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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 光

小舞台同样有大作为

“我们都是在读研究生学员，无论

是理论功底还是授课经验，远不如那些

有几十年思政课教学经历的专家教授，

我们的宣讲怎么才能让听众‘买账’？”

航天工程大学研究生院“星光”理论宣

讲团成员郑诗睿心中一直有一个问号。

在四川大学江安校区，郑诗睿找到

了答案。

3 所军地院校的宣讲团成员代表围

坐一堂，7 所地方高校代表线上旁听，展

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座谈交流。

座谈现场气氛热烈，思想火花频频

闪光。来自四川大学的学生理论宣讲

员王兰新特别提及成都的灯影戏，给郑

诗睿带来很大启示。

“ 成 都 的 灯 影 戏 三 五 个 人 就 能 撑

起一个戏班，每个人都是多面手，既要

操作、又能说唱 ，还要能演奏 ，剧目表

演天马行空，所谓‘唐三千，宋八百，演

不完的三列国 ’，但凡川剧能演的 ，灯

影 戏 都 可 以 演 ，川 剧 不 能 演 或 者 不 好

演 的 ，灯 影 戏 也 可 以 演 …… 小 舞 台 同

样有大作为。”

郑诗睿受到启发，如果把思政课比

喻成戏台上的川剧，那么理论宣讲团就

应当成为灯影戏班，发挥“小而精”的优

势，以小见大、以精取胜。

身边的“小故事”可以传递“大道

理”。在最近一次实习体会分享会上，

郑诗睿收集了 20 名研究生学员奔赴不

同单位实习的资料，制作成几分钟的视

频。视频中有深夜灯下伏案攻关的背

影 ，有 试 验 场 区 被 烈 日 晒 得 皲 裂 的 皮

肤，还有拿到实验数据那一刻的兴奋喜

悦……这些瞬间在屏幕上被一一放大，

台下师弟师妹们的眼中逐渐泛起泪花。

看着台下的战友们，郑诗睿觉得这

堂分享课“成了”。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成了别人的

力量，就像夜空的繁星并不知道仰望者

是谁，但是繁星就在那里闪耀，成了每

一位仰望者成长的光。”宣讲团成员张

清晨在座谈中分享了自己的感受。

作为军队指挥学博士研究生学员，

张清晨曾经一度想不明白，是怎样的动

力驱使一茬茬高学历年轻人坚持做理

论宣讲这件事。

在一次赴河北省涞源县第一中学

宣讲时，张清晨留意到学校教学楼的走

廊里有一面“高考志愿目标墙”，很多高

三学子都把军队院校作为自己的理想

大学。

张 清 晨 特 意 身 着 军 装 走 进 了 教

室。迎着大家热烈的目光，宣讲活动一

开始，张清晨就抛出了“同学们为什么

想报考军校”这个话题。

“学长，你为什么报考军校？”下面

有学生怯怯地问。

“我的家乡是重庆红岩村，红岩精

神是我们家乡鲜明的红色标识，听着红

岩故事长大的我，选择报考军校，走上

军旅生涯……”张清晨说。

“我报考军校的理由和你很像！”一

名学生站起来说：“涞源是抗日小英雄

‘放牛郎’王二小的故乡，去年航天工程

大学为我们涞源县大草滩村帮扶援建

了牛场，让这个我们从小就熟悉的革命

故事有了新的延续。我报考军校，也是

想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

这位学生的发言，引来全场热烈的

掌声。

当张清晨继续讲到自己从事的专

业研究时，他看得出学生们的眼中是带

着光的。

张清晨突然明白，作为宣讲人也可

以像星星一样，虽然不知道自己的话语

会照亮谁的人生，但只要勇敢地去分享，

就有可能成为别人成长道路上的光。

从那以后，张清晨更加积极地参与宣

讲活动，他开始用自己的知识和经历去启

发更多的人。他知道，每一次宣讲都可能

是一次改变他人命运的机会，也是一次给

自己强心励志、加压赋能的机会。

追 光

触及灵魂的寻根之旅

只有追寻到光的源头，才能知道为

什么闪光。

军队政治工作专业硕士研究生学

员于东海回忆起第一次参加宣讲遭遇

“冷场”的场景——他运用思维导图精

心设计的课件，换来的却是一次“票房

扑街”。

听到于东海的困惑，导师刘邦春分

享了自己从教多年的经验：“好的思想

政治教育永远离不开真实且能打动人

的故事。”

鲜活感人的故事如何获取？

巧的是，这次宣讲团就有一场“追

光”寻根之旅——于东海跟随大家来到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美国人曾经评价钱学森：“一个人

可以顶 5 个师。”钱学森却说：“一个郭永

怀能顶两个我。”1956 年中国科学院力

学研究所成立，首任所长是钱学森，副

所长是郭永怀。

郭永怀是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

基人之一，同时，他也是 23 位“两弹一

星”元勋中，唯一以“烈士”身份受勋的

科学家。他在一次出差时，遭遇飞行事

故，壮烈牺牲。

“ 当 救 援 人 员 找 到 郭 永 怀 的 尸 骸

时，发现他和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两

个人都因为飞机的爆炸而被烧焦，然而

夹在他俩身体中间的公文包却安然无

恙，其中便是我国核武器事业的绝密数

据……”讲解员的动情讲述，让在场的

军地航天学子们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细节往往最能打动人。中国科学

院力学研究所至今仍然保留着钱学森、

郭永怀的办公室原貌。

“ 这 么 近 距 离 看 到 科 学 家 们 的 手

稿、仪器等实物以及翔实的文献介绍，

带来的思想冲击更为强烈，烙下的思想

印记也更为深刻，我要把这些感人的故

事充实到自己的宣讲课稿中。”于东海

拿起手中的相机，在放着郭永怀生前亲

笔信以及牺牲时佩戴的眼镜片陈列柜

前按下了快门。

这一刻，郭永怀的赤子情怀在于东

海心中渐渐清晰。于东海也突然明白：

只有宣讲人自己先受教育、先被感动，

才能产生“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

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

灵魂”的效果。

“最好的纪念是传承与践行，我们

一定传承和践行好老一辈科学家精神，

为强军事业再立新功，为建设航天强国

贡献力量……”参观结束后，军地宣讲

团成员纷纷在留言册上写下自己的所

思所想。

雁栖湖畔参观“两弹一星”纪念馆、

航天城里聆听航天员群体先进事迹、西

山脚下瞻仰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充

分运用首都丰富的红色教育资源优势，

军地宣讲团成员一路走一路看，他们希

望通过启发式、案例式、情景式的宣讲，

将更多鲜活感人的红色故事讲给更多

人听。

聚 光

一堂课点燃心中梦想

四川大学空天学院报告厅里座无

虚席。聚光灯下，随着航天工程大学研

究生院“星光”理论宣讲团成员孙格格

的手势缓缓移动，观众的目光不约而同

聚焦在屏幕中央一位身着军装的小伙

子身上。

“照片中的学员名叫丁汪磊。去年

8 月，安徽省潜山野寨中学 20 名青年学

子考入军校并收到习主席回信勉励，其

中就有考入航天工程大学的丁汪磊。”

孙格格的话语中充满了喜悦与骄傲。

作为丁汪磊的新训班长，孙格格见

证了丁汪磊从一名地方青年到军校学

员的转变。通过一段精心剪辑的微视

频 ，孙 格 格 分 享 起 训 练 场 上 的 点 点 滴

滴，心中充满感慨。

“如果给未来涂上颜色，它是‘绿’，

那是无悔的军营；它是‘蓝’，那是光荣

的航天事业；它是‘红’，那是我们接过

前辈们的接力棒，在航天事业上夺取新

的伟大胜利！”孙格格的宣讲总结如同

激昂的乐章，在报告厅内回荡。

“ 曾 经 少 年 如 风 ，而 今 家 国 更 重 。

空间站建功，踏尽无悔征程。追梦，追

梦，星辰大海一生。”接着走上台的“星

光”理论宣讲团成员杨凯淇朗读了航天

员 朱 杨 柱 创 作 的 一 首 词《如 梦 令·向

天》。

作 为 航 天 工 程 大 学 曾 经 的 教 员 ，

朱杨柱不仅是中国空间站首位航天飞

行 工 程 师 ，更 是 全 校 师 生 心 中 的 榜 样

和骄傲。

提及朱杨柱，杨凯淇的脸上洋溢着

自豪。她曾担任朱杨柱所负责的《空气

动力学》课程课代表，如今，她要将自己

心中的航天英雄一步一个脚印攀登漫

漫天梯的经历讲给更多人听。

杨凯淇一直记得朱杨柱带着学员

们一起调试实验设备的样子。“这是个

精细活，调一次需要两三天才能完成，

否则实验就做不成。”杨凯淇说，无论严

寒酷暑，只要学员们需要，朱教员一定

会出现在学员身边。

翻开当年的作业本，密密麻麻的批

注中朱杨柱给杨凯淇留下这样一句话：

《空气动力学》这门课不好学，但这是我

们航天人的专业基础课，所以大家更要

认真、扎实地学。

师生的传承，传递的不仅是知识和

技能 ，更传递了一种精神、一种态度 。

从此，杨凯淇有了一个信念——在科研

的道路上，把每一件事做细、做好。

与此同时，来自地方高校的学生理

论宣讲团也各展所长：四川大学“逐梦

星核”理论宣讲团结合钱学森给郭永怀

的回信，道出了老一辈科学家的赤子之

心；电子科技大学“筑梦启航”理论宣讲

团通过制作微动画，展示了载人航天精

神的深刻内涵……

千里一堂课，星火汇成炬。10 所军

地高校的航天学子们通过现场交流与

线上互动相结合的方式同上一堂思政

课。这些新的宣讲形式、新的宣讲内容

正产生“化学反应”，让在场的听众深受

触动。

“由衷希望今天的宣讲能在大家心

底播下种子、点燃梦想，让我们一起传

承航天精神基因血脉，不断追逐更广阔

的星辰大海！”活动最后，航天工程大学

研究生院领导说，“宣讲的目的绝不是

科 普 几 个 词 条 或 者 简 单 讲 几 个 故 事 。

我们要通过一次次宣讲，吸引更多优秀

学子接过前辈的接力棒勇攀新高峰！”

军地10所院校同上一堂思政课—

点 点 星 光 汇 聚 成 炬
■许 庆 裴振宁 胡颖达

“5、4、3、2、1，点火……”伴随橘红的烈焰和震耳的轰鸣，千帆

极轨 01 组卫星搭乘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冲破云霄，直抵长空。

高高的塔架一侧，现场观摩发射的航天工程大学“星光”理论宣讲

团成员庞维坤和电子科技大学学生理论宣讲员康雨琳，激动地

鼓掌。

参观见学，座谈交流，同台比拼……连日来，航天工程大学“星

光”理论宣讲团联合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 9 所地方高校思政

宣讲团，开展以“筑梦航天、强国有我”为主题的“军地 10 所院校同

上一堂思政课”活动，多措并举锤炼思政宣讲人员队伍，让他们在

拉直问号的思维碰撞中闪光，在触及灵魂的寻根之旅中追光，在点

燃梦想的激情宣讲中聚光，把每一名怀揣航天梦的学子汇聚到强

国强军的伟大征程，汇聚到航天事业的星辰大海……

关注校园思政课

鲜 视 线

暑期部队实习，结束一天的工作

后，国防科技大学理学院 2021 级学员

彭浩洋一回到宿舍，便打开《数学分

析》电子书，边学边做习题。

“怎么重学大一已经上过的基础

专业课？”看彭浩洋那十足的劲头，室

友不由地好奇发问。

“备战全国大学生数学竞赛，可不

得拿出高考的劲头。”彭浩洋说。

540 分，这是彭浩洋的高三一模

考试成绩。

“一模考多少分，高考一般就考多

少分。”班主任说这是“铁律”。

彭浩洋的目标院校是国防科技大

学。百日誓师时，他翻看往年录取分

数线，国防科大都在 640 分上下。

“你这分数差了将近 100 分呢？”

面对旁人调侃，彭浩洋说：“100 天 100

分，拼命也要攻下这个‘山头’。”

彭浩洋说到做到。那些日子，他

经常半夜 1 点睡觉，早上 4 点起床。凭

着这股拼劲，彭浩洋最终“突击”成功。

考入梦想的军校，彭浩洋铆足劲

头打了一场场漂亮的“翻身仗”。

“我们拿了数学学会冠名的特等

奖！”2024 年国际大学生数学建模竞

赛 成 绩 揭 晓 ，看 到 指 导 教 员 晏 良 分

享 的 获 奖 证 书 ，彭 浩 洋 欢 呼 雀 跃 。

此前，他数次参加建模竞赛却“颗粒

无收”。

大二时，彭浩洋抱着增长见识的

心态，报名参加全军军事建模竞赛。

竞赛紧盯战场需求设置考题，马赛克

战、杀伤链……一系列专业术语让第

一次参赛的彭浩洋傻了眼，“连题目都

没看懂”。

大三第一学期，彭浩洋先报名参

加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再战全

军军事建模竞赛，他自认为“有谱”。

彼时，学院主建国家级一流课程《数学

建模》已经开课，彭浩洋有了更系统、

更扎实的理论基础。遗憾的是，他以

为自己理解了书本上的知识，但真正

用起来天差地别。最终，两次竞赛又

以遗憾收场。

彭 浩 洋 身 上 始 终 有 一 种 不 服 输

的劲头。今年的国际大学生数学建

模竞赛，彭浩洋决心再战。他和战友

王思远、李伟组队，在建模手、编程手

和论文手间来回“试错”，在学院数学

建模指导团队一轮又一轮的培训选

拔下，彭浩洋学到了新算法，建模思

路更加清晰。

为了熟悉比赛流程，彭浩洋还重

点阅读和分析了往届赛事特等奖论

文。“拜师就要拜最厉害的师父，学艺

就要学最厉害的功夫。”彭浩洋说。

题目一公布，团队选择了 D 题，

需要建立以水资源调控为背景的网络

模型，以确定最佳水位。96 小时集智

攻关，最大的挑战在第一天就出现了。

建立网络模型时，团队翻遍了各

大知名网站，可有几个数据怎么也找

不到。要不要简化模型？通过查找控

制算法、水资源调控和网络模型等众

多文献，彭浩洋知道，模型简化后，结

果肯定不会出彩。

时间紧迫，谁都不想放弃原有思

路。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彭浩洋终

于在一个不起眼的网站找到了相关数

据。点击鼠标，把论文提交上去的那

一刻，彭浩洋终于松了一口气。

“特等奖 1 项，特等奖提名 8 项，一

等 奖 27 项 ……”学 校 创 历 史 最 好 成

绩，彭浩洋团队从来自全球 20 个国家

和地区的 28912 支参赛队伍中脱颖而

出，获得该赛事最高奖项。

今年，彭浩洋还在第十四届国际

大学生物理竞赛中斩获金奖，属于他

的高光时刻越来越多。“拼搏是青春的

底色，我要让自己的青春更加精彩。”

彭浩洋说。

拼
搏
是
青
春
的
底
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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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操场上，一块充

满 科 技 感 的 大 型 蓝 色 展 区 引 人 注 目 。

这 里 ，是 该 院 首 届 科 技 文 化 节 的 主 会

场，由该院牵头联合哈尔滨工业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等 5 个军地科技创新团

队，正在展出由学生们自主研发的科技

成果。

“ 哇 ！”循 着 惊 呼 声 看 去 ，“ 机 甲 大

师”展台区的“格斗场”上，一台挥舞锯

齿的机器人灵活发起突袭。就在大家

认为胜负已分时，防守机器人竟用挡板

抵住进攻后来了个绝地反击。锯齿机

器人被瞬间击倒，原本气势汹汹的突袭

者被掀了个底朝天……

据了解，此次科技文化节以学员自

主创新为主体，邀请了校内外优秀科技

创新团队展示作品，设置了文创活动和

专家科普讲座等内容，多角度提升学员

的创新兴趣。

“起初，我想结合所学知识研发一

款通用型机器人，但由于反复调试后机

器人仍有卡顿，便萌生出做一款具有‘智

能索敌程序’机器人的新想法。通过实

践 ，我 对 课 本 上 的 知 识 理 解 得 更 加 深

刻。”防守机器人的主要研发者、学员计

俊杰说。为使智能程序与硬件设备更

好融合，计俊杰自学编程算法，进行了上

百次的焊接、拆装、调试，终于有了防守

机器人在科技文化节上的精彩亮相。

移步一旁，学院艺术讲堂的书法大

厅内，军旅书画家吴·斯日古楞老师聚

气运笔，手腕微微转动，“乘风破浪”4 个

大 字 一 气 呵 成 。 他 为 大 家 送 上 祝 福 ：

“愿同学们学战研战、乘风破浪。”在欣

赏书法技艺之余，由学员制作的文创产

品也吸引了大家的兴趣。

学员禚鹏飞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将

印有“科技强军”logo 的白扇浸入画液

中，不一会儿，扇面呈现出独特的纹路，

他十分惊喜。

“来的路上你还担心无趣，现在好

像变了个人一样。”面对战友的调侃，原

本对科技文化节“无感”的禚鹏飞满脸

笑容：“我要把扇子放到书架上鞭策自

己，以后要多学习科技知识。”

夜幕降临，科技文化节的压轴“大

戏”在讲坛上拉开序幕。清华大学、北

京理工大学、陆军装甲兵学院等多所军

地高校教授一一登台为大家做学术讲

解 。 教 授 们 深 入 浅 出 、鞭 辟 入 里 的 讲

解，令学员们受益匪浅。

汇报刚一结束，学员万可欣抢先一

步提出她的问题。她的毕业设计中正

好涉及某专业领域的研究，没想到在科

技 文 化 节 的 讲 座 上 刚 好 遇 到 了 专 家 。

在专家的引导下，她大胆分享了自己的

设想，在得到肯定与点拨后，心中的迷

茫一扫而空。

繁星下，科技文化节落下帷幕。“我

一直想做一个太阳能电池板，看了今天

的展品我很受启发。”走回宿舍的路上，

学员谢宛伶和战友说。队伍里，大家兴

高采烈地聊着当天的所见所闻，科技创

新的种子正在这里悄然萌芽。

创 新 的 种 子 在 这 里 萌 芽
■任驰宇 李大公 黎明宇

航天工程大学研究生院“星光”理论宣讲团成员参观校史馆。 高宇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