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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势：闯出一条突围路

晚上 7 点，国防科技大学智慧火箭

俱乐部和试验火箭本科创新实践基地

内灯火通明。

2023 年中国国际飞行器设计挑战

赛结束后，学员胥睿几乎每天晚自习都

泡在这里，跟新组队的队友们一起研究

“火箭”。

大学选拔赛安排在 12 月，晋级的学

员将代表学校参加明年的中国国际飞

行器设计挑战赛。对胥睿来说，上一场

“战斗”的硝烟并未远去。

镜头拉回到 5 月 23 日。

中国国际飞行器设计挑战赛发布

了 2023 年比赛通知，国防科技大学是赛

事主办方之一。从这一天起，包括哈尔

滨工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南京航空

航天大学等知名高校的选手，都将目光

投向长沙。

经 过 层 层 选 拔 ，全 国 81 所 学 校 近

1500 名选手入围决赛。

突围的过程，异常激烈。

“在 校 赛 阶 段 ，学 校 有 124 支 队 伍

496 人报名，最终冲进决赛的只有 11 支

队伍 38 人。”国防科技大学某学院教员

白锡斌说。

“星象”，是学员邹亚伦、韦成涛、李

浩宇和郭致远给队伍起的名字——“这

个名字很大气，希望我们的飞行器也很

强大。”队长邹亚伦说。他们报名参加

“模拟舰载撞网回收”赛道，这是本届比

赛新增项目。

报完名，几个人傻了眼：以往学校

没有代表队参加过这项比赛，无经验可

借 鉴 。“ 飞 行 器 如 何 设 计 才 能 飞 得 稳

定？用手飞还是加飞控？用什么操作

系统最适合……”太多问题搅在一起。

在指导教员的帮助下，几个人慢慢稳住

心态、理清思路。

备赛始于 7 月，正是长沙最热的季

节，参赛学员舍弃暑假，留校训练。

每天早上 8 点，“星象”队队员准时

出现在实验室，一待就是一整天。

对“小白”们来说，这些实践训练既

新鲜又充满挑战，还有指导教员全程在

位答疑解惑。他们完成前期的理论学

习和模拟器飞行训练后，期待已久的实

飞训练终于开始。

一 次 次 试 飞 ，一 遍 遍 记 录 飞 行 数

据 ，当 场 调 整 完 毕 再 重 飞 …… 训 练 场

上烈日当空，没有遮蔽物，学员们一练

就是几个小时 。“飞手 ”韦成涛精神高

度 集 中 控 制 飞 机 ，多 次 训 练 后 被 晒

伤 。“ 身 上 脱 皮 的 地 方 跟 打 了 补 丁 似

的 ，就像我们的飞机 ，撞坏好几次 ，修

修 补 补 ，机 身 上 下 没 有 一 处 是 完 好

的。”韦成涛打趣道。

“ 我 们 组 仅 是 在 发 射 阶 段 摔 坏 的

‘火箭’就有 10 多枚”“我们组水火箭摔

坏了近 20 枚，滑翔机摔坏了 3 架、修补

了近 50 次……”回忆起备赛的点滴，学

员们对失败和损失的场景印象尤深。

飞行器上的一道道伤痕，镌刻在他

们的突围之路上。

记 得 那 天 ，暴 雨 铺 天 盖 地 倾 泻 而

来。凌晨 5 点，田径场上宁静无人，这

是 学 员 出 早 操 前 最 佳 试 飞 时 间 。 几

个 模 糊 的 身 影 挤 在 主 席 台 下 避 雨 ，身

旁 停 放 着 装 载 多 级 模 型 火 箭 发 射 器

材 的 小 车 。“ 雨 一 停 我 们 马 上 打 一

发 。”学 员 洪 昊 冉 用 手 推 了 推 被 雨 水

打湿的眼镜。

“多级火箭发射与载荷回收”是公

认难度最大的赛道之一。他们遇到的

第一道坎就是拟合出火箭开伞高度与

最终高度函数。即使是经验丰富的学

长，解决这个难题也要“抓狂”好一阵。

“第一次发射，失败；第二次，失败；

第三次，失败……”翻开洪昊冉的试验

记录，前 7 次一片飘红。“电控线路焊接

错误”“降落伞被尾焰烧穿”“一二级未

分离”……屡试屡错。

“我们正在爬坡，咬紧牙，只要翻过

眼前这座山头，前路就会一片辽阔。”教

员白锡斌为大家鼓劲。几名队员在实

验 室 加 班 加 点 ，一 次 次 将 方 案 推 倒 重

建，草稿纸写满一页又一页，电控程序

改了一遍又一遍，“火箭”外形方案换了

一版又一版……实验室的桌上堆了厚

厚一堆零件和“火箭残骸”，终于在比赛

前几天得出高可靠性函数。

“你见过凌晨 4 点的国防科大吗？”

配着一张星光摇曳的照片，洪昊冉发了

一条朋友圈。

他们，拼尽全力闯入决赛。

冲刺：打赢一场攻坚仗

比赛首日，天空分外晴朗。

宽阔的机场跑道上，裁判员一声令

下，学员李浩宇抛出飞机，轰鸣声中，一

道航迹划破蓝天。

这是“模拟舰载撞网回收”赛道的

第一轮比拼，“飞手”要操纵飞机通过任

务区，再撞击回收网。

“漂亮！”看着飞机按照预定轨道航

行，组长邹亚伦暗暗叫好。终点近在眼

前，“就看撞网精度了”，他的心提到了

嗓子眼儿。

一片惊呼声中，飞机一头撞到了黄

色区域，离得分最高的红色区域差之毫

厘，大家一阵惋惜。最终结果：29 秒的

任务时间和 40 分的精度分，虽然这个分

数足够拿二等奖，但离团队的预期还有

差距。

看出大家的心思，教员刘多能说：

“让分数先飞一会儿，接下来还有一轮

比拼，大家好好准备。”团队冷静地按照

方案和分工复盘分析。比赛对他们来

说，更像是一次练队伍和做课题的实操

训练。

第二次起飞很快来临，在“飞手”韦

成涛的操控下，飞机稳稳飞过远处标记

点，回转 180 度后冲着撞网急速向下俯

冲，角度有些偏斜。观赛区的队员们暗

暗担心：“如不及时调整，恐怕离分数最

高的红色区域还会有差距。”

韦成涛将拨杆上摇，场下无数次训

练就是为了此刻的爆发。只见飞机在

空中划出上扬的弧线，精准撞到红色区

域。热烈的掌声中，韦成涛迅速按下计

时键结束计时，激动地和队友拥抱在一

起，28 秒的任务时间和 60 分的精准分，

一等奖稳拿了。

另一边，“模型水火箭助推航天器”

赛 道 ，队 员 们 上 演 了 一 番“ 速 度 与 激

情”。

两组参赛队同时比赛，负责为水火

箭打气的却只有一名学员。早在比赛

前一个月，大家就已知晓这个情况。

“ 组 员 张 一 豪 要 参 加 另 外 一 场 重

要比赛 ，时间刚好冲突 。”组长叶慧宬

说 。 备 赛 期 间 他 们 磨 合 了 很 久 ，这 时

换 人 已 来 不 及 ，另 外 一 组 组 员 苏 岐 锋

主 动 提 出 兼 顾 两 组 打 气 任 务 。 苏 岐

锋 是 两 队 中 唯 一 一 名 学 航 空 航 天 类

专 业 的 ，也 是 队 里 名 副 其 实 的“ 主 心

骨 ”，很 多 专 业 性 意 见 都 出 自 他 的 想

法。

他们模拟真实的比赛场景排练，由

一人在最短时间内完成两组打气任务，

力量、技巧都要恰到好处，这对苏岐锋

是个不小的考验。虽然多次训练，苏岐

锋觉得“火候”差不多了，但是在真实的

赛场上，接连完成任务后，他觉得“腿一

直在抖”。

“ 紧 张 的 赛 场 上 总 是 充 满 不 确 定

性 因 素 ，学 员 只 有 破 除 对 舒 适 环 境

的 依 赖 ，经 受 住 考 验 ，才 能 真 正 成 长

起 来 。”教 员 彭 科 对 学 员 们 的 表 现 很

满 意 。

他们，在不同的赛道上过关斩将，

将一枚枚奖牌收入囊中。

收官：收获一份成长礼

“用铆接技术固定箭体各级，装配

效率能提高不少”“用连接件外延传递

扭矩的思路太妙了”……手捧着刚与国

防科技大学参赛队员交换来的多级模

型火箭，西北工业大学参赛队队员们热

烈讨论起来。

比赛过程中，来自各大高校的队员

常常互相交流，研讨技术方案。“大家各

有所长，有许多值得相互借鉴的地方。”

学员洪昊冉说，他们也带回了哈尔滨工

业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的飞行器，学习

他们的技术。

当奖项尘埃落定，大家忘记了竞赛

场上的争夺，关注更多的是如何提高专

业技能和水准。

“ 学 员 在 设 计 作 品 时 既 要 关 注 飞

行器的性能、安全和环保等要素，又要

思考未来飞行器的独特之处。在这个

过 程 中 ，他 们 加 深 了 对 飞 行 器 设 计 和

飞 行 规 律 的 认 识 。 同 时 ，备 赛 和 比 赛

的过程全面检验了学员的创新能力和

团 队 协 作 精 神 ，磨 砺 了 他 们 专 注 、坚

韧、执着的意志品质，这些都是航空航

天科技工作者必备的素质。”教员刘龙

斌说。

在 学 员 身 上 ，刘 龙 斌 仿 佛 看 到 了

当 年 的 自 己 。 上 学 时 ，他 也 曾 经 历 这

项大赛。如今，他已是指导教员，更能

读 懂 学 员 们 挑 战 自 我 、获 得 成 长 的 心

路历程——

“我们曾一再碰壁，却越挫越勇，此

次收获大奖后，我们要迅速转身，把重

心转入到下一次比赛中去。”尝遍失败

滋味后 ，邹亚伦喜欢上了跟“挑战 ”和

“突破”死磕到底的感觉，已经开始期待

下一次任务。

“科研之路不会一帆风顺，新问题

总会不断出现，请不要放弃，当你解决

掉更多问题后，就离成功不远了。”学员

申子桐觉得自己渐渐有了做科研的“范

儿”。

“ 比 赛 当 天 早 上 4 点 30 分 起 床 出

发去现场，心里一遍遍默读讲稿，没有

预想的紧张，反而平静异常，这段时间

很累 ，但前所未有的充实 。”面对来自

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北工

业大学等著名高校的专家组成的强大

评 委 阵 容 ，学 员 徐 正 阳 展 现 出 最 好 的

状态，发挥出了最好的水平，他喜欢这

样沉稳的自己。

“他们收获的不仅仅是这份荣誉，

还有成长，这就是参加比赛的意义。”刘

龙斌说，学校历来重视科创类实践，除

了鼓励学员参加国际国内各项赛事，在

实操中经风雨、见世面，还在学员大二

到大四阶段设置多种实践课程项目，通

过完整的 3 个学年时间进行系统的实践

训练，帮助他们更好地将书本理论知识

转化为实践动手能力。

比赛结束当天，与参赛学员们庆祝

后 ，刘龙斌发了一条朋友圈 ：“圆满收

官，我们的学员是最棒的！”

是的！他们翱翔在湘江之畔，他们

是祖国航天事业的明日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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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我因右腿受伤坐上轮

椅，副班长陆张磊主动照顾我，背着我

上下楼梯，还帮我洗衣服、铺床单，我非

常感谢他！”近日，在陆军炮兵防空兵学

院南京校区某学员队开展的“夸夸我的

好战友”活动中，学员方有乐在台上动

情讲述，引得台下掌声阵阵。陆张磊听

了后，心里也像吃了蜜一样甜。

“都是力所能及的事，没想到会得

到同学的表扬！”陆张磊说，自从被夸

之后，他的干劲更足。上周，在他的带

领下，所在班被评为“内务建设先进

班”。陆张磊的变化，也让教导员殷勇

心里乐开了花。

“ 现 在 00 后 学 员 自 尊 心 都 比 较

强，同时内心相对脆弱，如何在学习训

练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考验着带兵

人的智慧。”殷勇关注到年轻官兵希望

“被夸奖”、看重“被肯定”、期望“被认

同”的心理需要，积极引导学员发现朝

夕相处的战友身上的闪光点，鼓励大

家说出心里话，点赞身边人。

为此，该学员队让学员走到台前，

通过“点赞”的方式，分享身边战友的

感人故事。课前 10 分钟、看新闻联播

前 10 分钟，学习、训练间隙，像陆张磊

这样的“被夸对象”还有很多。

训练间隙，学员许浙耀称赞训练

尖子刘凯在一场全院比武竞赛中率

领战斗班组，面对众多比赛项目，有

条 不 紊 地 科 学 安 排 人 员 ，合 理 处 置

各 种 突 发 情 况 ，最 终 获 得 全 院 最 快

机动奖。

随后，刘凯走上台前，接力夸赞：

“李昊在竞赛中发挥出色，及时弥补了

全组在手榴弹投掷上的短板，自己也

夺得‘神枪手’称号！”

表扬暖人心田，夸赞激励前行。“不

仅要军事训练成绩好，文化成绩也要强

起来。”受到表扬后，李昊为了学好参谋

业务，主动找到课代表潘晨凯结成学习

对子，加班加点学习。在自己的不懈努

力和战友的热心帮带下，李昊最终在课

程考核中打了“翻身仗”。

“越是实实在在的身边小事，越能

感染人、激励人。”殷勇说，学员们在用

心观察、感知和表达中，不再吝啬自己

的赞美，一声声发自肺腑的认同和褒

扬，为战友、为集体注入着前进的动力。

夸夸我的好战友
■康 珺 王康泰 廉 鑫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话音刚落，陆军工程大学学员黄振庭嘴

角上扬，两眼朝台下扫视了一番，台下

的学员们纷纷挺直身子，微扬着头，目

不转睛地盯着他的手。

这是一个兴趣小组活动现场，黄振

庭正在表演一场“空碗取水 ”的魔术 。

随着他手中的空碗瞬间蓄满清水，台下

的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欢呼声。

首次上台表演获得成功，黄振庭伸

手擦了擦额头上细密的汗珠，目光望向

台下的同班战友张清照。张清照向他

竖起大拇指，两人会心一笑。

其实，在黄振庭心里，他们是战友，

更像是师徒：无论是魔术表演还是现实

生活，他都在张清照的帮助下，经历了

一场华丽蜕变。

初入军校时，繁重紧张的学习训练

让 黄 振 庭 难 以 适 应 。 队 列 训 练 ，他 总

“冒泡”；体能考核，他是“吊车尾”；内务

检 查 通 报 批 评 ，他 也 常 常“ 榜 上 有

名”……渐渐地，这个身高 1 米 8 的大男

孩 对 自 己 的 选 择 产 生 了 深 深 的 怀 疑 ：

“我是不是不适合读军校？”

一次，黄振庭回到宿舍后，又习惯

性地望着窗外发呆。“想啥呢？来，看这

儿！”士兵学员张清照打断黄振庭的思

绪。曾在部队长期担任文艺骨干的他，

从身后掏出一截麻绳，随着手指快速拨

动，麻绳“跳跃”着在张清照手中画起了

圈 ，不 一 会 儿 便 出 现 了 几 个 精 致 的 绳

结。正当黄振庭惊讶时，张清照一拉，

绳结又消失了。

看到黄振庭来了兴趣，眉头渐渐舒

展，张清照趁热打铁拍了拍他的肩膀：

“其实部队生活就像绳结魔术一样，只

要掌握了诀窍，每一个‘结’都能瞬间解

开……”

从那以后，张清照一有时间就主动

找黄振庭聊天，有时会教他学习一些简

单的魔术技巧。渐渐地黄振庭脸上的

笑容多了起来。张清照的“教学”，也从

魔术拓展到其他方面：走队列、喊口令、

叠被子、练体能……有着基层部队工作

经验的张清照像一本“行走的教科书”，

将诀窍一一传授。

功夫不负有心人。黄振庭渐渐走

出低迷状态，各条“战线”捷报频传：被

评为“内务标兵”，军体考核 3000 米跑成

绩从不及格达到优秀……看着自己的

名字出现在“标兵榜 ”，黄振庭躺在操

场，向着天空呐喊，所有的情绪都在那

一刻释放。

如今，黄振庭的外形更加干练、双眼

更加有神，找到了作为一名军校大学生

的努力方向。站在台上为大家表演魔术

时，他觉得，自己本身就经历了一场奇妙

的成长“魔术”。

走到台下，张清照高兴地与黄振庭

击掌，鼓励他再接再厉。两人约定，朝

着新的目标一起进发。

一位学员的成长“魔术”
■陶 琳 本报特约记者 肖力铭

我们的学员队

校园特别关注

初冬长沙，天空万里无云。

国防科技大学操场上，倒计时口令下达完毕，一枚模型火箭点火升空，白

色尾焰划破蔚蓝天空。

“弹道正常、射高 72 米、二级开伞顺利、载荷回收完整……”学员李政记录

下数据。

“其他步骤都很完美，就是射高与大赛要求的 80 米还有距离，后期再调整

一下发动机配置。”从 2023 年中国国际飞行器设计挑战赛总决赛上获奖归来，

李政和其他参赛选手就马不停蹄地投入对飞行器的升级和改进中。“下一次，

我们要放飞更炫酷的飞行器！”

不久前，这群学员用智慧与汗水上演了激烈的较量，在此次中国国际飞行器

设计挑战赛总决赛暨科研类全国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中，他们报名参加 6个比赛

项目，捧回 5个一等奖、3个二等奖、6个三等奖，用实力展示了军校学员的风采。

同时，这场大赛也产生了令人欣喜的“蝴蝶效应”，许多看上去微小的变化，

带动学员们提升创新能力、磨砺意志品质，激励他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校园龙虎榜

参赛队员进行比赛，放飞航模。 刘瑞康摄

前不久，刚刚又在一项全国大赛

取得优异成绩的空军工程大学学员高

兴，再一次让战友们心生羡慕。

细数一个个各类竞赛的奖杯，高

兴格外“高兴”：“付出终于有了收获。”

入学之初，高兴也是学习“困难

户”。“与批评相比，是大家的掌声给了

我莫大的鼓励。”谈及成绩提升的“窍

门”，高兴激动地说。

初入军营，学员们面对新环境难

免会有挫折感，产生焦虑、畏难等不良

情绪，甚至失去信心。如何帮助大家

尽快适应军校生活？该学员大队党委

在分析学员情况后认为，助力学员成

长成才不能只有严格的要求，更要有

温暖的激励和贴心的关怀。掌声作为

尊重、激励方式之一，是激发学员积极

性和进取心的一把钥匙。

第一次参加比赛就捧回了“全国

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二等奖”奖杯，高

兴受到了教导员带领全队战友列队送

上的欢呼和掌声。“大家的掌声犹如高

亢的冲锋号，给人力量、催人奋进。”

从那以后，高兴的干劲更大了，一

有时间就钻进实验室。一段时间后，

他和团队又拿到“中国工程机器人大

赛一等奖”奖杯。

每周五的“亮点交流会”，大家围

坐一圈列举战友身上的优点，每个优

点说完都会收获一次掌声。学员徐凯

却常常在此时埋下头：“我好像没有什

么优点。”

“你的内务水平很高，帮助其他同

学也很热情”“你很有责任心，无论做

什么你总是最卖力的那个”……那一

次，大家专门为徐凯组织了一次“亮点

交流会”，掌声为他响起十几次。徐凯

一直不知道，原来他在战友眼里有这

么多优点，对于“一句鼓励，力量有多

大”这个问题，他也有了自己的答案。

掌声短暂却直抵人心，动作简单

却蕴含能量。听见大家的认可，徐凯

的心里暖暖的。没过多久，大家发现

学员队的训练“龙虎榜”又增添了一个

名字——徐凯。

掌声激发大能量
■吴家骏 徐 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