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２０２４年３月１９日 星期二责任编辑/张琳 中 国 军 校

成长顾问团

礼赞最美军校人

“无名的人，也有一
身锋芒”

2001 年，刚刚硕士毕业的刘京菊跟

随团队来到某部，为该部装配某型系统。

7 月的中原腹地，烈日烘烤着空气，

扑在脸上灼烫而焦热。

为了照顾团队中唯一的女同志，带

队领导只让刘京菊负责系统测试，将代

码优化的工作交给了其他同事。

“当时心里很不甘心，就想通过这次

任 务 证 明 自 己 ，女 同 志 一 样 可 以 搞 代

码。”刘京菊说。

每 天 天 不 亮 ，刘 京 菊 就 坐 在 电 脑

前，一遍又一遍运行系统，像浪中淘沙

一 般 寻 找 隐 藏 其 中 的 漏 洞 。 在 她 心

里 ，默 默 给 自 己 定 下 一 个 目 标 —— 不

仅 要 把 系 统 测 试 好 ，还 要 完 成 全 部 代

码的优化。

这 座 身 处 大 山 的 基 层 营 区 ，没 有

专门的女厕所、女浴室，没有一名女兵

的 身 影 ，但 一 切 不 方 便 都 没 能 阻 挡 这

名年轻人的热忱，“那股子倔劲就像是

一 个 防 护 罩 ，把 所 有 困 难 都 隔 绝 在 外

面。”

刘京菊至今忘不了，当全部系统通

过检验，她第一次登上了营区后的山顶，

看到余晖下的群山层叠绵延，远处城市

的灯火依稀闪烁。“心里有一种成就感，

我不仅能登上现实中的山顶，同样能攀

登虚拟空间的高峰。”

事 实 证 明 ，刘 京 菊 征 服 的 又 何 止

这 一 个 系 统 。 此 后 的 23 年 里 ，从 硕 士

毕 业 生 到 专 业 系 主 任 ，从 主 任 设 计 师

到 主 持 国 家 和 军 队 重 点 课 题 ，刘 京 菊

走 过 了 天 南 海 北 的 座 座 营 盘 ，参 与 过

多个型号项目的科研任务。登上一座

座 山 顶 ，她 看 见 无 数 或 宏 伟 或 秀 丽 的

风景。

唯一没有变过的，是她无惧风雨的

拼劲。

在周围同事和学生眼中，刘京菊似

乎“骨头缝里都是力量”。在某型号系

统的生产阶段，她带领课题组频繁往返

于学校和生产厂家。一次刚刚出差回

来，刘京菊就接到厂里打来的电话——

生产正处在紧张阶段，但系统突发异常

情况。此时，刘京菊还没有来得及推开

家里的门，又拖着箱子匆匆向火车站赶

去……

去年秋天，第五届“纵横”网络空间

安全创新论坛在学院驻地启幕，组委会

推荐刘京菊在论坛上作主旨报告。她

连续几周扎在办公室精心准备、反复推

敲，最终的主旨报告获得在场专家一致

好评……

“这些都是家常便饭，我的丈夫也是

一名军队科研人员，他和女儿都很理解

我……”谈及家庭，这个一向干练的女教

授似乎隐去了满身的锋芒，柔和的笑容

溢在嘴角。

“ 我 们 系 的 每 名 同 志 都 有 两 个

家 ，一 个 是 小 家 ，一 个 是 大 家 。”透 过

刘 京 菊 办 公 室 的 窗 户 ，营 区 内 一 座

“ 电 磁 利 剑 ”雕 塑 在 樟 树 的 映 衬 下 ，傲

然矗立。

“很多人将我们这个领域的工作精

神总结为‘甘当无名、决胜无形’。我们

都是普通人，但既然选择了这份事业，就

要做到最好。”刘京菊说。

刘京菊相信一句话：“无名的人，也

有一身锋芒。”

“赶路的人，从不放
慢脚步”

熟悉刘京菊的人，往往离得很远就

能认出她。

“刘主任走路很有特点，常常背着一

个双肩包，微微低头，步速飞快。”

刘京菊始终“把时间抓得很紧”，在

飞机、火车上甚至会议间隙，她也常常在

看书、打字。

“我的时间是用小时来规划的。”刘

京菊笑着说。

在 刘 京 菊 的 电 脑 桌 面 上 ，有 一 张

申 报 军 队 一 流 学 科 的 计 划 统 筹 图 ，上

面各项任务的时间节点精确到了几日

几时。

今年寒假一开始，刘京菊就带领系

里的同事，为这项工作奔走忙碌。

完善专业课程、抓建师资队伍、优化

科研平台、研究政策指标……每天 15 小

时的工作时间被均匀地划分成很多份，

别人的“休整契机”成为她“难得的整块

时间”。

在同事眼中，刘主任的身上“有一种

可怕的自律”。

这些天采访，有几次被刘京菊手机

的闹铃声打断，她总是略带歉意地解释

说：“都是寒假时各种碰头讨论的提醒，

有些忘关了……”

这些临时性的闹钟可以被关闭，但

很多时间点就像钉子，已经钉在刘京菊

每一天的时间链条上：无论几点睡觉，都

会在早晨 6 点 30 分前起床，8 点前准时

坐在办公桌前；晚上吃完饭陪陪家人，又

回到办公室继续加班……

“确实有干不完的事情。”这些年，

刘 京 菊 有 三 分 之 一 的 时 间 奔 走 在 路

上，为国家、军队各类大项任务进行设

施 检 测 ，带 领 团 队 寻 找 、修 补 信 息 漏

洞。

“她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火车头，带

着我们向前冲。”

“赶路的人，从不放慢脚步。”在刘

京菊的团队里，有很多优秀的女教员。

“经常我们男同志都下班了，一回头，她

们的办公室还亮着灯，有时任务来了，

哪分什么男女，都是一样拼。”在该系副

主任杨国正的眼中，她们是这个领域的

冲锋队。

而在她们眼中，刘京菊是最好的榜

样。“身处这样的集体，总能感觉到有一

种力量在推着我们前进，就是刘主任经

常说的使命感。”刚刚被破格遴选为硕士

研究生导师的李宇薇说。

“眺望的人，总是笃
信前行”

刘京菊成为系里的“掌门人”，已经

第 7 个年头。

多 年 来 ，刘 京 菊 一 直 保 持 一 个 习

惯，每晚走出教学楼，总是回头望上一

眼 才 觉 得 心 安 。“ 这 个 学 科 刚 刚 创 立

时，我还在读研究生，现在我要带领它

往前再迈一步，这是一种传承，更是一

份责任。”

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的 5 年中，刘

京菊所有的提案都与人工智能息息相

关。扎根于新域新质作战力量，刘京菊

总是逼着自己看得更远一些。

“从信息化走向智能化，是武器装备

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担任系主任的第一

次教学形势分析会上，她定下了单位未

来的主攻方向。

早 在 11 年 前 ， 刘 京 菊 就 开 始 了

相关的课题研究。那时，一个巨大的

难题摆在团队面前——大模型训练需

要海量数据，随着计算任务的指数级

增 加 ， 只 有 笨 重 的 大 型 服 务 器 才 能

“带得动”，显然这与未来战争不相适

应。

只有两条路——要么选择放弃，就

此结束这项有些超前的研究，要么给模

型“瘦身”。

对于刘京菊而言，这并不是一道选

择题，“决不能让大家拖着大箱子上战

场”。

刘京菊开始带着团队尝试更新架构

设计，不断试验轻量化模型。

讲起这段故事，一个个专有名词不

断从刘京菊的口中蹦出，这些外行人听

来晦涩难懂的术语，在刘京菊眼中，更像

是铭刻着无数努力与汗水的一块块砖

石，铺成了那段通向信息化战场的打赢

之路。

近几年，随着 AI 技术不断发展，刘

京菊更加专注于前沿领域的研究。2023

年，学校拿下全国大学生信息安全竞赛

联合承办权，她坚持在往届赛题基础上，

增设人工智能、网络空间测绘等 4 个前

沿技术新赛道。

讲师李阳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不少

参赛学生怨声载道，但事实证明，只有这

样，才能倒逼他们不断探索新的技术领

域。”

刘京菊的目光不仅落向专业领域的

前方，更落向人才成长的远方。

或许是出于女性的细腻，讲师侯冬

冬刚到系里时，刘京菊就发现了她的闪

光点。

认真、细致、专注……“她经常缠着

老教授问问题，有时上电梯都忘了按楼

层，看到她就像看到从前的自己。”刘京

菊说。

作为中国科学院大学人工智能专业

的高才生，侯冬冬从刘京菊这里领到的

第一个任务，就是带领研究生学员参加

强网杯人工智能赛道挑战赛。

那段时间，侯冬冬就像“魔怔”了一

样，她几乎放弃了所有的娱乐，一遍遍在

电脑前模拟比赛项目、优化模型结构，最

终如愿捧回冠军。“我真的是拼了，既然

刘主任给了我这份信任，就决不能辜负

她。”

在刘京菊的带领下，现在侯冬冬已

经成长为某教研室副主任，并成为某项

目组核心成员。

“对待青年人才，既要扶上马，还得

敢放手，这样整个团队才能后劲十足。”

一直在前行，一直向远方。

刘京菊很享受为一个目标而奋斗的

感觉，她常对系里的年轻教员说：“未来

网络空间将会是什么样子，未来人工智

能将会掀起这个领域怎样的浪潮，答案

应该由你们来寻找……”

每当这一时刻，都显得格外安静。

实验室内，机箱低沉地嗡鸣，方寸屏幕

之上，数据在奔流，每一双眼睛都聚焦

于交织的信号，并透过它们望向未来战

场。

“眺望的人，总是笃信前行。”这些

跨 越 虚 拟 与 现 实 的 目 光 里 ，有 征 服 崎

岖的勇敢，有衔枚疾走的奔赴，有锚定

顶峰的坚毅。有刘京菊，有侯冬冬，有

一个个在第五维空间中奋战的她和战

友 们 ，在 强 军 征 程 中 留 下 的 一 个 个 身

影。

一名女教授的“攻关格言”
■王丹宇 王宗怡 孙程浩

“叮——”听到门铃声，穿着半旧灰色外套的刘京菊应声

打开房门。

这名瘦高的女教授，是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巾

帼建功标兵。

作为国防科技大学某系主任，刘京菊正带领团队为国

家和军队信息系统建设攻坚克难。谈起这片新域，她眼中

瞬 时 有 了 光 —— 就 像 指 挥 员 捕 捉 到 新 的 战 机 ，急 迫 且 热

烈。

近几年，刘京菊陆续主持和完成多项国家和军队重点课

题研究。任务攻关期间，她像钢钉一样铆在一线、日夜奋战。

刚刚从部队调研回来，刘京菊就匆匆返回了学校。一年

之计在于春，有太多事在这位 70 后女教授心头萦绕。

进了办公楼，刘京菊匆匆走上楼梯，正在缓缓关闭的玻

璃门，映出她瘦削的背影。

门外，开学不久的军校操场上传来生龙活虎的操练声；

门口春联的横批上，“奋斗强军”4 个字在阳光下格外醒目。

“军人的肩膀扛枪扛炮，扛的更是国

家和民族的安全重任。现在，新时代的

强军重任落在了我们肩上，必须勇于担

当，这既是党和人民的期望，也是当代革

命军人应有的品格。”开学初，空军工程

大学某学员队“兵说兵事”论坛如期进

行，直招军官封晨鑫自信地走上讲台，以

“胸怀祖国、无私奉献”为主题，结合自己

携笔从戎前后的实际感悟，为大家献上

一场精彩的演讲，引来战友们热烈的掌

声。

面对战友的肯定，封晨鑫回想起自

己当骨干之初组织晚点名时的窘境：因

为紧张，反复练习的报告词磕磕绊绊，讲

评工作更是不知所云……“如今，我能自

信地面对军营生活，要感谢队里组织的

‘兵说兵事’论坛。”他说。

该学员队人员类别较多，既有从部

队一线选拔上来的优秀大学生士兵提干

学员，也有从地方高校直接选拔招录的

直招军官。如何在时间较短的培训周期

内，让这些身处“萌芽期”的青年军官“扎

正根”“蹲好苗”，成为该队党支部考虑的

首要问题。

借 着 一 次“ 寸 言 话 兵 心 ”活 动 ，教

导员钟紫舟在一则信箱留言中受到启

发：“既要回应他们向合格军官转变的

共 性 需 求 ，也 要 通 过 正 向 鼓 励 引 导 大

家 用 好 自 身 优 势 ，实 现 需 求 互 补 和 共

同进步。”

于是，该学员队探索开展“兵说兵

事”论坛。这种团支部面向大家征集话

题，然后以学员主讲、主持人引导论点、

双方或多方自选立场讨论的形式，一经

推出便受到大家欢迎。

来自清华大学的博士王志国、来自

空降兵某部的许云成等一批学员踊跃

报名。新装备新科技在部队的实际应

用、新干部任职需要哪些能力、如何知

兵心带好兵、军事体能的训练方法……

一个个一碰就响的话题，让大家心头的

一个个问号在“人人出谋划策、个个深

度参与”中渐渐拉直。

在一次新干部任职能力讨论中，直

招军官于丰玮主动讲出自己的困境：入

伍前，他曾经是学生会骨干，得到大家认

可。入伍后，他急于表现自己，反而给战

友留下不踏实的印象，工作局面迟迟打

不开，令他很苦恼。

“ 有 能 力 ，想 干 好 ，结 果 却 适 得 其

反。”这引起许多战友共鸣。提干学员高

旭走上论坛讲台，一边讲述自己经历的

大项演训任务，一边分析老部队的优秀

官兵事迹，帮助大家开拓思路。伴随讨

论深入，“了解基层才能建功一线”“能吃

苦更要善总结”等观点越辩越明，让很多

学员心有所获。

寒假期间，队长张一豪收到来自于

丰玮部队的短信。原来，于丰玮主动申

请回到原单位过年，还利用自身特长组

织新春活动，得到大家的点赞。

立足用好各自特长，不断激发干事

热情。许多论坛上的金点子成为大家提

升自我的躬身实践：提干学员褚千龙开

起公文写作培训课、陈亮主动办起体能

“特训营”，直招军官李桥成为大家的学

业“小教员”、王天安筹备起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系列讲座……教室里、操场上，学

员们互促共进。

新学期伊始，新一期“兵说兵事”论

坛在学院机务外场展开。有着“入伍 3

年就晋升为机械技师”经历的提干学员

朱鹏程站在机翼下，为大家讲解某型战

机的机务维护保障要点，并协同指导教

员组织大家分组训练。听着朱鹏程的细

致讲解，看着战友们的热情参与，原本对

机务工作存在畏难情绪的直招军官高文

俊，也在大家的感召下完成首次实操。

面对鼓励的掌声，他由衷感到作为一名

机务人的自豪：“火热军营，守护战鹰，我

相信我能行！”

“学员论坛”激发成长新动能
■陈天昆 张智鹏

我们的学员队

宿 舍 调 整 ，我 开 始 收 拾 行 李 。

打开抽屉，一张去年比武考核的奖

状进入我的视野：新干部专业考核

第三名。

看着这张奖状，我不禁陷入去

年刚下连任排长时的回忆。

早在上军校赴部队实习期间我

就听说过，雷达兵训练最难的就是

测报专业——既要厘清不同目标航

迹，又要快速准确报出目标位置。

“实习时就接触过这个课目，理

论测试也是高分通过，到时候实际

操作肯定没问题。”就这样，自信满

满的我开始了测报训练之旅。

现 实 总 爱 开 玩 笑 。 第 一 次 训

练，不等我分清屏幕上的目标方位，

倒计时就走完了，0 分的成绩赫然

在目。在身边战友们的注视下，我

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我肯定是今天状态不好，等哪

天状态调整好了，自然就能报出来

了。”我勉强为自己开脱。

然而，之后几周时间，我期盼中

的那种“状态”迟迟没有到来：战友

们大声测报，我支支吾吾；大家互相

交流，我沉默寡言……每当战士们

谈到前任排长在专业比武中摘金夺

银令他们非常敬佩时，我更是如芒

在背，仿佛下一个话题就要拿我与

他作比较了。

不久后，全站组织阶段测试，不

管如何逃避，依然没能躲掉令人难

堪的事实——我的成绩不出意外地

垫底。“我可能动手能力不行。”我又

在给自己找借口。

晚上熄灯前，战士们的“卧谈”

话题围绕白天的测试展开。其间，

一位班长的话引起我的注意：“小许

又拿了‘战士组’第一名，他刚来时

什么都不会，是他们这一批兵里基

础最薄弱的一个，现在居然稳坐榜

首。”上等兵许德坤是排里的训练尖

子，想不到他还有这样的过去，这也

让我好奇，他进步的秘诀是什么呢？

此后几天，我都不自觉地留意

小许的一举一动——他每天会比大

家提前 15 分钟到训练室，熄灯后会

坚持加练半小时……那天午休，小

许扔下刚领到的手机又消失了。当

我在训练室找到他时，他正在反复

练习上午的一个课目想定。

“你怎么还在这儿？”

“排长，上午有个知识点大家都

学会了我还不会，我想弄明白了再

休息。”小许说完又继续低头练习。

看到小许的努力，我好像明白

了什么：想要收获，我努力了吗？一

心在等待的“那天”到底是哪天？

我开始尝试克服畏难情绪，为

自己制订强训计划：白天，我从最基

础的课目练起，在练习中整理总结

训练方法心得；晚上熄灯后，我独自

在训练室攻克难点，逐项弥补自身

短板，经常一练就到深夜。不知不

觉中，我渐渐找到心无旁骛的状态，

脚踏实地的付出也让我的成绩渐渐

有了起色。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去年底的

考核中，我凭着扎实的基础从容应

对各种难题，一举取得第三名的成

绩。看着来之不易的奖状，我的心

情格外舒畅，战友们也纷纷向我祝

贺。

新的一天，我带着战士们完成

交 接 班 ，熟 练 指 挥 各 战 位 协 同 配

合。看着保障的战机越飞越高，我

感觉自己也能在军旅之路上高飞远

航。

（邹一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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