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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赞最美军校人
军校吧

畅聊军校校园人和事

■本期观察 关 磊 郑康宁

雨夜中的李翰振一直在咬牙坚

持。

4月中旬，陆军边海防学院乌鲁

木齐校区学员一队第一次组织夜间潜

伏实战训练，学员李翰振和战友们出

色地完成了潜伏任务。

这天晚上，山上的气温只有5℃，李

翰振冻得有些发麻，却不敢有丝毫放松。

第一波“走私边民”正在迫近，李

翰振用信号指挥队友悄悄包围，很快

将“走私边民”牢牢控制住。

午夜忽然下起了雨，李翰振的衣服

渐渐被雨水浸透，浑身止不住发抖。下

一批“走私边民”什么时候来，谁也不知

道，李翰振选择全神贯注坚守战位。

最终，李翰振和战友们在雨夜中

坚持潜伏了近5个小时，教员安排的6

批“走私边民”全部被他们成功抓获。

行走在祖国的边防线，少不了刺

骨寒风中的爬冰卧雪，少不了酷热密

林中的勇斗蛇虫，但是“边关有我，请

祖国放心”的信念让李翰振对未来扎

根边防充满信心。

坚 韧

在铁列克提边防连实习的日子，

让吴森更加懂得了官兵对边关的热

爱。

陆军边海防学院乌鲁木齐校区学

员吴森到铁列克提边防连前哨班实习

的第一天，哨所艰苦的环境让他有些

惊讶。

午饭时间，前哨班的战士满心欢

喜地对吴森说道：“快尝尝我们自己种

的青菜！”但是吴森并没有在这盘青菜

中吃出特殊的味道。

下午连长郭华程的话解开了吴森

的疑惑：原来，铁列克提边防连一年有

200多天在刮8级大风，常年的大风让

前哨班所在山头寸草不生。郭华程带

着战士们从山下一筐一筐背土，在山

上背风的地方开辟出了一小块菜地。

从这块菜地长成的青菜也成了哨所餐

桌上最抢手的一道菜。

因为热爱艰苦的边关，一盘青菜

就能让官兵们十分知足。吴森相信，

待他分配到边防时，也会依靠对祖国

的无限忠诚和对岗位的无限热爱，成

为寂寞边关的快乐兵。

热 爱

顾小川越来越能理解什么是奉

献在边关。

4月11日这天，从陆军边海防学

院乌鲁木齐校区毕业的学长范骁雄

从阿里高原给学弟顾小川发来了视

频。

阿里驻地氧气稀薄，冰雪终年不

化。视频中范骁雄给顾小川讲了他

扎根阿里的故事：下连第一天，指导

员就带着范骁雄来到连队附近唯一

的一棵树旁，告诉他“要像这棵小树

一样，抓紧脚下的土，在阿里边防努

力扎根”。呼啸的北风，让范骁雄的

呼吸愈发艰难，但看着那棵在风中摇

摆却坚定的小树，他又努力站直了身

子。

雪山、达坂、自由奔跑的藏羚羊……

阿里高原的一景一物渐渐成了范骁

雄眼中最美的风景。他刻苦训练，

让自己尽快适应高原气候，如今的

范骁雄已经成为连队的训练尖子。

没有奉献青春的激情，哪有边关

宁静的明月；没有对边关热土的热

爱，哪有高原卫士威武的英姿。学长

范骁雄扎根阿里的故事让顾小川对

那片高原充满了向往。

奉 献

4月 12日，星城长沙。国防科技大
学军休科普工作室内，一场“华山论剑”
正在上演。
“你看，用我这个二进制算盘一算

就明白了。”一位戴着旧军帽的老爷爷
边说边演示。

还没等他开始，另一位坐在椅子上
的老人打了岔：“小孩儿懂啥二进制，又
拿你搞计算机那套……”
“那你说咋整？”老人把旧军帽一

揭，显得有些气急。
这时门外传来匆匆的脚步声。“张

俊科，就知道你在这，吃饭啦！”一位小
个子的银发老太太从门口探进身子。
“哎，老于，来评评理，教小孩用二

进制算盘能不能行？”椅子上的老人喊
道。

被唤作老于的老太太哭笑不得，只
好进门坐下。一坐，一场新的论战开
始，家里，饭菜凉了半截……

这样的场景时常可见。论战双方
“来头不小”：他们都是从国防科技大学
退休的物理、航天、计算机等领域的专
家。但在这里，大家讨论的问题显得有
些“小儿科”——怎么用最通俗易懂的
方法来给中小学生科普。因为常年为
学生们进行科学知识宣讲，这群可爱的
老人被学生们称为“神奇爷爷”“神奇奶
奶”。他们还有一个浪漫的名字——
“科普大篷车”。

小小的篷车大大的光

张俊科是“大篷车”的主讲，他教了
一辈子书，从大学生到如今的小学生，
可谓经验老到。

不过最近，他总在镜子前照了又
照，一会整整衣角、一会练练手势，像个
初登讲台的新手。原来，最近“大篷车”
接到了新的邀请，他们将参与一个叫
“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的
项目，将课程录制成视频，放在网络平
台上，供全国中小学生观看。

想着自己的科普课即将面向全国，
他们有说不出的高兴，这意味着他们的
影响更大了。

对于年过八旬的张俊科来说，去往
平江的科普之旅就像一部电影，尽管已
经过去了 3年多，一幕幕场景仍会不时
在脑海中回闪。

2015 年 11 月的一天清晨 6 点，军
休室地上的电子积木被灯光唤醒，它被
贴上标签，封进箱子，然后与其他 12个
箱子一道，被一双双苍老的手抬上面包
车。

接下来的 3个半小时，它们穿过还
未来得及洒水除尘的马路和静谧无声
的高速公路，穿过起伏颠簸的乡村小道
和清晨初醒的大山河流。箱子随着山
路一起一伏，旁边护着的双手从不曾离
开半分。

张俊科和大家一道，用一辆面包车
载着整整 13大箱实验装置，去往岳阳
市平江县观音阁小学。那是一所大山
脚下的学校，学校里没有年轻教师，也
没有娱乐科技类的课程，全校 120余名
学生，留守儿童占到7成。

同行的 78 岁老人吴国芳清楚记
得，孩子们那一双双亮得让人心疼的大
眼睛。当老伙计们把长长的课桌拼起
来，摆上电子积木、模拟电路、红绿灯
后，孩子们哗地一下围了过来。
“孩子们，你们看！我把这个孔堵

上，灯灭了，我把手拿开，又亮了！”如同
“戏法”一般，围观的孩子们伸直了脖
子，怯怯的眼神掩盖不住内心的好奇与
欣喜。

突然，一只“气流飞碟”从教室飞到
了操场，空气动力学的奇妙释放出山里
孩子的“撒野特长”，他们一边追着跑，
一边喊着：“爷爷奶奶们好厉害！”
“其实，面包车并不大，也没有像

样的篷，但是当孩子们叫出‘大篷车’
名字的一刹那，大家都觉得这一趟没
白辛苦，篷车虽小，但可以让孩子们
看到大山之外的光。”76 岁的杨昂岳
老人话语中满满都是对孩子们的疼
爱和期望。

如今，为了科普教育做长线，老人
们买来几百本科普类图书，将“大篷车”
开进了大山深处的中小学校，建起了摆

满精美绘本的图书角。

埋下一粒希望的种子

孩子们喜欢“大篷车”，不仅是爱看
各式各样新奇的科学实验，还喜欢听爷
爷奶奶讲他们亲历的科研故事。

卓尚攸年轻时曾是罗布泊核试验
队伍中的一员，在那里，他度过了“天当
房，地当床，野菜野草当干粮”的青春岁
月。当他为孩子们讲述起老一辈科研
人的故事时，所有人都听得着了迷。
“那里的爷爷奶奶真的没有水喝

吗？”一个小孩说着，眼泪便掉了下来。
窗外的余晖映照在孩子与老人的脸上，
构成一幅动人的画面。

张俊科是“哈军工”时期最早的一
批计算机人。每当与孩子们聊起“银
河团队”奋勇攻关、为祖国事业献出生
命的故事，他的心情总是难以平复：绝
症晚期仍在病床上坚持工作，并完成
了整整 5大本教材的蹇贤福，直到“银
河-Ⅰ”研制成功，才带着莫大的欣慰
离开；同样带病工作，病魔侵袭时一声
不吭的王育民，倒下时手中还握着测
试笔……

孩子们不一定记得住那些闪光的
名字，却总会被那些故事所打动，举着
手问“哈军工”是什么样？张俊科激动
地答道：“如果有一天你们有人考上了
国防科大，如果我还在世，一定去校门
口迎接你们！”
“在孩子们的心中埋下一粒种子，

这也许是‘大篷车’最大的意义。谁敢
说再过二三十年，这些孩子中不会出现
邓稼先、陈景润呢？”对于孩子们的未
来，老人们充满希望。

花城社区、长坡社区、板江中心小
学、梅湖小学、乌山小学……从城市到
农村，从社区到学校，“大篷车”的足迹
走了一路，老人们的精神也感动了一
路。
“这样高龄的老人都不遗余力，我

们有什么理由不去做。”不知不觉间，
“大篷车”的精神感染了许多人，一些志
愿者纷纷加入进来，甚至连小学生在参
观了几次他们的科普展览后，都主动地
当起了小解说员。

科普，辛苦并兴奋着

这些年来，军休站工作人员周舟总
有一个感觉：这群已经退休的老同志浑
身上下都散发着活力，让人不由自主地
被感染。

这是一群从来都闲不住的老人。
一年 365 天，老人们不是在开展活动，
就是在为活动做准备。“只要是定了任
务，就要拿出咱们年轻时搞科研的劲头
来，这是咱‘哈军工’的传统。”

从这样一组数字中，我们或许可以
窥见老人们的忙碌状态——

11年来，“大篷车”走过上万里路，
他们开发和展示了数学、电子积木、机
械、机器人、游艺等 5大类 100多小项的
科普演示项目或竞技项目。仅 2018年
下半年，他们就组织了 11次“科普夏令
营”和“科普大篷车”活动，接待了 20批
次的小客人，受教中小学生达 1000 多
人。

让老人们乐此不疲的源泉，是无处
不在的“被需要感”。

一次，他们为社区的电脑班义务授
课，60人的房间挤进了上百人，甚至有
远道而来的“学生”站在走廊上“旁听”。

还有一次，科大附小的老师看到老
人们的课堂如此生动，还专门向他们讨
教制作科普装置的技巧。
“咱们的科普活动，不知不觉成为

了品牌，大家这么关注咱们，咱们就更
得干好。”张俊科的话语中透出兴奋。

一项辛苦的工作，因为一群兴奋的
老人变得格外充满活力。张俊科嗓门
洪亮、杨昂岳走路带风、王保恒用电脑
上网比年轻人还溜……在人们眼中，这
群老人的精神头儿总是那么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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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听学长说，导航原理课晦涩难懂
犹如“天书”，这让空军工程大学信息与
导航学院大三学员洪新宇有些发怵。
但从他走进了“智慧教室”那一刻，心中
的胆怯一扫而空。

走进新建成的“智慧教室”，有如置
身于科技感十足的“太空舱”：台上教员
操控着 4块智能液晶黑板，在板书、数
据、动画间来回切换，构建出沉浸式的
学习氛围；台下学员在听课时可以自由
移动课桌选择位置，遇到不懂的问题，
人手一部平板电脑，可以随时拥有图书
馆、数据库和实验室。

说起“智慧教室”，洪新宇把它称作
自己的“知音”：“它好像能知道我的所
思所想一样，每次在互动题板完成当堂
测试，云端就会立刻反馈教学效果评
估，对我的每一处知识症结实施‘精确
打击’。”

第一次接触“智慧教室”，教授陈树
新感慨自己“从石器时代走进了现代文
明”。作为“智慧教室”的主推人，他经
常自嘲过去自己满身粉笔灰，费力推拉
着巨大的黑板，活像一个“山顶洞人”。
如今，智能黑板可以自动对手绘图形进
行修正和美化，书写辅助系统可以自动
将板书转换为统一规范的字体。
“板书和幻灯片不再是束缚课堂形

式的枷锁，而是服务于教学思路、促进
知识交互的媒介。”随着“智慧教室”的
推广，陈教授对教学有了新的理解。

同陈树新一样，教员们在接受新事
物的同时，也在进行着一次思维模式的
升级。在教授吴德伟的带领下，教员们
从《导航原理》开始“吃螃蟹”，通过成立
教学资源库，围绕思维导图教学，搭建
起课前知识学习、课上知识内化、课后
知识巩固的高效学习闭环。此外，“智

慧教室”还推出了局域网线上版——
“小雨课堂”，让“老教案”在“互联网+时
代”焕发出新光彩。
《微波着陆系统》实验课上，学员们

在平板电脑上进行虚拟仿真，如同在真
实装备上一样开关机、调制信号，这是
学院结合“智慧教室”制作的虚拟仿真
实验项目。
“在‘智慧教室’里，教员挥洒自如，

教学资源信手拈来，‘所想即所得’；学
员借助思维导图，难题疑惑及时寻根问
源，在按需学习的过程中体会‘主动即
自由’。”教员孟涛说，“智慧教室”让教
员、学员都拥有了“智慧大脑”。

智慧教室，让你拥有“智慧大脑”
■陈 卓 夏凌云 袁启迪

退休前，他们是国防科技大学物理、航天、计算机等领域的
专家教授；退休后，他们是中小学生口中的“神奇爷爷”“神奇奶
奶”。一群平均年龄超过80岁的“80后”，退而不休组建起一支

义务科普队伍，用11年的时光，将知识之轮开进乡村的中小学
课堂。伴随着“科普大篷车”的滚滚车轮，他们头上染上白霜、
衣角沾满尘土，但那充满快乐与激情的步伐从未停歇……

“无人小车翻越战壕抵近侦察”

“虚拟现实零距离接触战场”“无人机

低空目标识别引导精确打击”……走

进军校科技周，一批批含有前沿技术

的科技展品让学员们大呼过瘾。激

发学员头脑风暴，点燃创新激情，火

热的校园充满“科技感”，让大家真正

体会到创新就在身边，不再遥不可

及。

李子杰、徐弘源绘
鲜视线

电路一开一合，灯泡一明一暗。狭小的

讲台前，孩子们挤作一团，瞪大了眼睛，入迷

地观看“大篷车”带来的精彩科学世界。

在灯光的一明一暗之间，孩子们看到了

全新的世界；在孩子求知若渴的眼神中，张

俊科看到了未来的希望。

图①：张俊科在给孩子们讲述电路原
理；图②：吴国芳在演示气浮球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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