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２０２３年２月２１日 星期二责任编辑/卫雨檬 中 国 军 校

教员风采

“ 嘟 ——”浑 厚 悠 扬 的 汽 笛 声 响

起，伴着新春的脚步，我再次踏上远航

的巨轮。

短短数月，眼前这片浩瀚无垠的大

海，渐渐成为我最熟悉的“朋友”。2022

年毕业前夕，我写下了《卫国戍边申请

书》。凭借专业学习和体能训练双双第

一的成绩，我如愿奔赴梦想的海疆。

“大海上不只有美丽的风光，还有

突如其来的‘风浪’，你要戒骄戒躁、稳

扎稳打！”教员的嘱托犹在耳畔。很

快，我在期待中迎来了自己的“首航”。

载着我的蓝色梦想，军舰驶出港

湾。然而，初来乍到的我还没站稳脚

跟，就要直面新岗位的考验。

“这是喊话词，你先熟悉一下……”

以往通过新闻报道，我看到过中国海军

喊话驱离外舰的场景，内心涌起的那份

激动至今难以忘怀。握着喊话词，我暗

暗自喜：“就是照着纸上说几句话，这可

难不倒我！”

于是，我按照在海上遇到的各种

情况把喊话词进一步细化分类，反复

认真练习。没过多久，我便可以在中

英文间熟练进行切换。

“前方有某国军舰靠近我舰，马中

天，你来喊话！”舰长中气十足的声音

响起。

突然被“点名”，我心头一震。尽

管平日已经练得非常熟悉，可刚学会

展翅就要“单飞”，令我有些手足无措，

嘴角翕动着却迟迟开不了口。

“闯过这道‘心理关’，以后再遇到

类似情况一定不在话下，相信自己！”

舰长鼓励道。

长舒一口气，我跨步上前，拿起甚

高频话筒：“这里是中国海军，请向右

调整航向，与我保持安全距离……”话

毕，一颗悬着的心慢慢落地。

第一次上舰，第一次远航，第一次

喊话……经历过后，我体会到什么是

“知易行难”。只有真正走上战位，才

能发现“认识”到“实践”的距离。

深夜，台风呼啸，黑暗里大海掀起

数米巨浪，重重地拍在甲板上。

尽管有固定装置，我在床上依旧

左摇右晃。此时，困意全无，肚子不合

时宜地叫了起来。忍着眩晕和饥饿，

几个小时过去，趁着风浪小了一些的

间隙，我摸索着进了厨房。只见炊事

班的战友正有条不紊地准备夜餐，似

乎丝毫没有受到风浪的影响。

“班长，这锅里的汤只有平时一半

啊……”饿极了的我不禁嘟囔道。

“这是要‘看天吃饭’呀，看着分量

少了，但汤里的料更足啊！”扑鼻的香

气喷来，老班长一边搅动面前浓稠的

汤，一边打消我的困惑。

遇到极端天气时，为了避免汤水

飞溅，炊事班长会根据经验按风力等

级适当减少锅内食物。如此简单的道

理，因为没真正经历过，我竟一时没反

应过来，瞬时感到脸上有些火辣辣的！

似乎看出了我的窘迫，班长跟我分

享起他的成长趣事：“实践出真知，我们

都是这么过来的。刚上舰时，我的手一

直随着浪在抖，根本切不了菜……”

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鲜为

人知的奇闻，班长跟我讲的，都是一件

件亲历的“小事”。聆听中，我也逐渐

意识到，从校园到部队，正是这些平凡

的“小事”，帮助我们将知识转化为实

践。

那次远航，从瞭望、标图等基本且

繁杂的工作中，我明白了一名值更官

必须具备的责任感；代理损管区划长

时，我将所有救护器材的位置和使用

方法印刻在脑海，认真确认检查，以备

不时之需……

脚踏实地，从“小事”做起。每天

迈出一小步，就是向实战准备迈出一

大步。

如今，我再次起航。站在甲板上，

仰望璀璨星空，俯瞰深蓝大海，我已经

明白，该如何标定今天的方位，该如何

走向更远的远方。

（李芮、沈扬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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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陆军工程大学政治工作系教

员曹超的办公室，窗台上的一束向日葵

格外引人注目。金黄色的花瓣尽情舒

展，饱满的花盘迎着窗外的阳光，温暖

而美好。

这是 2015 届毕业赴边学员洋溢为

曹超送来的。在洋溢的心里，曹超像是

一株充满活力的向日葵，永远饱含着热

情和温暖。

与花束一同送来的，还有一张洋溢

胸前挂满奖章的戎装照片。

“别看他现在工作干得如鱼得水，

可是初到单位‘水土不服’，他也吃了不

少苦头。”聊起自己的学员，曹超格外

开心。

因为驻地在西藏高海拔地区，刚到

部队时，洋溢产生了严重的高原反应。

身体上不适，加上专业不对口，他干起

工作来就像“对着棉花出拳”。

一次，因为考核成绩不理想，洋溢

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索性发了条朋友圈

宣泄情绪。没想到，不过 10 分钟，曹超

就发来了鼓励他的消息。当时已将近

凌晨 2 点，看到消息的那一刻，洋溢既惊

讶又感动。窗外北风呼啸，但他心里却

暖烘烘的。

那 之 后 ，曹 超 只 要 有 空 就 会 询 问

洋 溢 的 情 况 ，开 启 了“ 远 程 辅 助 ”模

式 。 指 导 洋 溢 完 善 教 案 、改 进 授 课 方

式，介绍熟识的军体教员，为他体能训

练 支 招 …… 洋 溢 渐 渐 走 出 阴 霾 ，工 作

步入正轨。

不 只 是 洋 溢 ，曹 超 带 的 每 一 名 学

员，都感受过他的悉心关爱。曹超的微

信通讯录里，学员占据了“半壁江山”。

在给学员们做备注时，他总是习惯性地

在姓名前加一个“向日葵表情”。

向日葵，象征着向阳的初心，寓意

着饱满的热情。作为一名政治理论教

员 ，曹 超 不 仅 在 三 尺 讲 台 上 播 撒 思 想

“火种”，更将理论服务的足迹延伸至大

江南北的座座军营。

2022 年 7 月，曹超来到南部战区陆

军某边防部队。来到部队的第二天，他

就和官兵们一起踏上巡逻路。5 个小时

的 跋 涉 后 ，他 们 抵 达 此 行 最 后 一 个 点

位。

拿出毛笔和油漆，曹超缓步走向界

碑。他小心翼翼地下笔描红，眼神中充

满敬意。而后，巡逻分队的官兵围坐在

曹超身前，静静聆听这位军校教员授课。

鲜红的国旗迎风飘扬，看着眼前一

张张稚嫩脸庞，曹超的脑海里不禁浮现

起那些把鲜血洒在这片土地的先辈。

“妈妈，请你不要把孩儿惦记，不付

出代价怎能得到胜利？”当曹超读起烈

士王建川留给母亲的战地日记，面前这

些征服过“毒虫岭”“蚂蟥沟”的军人湿

了眼眶。

“只有经历过后有了真实的感受，

讲出来的话才能抵达官兵的内心。”回

想这次理论宣讲服务，曹超感慨道。

人有人品，花有花格。从边防部队

回到大学校园，曹超又开始了往返两个

营区给学员上课的工作生活。一如平

常日子里，窗台上的那束始终向阳的向

日葵，热情地绽放，给人以温暖力量。

左图：陆军工程大学政治理论教员

曹超。

叶徐滔摄

一株温暖人心的“向日葵”
■刘福祥 本报特约记者 肖力铭

开启新领域的大
门，拥抱充满无限可能
的世界

转眼间，军校生涯的最后一个学期

开始了。返校后，再次路过海军工程大

学的操场，学员赵峻渤触景生情，想起

了陈旭哲学长向他发出邀请的那个下

午。

两年前，一次体能活动时间，读大

二的赵峻渤和陈旭哲一起踢足球。球

赛结束后，从操场往回走的路上，陈旭

哲随口提起自己参加水下机器人竞赛

的经历。没想到，这竟为赵峻渤打开了

一个新领域的大门。

入学之初，赵峻渤曾被书架上那本

《海上无人装备体系概览》吸引。翻阅

内容后，他有种“触电般”的感觉。“原来

水下机器人竟有这么多不同的类别，还

可以和其他创新设备结合起来，发挥更

大的价值！”那本书在赵峻渤心田埋下

了一颗种子。

于是，回宿舍的路上，赵峻渤将他

对水下机器人的见解，一股脑地讲给学

长听。到了分别时，陈旭哲问他想不想

一起搞竞赛。

“ 我 以 前 只 看 过 这 方 面 的 介 绍 ，

没 有 深 入 了 解 ，能 行 吗 ？” 赵 峻 渤 有

些忐忑。

“只要有兴趣，就一定行！你可以

把自己的想法归纳一下，回去写一份创

意构想给我看看。”陈旭哲笑着说。

从那天起，赵峻渤开始在课余时间

搜集资料，翻看关于无人智能装备的图

书 ，逐 渐 深 入 了 解 这 个 领 域 。 两 周 之

后，他上交了一本小册子般厚度的“作

业”，里面写满了各种颜色的笔记、从学

术期刊上扒下来的资料，以及自己的感

悟体会。

由此，赵峻渤开启了在无人智能世

界的奇妙之旅。很快，他作为新成员参

与全国海洋航行器设计与制作大赛。

一次专业课上，赵峻渤了解到我国

某项装备比较薄弱时，脑海里马上涌出

一个念头——能否针对此问题以专业

知识为理论背景制作航行器？

课后，赵峻渤壮着胆子向教员颜征

提出了这个问题。

让他感到惊喜的是，第二天，颜教

员从不同角度为他进行解答，又带着他

咨询了其他专家教授的意见。舰船与

海洋学院的孟庆旭教员，给他提供了许

多有关无人装备的资料，这对刚开始进

行无人智能研究的他来说，无疑是极大

的助力。

赵 峻 渤 开 始 如 饥 似 渴 汲 取 知 识 ，

并 积 极 和 成 员 开 展 讨 论 。 最 终 ，团 队

决定设计一种新型的“网 ”状机器人 。

他们设计在节点之间安装可以发射信

号 的 传 感 器 ，一 旦 受 到 其 他 航 行 器 的

物 理 碰 撞 ，传 感 器 便 可 发 射 信 号 并 部

署打击。

看到作品“横空出世”，赵峻渤难掩

内心的喜悦，并为它取名“水中蛛网”。

凭借这个作品，陈旭哲和赵峻渤的团队

在大赛中喜获国家特等奖。

一个人梦想实现的过程，需要一群

人为之共同努力。

航海实习期间，赵峻渤结识了同样

热衷无人智能的学员谭钧元。周末，两

人总是相约图书馆进行研究讨论。

渐 渐 地 ，越 来 越 多 的 学 员 加 入 进

来 。 入 学 前 ，李 太 伟 在 部 队 看 到 技 术

人 员 操 作 水 下 机 器 人 进 行 作 业 ，大 大

提 高 了 救 援 效 率 ，从 此 对 无 人 智 能 心

生 向 往 ；在 赵 峻 渤 的 邀 请 下 ，唐 京 果

开 始 尝 试 学 习 无 人 智 能 相 关 知 识 ，并

通 过 不 断 努 力 ，成 了 竞 赛 团 队 中 的 一

员……

创意是源源不断
的，你用得越多，就拥
有得越多

春节期间，学员唐京果按捺不住内

心的激动，出了趟“远门”。

唐京果的家在重庆开州，但去同一

座城市的重庆科技馆，还要乘坐高铁。

徜徉在展板前，看着眼前陈列的精密仪

器、听着耳边动人的科研故事，他感到

不虚此行。

听到科技辅导员讲述我国科学家

发现海底可燃冰的经历，唐京果的内心

涌起万般滋味。科研过程中遭遇的坎

坷，他并不陌生。

团队成立之初，唐京果刚开始就走

进了“死胡同”。他和战友制作的第一

个 水 下 机 器 人 ，由 于 动 力 和 自 重 的 矛

盾，导致重心不稳，无法平稳航行。

这次失败的经历使唐京果认识到，

不能停留在理论层次闭门造车，要勇敢

地走出去。

带着疑问，唐京果向张志强副教授

和吴中红教员请教。幸运的是，他找对

了人！

“水下机器人面临的最大难题是通

信问题，信号在水中衰减过快导致无法

远距离传输较大信息量的信号……”在

无人区-无人平台指挥控制创新实践

俱乐部的活动室内，两位教员按照先理

论、再仿真、后实践的顺序，对他们进行

了 10 天的培训。充实丰富的案例、开

拓 眼 界 的 思 路 ，让 团 队 成 员 直 呼“ 过

瘾”。

通过这次的科技体验，成员们仿佛

从一个小小的窗口，窥见了无人智能世

界广袤的天空。

之后，他们经常和教员们一起阅读

文献资料，共同讨论各式各样新颖奇特

的装备、战术。没过多久，团队自主制

作的多种水下机器人相继亮相。

一次国家级竞赛的赛后交流环节，

有位来自华中科技大学的博士生对唐

京果建议：“军校各院系专业特点很突

出，如果能将其融入无人机设计，也许

能对未来水下无人作战样式有不小的

创新 。”这句话 ，极大地启发了竞赛团

队。

正如一位作家所说：“创意是源源

不断的，你用得越多，就拥有得越多。”

开拓了思维，才能让创意在更加广阔的

空间自由飞翔。

在无人智能的世界里，学员们各种

天马行空的想法逐渐涌现——

受到某型武器的启发，军港勤务专

业的谭钧元，提出了将一个水下机器人

携带数个小型水下机器人，到达任务区

释放分别执行任务的思路；看到无人机

集群作战的案例，唐京果立马开始思维

迁 移 ，用 部 队 组 训 管 理 专 业 的 课 程 知

识，建立了利用水面无人艇指挥水下航

行器集群作战的模型……

创新，可以是一个名词。但对于他

们来说，更是一个动词。在视野一点点

打开、探索一步步迈进的过程中，学员

们看到了更广阔的风景。

在不断挑战自我、
突破自我中收获加速
成长

长春市十一高中报告厅，学员谭钧

元整理了下洁白的军装，随后快步走上

讲台，向母校学生敬了一个军礼。

“探索无人智能世界，是我军校生

涯极其重要的一部分，教会我如何挖掘

自己的潜能。”在谭钧元熟练的操纵下，

机器人在水箱中徐徐前行，突然间，猛

地伸出探爪精准抓取“目标”。面前上

演的一幕，令聚精会神观看的学生十分

兴奋。

随着机器人缓缓浮出水面，台下响

起热烈掌声。这声音牵动了谭钧元的

思绪，那段直面挑战的日子仿佛就在昨

天。

备战中国机器人大赛的攻坚阶段，

谭钧元遇到了一连串问题。在水下作

业项目中，由于场地水质浑浊、摄像头

可视距离不足，机器人经常迷失方向。

那段时间，他跟团队成员一起探讨

总结，每天都“扑”在比赛场地。他们操

作机器人，将整个比赛场地巡游一遍，

记下关键物标，输入指定方向和距离。

“没有巧劲，就下笨功夫。”谭钧元

一遍遍练习操作动作，默记参数信息，

写坏了十几块控制板。有时候，他觉得

自己可能“中了魔”，闭上眼睛就有一条

条轨迹在脑子里乱窜。

就在成员们以为将要迎来坦途时，

如何精准水下取物又成了“心头之患”。

起 初 ，谭 钧 元 拿 来 一 个 机 械 爪 ，

却 发 现 根 本 抓 不 住 小 球 。 他 们 开 始

多 次 尝 试 ：对 机 械 爪 进 行 改 装 、用 铁

丝 缠 一 个 铁 爪 、把 蚊 帐 裁 剪 开 缝 制 一

个 网 兜 …… 然 而 ，接 连 的 失 败 ，使 实

验再次陷入“泥沼”。

周末休息时，谭钧元无意间刷到了

一位手工博主的创意视频。看到“瓶身

变猫爪”的画面，一个思路闪过脑海，他

立刻带领组员展开实验。

他们将塑料瓶剪开，做成一个可完

全闭合的爪子。经实验检验，这个看似

“不靠谱”的爪子，无论是闭合程度还是

稳 定 性 上 ，居 然 比 那 些 高 价 购 买 或 者

3D 打 印 的 工 具 更 方 便 有 效 。 比 赛 当

天，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荣获全国二等奖

的作品的核心部件，居然会是几毛钱的

瓶子。

去年年初，赵峻渤和李太伟着手备

战航行器大赛，摆在团队面前的第一个

挑战，就是技术方向的选择。

“不怕天马行空，只怕不敢有梦！”

赵峻渤提出了新型半潜船进行特种作

业的思路。想法虽然不错，可他们逐渐

意识到并没有足够的计算和模型来支

撑这个选题。

李太伟在基层部队见习时，恰逢部

队实兵演练。他了解到，无人智能装备

在基层部队进行水下作业时大有用武

之地，于是脑海中新的选题应运而生。

在张立教授的指导下，他们对自主

式水下航行器的每一个组成部分进行

了详细论证，从被动传感器，到能源、动

力装置，再到材料结构，彻底解决了可

行性和要素集成性这两方面的问题。

不久后，他们的作品在航行器大赛

中“大显神威”，赢得国家特等奖。

不 惧 挑 战 ，勇 敢 前 行 。 新 学 期 开

始，赵峻渤用一句话与团队的几位战友

共勉：

“道路往往布满荆棘，唯有披荆斩

棘，方能脱胎换骨。”

展望无人智能的新天地，这些年轻

学员满怀激情和信心，向着更高的台阶

迈进……

在创新的世界里尽情遨游
■宋润鹏 张天烨 本报特约记者 熊 峰

新学期伊始，海军工程大学学员赵峻渤，带着沉甸甸的成果回到校
园。

刚刚过去的这个寒假，赵峻渤除了陪伴家人，其他时间几乎都在线
上和同学们“泡”在一起。

深夜里，赵峻渤紧盯屏幕，神情专注。视频那端，谭钧元正调试水下
无人航行器，唐京果用仿真软件计算着水下航行器的各项数据。另一
边，学员李太伟静心攻关算法编程难题，李文杰则负责汇总答辩稿……

这个以舰船与海洋学院某学员大队 10余名学员为主体、全校创新
爱好者广泛参与的团队，在无人智能领域收获颇丰，曾获得全国海洋航
行器设计与制作大赛特等奖、世界大学生水下机器人大赛一等奖等众多
奖项。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无人智能作战力量发展。站在新的起点
上，军校学员感受着创新的澎湃动力，用实际行动为部队战斗力提升贡
献力量。

成长顾问团
青春偶像派

左图：2022 年 8 月，海军工程大

学学员在全国海洋航行器设计与制

作大赛现场。

下图：首届世界大学生水下机器

人大赛，海军工程大学学员操作遥控

无人潜水器进行水下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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