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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军校，聆听“开学第一课”

运-20 飞机在天空划出壮丽航迹，带着新一批飞行学员赴空军航空

大学报到；郑和舰在浩瀚海域破浪前行，载着海军航空大学新招录的舰

载机飞行学员逐梦起航……

又是一个学年的开始。对刚刚步入军校的新学员来说，前方充满了

未知和惊喜，让他们满怀期待。而对于早已融入军校生活，或者已经开始

为毕业做准备的学员们来说，新的学年意味着更大的挑战、更多的可能。

用一堂特别的“开学第一课”打开新篇章，学员们获得启迪与力量——

在英雄塑像前，聆听先辈感人事迹；向实战贴近，不断锤炼打赢本领；与

毕业学长对话，坚定内心报国理想……

在课堂上收获，在历练中成长。新的学年，新的变化。让我们走进

军校，一起聆听“开学第一课”，共同见证学员们的突破和蜕变。

——编 者

开 学 季
这是一条特殊的航线——

8 月 15 日清晨，作为海军航空大

学新招录的舰载机飞行学员，我和同

学们前往青岛某军港，准备乘军舰去

学校报到。

“能坐着军舰去上学，想想都兴

奋”“不知道乘军舰航行的感觉是什么

样”……在驶向军港的路上，大家难掩

激动。

大巴车迎着朝阳缓缓驶入军港，

只见海面上仿佛铺满一层起伏的碎

金，光芒耀眼。在这金色的水面之上，

一艘军舰静静停泊。

“真霸气，快看，‘81’！”感叹声中，

所有人望向舰艏处的“81”两个数字。

带队骨干介绍，这是一艘名为郑和舰

的训练舰。深情注视着眼前的军舰，

我知道，我们将与“81”结缘，与人民军

队结缘。

上午 8 时许，在阵阵锣鼓声和军

乐声中，我们舰载机飞行学员整齐列

队，气宇轩昂地通过“出征门”，在家长

和官兵们的祝福下，登上了郑和舰。

蓝色的海面上，军舰犁开一道白色

的航迹。“战友们，很高兴和大家共同开

启一段短暂却意义非凡的海上旅程，希

望大家砥砺初心、打牢基础，为通往海

天的军旅生涯书写精彩篇章。”郑和舰

舰长在广播中为我们送上祝福。

从教室到舱室、从学校到军舰、从

陆地到大海……郑和舰给我们这些学

员带来了许多惊喜。

习惯了在宽敞明亮的教室和宿舍

里学习生活，首次走进军舰舱室的我

感到十分新奇。狭小封闭的空间与整

齐有序的内务设置形成鲜明对比，我

开始理解了“海军飞行员要先学会当

一名合格舰员”的说法。

舱室内，大学教员围绕《甲午战争

及其现实启示》进行授课，让我们这些

胸怀报国之志的青年深感使命光荣、

责任重大。

大海苍茫，誓言激荡。在郑和舰

的甲板上，我们面对军旗庄严宣誓，在

“鹰击长空卫海疆 翼搏深蓝向大洋”

的横幅上，郑重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在时间的碑林中，总有一些人、一

些事、一些地方，会被追寻和铭记。那

天早上 5 时，郑和舰航行至刘公岛附

近海域。学员们走向甲板，一边眺望

被海雾遮挡的刘公岛，一边聆听教员

讲解新中国第一任海军司令员萧劲光

当年登岛的故事。

1950 年，萧劲光司令员在前去视

察刘公岛海防建设时，由于海军还没

有一条像样的军舰可以用，只好租用

了当地渔民的一条渔船。渔民困惑地

问道：“你不是海军司令员吗？堂堂的

海军司令员竟然要租我的渔船去视

察？”说者无意，但深深地刺痛了萧劲

光的心，他没有作答，转身对随行参谋

说：“记下来，1950 年 3 月 17 日海军司

令员萧劲光乘渔船视察刘公岛。”

大潮奔涌，如今的人民海军不断发

展壮大，现代化军舰如“下饺子”般入

列。凝视着军舰上飘扬的五星红旗，我

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把美好青春

融入强军事业，才能成为助推人民海军

挺进深蓝的强劲浪花。

航行期间，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

学员马宇华与我们一同讨论交流。她

训练时的精彩故事和个人成长经历，让

大家对未来的飞行生涯充满期待。

“早日驾驶舰载机在航母甲板上

起飞”“享受军校生活，每天都有新进

步”“做一名能打胜仗的军人”……交

流结束，我和其他新战友把想说的话

贴在走廊的“寄语墙”上，在大海上写

下对未来的美好期许。

16 日 上 午 ，郑 和 舰 缓 缓 靠 泊 码

头。走下舷梯，海风轻拂。不远处，

“热烈欢迎 2024 级舰载机飞行学员”

的红色横幅十分醒目。站在陆地上，

转过身再次眺望蔚蓝色的大海，我知

道，前方迎接我们的将是一段崭新的

征程。

（熊天霞、姜涛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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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秦 大 地 ，暑 气 未 消 。 开 学 第 一

周 ，空 军 工 程 大 学 地 面 领 航 专 业 的 大

四学员们已经坐上模拟训练中心的引

导席位。指挥大屏上红蓝光点不断闪

烁，广播系统里指令声密集有序，一场

没有硝烟的对抗演练在模拟空域中激

战正酣。

“现在模拟的是航空兵某旅真实执

行的一次警巡任务。”教员唐佳对学员

们说，“你们需要引导多机种协同编队

抢占有利阵位，保持任务空域制空权。”

这 堂 新 学 期 的 第 一 课 ，唐 佳 用 仿

真系统还原了他暑期在部队跟训调研

期间真实的任务经历，通过划分小组、

嵌 入 角 色 ，把 指 挥 引 导 权 交 到 了 学 员

手中。

学员白昊霖对本学期的模拟训练

课充满期待，前一天晚上，他已经对照

任务简报制订了整套的预案。但是到

了课堂上，随着任务展开，他攥着话筒

的手还是打颤。

“空域出现‘敌’机 1 批次 2 架……”

正当白昊霖全神贯注进行操作时，特情

突至。他按照预案完成了兵力调配，然

而，随着护航飞机的前推，编队侧翼被

“撕”开了一道口子。

“遭‘敌’锁定，请求支援！”无线电

中传来了“飞行员”的紧急求救。白昊

霖努力回想着书本上的应对策略，但理

论知识在大脑里搅成了“一锅粥”，豆大

的汗珠从他的额头上渗出。

对 于 学 员 的“ 卡 壳 ”，唐 佳 早 有 预

料。场景中导调的“敌”情、特情、险情

都源于练兵备战一线，学员很容易一下

子“招架不住”。

这一刻，白昊霖意识到书本上的内

容并不足以应对复杂多变的战场态势。

“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他果断打破

常规，跳出固有思维模式，下达了一系列

指令，指挥飞机灵活机动、调整战术。

“收拢编队，确保战机安全。”编队

暂时脱离了危险，白昊霖也重拾信心，

继续引导战鹰向目标空域挺进。

任务还在进行，唐佳并没有停止他

的“刁难”。电磁干扰、佯攻突袭……情

况层出不穷，演练进入了胶着状态。

此时，学员韩琪正按照计划指挥编

队前往指定空域截击。他熟练地操纵

鼠标测算方位，向“飞行员”通报目标航

向和高度。殊不知，在屏幕的角落，另一

架“敌”机已经悄然转向，导弹袭来，编队

尾机惨遭“击落”。望着屏幕上消失的光

点，韩琪的心情也跌到了“冰点”。

作为停飞学员的韩琪，也曾驾驶战

机翱翔天空，因为身体原因转入领航专

业学习后，他立志要在地面上当好战友

的“僚机”，为他们保驾护航。为此，韩

琪刻苦钻研专业知识，成绩也一直名列

前茅。

“相比以往在教室里‘纸上谈兵’，

这次实战模拟的节奏变化真是太快了，

如果这是一次真实任务，战友可能要为

此付出生命。”第一次上手指挥的韩琪，

深刻感受到能力的差距。

“ 任 务 还 没 有 失 败 ，局 面 还 能 扭

转 。 意 识 到 问 题 并 不 可 怕 ，模 拟 演 练

就是帮助我们找准问题、积累经验，成

长为一名真正的引导员。”教员的鼓励

让韩琪振作起来，他重新拿起话筒，在

教员的悉心指导下 ，引导编队将“敌 ”

机击退。

“引导员在空军部队素有‘第三僚

机’之称，也是这批学员毕业后的第一

任职岗位。”唐佳说，“这场模拟演练让

他们真切感受到了战场的硝烟味，倒逼

学员将学到的理论知识融会贯通。”

随着“敌”机退出空域，课堂上最终

响 起 了 胜 利 的 欢 呼 。 一 堂 课 结 束 ，唐

佳带着学员们一起复盘研讨，总结经验

教训。

“对于即将走向部队的我们，这堂

作战‘入门课’太宝贵了！”课后，学员黄

坤兴奋地说，“我要在剩下的学习时间

里补足自己的能力短板，努力融入部队

战位，以过硬专业素养忠诚履行使命。”

坐 标 空军工程大学模拟训练中心

模拟训练，砥砺过硬本领
■丁亚楠 陆召喆

“开学第一课”讲什么？

当在学员队看到形态各异的机器

人、无人车模型展示，看到布满一整面

墙的卫国戍边申请书时，海军工程大学

2024 级新学员吴延江感到热血沸腾。

这是海军工程大学开展新生入学

第一课的现场。学员大队通过实物展

示、视频连线、讲演交流等方式 ，向新

学员讲述优秀毕业学长报国强军的成

长 故 事 ，在 入 校 时 为 他 们 画 出 军 校 学

员 好 样 子 ，帮 助 他 们 走 好 军 旅 生 涯 第

一步。

从小就有着军旅梦的吴延江，在展

示墙边轻移步伐细细观看，将各位赴边

学长的故事读了一遍又一遍。

2019 级学员冯念恩专业排名第一，

他被电影《守岛人》主人公王继才的事

迹深深感动，矢志守卫好祖国的每一寸

海疆。“岛再小也是国土，我想去广袤无

垠的南海，哪怕是成为一块礁石，任凭

风吹浪打。”毕业选岗时，冯念恩第一个

填报了赴边志愿，现在南海某岛礁部队

任职。

吴延江说，从字里行间，他读懂了

一名军人的使命责任和家国情怀，希望

自己将来也能像学长们那样，既在学业

上拔得头筹，又能到一线部队建功立业。

这次授课的视频连线环节，令吴延

江感到十分惊喜。学员队邀请已经到

一线任职的毕业学长，谈一谈自己在部

队的切身体会。

作为受邀连线的一员，毕业学员席

淼讲述了他利用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

题的一个实例——他和营里官兵共同

讨论分析各类新型航行器的结构布局、

设计理念，提升了大家对新型航行器的

理解和认识，在后续的演练任务中派上

了用场。

听 了 学 长 的 分 享 ，学 员 刘 睿 认 识

到 ：“一次次思路改进、一遍遍敲击键

盘，隐藏着科技强军的制胜密码。”拿着

新下发的课程表，看到上面丰富多样的

课目安排，他决心要把专业知识吃透摸

清，打牢胜战基础。

当几名研究生学员走上讲台分享

自己的科研故事时，电气工程专业的学

员贾东鹏听得格外认真。

“ 这 个 太 酷 了 ！”贾 东 鹏 看 着 面 前

的智能机器人两眼放光。前不久刚成

为 直 博 研 究 生 的 学 员 饶 上 俊 ，带 着 自

己 的 作 品 来 到 现 场 。 他 结 合 实 物 ，图

文并茂地给大家讲起自己参加国际先

进 机 器 人 与 仿 真 技 术 大 赛 的 难 忘

经历。

那次比赛，团队成员准备了大半年

时间，组队跨专业学习无人智能知识。

他们每天往返图书馆和实验室，从调整

框架方案到确定机械结构，经过一遍遍

地尝试、推翻、打磨，最终实现了实战化

运用角度的创新，在港口侦查赛道一举

夺魁。

课后，对此特别感兴趣的贾东鹏找

到饶上俊，抓紧向学长请教。“学校科研

实 力 很 强 ，不 仅 有 顶 尖 科 学 家 带 队 攀

登，还有许多青年人才全力以赴。欢迎

更多心怀科研梦想的人加入团队，我们

一起为强军事业而努力奋斗。”饶上俊

高兴地说。

虽然素未谋面，却早已心生向往。

与贾东鹏抱着同样想法的新学员不在

少数。该校领导介绍，“开学第一课”采

取“趣味科技迎新”的形式，旨在让新学

员对所学专业，对“指挥员+科学家”的

培养目标有更直观、更真切的感受。

前方闪烁的灯光，能照亮后来者的

路。一位位学长的讲述，点亮了新学员

们强军报国、科技报国的初心 。“能指

挥、懂技术，这是青年军官应有的基本

素质。”吴延江和贾东鹏对此深有感受，

他们约定要在未来 4 年里彼此鼓励、监

督，比比看谁做得更好。

课堂的尾声，教导员陈俊丞让大家

给 4 年后的自己写一封信，引导他们确

立自己的目标，做好对军校生活的规划。

“字落几行，写不完未来期望。”陈

俊丞说。前方的路或许并非坦途，但年

轻的军校学员们心中有梦、眼中有光。

这封信 ，作为“开学第一课 ”的课堂作

业，一定会在未来见证他们放飞梦想、

扬帆起航。

坐 标 海军工程大学学员队活动室

对话学长，放飞深蓝梦想
■陈 爽 本报特约记者 侯 融

海军工程大学新学员观摩智能产品。 陈 爽摄

陆军勤务学院举行新学员宣誓仪式。 田智博摄

“红军在长征途中翻越雪山时，管

物资的军需处长把最后一件棉袄留给

战士，自己却穿着单薄的衣服被冻僵，

永远地留在那片冰天雪地里……”

8 月下旬，陆军勤务学院的学员们

齐聚“两红”文化广场，在故事《丰碑》的

原型——胡军的雕塑前，聆听新学期的

“开学思政第一课”。

大四学员杨杰作为解说员，向刚入

学的新学员们讲述后勤战线上革命先

烈的感人故事。“俗话说，大旱三年，饿

不死厨子。但为什么在红军的队伍中，

管做饭的饿死了，管衣服的冻死了，有

力气的累死了？”故事讲述完毕，杨杰向

新学员问道。

“过雪山草地时，炊事员、担架员和

物资管理员在对抗恶劣环境的同时，还

要保障战友、照顾伤员，生死抉择时刻，

他们毅然把生的希望留给了战友。”大

一新生周嘉怡抢先回答。

从小，周嘉怡就特别喜欢听革命历

史故事，喜欢阅读革命历史类书籍。“董

存瑞、邱少云、雷锋……一个个耳熟能

详 的 名 字 ，一 段 段 荡 气 回 肠 的 英 雄 传

奇，在我心中种下了一颗从军报国的种

子。如今得偿所愿，我要潜心钻研专业

技能、练就过硬军事本领，以我之青春

守护祖国大好河山。”她坚定地说。

讨 论 中 ，有 新 学 员 对“ 两 红 ”文 化

广 场 的 命 名 由 来 产 生 好 奇 。 讲 解 时 ，

杨杰如数家珍：“‘两红’即为红岩精神

和红管家精神。咱们学院坐落在美丽

的山城重庆，这里不仅霓虹璀璨、生机

盎 然 ，还 是 一 座 具 有 厚 重 红 色 资 源 的

城市。在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大破坏

时，涌现了一大批忠于理想信念、坚贞

不屈的共产党人。红岩精神正是在这

样 特 殊 的 环 境 中 形 成 的 ，作 为 军 校 学

员 的 我 们 ，必 须 将 它 传 承 和 弘 扬 下

去。”

说 到 红 管 家 精 神 ，杨 杰 更 是 侃 侃

而谈——

“红管家”的原型是新中国成立后

我军首任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在抗

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中，杨立三和同志们

自力更生，组织军工生产，先后建立了

一系列兵站和补给站，基本保障了前线

部队的粮草、弹药需求。除此之外，他

还组织成立了被服厂、纺织厂、印钞厂

等一系列生产部门，基本实现了革命队

伍内部的自给自足，成为被百姓和战士

们称颂的“红色大管家”。

在总结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时，彭

德怀元帅说：“我们就是‘小米加步枪’

打败了日寇，‘小米’是靠杨立三同志筹

集的，‘步枪’是靠杨立三同志的兵工厂

制造、修理的。由此可见杨立三同志为

抗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听 完 学 长 讲 解 的 红 管 家 精 神 ，新

学员唐学全陷入了沉思。他就读的是

军需能源专业，入学报到时，了解到油

料 相 关 专 业 的 学 员 毕 业 后 ，大 多 数 会

分 配 到 偏 远 的 洞 库 ，这 与 他 内 心 上 阵

冲 锋 的 渴 望 相 距 甚 远 ，因 此 情 绪 一 度

低落。

此刻，先辈的事迹激励了唐学全，

他深刻体会到后勤工作是影响战争胜

负的重要因素。“作为一名军需能源专

业的学员，我渐渐认识到肩上的职责之

重。岗位有分工，战位无不同，我一定

要努力学好专业知识，为保障打赢贡献

自己的力量！”唐学全振奋地说。

听完新学员们的感受，还有一年就

要离开院校的杨杰深有感触。“作为一

名军校学员，我们要向革命先烈学习，

肩负起保家卫国的历史使命，要拿出在

精神上不怕吃苦、在环境上不避艰苦、

在现实中踏实苦干的恒心决心，才能在

大有可为的时代大有作为。”他感慨道。

课堂最后，在广场中央的军号雕塑

前，学员们整齐列队。“我是中国人民解

放军军人，我宣誓……”铿锵誓言响彻

广场上空，学员们眼神坚毅、斗志昂扬，

表达着身为军人的骄傲和自豪、对未来

的信心和决心。

坐 标 陆军勤务学院“两红”文化广场

致敬先辈，喊出铿锵誓言
■本报特约通讯员 赵 强 张佳豪

空军工程大学学员在教员带领下围绕模拟训练展开讨论。 姜雨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