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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

空军工程大学航空工程学院学员

队教导员王海龙的笔记本里夹着两张

照片，背景都是陕西延安宝塔山。

一 张 颜 色 有 些 泛 黄 ，拍 摄 于 16 年

前。那时，王海龙作为空军工程大学大

一学员，和同学们一起到延安参加综合

实践教学活动。

另一张是不久前刚刚拍摄的。这

一次，到学员队干部岗位任职不久的王

海龙，带着学员赴延安参加今年的综合

实践教学活动。

为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空

军工程大学连续 21年组织学员到延安开

展综合实践教学活动，在潜移默化中引

导学员争当红色传人、勇担时代重任。

“这是一场意味深长的‘相遇’。”当

相隔 16 年的两张照片被摆放在一起，王

海龙感慨不已。

王海龙直言，延安是自己军旅生涯

的“思想启航地”。如今，他所带的学员

们，也是从这里“出发”。

在今年的综合实践教学活动开始

前，王海龙特意召集学员进行了一次集

体谈心。他把这次谈心的主题命名为

“初心与启航”。

凝视两张相隔 16 年的照片，在王海

龙看来，时代在变，军校育人理念迭代

升级，教学活动也不断丰富着内涵和形

式。然而，在铭刻着红色记忆的延安大

地上，这些年轻学员依旧会感受到和他

们当年一样的震撼与触动。

两张相隔 16 年的照片，延伸出一条

实践教学之路。在这条路上，一批又一

批学员踏上延安热土，完成军旅人生难

忘的历练。他们从延安出发，经受红色

教育的洗礼，开启属于自己的新征程。

凝 视 两 张 相 隔 16 年 的 照 片
■吴 曦 本报记者 朱柏妍

我党我军对办学育人历来高度重

视。我军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完

成党在各个历史时期赋予的使命任务，

一 个 很 重 要 的 原 因 就 是 重 视 人 才 培

养。院校教育是我军人才培养的主渠

道，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作用，

必须因地制宜、开放办学，积极统筹校

内外育人资源，为人才培养搭建良好实

践平台，努力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质、

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

习主席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注

重运用新时代伟大变革成功案例，充分

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不断拓展实践

育人和网络育人的空间和阵地。

在实践课堂中坚定理想信念。立

德树人是院校教育根本任务，关键是要

教育引导官兵坚定理想信念、铸牢军魂

意识、矢志强军打赢，确保枪杆子永远

掌握在忠于党的可靠的人手中。这需

要抓好理论课堂、坚持正面灌输，也需

要抓好实践课堂、强化现地教育，让学

员在实地、实情、实感中，触及心灵、触

及灵魂，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心决

心。

在实践课堂中练就过硬本领。仗

怎么打，兵就要怎么练。院校教学训练

与战场衔接得越紧密，培养的人才就越

对路子。要大力加强知识传授向能力

培塑的转变，积极拓展实践教学、设真

演训环境、突出对抗训练、从难从严练

兵，让学员在实践实训中经风雨、见世

面、壮筋骨，不断超越自我，不断增长才

干，切实锻造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本

领。

在实践课堂中培塑战斗作风。血

性是流淌在革命军人血液里的胜战基

因。必须从院校源头就抓好战斗作风

培塑，坚持在重大教学活动、军事训练

实践和日常点滴养成中，锤炼坚毅顽

强、坚贞不渝的意志品质，闻战则喜、敢

于亮剑的胆识气魄，不畏强敌、不屈不

挠的拼搏勇气，真正立起新时代革命军

人的好样子。

在实践课堂中厚植为民情怀。人

民军队为人民。今天的学员，到 2035

年就是现代化军队的中坚骨干，现在打

下的底子决定着未来我军的样子，必须

积极创造平台条件，让学员深入到人民

群众中去，感受人民群众对军队的拥护

爱戴，增强为民服务、保家卫国的决心

意志，持续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

系。

用好实践课堂 育好强军人才
■杨学锋

红色资源中蕴含着
延绵不息、永不过时的力
量

“我们现在站立的地方，是张思德

生前工作的烧炭窑……”

延安的张思德纪念广场旁，一堂由

空军工程大学学员自主筹备、讲授的分

享课正在进行。主讲人、学员张喜晨抬

手指向身后的旧址，眼中满是敬意。

来延安之前，张喜晨参与了学校军

队政治工作教研室指导的“红色延安十

三年”专项政治理论教研创新计划，研

究的课题正是“张思德精神”。

这次踏上延安的土地，张喜晨把自

己的研究成果浓缩成一份 15 分钟的报

告，在课后的自主授课环节展示分享。

同学们听后热情高涨，你一言我一语地

分享起到延安后的所见所感，一聊就是

近一个小时。

“这段红色历史，教员们讲了许多

年，学员们听过很多遍，可每次来到现

地，无论是学员还是教员，还是会有很多

感受与收获。”教员饶夺在此次综合实践

教学活动中负责张思德纪念广场的现地

思政教学，也是张喜晨的指导老师。

饶夺告诉记者，校外综合实践教学

活动组织了这么多年，深受教员学员的

青 睐 ，活 动 的 魅 力 正 在 于 亲 身 体 验 的

“真实”与偶然遇见的“惊喜”。

为了利用好一年一度到延安进行

教学的宝贵机会，饶夺今年数次往返驻

地与延安，和教研组的同事们反复推敲

教学路线、设计教案细节。

一些意料之外的相遇，让饶夺印象

深 刻 。 在 他 看 来 ，这 些 行 程 中 的“ 意

外”，让教学活动更加生动。

在枣园中共中央书记处旧址，一位穿

军绿色纪念衫的老兵与学员们不期而遇。

“我的许多战友都牺牲在战场，把

年轻的生命献给了祖国和人民……”老

兵激动地讲起自己的经历，让学员们红

了眼眶。道别时，老兵举起右手，向学

员们敬了一个军礼，久久没有放下。

“我们的仗打完了，以后就靠你们

了。”学员张英健把老兵的这句话写进

日记。在这句话后，他接着写道：“踏上

延安大地的那一刻，我对自己的使命有

了更加清晰的认知。”

“红色资源中蕴含着延绵不息、永不过

时的力量。”张英健来自革命老区江西宁都，

听着革命先辈从宁都一路走到延安、投身革

命事业的故事长大，对遥远的西北大地充满

好奇与向往。这次自己一步一个脚印走过

革命圣地，他感到红色的血脉在传承。

宝塔山下，又一批青年学员参加入

党宣誓仪式，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

员。张英健作为骨干，担负警戒任务。

举目仰望，阳光照在宝塔之上，耳边传

来“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铮铮誓

言，张英健眼眶一热……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延安大地上，一个个年轻的军人脚

踏黄土，头顶骄阳，目光里满是坚定。

一场教学活动经久不衰的魅力，在

这一刻彰显。一束穿越时空的光芒，照

亮这群年轻军人的心灵。

野外练兵，既拓展了
视野，也升级了思维

“明明是严格按照教科书要求，完

成了规定动作，为什么还是被导调组判

为不合格？”

一天的行军结束，模拟三连的学员

们却没有心思休息。他们围坐在一起，

复盘今日行军途中导调组临机下达的

实战课目。

在 今 年 的 综 合 实 践 教 学 活 动 中 ，

一些新增环节吸引了记者注意——除

了 利 用 现 地 红 色 资 源 完 成 思 政 教 育 ，

有近一半的内容是利用野外环境展开

训练。

行军途中，该连行进在一片宽阔坡

地，导调组的指令突至：“前方遇‘敌’袭

扰，立即疏散隐蔽！”学员们第一时间按

照战术动作标准展开行动……

“模拟三连半数‘阵亡’，成绩判定

为不合格。”临机考核结束，导调组宣布

考核结果。“不合格”3 个字刺痛了学员

们的神经，也让他们摸不着头脑。

无独有偶。几乎同一时间，模拟七

连也获得“不合格”的判定——

在各模拟连全部完成疏散隐蔽后，

导 调 组 又 下 达 了 救 治“ 伤 员 ”的 新 课

目。前出救治“伤员”的学员在规定时

间内完成了战场止血、包扎等操作，却

同样被导调组判定“不合格”。

军 事 教 员 黄 都 平 是 导 调 组 负 责

人。他告诉记者，在临机考核中，学员

们被判定失败的原因，都是只注重动作

的标准度，忽视了正在变化的“敌情”等

战场要素。

“对于学员们来说，野外练兵，既拓

展了视野，也升级了思维。”在军事训练

课目设计之初，教研组就十分重视对学

员实战意识的培塑。他们充分利用在

校外组织教学活动的机会，有效结合野

外地形进行课目设置。

“模拟三连注意，前方 50 米遭遇小

股‘敌人’。”就在经历考核失利打击的

第二天，学员们按照原定计划向某目标

行军时，再次遇到“敌情”。

这一次，学员们从容了许多。尖刀

班立即前出，占领有利地形，对“敌”进

行侦察警戒。其他人以班为单位，在排

长和班长的指挥下，从不同方位对“敌”

进行打击。

“部队恢复行军。”导调组下达最新

指令，意味着此次“敌情”处置成功。学

员们按捺住心中的喜悦，打起十二分精

神，向着目标继续前行。

“从操场到野外陌生地域，从单一

课目到成建制连贯任务、临机特情，我

们走出校园，距离战场更近了一步。”学

员张昊扬是模拟连连长。在此次综合

实践教学活动中，学员队按部队建制编

组 ，连 以 下 指 挥 员 全 部 由 学 员 骨 干 担

任。对于这些尚未到基层部队历练过

的学员来说，也是一次独特的体验和挑

战。

“这是一次从学员到战斗员的淬火

之旅。”在黄都平看来，学员们收获的不

只是贴近战场的体验，更是一次成长与

蜕变。

这场教学活动的收
获，将陪伴很多学员走好
今后的成长之路

“两代人的故事，在这里碰撞出火

花。”教学活动接近尾声，学员温凯达

在总结分享会上动情讲述了这样一个

故事。

一 天 傍 晚 ， 学 校 邀 请 一 位 老 兵 ，

为学员们授课。

这位老兵名叫呼荣碧，曾屡立战

功，退役后创建了“延川县红色教育

基地”，多年如一日坚持义务宣讲延安

精神。

“那时，我是尖刀班班长，所有任

务我们尖刀班都冲在最前面！”老兵的

宣 讲 ， 让 台 下 的 这 些 年 轻 人 感 动 不

已、震撼不已。

温凯达便是其中一员。在此次综

合实践教学活动中，他还有一个特别

的身份——尖刀班班长。

“ 在 延 安 ， 我 们 接 受 精 神 上 的 洗

礼，同时也完成着全方位的历练。”分

享会第二天，导调组下达了连续 3 天每

天徒步行军 30 公里的任务。温凯达带

领的尖刀班冲锋在最前面。

天上飘着雨，山里雾气弥漫。途

经一段狭窄地域，通路紧邻山崖，尖

刀班成员自发地挽起手臂，为大部队

搭建起一道安全屏障。

走 到 这 里 ， 队 伍 已 经 连 续 行 军

20 多 公 里 。 山 路 陡 峭 ， 湿 滑 难 行 ，

个 别 学 员 开 始 放 缓 脚 步 ， 士 气 渐 渐

低落。

这时，不知是谁先起了头，高声

唱起军歌——“向前！向前！向前！”

紧接着尖刀班的学员们高声齐唱，大

部 队 中 也 有 越 来 越 多 的 人 加 入 进 来 ，

声音撼动山林。

“无论是现地思政课，还是军事训

练课目，最终目的都是培养人、塑造

人。”该校领导介绍，校外综合实践教

学活动既是对校内教学的补充，更可

以影响学员未来成长发展。

学员队教导员王海龙向记者分享

了一个故事——

学员符号在学校训练时，不太积

极。这次综合实践教学活动期间，某

项临机考核课目中，一名战友的腿不

慎受伤，需要运送至临时搭建的野战

卫 生 所 进 行 处 理 治 疗 。 出 乎 大 家 意

料，符号第一个站了出来，主动请缨

参与伤员后送任务。

卫生所搭建在山坡上，上坡的土

路 陡 峭 难 行 ， 给 伤 员 运 送 带 来 极 大

困 难 。 正 在 一 行 人 犹 豫 着 是 否 绕 路

时 ， 符 号 主 动 俯 下 身 子 ， 让 战 友 们

踩 着 他 的 身 体 ， 借 力 向 上 攀 爬 一 处

陡坡。

伤员成功转运后，王海龙看着满

身泥泞、衣服上还留着几个脚印的符

号 ， 提 出 让 他 留 在 卫 生 所 调 整 休 息 ，

却被符号拒绝了。

“ 我 是 一 名 军 人 ， 我 做 好 了 克 服

一 切 困 难 的 准 备 。” 说 出 这 句 话 时 ，

符号已经同大家一起前往下一个任务

地。

“我是一名军人。”在几天的教学

活动中，这句话被很多学员频繁提起。

返 校 的 火 车 上 ， 学 员 卢 秋 实 在

“写给自己的一封信”中记录下令他难

忘的场景——

行军路过某个村庄时，村民一边

喊着“解放军”，一边跑上前来同他们

热情地打招呼。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

望着身着迷彩服的整齐队伍，抬起手

向他们敬了一个礼。

“从学员到一名合格的新时代革命

军人，我们必须不断提升自己、磨炼

自己。”这是卢秋实在信中写给自己的

寄语。

看着手握信纸的学员们，王海龙

心 中 感 慨 万 千 。“ 就 像 一 盏 路 灯 。”

王 海 龙 说 ， 这 场 教 学 活 动 的 收 获 ，

将 陪 伴 很 多 学 员 走 好 今 后 的 成 长 之

路。

空军工程大学学员赴陕西延安参加综合实践教学活动—

从 菁 菁 校 园 走 向 巍 巍 宝 塔
■徐腾跃 何格格 本报记者 朱柏妍

空军工程大学学员在宝塔山下聆听革命历史故事。 陆哲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