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末夏初，一批军医大学学员从学校奔赴

祖国各地，在军队医院、集团军卫生处等业务

一线开始临床实习的锻炼。“能不能准确判断

患者的病情，准确做出诊断？”回忆起踏出校门

的那一刻，陆军军医大学学员刘梓阳既忐忑又

激动。

实习中，刘梓阳第一次与患者面对面问

诊。听患者自述病症后，他快速调用所学知

识 ，为 患 者 分 析 病 因 ，没 几 分 钟 就 出 了 一 头

汗。“这和曾经以观察学习为主的见习期不同，

实习就是实战。”刘梓阳感慨。

“身为军校学员，学好医术、救死扶伤是我

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学员史恒宇印象最深刻的

是 2020 年初，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在武汉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学把网络授课和实战教

学隔空对接，让学员们第一时间了解救治案例。

那时，医疗队员既是战斗员又是教员，他

们抓住任务间隙，为千里外屏幕另一端的年轻

学员讲授一线救治案例，让学员们受益匪浅。

那几天熄灯后，史恒宇都会像“过电影”

一样反复回忆这些无比珍贵的第一手学习资

料。“教员们不只是教授知识，也是在用行动

告诉我们，作为军医面对的是什么、职责是什

么 。”史 恒 宇 说 ，“ 人 民 军 医 是 军 人 ，也 是 医

生。哪里有需要、有危险，我们就应该战斗在

哪里。”

去年年底，陆军军医大学“红色军医边关

行”医疗队实习学员夏志顺，来到海拔 4600 多

米的某边防驻训点巡诊，遇到了扎根边防单位

工作的学长。“当时，看到学长在认真地为训练

受伤的战士开展诊疗，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

念——未来要到基层去，到军队建设发展最需

要的地方发挥才能。”夏志顺说。

传帮带，是陆军军医大学的好传统。每

年，大学都会邀请毕业学员返校分享成长故

事。作为第一个分配到西藏军区总医院的女

博士，杨思思感慨：“从校园到边防、从实验室

到练兵场，我真切感到，军医大学的舞台比想

象的还要广阔。”

“在这里，我们不仅有学习尖端医疗技术

的机会，还拥有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学员徐

磊表示。全军军事建模竞赛、国际学术论坛海

报展、病理笔记手绘……通过这些有趣又有意

义的活动，学员们收获了成长和知识。学员潘

莹紫说：“从医学生到医生、从军校学员到红色

军医，需要迈过无数关卡，经历许多磨砺，但我

们很享受这个过程。‘战味’的青春，别样精彩！”

陆军军医大学——

救死扶伤，实习就是实战
本报记者 李龙伊

“儿子，你上学这大半年，变化真不小！”

视频里，母亲赞许的话语让空军工程大学防

空反导学院大一学员王锦泽心里美滋滋的。

经过短短半年的历练，过年回家时，王锦

泽不经意间把军校的作风带回了家里：被子

叠成豆腐块，主动帮忙做家务，腰杆挺得直直

的……他的成长写在脸上，落在言行间，父母

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亲戚朋友夸他成熟，同

学更是对他考取军校感到羡慕。

在该校鹿塬校区，空军院校中首个国防

科技重点实验室静静矗立，中科院院士李应

红领衔的科研团队，目光紧盯着空天战场，为

战鹰翱翔注入持久动力。

“ 大 学 的 学 科 覆 盖 理 、工 、军 、管 4 个 学

科门类，形成了空天网智融合发展的学科专

业 体 系 ，正 在 加 速 培 养 年 轻 的‘ 准 军 官 ’。”

空军工程大学有关负责人表示，“在全国第

四 轮 学 科 评 估 中 ，我 们 的 航 空 宇 航 科 学 与

技 术 、兵 器 科 学 与 技 术 两 个 学 科 都 排 在 全

国 前 列 ，电 子 科 学 与 技 术 学 科 排 在 军 队 院

校前列。”

走出教室，漫步菁菁校园，大二学员韩卫

航最喜欢独具空天特色的“第二课堂”——学

员俱乐部。“学校有 40 多个学员俱乐部，包括

感知装备前沿动态、介绍装备研发故事的军

事科技装备发展俱乐部，制作操控航模、无人

机自由飞行的空中机器人俱乐部，以及国际

关系问题研究俱乐部……”韩卫航说，这些俱

乐部为学员们搭建了平台，让大家在感兴趣

的领域施展才能。

“如今，校园里‘为战科研’‘科技力就是

战斗力’的观念深入人心，学员搞小发明、小

创造蔚然成风。”该校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

仅去年，学校先后涌现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全军备战标兵个人、全军科技工作先进单位

和先进个人等众多典型标杆，学员获得重点

学科竞赛奖励近千项，斩获多项高端赛事国

家大奖。

在校史馆里，学员王雪倩正在刻苦练习

解说。“我们每届都有优秀的班长参加珠海航

展或长春航展，承担解说任务。在全世界面

前 展 示 人 民 空 军 形 象 ，对 我 们 是 很 大 的 鼓

舞。”她说。

去年毕业季，该校大批毕业学员志愿奔

赴战备一线、边疆海岛扎根奋斗，还有不少学

员投身科研院所或留校任教，用实际行动为

强军事业贡献力量。

“守护蔚蓝，决胜空天战场！”校园里，一

张张稚嫩的面孔，发起对未来的宣誓。强军

路上，他们信念坚定、步履铿锵。

空军工程大学——

钻研创新，最爱“第二课堂”
本报记者 刘博通

“点火！”随着口令发出，巨大的轰鸣声响

起，搭载 9 颗卫星的长征六号运载火箭直上

云天。

同一时刻，在数百公里外的战略支援部

队航天工程大学，6 名学员正实时播报火箭在

空中的状态。他们所做的工作，对应着前方

卫星发射中心现场的相应技术员岗位。

“目标跟踪正常！”

“测控站信号接收正常！”

学术厅内，台上学员清晰的报告声接连

传来。这是战略支援部队航天工程大学结合

重大任务开展的一次实践公开课。基于该校

建立的测运控大平台中心系统，6 名学员与

卫星发射中心的工作人员同步，实时播报箭

星状态。一旁，聂万胜和马宏两位专家适时

进行航天科普教学。

这 堂 实 践 公 开 课 面 向 该 校 600 余 名 师

生，真实的任务背景，让全场人员仿佛置身卫

星发射中心指挥大厅一般。体验到如此特别

的课堂，学员们表示：“以前看电视直播会很

激动，但是这堂课让我们对如何完成好发射

任务有了更多思考。”

坐落在京郊雁栖湖畔的战略支援部队航

天工程大学，主要面向全国全军培养航天领

域指挥军官、技术军官、军士、文职人员等人

才，承担航天领域关键技术研究、国际合作等

任务，先后培养了以航天工程指挥长、总师为

代表的一大批优秀人才。

为精准对接新型作战力量人才培养需

求，战略支援部队航天工程大学在本科生培

养中，着眼部队一线指挥员所需能力，创建

“钱学森空间技术实验班”，坚持全程导师制

和小班教学，组织学员常态化赴部队实践锻

炼，将课堂与一线战位连接，不断提升学员科

技创新和工程实践能力。

2018 级学员马骁驿是首批“钱学森空间

技术实验班”的学员，从小他就对宇宙和航天

有着浓厚的兴趣，高考考入战略支援部队航

天工程大学后，马骁驿感觉自己离梦想从未

如此之近。

去年，马骁驿参与了学校用于服务相关

教学训练的卫星——太空试验 1 号天健卫星

的研制和测试发射任务。这次任务让他获益

匪浅：“在这个过程中，我得以将课堂所学的

知识与实装进行对照，对于卫星的总体设计、

测试实验、在轨操作等有了更深的认识。”

去年 7 月，学校为调整组建后招收的首

批本科学员举行毕业典礼。毕业学员全部奔

赴各军兵种部队基层一线，其中一半以上学

员进入新域新质战位。在签名宣誓仪式现

场，学员们集体表达心声：“将青春烙印在一

线战位，融入强军兴军伟大实践！”

战略支援部队航天工程大学——

实践锻炼，课堂连接战位
本报记者 李卓尔

强国兴军，关键靠人才，基础在教育。

军队院校是人民军队序列中一个特殊的重要方阵，每年都有大批有志青年报考军队院校，锤炼本领、提升自我，大

批军队院校毕业生奔赴战位、从军报国。军队院校如何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大学上军校是

一种什么体验？近日，记者探访 4 所军队院校，聆听军校学员青春追梦的故事，感受军队院校向战而行的使命。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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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

造美好明天。

5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庆 祝 中 国 共 产 主 义 青 年 团 成 立

100 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

调 ，新 时 代 的 中 国 青 年 ，生 逢 其

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

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

明。实现中国梦是一场历史接力

赛，当代青年要在实现民族复兴

的赛道上奋勇争先。

亲切关怀，殷殷嘱托，在广大

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也激励着

广大青年官兵勇担时代重任，为

实现中国梦强军梦踔厉奋发、勇

毅前进。

时代的责任赋予青年，时代

的光荣属于青年。回顾人民军队

的光辉足迹，青年官兵始终听党

号令、跟党奋斗，前赴后继、砥砺

前行，用青春和热血谱写了强军

报国的壮美篇章。董存瑞舍身炸

碉堡，邱少云烈火焚身却一动不

动，黄继光用血肉之躯堵住敌人

枪眼……红色基因和光荣传统在

一代代青年官兵中传承赓续，成

为融入人民军队血脉之中的宝贵

精神财富。

时光荏苒，变化的是一张张

青春面孔，不变的是一代代青年

官兵铁心向党、矢志奉献的坚定

信念。“逐梦海天的强军先锋”张

超为挽救战机，壮烈牺牲，在生命

的最后时刻，念念不忘的依然是

他热爱的舰载机事业；排雷英雄

杜富国危险关头冲锋在前，为保

护战友失去双手双眼，以热血之

躯 立 起 了 新 时 代 英 雄 战 士 的 形

象；巍巍喀喇昆仑高原，边防团长

祁发宝临危不惧，英勇奋战在边

防斗争一线，陈红军、陈祥榕、肖

思远、王焯冉，他们为祖国战斗不息，留下“清澈的爱，只为

中国”的深情告白……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青年一代有

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实现我们的发

展目标就有源源不断的强大力量。

建设强大军队是接续奋斗的伟大事业，一代人有一代

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如今，一批批热血青年

把投身军营、报效祖国作为青春选择和价值追求。从坚守

边疆到献身国防，从反恐维稳到抗疫救灾，从远洋护航到国

际维和……在各个战位上，新时代青年官兵用忠诚扛起神

圣使命，用热血铸就钢铁长城，自觉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

民族的事业中，以顽强斗争精神和实际行动捍卫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

青春的赛道上，奋斗是最亮丽的底色。当前，我军正聚焦

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任

务艰巨、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广大青年官兵要与新时代同向

同行、共同前进，在火热军事实践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

长才干，不断砥砺打赢本领、锤炼血性胆魄，努力将自己塑造

为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为强

军事业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书写绚丽青春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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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为更好地摸清部队建设情况，支队党委常委分

头带领工作组下基层蹲点帮建。在下基层过程中，我们发

现，个别基层主官的工作存在低效忙乱现象，队伍整体建设

水平有待提高。

有的青年基层主官在工作中存在疑惑：为什么时间总

是不够用？为什么工作效率不高、效果不好？究其原因，主

要还是他们对基层认识不足，未能充分发挥官兵主观能动

性。作为基层带兵人，必须带着深情走进基层、读懂基层、

服务基层。要想带好兵，先要了解兵，和他们一起训练、一

起工作，虚心向战士们请教，走进战士们的内心世界，了解

他们的长项短板和日常需求，解决好战士们的急难愁盼问

题，让自己成为战士们的知心朋友。

实践是最好的课堂。基层带兵人要尽量把骨干力量安

排在合适的岗位上，注重交任务、压担子，并引导他们变工

作压力为进步动力；给官兵多多提供锻炼机会，使他们在实

际工作中不断探索、积累经验、增长才干。

（作者为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政治委员）

读懂基层才能胜任岗位
马革新

版式设计：张丹峰

杨龙霄、左胜男、徐腾跃、胡闽超参与采写

我们的军校生活
—探访四所军队院校

前不久，“兆易创新杯”第十六届中国研究

生电子设计大赛“研电之星”挑战赛落下帷幕。

国防科技大学参赛团队从百余所高校的参赛队

伍中脱颖而出，以第一名的好成绩夺得最高奖

项“研电之星”。该团队队长、国防科技大学电

子科学学院研究生宋永坤兴奋地说：“我们要继

续锤炼本领，争取更大的创新突破！”

大学上军校是一种什么体验？所学所思

与同龄人相比有哪些不同？国防科技大学学

员们纷纷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学完高级语言程

序设计，一串串代码成为制胜“绝招”；擂台上

操纵机器人一决高下，瞄准打赢未来战争；学完

军事地形学，山峦河流都化作线条、数字与符

号，作战地图“铺”在脑海……国防科技大学学

员的大学生活，有着满满的“军”味和科技感。

“作为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培养和国防科

技自主创新高地，我校努力打造未来战争制胜

人才‘示范区’。”国防科技大学教务处处长雍

成纲表示，近年来，贴近部队、贴近实战的理念

成为学校全体师生员工的共识，授课内容聚焦

部队所需，论文选题瞄准实战难点成为一种

自觉，人才培养供给侧和未来战场需求侧的对

接日益精准。

“我们向战研学，苦练制胜本领，对未来战

场有了更加清晰的认知。”这个学期，2019 级

学员谢桦泽新接触了“联合作战基础知识”课

程。这门课程引入联合作战推演系统等多种

软件辅助理论学习，锻炼提升学员的统筹协调

能力。

起初，谢桦泽对推演软件有些不以为意，

然而，一次与教员对抗赛的失利改变了他的看

法。“如果推演软件上都不能打赢，以后怎么面

对纷繁复杂的真实战场呢？”谢桦泽总结经验

教训，寻找战友组队练习，深入琢磨经典战例，

积极向教员请教……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钻

研，谢桦泽的推演水平有了质的飞跃。

用知识丰满羽翼，用理论指导实践，为的

是学好本领，献身国防。在科研院所、在高原

哨所、在荒漠孤岛……大江南北的不同战位

上，都有国防科大人用热血书写的青春华章。

火箭军某基地排长丁洋就是其中之一。

丁洋是国防科技大学 2017 级本科学员，在面

临毕业时，他果断选择了去基层建功立业。

“4 年军校时光，让我从懵懂新生成长为

满腔热血的男子汉，是我前进路上的宝贵财

富。”展望未来，丁洋干劲十足，“基层部队是能

让人快速成长的地方，我愿在这里为强军兴军

奉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国防科技大学——

向战研学，精准对接需求
本报记者 徐 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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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战略支援部队航天工程大学学

员正在进行队列训练。 王溶震摄

图②：国防科技大学学员正在进行手

榴弹投掷训练。 倪浩洋摄

图③：陆军军医大学“红色军医文化

节”活动中，学员们正在进行武装越野跑项

目的比拼。 汤燕妮摄

图④：空军工程大学学员在“第二课

堂”测试飞机模型。 钟紫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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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们单位组织了一场智能化作战保障装备展

示。这场活动结合作战保障运用场景，安排了无人搜索排

爆、无人机协同运用、无人定点空投、无人消防灭火等 7 个

课目动态演示，让官兵们对新技术发展趋势有了更深入的

了解，增添了大家对打赢未来战争的信心。

科技是核心战斗力。随着军事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

科技对军事训练的驱动作用越来越明显。近年来，我们看

到，越来越多的新装备、新力量、新技术投入到练兵备战的

实践中，科技练兵的条件愈加完备、基础愈发厚实。例如，

在模拟对抗中，应用智能化模拟仿真、兵棋对抗等方式，能

营造近似实战的对抗环境，形成更为真实的对抗体验，为

战斗力提升提供更加坚实的支撑。

我们要继续提高对科技练兵重要性的认识，加强现代

科技特别是军事高技术知识学习，加强模拟化、网络化、对

抗性手段建设，探索“科技+”“网络+”等训练方法，大幅提

高训练科技含量，用好科技这个战斗力的“倍增器”，练就

能战善战的精兵劲旅。

（作者为西宁联勤保障中心主任）

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
史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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