拔 4000 多米的西藏

阿里时 ，父母战友都挺担心的 。”葛飞

说，“再远、再艰苦的地方总要有人去守

护，我愿意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我愿意。”这三个字背后是葛飞从小

积淀起的爱国情感。葛飞的家乡在安徽

安庆，中学就读于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

1943年 9月，抗战中牺牲的数百名烈士遗

骸被收葬在野人寨，以校护陵成为这所中

学的传统，每个学期的开学第一课都是祭

奠英烈。从就读野寨中学那天起，爱国两

个字就深深地种在了葛飞的心里。

爱国，最开始往往简单朴素，但是

它会慢慢长大，就像一颗种子能够长成

参天大树。

葛飞学的是工程安全与防灾减灾

专业。随着学习的深入，葛飞也进一步

明确了主攻方向——保温方舱的某新

型防护结构与防护材料。两年半后，葛

飞毕业分配所去的单位就是某保温方

舱的使用单位。

“生活就是这么神奇，曾经努力的

研究成果在未来的某一天恰好由自己

去实践 。”葛飞说 ，虽然去西藏阿里有

很多的未知，但他的内心很期待，如果

自己研究的某新型材料能应用于边关

保 温 方 舱 建 设 ，那 将 是 一 件 多 么 自 豪

的事情。

葛飞的导师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王

明洋教授，而王明洋的导师则是国家最

高科学技术奖、“八一”勋章获得者钱七

虎院士。“我始终记得钱院士的一句话，

要把个人前途命运和国家需要紧密相

连。”正是这种强烈的爱国精神、使命意

识的代际传承，让葛飞内心有了奔赴高

原的底气。

底气源于积累。为了获得精准数

据，葛飞一遍遍试验各种材料的性能，遴

选、打磨、焊接……每一遍都要耗费很长

时间，稍有差池就得全部重新来过。

临 行 前 ，葛 飞 特 意 去 了 一 趟 实 验

室，将曾经的实验仪器看了又看，摸了

又摸，在他心里，这里装满了他的青春

印记。

春节前夕，葛飞辗转 4800 多公里，

来到海拔 4300 多米的西藏阿里某部，落

脚后他朝家的方向敬了一个军礼，心中

坚定一个信念：无论跋涉多远，家国边

关，总坚守于心。

跋 涉跋 涉

跋涉 4300 多公里，乘换飞机、高铁、

汽车多种交通工具，毕业学员周敏到达

了塔克拉玛干沙漠附近的空军航空兵

某旅。

到达营区时，已近黄昏。一盘浑圆

的 落 日 贴 近 沙 漠 的 棱 线 ，透 出 一 层 深

红，无边无际的沙漠像黄色的大海，浩

渺起伏，周敏心中浮现出“大漠孤烟直，

长河落日圆”的诗句。

这次毕业分配，周敏从陆军转为空

军。“相对毕业分配地理位置的遥远，军

种的转换更是一次挑战。这是一场心

灵和能力上的双重跋涉。”周敏坦言。

周敏研究的是电子信息专业，而这

次分配的单位是空军航空兵某旅。“我

的专业正好能应用于空军雷达、无人机

等方面建设，对专业的自信战胜了内心

对军种转换的担心。”

对于这场“跋涉”，周敏做了不少准

备：和毕业分配单位联系，了解专业对

口岗位，特意整理了不少专业书籍提前

寄往所在单位。

理科出身的周敏喜欢读历史方面

的书，问及原因，他说：“读懂历史才能

更 好 地 面 向 未 来 。 不 管 路 有 多 远 、多

难，我始终相信，内心的充实与强大才

是战胜前行路上任何困难的法宝。”

“刚开始得知自己分配到空军单位

时还挺惊讶，对军种转换带来的不确定

性有些担心。”周敏的战友郝有斌的研究

方向也很前沿，如何结合空军的特点发

挥自己的专业优势是这些天他一直思

考的问题。

“研究生期间我所做的实验，主要

是在进行各种试错：材料的试错，模式

的试错……”郝有斌说。试错是为了更

精准地得到实验结果，就如同我们军校

研究生要在不同环境下摔打锻炼。

有 了 坚 定 的 内 心 ，才 会 更 好 地 去

感 知 未 来 。 一 连 几 天 ，郝 有 斌 与 毕 业

分 配 单 位 仿 佛 架 起 了 一 部“ 热 线 电

话 ”，深入了解单位情况后 ，他联系导

师 又 一 遍 梳 理 了 相 关 的 专 业 知 识 ，笔

记 本 上 原 来 记 录 的 知 识 点 上 ，又 添 上

了很多新的批注。

“路”这个字是由“足”和“各”组成，

它仿佛告诉我们，路在脚下，各自有各

自的路。对于周敏、郝有斌来说，这段

“跋涉”的军旅生涯，是挑战，是机遇，是

坚守勇气，更是选择相信。

坚守勇气，在面对祖国挑选时义不

容辞选择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选择

相信，相信自己的专业经过时间的历练

会赋予生命坚韧恒久的勇气。

我们也相信所有的毕业学员，他们

的“勇气”和“相信”碰撞在一起，一定能

绽放出最美丽的花，结出最丰硕的果。

故 乡故 乡

“如果回家，你第一件事做什么？”

“吃一碗妈妈做的烩面。”

毕业分配到西藏山南某部的张涛

麟回答这个问题时，不禁有些泪目。得

知分配单位的那几天，家在河南许昌的

张涛麟做了几次“铺垫”后才向父母提

及所分配的单位。

“不怕山高路远，最怕父母亲人牵

挂。得知我赴边的消息，电话那头母亲

沉默了一会儿后说：‘放心到新单位去

报到，在部队好好干，不用挂念我们。’”

听着母亲的声音，张涛麟内心的石头落

了地。他知道，纵使千般不舍，父母都

会支持他的选择。

回望的目光越清晰，向前走的路越

坚 定 。 张 涛 麟 清 楚 记 得 ：劲 道 的 手 擀

面，配以松软的肉末，浇上花椒、海带、

香菇的卤汁，当面入口的那一刹那，那

是故乡的味道。

“刚离家时没啥感觉，在外时间越

久 ，越能体会到‘家 ’这个字背后的意

义。”张涛麟说。采访中，记者发现，张

涛麟的微信签名是李白《从军行》里的

句子：从军玉门道，驱虏金微山。

“为啥选这句诗作为微信签名？”面

对记者的提问，张涛麟说，这是他最喜

欢的一句边塞诗，也是他从军初心的真

实写照——像古代将士一样在战场建

功立业，入伍几年来一直未变。

张涛麟的专业方向与基建工程有

关。读研期间，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去海边

实习，注浆实验要通过高压将伴有不同海

沙的混凝土浇筑在一起，每次都灰头土脸

一身泥，战友们常打趣地说：“我们这身打

扮，黑夜里恐怕就只能看见两只眼睛啦。”

“心怀大海的蔚蓝，奔赴洁白的雪

山，这是一件多么浪漫的事情。”张涛麟

说。能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是一名革

命军人精神的归宿。

整装、启程、跋涉、落脚……分配到

西藏山南的张涛麟来到营地就受到战

友们的热烈欢迎，战友们质朴的笑容让

他感受到别样的亲切；分配到空军某部

的周敏、郝有斌正努力融入新集体，在

学习的同时，尝试将所学专业为部队服

务；分配到西藏阿里的葛飞，正在努力

适应高原生活，他给父母打去电话：我

在这里挺好的，你们放心。

故乡是什么？故乡是母亲的那碗

烩面，是父亲的那个背影，对于军校学

员 来 说 ，每 个 人 心 里 都 安 放 着 两 个 故

乡：地域的故乡，安放在身体；精神的故

乡，安放在灵魂。

它们的名字分别叫——家与国。

祝福他们，愿他们新年的“路”越走

越宽广。

上图：意气风发的毕业研究生学

员。 本文配图：范子豪摄

踏 上 新 年 的“ 路 ”
■王晓红 本报特约记者 朱桁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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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毕业季

阳光穿过冬日梧桐的枝丫，洒在陆军工程大学毕业研究生学员葛飞

身上。走出校门的那一刹那，葛飞放下行李，郑重地朝母校敬了一个军

礼。

从宿舍到校门这条路，葛飞整整走了两年半。实验时的焦灼、训练时

的艰辛、生活时的热烈……仿佛电影回放般一帧一帧浮现在脑海。如今，

走过这条路，葛飞即将踏上奔赴西藏阿里的征途，他的新年之路，也因这

一选择而变得更为高远，更具挑战。

世界上有很多条路，它们串联起了整个世界。对于我们每个生命来

说，这条路上或欢喜、或悲伤、或阳光、或风雨，这是属于每个人的人生路。

路的前面，是看得见的世界；路的后面，是守得住的初心。对于军校毕

业学员来说，这条路通往边关、通往大漠、通往海岛……通往祖国最需要的

地方。这一条条道路，饱含着军校学员对初心的诠释和对祖国的忠诚。

奔赴边关，家国在心。让我们沿着新年的“路”，去聆听这群军校毕业

研究生学员的故事。

“大家请看，这是眼部剖面图的 45

度角位置。”空军军医大学 XR 沉浸式

教学体验馆内，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学教

研室主任周健手指轻动，基于增强现实

AR 技术的眼部二维解剖图谱，将三维

虚拟眼部结构清晰呈现在学员眼前。

“这强烈的视觉冲击太有感觉了！”

2018 级航空航天医学专业八年制学员

高玉雯赞叹说。AR 视角下，“虚拟眼

睛”跟随周健的操作灵活旋转、挪动、放

大、缩小，眼内每一个细节都是那样的

丰富、立体、生动。

新鲜感十足的课堂模式，直观真实的

听课体验，令原本晦涩的《眼视觉系统疾

病绪论及眼解剖与生理课》看点十足。看

着学员热烈讨论，周健满脸欣慰。

“眼睛这种微小而精密的部位，不

好讲也难讲透。”如何将枯燥难懂的眼

部医学知识更好地传授给学员，是萦绕

周健心头的一个问题。

去年 9月，得知学校 XR 沉浸式教学

体验馆正式建成，周健产生了一个大胆的

想法：“如果将传统课堂搬进虚拟现实体

验馆，能否让书本上的知识‘活’起来？”

经过周健和团队的精心筹备，去年

11 月中旬，依托 AR 与 VR 技术展现的

“眼战创伤伤情判断与现场处置的虚拟

仿真教学系统”惊艳亮相。

“AR 技术，让‘房水循环’从一张张

模式图变成了‘眼前’真实的场景！”课

后，2018 级航空航天医学专业学员冯梓

航兴奋地向同学分享体会。“房水循环”

历来是眼科学习中的难点问题，这次通

过 AR 眼镜动态感受房水在不同部位

的产生、流动和吸收，冯梓航很轻松地

理解了这一知识点。

“老师，不同的视锥细胞是通过什

么机制来感受红、绿、蓝三种不同波长

的光”“眼球作为人体免疫豁免区的意

义是什么”……基础知识讲解后，周健

指导学员戴上 VR 头盔实践眼科检查

方法，没想到虚拟“实操”下大家学习兴

致高涨，提问接踵而至。

“ 新 颖 的 教 学 方 式 点 燃 了 学 习 热

情。”面对学员们的问题，周健利用 VR

技术在虚拟空间进行情景式一对一解

答，快速帮助学员“吃透”难点。

“直观真实、讲解通透、操作简单，

这堂课体验感满分！”下课铃声响起，学

员们依旧沉浸其中，意犹未尽。

“ 知 其 然 更 要 知 其 所 以 然 。 VR、

AR、MR 虚拟仿真技术不仅激发了学

员对眼科专科学习的浓厚兴趣，也进一

步 调 动 了 他 们 的 创 新 思 维 和 学 习 能

力。”课后，周健一边整理教学用品，一

边和讲师郑超交流授课心得。在周健

看来，相较传统解剖课的平面示意图与

教学模具，虚拟现实技术灵活的细节呈

现力显然更具教学优势。

走出XR沉浸式教学体验馆，一股别

样的成就感充盈周健心中。“教学创新永

无止境，探索运用新技术上好每一堂课，

我们新时代教员责无旁贷。”周健说。

打开课堂新“视”界
■孙高菊 王运璞

“前轮偏差 3 厘米，不合格！”

深冬的渤海湾风高浪急，海军航

空大学某团直升机飞行学员张强新年

度第一次着舰训练，就受到带飞教官

李佳伦的“当头棒喝”。

“3 厘米也不行？”张强申辩道。

“不行，飞行训练差之毫厘失之千

里。”李佳伦严肃地说。一旁有人解

围：今天海风较大，首次训练有偏差也

属正常范围。李佳伦却说：“不管任何

时候、任何情况，精准就是精准。”

这 位 看 起 来 温 文 尔 雅 的 飞 行 教

官 ，较 起 真 来 却 有 一 股 压 不 住 的 气

场。他严格的教学方式，让不少学员

直呼“压力山大”。

拿飞行习惯来说，以往，多数学员

总是依赖仪表数据，但李佳伦知道，如

果只看仪表数据，发现和修正偏差就

会相对延迟和被动，必须强化态势感

知能力，培养飞行的“感觉”。

习惯并非一蹴而就，学员刘建波成

了第一个“踩雷”的人。由其他机型改

装、技术功底比较薄弱的他，本就有些

不自信。在一次模拟平台训练中，他不

自觉地一次次瞟向仪表盘，看似微小的

动作，被李佳伦抓了个“现行”。

“本次作废，重新进入！”李佳伦厉

声说道。他顺手遮住仪表盘，要求刘

建波重新判断飞机姿态，进行自主调

整。这让刘建波瞬时慌了神。

“刚开始谁敢不看仪表啊！”走下

飞机，满头大汗的刘建波委屈地说道。

看着同批战友成绩不断提高，刘

建波去找李佳伦诉苦。没想到，教官

的火比他蹿得还高：“我让你找‘感觉’

不是上飞机时再去找，需要你平时练

熟练透！”一句话让刘建波的脸红到脖

子根。他意识到，李教官的“较真”是

“严师出高徒”，更是“恨铁不成钢”。

之后一段时间里，李佳伦带着刘

建波努力建立印象记忆，熟悉飞机性

能，强化技术基础。在李佳伦的帮助

下，刘建波完成“逆袭”，成为该批次学

员中第一个完成期班全部课目训练的

人。

正是凭着这股“较真”劲儿，李佳

伦带出的学员不少人进入一线作战部

队后，快速成长为骨干。同时，身为飞

行大队长的他，也用“追求极致、做到

最好”的教学理念影响着其他飞行教

官。

“如果说大队长对学员的较真程

度是十分，对我们就是十二分。”新教

官王其坤苦笑着说道，刚来单位不到

半年的他，几乎没在半夜 12 点前睡过

觉。许多教案在李佳伦的督促下，被

反复修改了七八遍。

“我们不仅要把教材内容讲出来，

还要结合自己的飞行体会把动作要领

讲出来。”李佳伦在一次教学研究会上

说，飞行教官必须手写讲稿、反复试讲，

直到流利生动地讲下来，才能“过关”。

近几年，学员训练大纲增加了许

多实战化的关键技能课目训练，以往

飞行教官在院校都没有飞过，对大家

提出了很大挑战。李佳伦便带领飞行

教官从每天的飞行视频中分析，一帧

一帧过、一秒一秒看，反复复盘空中教

学 情 景 ，寻 找 新 课 目 教 学 特 点 和 规

律。一系列问题被悉数记下，又在飞

行教学中被一一解决。

“跟着大队长，我们又当了回学

员，经过一段高压式磨炼，我们带教的

信心更足了！”看着学员们日益提升的

成绩，该大队飞行教官们的成就感也

越来越高。

如今，该团已陆续完成直升机首

批改装昼夜间着舰、首批担负交通保

障任务、首批取得指挥员资质、首批获

得着舰教官任教资质……以李佳伦为

代表的某机型直升机团队，始终持之

以恒贯彻执行“精准、守纪、零容忍”的

舰载飞行铁律，不断推进舰载直升机

挺进深蓝。

这
位
飞
行
教
官
爱
﹃
较
真
﹄

■
张
国
强

空军军医大学“XR 沉浸式教学体验馆”内，学员戴上 VR 头盔实践眼科检查

方法。 张 帅摄

教员风采

依依惜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