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２０２１年４月６日 星期二责任编辑/张琳 E-mail:zgjxjfjb@163.com 中国军校

不“打”不相识

一桌，两椅，三人。武器操作台前，
气氛异常紧张。

远火武器系统综合训练模拟教室
内，2名操作手端坐桌前，裁判员吹哨下
令，学员们紧张围观。

这是士官教员徐超超登上讲台的
“首秀之战”。

在远火武器系统课程中，教员邹俊
峰宣布，让士官徐超超登台授课。“啥？
士官要给我们当教员？”学员们纷纷议
论起来：“登台授课，士官能胜任吗？”

为了让学员心服口服，邹俊峰特地
安排了阵地操作技能成绩一直优秀的学
员贾帅宁和士官教员徐超超同台竞技。
“教员，我有一个建议，如果我的操

作速度只比贾帅宁快 30秒，也算我输。”
比赛前，徐超超的这番话，让学员们更
加群情激昂。
“开始！”随着邹俊峰一声令下，徐

超超和贾帅宁迅速开始了操作。
贾帅宁从炮长显示器中抄录完上

级通报的目标信息，迅速瞥了一眼隔壁
装备操作台，发现徐超超还在查阅报
文，不禁舒了一口气，迅速转向火控计
算机开始操瞄调炮。

正当贾帅宁完成操瞄调炮，准备用
地控装置装弹检测时，却发现徐超超已
经坐到地控计算机前了。
“怎么这么快？”贾帅宁顿时慌了。然

而，当他坐到地控计算机前进行操作时，
徐超超已经高高举起了手，“发射完毕！”

邹俊峰按下秒表，定眼一看，比规
定的优秀时间快了 58秒，所有数据无一
出现差错。

绝活一亮，学员们心悦诚服，认真
地听起徐超超的讲解示范。

一段时间下来，学员们发现，徐超
超授课通俗易懂，尤其很多技能操作要
点的讲解和示范，直观、鲜活，很容易消
化和吸收。于是，学员们纷纷“路转
粉”，甚至央求徐超超给大家“开小灶”，
担任课外辅导教员。

就这样，徐超超和学员们结下了一
场特殊的“师生缘”。课堂内外，徐超超
教得起劲，学员学得带劲，教学效益水
涨船高。

目睹这一喜人变化，该校教练勤务
营营长林超伟迅速对接各个学员队，派
出 10余名军事过硬、素质全面的士官走
进学员队，当起辅导教员。

“炮手”已就位

“车前集合！”“登车！”“各炮手就

位！”课堂上，随着反坦克导弹分队分队
长孙昌生一连串响亮的口令，导弹班成
员如行云流水般，迅速进入各自战位，
开始了教练示范。

看着眼前士官班长们熟练精湛、
配合默契的操作示范，学员们不由鼓
起了掌。

看着眼前的一幕，反坦克教研室副
教授邵云峰感慨颇多。前两年，反坦克
导弹落户校区时，专业教员力量薄弱，
装备数量较少，教员既做讲解员又做示
范员。一堂课下来，教员分身乏术，学
员操作技能也没有得到充分锻炼。
“能否组建一支反坦克导弹专业的

教练示范分队，助力课堂教学？”邵云峰的
想法，得到了教练勤务营党委一班人的积
极响应，教练示范分队随即组建成立。

教练示范分队刚一亮相训练场，便
吸引了学员们的眼球。“技能操作担任
教练员、示范员，展开训练则充当小教
员、指导员。一堂课下来，动作要点基
本都能掌握。”学员们兴奋地说。

看到反坦克导弹专业教学效益节节
攀升，其他教研室也纷纷和教练勤务营
联手合作。一个个士官教员仿佛战炮班
的“炮手”，就位在外场教学的讲台之上。
“听士官教员授课，感觉怎么样？”

课间休息时，笔者走到学员中间，和他
们聊起来。
“他们虽然没有教员讲得那么详

细，但言简意赅，很接地气，我们学得也
比较轻松。”
“都是同龄人，他们专业技能练得

呱呱叫，而且不怕苦、不怕累，教学示范
摸爬滚打，经常一身泥一身汗，让我们
发自肺腑地敬佩。”
“这些士官教员都是精挑细选出来

的，有的还是大学生士兵。他们长期泡
在兵堆里、铆在装备上，无论组织管理
还是装备操作、实弹射击都是一把好
手，登台授课毫不逊色于专业教员。”校
区领导介绍说。

从带兵打仗到为战育人，虽然接触
的都是“老本行”，但扮演角色和训练对
象却发生了根本变化。为此，该校区还
实行“士官导师”制度，为每名士官选配
一名高职教员担任教学导师，从教案准
备、授课技巧到动作规范一对一指导，
严抓细抠，直至检查验收合格。

班长真是有把“刷子”

这是一个关于“刷子”的故事。
在一次实弹射击中，火炮突发故障，

地控装置无法装定参数。该院毕业学
员、炮长胡峰沉着下令：“退弹！下车！”

众目睽睽之下，胡峰掏出一根牙
刷，细心地对点火触头进行擦拭。“这样

也行？”同行的战友发出疑问。
这样还真行！“故障排除，重新装

填，准备发射！”胡峰一声令下，战炮班
迅即重新进入各自战位。
“我这把‘刷子’就是景班长教的，他

是真的有把刷子！”面对战士们佩服的表
情，胡峰一语双关地说起了自己的“兵教
头”景晓峰：“你们可别小看这个老兵，他
是全军首批自行火炮专业士官学员，不
仅能够熟练驾驶和检测维修各种履带式
车辆，还自学掌握了电焊、钳工和吊车、
叉车操作等10多项专业技能……”
“景班长教了我许多小窍门，这些

都是教材上没有的。虽然看似简单，但
在实战中却非常简便管用。”胡峰说。

和胡峰一样，李书行也对“兵教头”
刘尊乐心怀感激。
“上学时，刘班长教过我们很多实

用的组训方式和带兵方法，到了部队我
才发现，这些方法真管用，战士们接受
很快，训练效果非常明显，让我很快就
和战士们打成一片。”

靠着班长的“那几把刷子”，李书行
带领战士们几次参加部队组织的某型
火箭炮实弹射击，都打出了“满堂彩”。
“近两年来，学院毕业学员越来越

适应部队，无论军事素质还是带兵能
力，都有了很大提高……”前不久，一位
集团军领导在该院的专题授课中，对该
校区毕业学员能力素质大加赞赏。

“兵教头”：有一种教员是士官
■周燕虎 王大奔 丁渝宸

主持人语：本期《校媒联盟》的主题

词是——未来。

未来，意味着什么？

对于走过90多年光辉历程的人民

军队来说，未来的愿景已经写在党的十

九大报告上——力争到2035年基本实

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

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这是一支军队的未来，也是身处这

个伟大时代的每一名中国军人的未来。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机遇和梦想、使

命和挑战。90多年前，一大批“90后”

“00后”怀揣着对中华民族未来的憧憬，

组成了工农红军的最初火种；如今，新时

代的“90后”已成为人民军队重要组成

部分，“00后”正大批步入军营。

穿越时空，仍是同样的使命、同样的

初心。今天的我们，唯有不断成长，才能

不辜负奋斗的青春；唯有不懈奋斗，才能

在强军伟业中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今天，当我们站在建党100周年的

时间门槛，瞩望人民军队的未来，凝望中

国军人的未来，我们看到的必是改革强

军的澎湃大潮和每名军人的激越步伐。

本期，我们向大家推荐来自陆军步

兵学院的微媒推文，看看他们在给未来

自己的信中写了什么。

左图：学员给未来的自己写信。

作者提供

未 来
■林金春

江南三月，草长莺飞。
“徐叔，我们带您踏青去喽！”

这天，陆军军事交通学院镇江校区
学员 19 队的 3名学员，早早来到 68
岁老人徐来顺家中，推着轮椅带着
他出发了。

徐来顺自幼患有小儿麻痹，双腿
行动不便。40 年前，一群军校学员
将他作为长期帮扶对象。
“把他交给我们，我们一定照顾

好！”在 40 年前的一次军地双拥共
建活动中，那群学员对徐来顺做出
承诺。

时光荏苒，院校几经转改，当年
的学员队干部换了一批又一批、学员
走了一茬又一茬，当初的诺言却一直
未曾改变。

帮徐来顺打扫卫生、洗澡理
发、按摩双腿，带他看电影，陪他
聊天……成了一茬茬学员的“必修
课”。购置生活用品、爱心捐助、生
病陪护，大家把徐来顺的事当成自己
事，把他当成了自家人。

徐来顺喜欢春天。从那年起，春
天就再也没有离开他。他喜欢和学员
一起踏青，每年都与学员有个“春天
的约定”。

江畔长廊里，学员张泰峰背着老
人，看着江边春景。“徐叔，快看那
里有几条船？”徐来顺用手指认真地
数着，笑得像个孩子。

去年疫情期间，为方便随时照
看，学员刘政宏用自己积攒的津贴为
徐来顺购置了一个智能手机。从此，
老人可以通过手机与学员们分享每天
的喜怒哀乐。

学员贾俊鹏是队里出了名的“内
向生”，从大一到大四，没有写过一
张外出请假条，也不善与人交流。新
上任的教导员了解情况后，安排贾俊
鹏每周外出陪老人聊天。

聊天对象是徐叔，敞开心扉的
却是贾俊鹏自己。在与这位“老小
孩”的交流中，贾俊鹏慢慢变得开
朗、活泼。

徐来顺的“春天”来了又去，这
段关于春天的约定还将传递下去。

春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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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定

■
范
凤
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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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师、教导员郭鑫总是一副乐
呵呵的样子。

讲话的时候，郭教导员两肩高耸，
右手上扬，尤其抓人的是他那标志性
的笑容——嘴角咧开，上翘，脸颊提升，
眼睛周围的皮肤聚成一团。

身边的人说，郭教导员的笑容里有
一种能让人振奋、昂扬的感染力。

记得大四时，毕业考核临近，我们
训练很繁重，每个人的压力都很大。同
学们都像上了劲的发条，不断刷新着训
练成绩单上的数字。

惭愧的是，我是那种压力会影响到
体力的人。因为体能底子弱，我强打精
神，每晚独自到训练场上练长跑。然
而，测试越正式我越紧张，成绩甚至还
会“开倒车”。看着同学们奔跑时从容
的步伐，我的心理负担越来越重，也越

来越没有信心。
我的状态，郭教导员看在眼里。

一次，我趁着晚上抓紧做大强度间歇
跑，郭教导员在一旁看到，笑脸绽开：
“哈！都这个点了，张继东的劲头还在
滋滋地冒！”一句话，让我紧皱的眉头
化开不少。

但是，这并没有扭转我的成绩。
我至今记得，5公里越野考核时，我

紧张得腿肚子转筋。最后 1公里时，我
呼吸乱了、两眼发黑，两条腿像灌了铅
一样沉重。冲过终点时，听到考官惋惜
地说：“43号，差 8秒！”

别的同学在欢庆圆满完成考核，我
的泪水却流了下来。差 8秒、差 8秒、差
8秒……这 3个字一遍一遍地击中我，
关键时刻掉链子，该怎么办？
“同学们，不要泄气，还有一次补考

机会，加油吧！”考完后，郭教导员给几
名“落榜”学员打气鼓劲。

毫不意外地，郭教导员还是一副元
气满满的笑模样。我当时心情很低落，

看到教导员的笑脸不禁有些恼火——
这次考核不单单是我的“绊脚石”，

还给整个学员队拖了后腿，他咋还笑得
出来？

教导员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他把
我叫到办公室，问我：“为什么要来部队？”
“我喜欢部队，想通过参军证明自

己。”我说。
他马上反问我：“一个人如果连自

己都不相信，又怎么证明自己？”
那次，教导员跟我聊了很多，临走

时他笑着对我说：“没事多笑笑，有事更
要多笑笑，我相信你能行，你也要相信
自己。”

封闭强化训练随即开始了。那段
时间，郭教导员一直关注着我——

他嘱咐班长要多开导、多鼓励我，
联系教员帮我“开小灶”，有针对性地帮
我制订训练计划，并督促我每天跑一次
5公里；他帮我熟悉各类环境和场地，提
前适应紧张节奏，还帮我计算每跑一圈
的时间，以及呼吸频率……

我的成绩越来越好、越来越稳，也
尝到了自信的味道。我将每一次进步
向教导员汇报，他总是第一时间回“贺
电”，末尾还不忘加一个“哈哈笑”的表
情。

终于到了最后一次考核，教导员来
到我身边。他没有说话，只是对我一
笑，比了一个“胜利”的手势。我也咧嘴
向他一笑，坚信这次考核，我一定行！

带着教导员的期望，迈着有力的步
伐，我通过了考核，最终以综合评定专
业第一名的成绩顺利毕业。

考核完，我跑向教导员不断说着感
谢的话。他的脸依然是笑的，嘴角依然
高高地上翘，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只是
眼角的细纹好像又深了一点。

如今，我已经毕业两年，但他那张
暖洋洋的笑脸一直影响着我。我在工
作生活中也从不吝惜自己的笑脸，正如
教导员郭鑫告诉我的：“一个简单的微
笑，一份乐观的表达，传递的是一种信
心和力量。”

“我相信你能行，你也要相信自己”
■张继东

我的老师

我们的学员队

漫步营区，大地吐绿，学员训

练正如火如荼地展开。

驻足远望，一群肩扛“一道杠”

的年轻学员中，总能见到士官教

员们的身影。

“士官教员虽然学历不高、理论

功底欠缺、讲解不够系统，但都是训

练骨干，他们擅长装备操作，几乎每

个人都有绝活。”提到士官教员，学

员们钦佩地说。

士官教员是院校教员队伍中

的一支新兴力量。从教学实践看，

作为“兵头将尾”，士官教员长期和

战士练在一起、玩在一起，了解战

士的真实需求，对当兵打仗、带兵

打仗、练兵打仗有自己独到的见

解。他们知道怎么用兵言兵语教

育管理部队、怎么用简便易行的组

训方式，让人和装备“无缝对接”，

快速生成战斗力。

当前，随着军事教育改革转型

的深入推进，各院校实践性教学

和实战化训练比重持续加大，亟

须一支善组训管理、精装备操作、

能登台授课的教员队伍。

从这个角度看，士官教员可以

较好地弥补院校教员部队经历和

实战经验相对欠缺的短板，把在

带兵打仗中探索出的经验方法，

运用到人才培养当中，拉近院校

和部队、课堂和演兵场的距离。

需要清醒把握的是，各院校既

要积极吸纳优秀士官充实到教员队

伍中，还要坚持使用和培养并重，把

士官教员纳入人才队伍建设全过

程，一视同仁、一体筹划，切实让士

官教员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当其

时，为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

化新型军事人才贡献力量。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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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
燕
虎

胡峰一直记得二级军士长景晓峰把头探出驾驶室的那个
场景。

那是胡峰第一次见到自己的教员。在某型自行火炮驾驶
训练中，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南京校区学员胡峰迫不及待地跳
进驾驶室想要过把瘾，火炮却突然“趴窝”了。连续试了好几
次，火炮依然没有动静，胡峰急得满头大汗。

“我来看看！”士官教员景晓峰钻进火炮，判读油水温度，分
析机油压力，测量电压电阻……不一会儿，景晓峰把头探出驾
驶室说：“发动机电磁控油阀被卡死了，柴油泵无法供油，换个
继电器就行了。”没多大工夫，战车便重新发出了轰鸣声。

今年春天，回母校培训的胡峰，进校门后的第一件事，就是
来到景晓峰的宿舍，向这位“兵教头”敬上一个军礼。

教学改革进行时

校媒联盟

图①：士官教员在进行某型反坦克导弹瞄准训练。图②：士官教员在给学员进行反坦克导弹示范教练射击。
图③：战炮分队在进行间瞄实弹射击教练示范。 张增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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