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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传真

中 国 军 校

4500，4412。

2024 年底，陆军工程大学指挥控

制工程学院组织了一场年度总结报告

会。会上，两个数字显示在电子大屏

上，格外引人注目。

4500 米，西藏日喀则市定结县的

平均海拔，这是学员们到过最高的地

方；4412 公里，从江苏南京到新疆阿

勒泰某边防团的距离，这是学员们去

过最远的地方。

这两项数据，都与一个学员团体

有关——

那年，该院组织学员开展寒假社

会实践活动，几名籍贯是新疆、西藏的

学员自发前往边防部队探访，收集了

许多鲜活的戍边素材，记录了许多珍

贵的感人瞬间。返校后，他们把这些

从边关带回来的故事，以图文并茂的

形式讲述分享，很快在学员间引起热

议。该院党委顺势而为，组织成立一

个以学员为主体、以戍边精神为主题

的宣讲团队，取名为“红色薪火”强军

故事宣讲团。

什么是边防？是宿营时几顶简易

的帐篷、一口架在石头上的大锅、70

多摄氏度就会沸腾的雪水；是站岗时

伫立风雪之中、嘴唇布满血痂的战士；

也是巡逻时，官兵脚底板下不断滚落

的碎石……

学员张乂心记得，从宣讲团成立

开始，她和同学们反复利用课余时间

进行素材整理、补充采访、课件打磨，

开展的多场汇报宣讲，成为校内的“爆

款”思政课。接着，在该院党委的大力

支持下，学员们走出校门，把边防故

事、家国情怀传递给更多受众。

校外宣讲第一站，他们来到南京

市后标营小学。张乂心站上讲台时，

面对台下一双双好奇的眼睛，她深吸

一口气，把自己在边防的见闻一一讲

述。讲述过程中，她几次哽咽，本以为

会影响宣讲效果，一抬头，发现师生们

也都红了眼眶。结束后，四年级学生

戴羽辰走上讲台，给了她一个长长的

拥抱。小女孩凑到张乂心耳畔说：“姐

姐，长大后，我也要和你一样穿上军

装，保家卫国！”

更让张乂心没想到的是，不久后，

后标营小学又专门联系学院，替孩子

们表达了一个心愿：他们想给边防的

解放军叔叔们写信！

于是，宣讲团成员主动请缨作为

“信使”，等到放假后，将一封封饱含深

情的信件送抵雪山戈壁上的边防哨

所。远方来信，让边防官兵感动不已，

大家纷纷写下回信，鼓励孩子们好好

学习，争当对祖国有用的人。

信件跨越万水千山，把边防官兵

与祖国的下一代紧密联系在一起。该

院领导说，学员们就像一个个火苗，传

递着边防军人的信仰之光，点燃了年

轻一代的远大理想。

自成立以来，“红色薪火”强军故

事宣讲团的足迹不断延伸，他们进学

校、走基层、访老兵，先后在新疆、西

藏、北京、湖南等地开展宣讲百余次，

受众 4 万余人。他们被聘为南京市秦

淮区中小学思政宣讲团、北京市门头

沟区思政宣讲团，团旗被中国人民革

命军事博物馆收藏……

2024 年 5 月，第一批宣讲团成员

杨雅祺、刘适林临近毕业，他们第一时

间向党组织递交了戍边申请书。

如今，讲边防故事的人，也将成为

故事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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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责任的一课——

“ 这 身 军 装 既 是 荣
光，也是担当”

“大学几年，我收获了什么？还能

做些什么？”升入大三后，学员孙帅齐常

常问自己。

两年前，大队发起“星火”爱心助学

行动，孙帅齐和同学们走近了野寨中学

的学生们。

一次座谈会上，孙帅齐所在学员队

教导员张宇总结了前期的爱心助学工

作后，抛出一个问题：“我们还能为野寨

中学的学生们带去什么？”

学员们窃窃私语。张宇启发大家

看看穿在身上的军装、扛在肩头的“一

道杠”，这应该是野寨中学许多学子内

心深切的渴望。

“ 这 身 军 装 既 是 荣 光 ，也 是 担 当 。

点燃‘星火’就意味着播撒强军的火种，

凝聚青春的力量。”一时间，大家心中都

有了想法。孙帅齐主动请缨，牵头统筹

下一步的助学活动。

静谧的午后，该学员队平日颇具战

味的“战研小屋”里多了几分温情。战

略研究小组骨干于熙月召集了几名战

友，为学生们制作军事装备模型。

时间慢慢流过，一组组零件在大家

灵巧的手中渐渐有了雏形。

歼 -20，中 国 自 主 研 制 的 第 五 代

战 斗 机 ，具 备 高 隐 身 性 、高 态 势 感 知 、

高 机 动 性 等 特 点 ；山 东 舰 ，中 国 自 主

设计建造的第一艘国产航母……小组

成 员 们 悉 心 附 上 相 关 科 普 知 识 ，并 介

绍 了 战 机 升 天 、“ 嫦 娥 ”探 月 背 后 的

“ 科 大 故 事 ”。 全 部 完 成 后 ，他 们 为 这

组 模 型 取 了 一 个 名 字 ——“ 科 技 强

军，青春筑梦”。

另一边，某学员队教导员高鹏带领

学员专门定制了学院特色文创产品；学

员张宇涵与战友搜集整理了一批国防

教育素材；学员陈彦威和程德浩讨论设

计了一组“国防精英”积分贴纸……“这

是 大 家 的 一 份 心 意 ，希 望 他 们 好 好 学

习，将来为国防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陈彦威说。

“感谢学长们对我们的关心照顾，我们

一定努力学习，不辜负你们的期望……”一

天教育课上，教导员张宇为学员们播放了

野寨中学老师给大家传来的一段视频。

视频中，一张张笑脸明媚灿烂。学生们举

起收到的模型、文创和书信，向学员们表

达感谢。

“为有志投身军营的学弟学妹们传

递知识、传递梦想，这是一份沉甸甸的

责任。”孙帅齐说。

内心同样升腾着责任感的，还有学

员陈咨颖。

2024 年春天，学员大队赴野寨中学

开展“携笔从戎、矢志强军”主题宣讲活

动。陈咨颖和战友作为优秀学员代表，

来到野寨中学宣讲。教室里，同学们热

切的目光一直追随着她和她身上的那

身军装。

当陈咨颖拿出金灿灿的“四有”优

秀学员奖章时，大家的钦佩之情溢于言

表。“他们的眼睛特别亮，让我感受到了

军装的分量。”陈咨颖说。接下来的宣

讲中，陈咨颖满怀激情地分享了自己参

军入伍的经历，鼓励大家携笔从戎、投

身强军事业。

临行前，同学们把陈咨颖等几名学

员团团围住，争着要与他们合影，还有

不少人挥动手中的笔记本，请他们为自

己签名。

“我知道，同学们‘追捧’的不是我

个人。我要做的，是把从军的种子种在

他们心中。”陈咨颖接过笔记本，思考了

一下，郑重写下两句赠言：“厚德博学，

强军兴国”“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

爱武装”。

关于梦想的一课——

“心里有光，足以照
亮前行的方向”

“爱心助学的稿件终于完成了。”作

为大队学员记者，顺利敲下文章的结尾

后，杨涛榕满意地合上了电脑。其实，

这篇看似寻常的报道，“磨”了她很久。

“ 仅 仅 罗 列 了 事 件 ，没 有 真 情 实

感 。 只 有 深 入 野 寨 中 学 ，心 灵 才 能 受

到 触 动 。”多 次 修 改 后 ，指 导 老 师 依 然

这 样 评 价 。 杨 涛 榕 申 请 参 加 大 队 组

织 的 爱 心 助 学 活 动 ，赴 野 寨 中 学 实 地

采访。

从高速路出口拐个弯，沿潜水河蜿

蜒前行，古南岳天柱山巍峨耸立，绵延

的群山脚下坐落着野寨中学。

野寨中学筑梦广场上，30 余所军校

和“国防七子”高校的简介，矗立在最耀

眼的位置，主楼大屏滚动播放着国防教

育新闻，书声琅琅……

置身此情此景，杨涛榕的内心荡起

波澜。

国防教育主题展现场，师生们谈起

在部队建功立业的优秀校友如数家珍；

看到穿着军装的一行人走来，路过的学

生立刻停下脚步，敬上不太标准的“军

礼”……行走在校园里，一路感动，透过

学生们坚定而炽热的目光，杨涛榕读懂

了“家国梦”。

“我们是要为国家、为民族作贡献

的 。 每 当 遇 到 困 难 和 挫 折 ，想 起 在 母

校 时 心 里 种 下 的 从 军 报 国 种 子 ，都 会

再 次 充 满 力 量 。”在 国 防 科 技 大 学 担

任 学 员 记 者 、毕 业 于 野 寨 中 学 的 叶 大

山说。

训练服打湿了一套又一套，实验室

里挑灯夜战到凌晨，学习之余奔波在采

访现场……面对新的挑战，叶大山从不

气馁，与一同考入科大的同学们并肩逐

梦。

“ 心 里 有 光 ，足 以 照 亮 前 行 的 方

向 …… ”深 厚 的 家 国 情 怀 为 野 寨 中 学

学 子 注 入 了 强 大 的 精 神 力 量 ，他 们 逐

梦 军 营 的 热 忱 ，也 深 深 感 染 着 参 与 共

建 的 学 员 们 。

前不久，该学员大队组织了一场与

野寨中学学生们的视频连线。视频接

通瞬间，大家首先互相望到的，是对方

脸上真诚的笑容。

令学员张樱豪印象最深刻的，是一

名刚上高二的男生每天坚持体能锻炼，

仔细记录下成绩，询问自己是否达到了

“军体标准”。

听到肯定的答案，男生开心极了。

他接着追问报考军校的视力条件、军校

生活的日常作息以及未来学习需要打

好哪方面的基础等。

这场视频连线的“余波”很长。大

家没想到，自己平凡的日常，正是学弟

学妹们眼中向往的生活；无论是书信往

来、“云端”会面，还是两地互访，野寨中

学学生们最关心的是自己该怎么努力、

有没有达标……

看到他们，学员蒋佳为想到了曾经

的自己。中学埋头苦读，只为圆心底的

“迷彩梦”。作为全班唯一一个考上军

校的学生，他难忘当初坚定的选择和初

次迈入科大校园的兴奋激动。

当时光流逝，曾经向往的一切，都

变 得 平 常 。“ 不 知 不 觉 中 渐 渐 失 掉 了

某 些 纯 粹 的 东 西 ，或 许 那 就 是 最 初 的

梦 想 。”蒋 佳 为 说 ，“ 与 野 寨 中 学 的 同

学 们 对 视 时 ，他 们 的 眼 睛 里 写 满 了 向

往 ，我 又 有 什 么 理 由 不 去 找 回 当 初 的

炙热。”

关于拼搏的一课——

“在这里，对青春的
注解是奋斗”

“由衷为你们的进步感到欣喜。不

久前，我也高标准完成了专项任务，被

学 校 评 为 训 练 标 兵 …… 预 祝 新 年 快

乐！”临近元旦，军士学员迟传龙与战友

为野寨中学学生们写下的书信从学院

发出。

大队档案室里，存放着许多野寨中

学学生军训结束后给学员们寄来的书

信。担心书信往来影响学生们备战高

考，某学员队队干部焦雷总是细心地把

大家写的信积攒在一起，等到节假日分

批寄送过去。

2024 年夏天，经过层层选拔，迟传

龙与 16 名军政素质过硬的战友同赴野

寨中学担任军训教官。

学生吴优是让迟传龙印象深刻的

“兵”。初次见面，吴优飒爽的短发、雷

厉风行的作风颇有女兵气质，让迟传龙

有些惊讶。了解后才知道，吴优出身军

人世家。

有一次跑操，吴优不小心被绊倒。

迟传龙刚想上去扶，吴优迅速爬起来拍

拍 衣 服 ，追 上 了 前 面 的 队 伍 。 晚 自 习

时，迟传龙来到教室，看到吴优的下巴

上 贴 了 创 可 贴 ，手 肘 、膝 盖 上 也 有 淤

青。吴优笑笑说：“没事儿！”

从驻港部队考入国防科大，迟传龙

素质过硬，精通狙击步枪、拆弹、战术基

础等军事技能。他认为自己带好这群

“新兵”肯定没问题。

没想到，这样的想法渐渐被改变。

学生们训练认真刻苦，一天下来，往往

满身尘土也没人叫苦叫累。“自己必须

处处做到最好，才有执教的底气。”迟传

龙说。

最美好的相遇，是彼此照亮。

军训期间，学员教官王月发每天自

费为家境困难的学生购买鸡蛋、牛奶。

在他心里，这些学生是勃发的嫩芽，需

要更多守护。

接触多了以后，王月发看到他们身

上更加优秀的品质。生活的磨砺，激起

他们顽强的斗志。每天清晨，总有人提

前来到操场，在等待操课开始的几分钟

里，掏出本子背记公式和单词；深夜晚

自习结束后，还有很多学生迟迟不肯离

开教室，在灯光下刻苦学习。

坚定的志向、乐观的态度、拼搏的

精神……学生们昂扬的斗志，照亮了王

月发：“在这里，对青春的注解是奋斗。”

那段时间，带队干部卞子玄发现带

训骨干们的变化很大：作风上更严更实

了，内务上精雕细琢，训练场上互相较

劲……示范军体拳时，大家出拳虎虎生

风，打出了气势。

军训接近尾声，往日热闹的班级，

一下子变得沉默起来。临别时，学生们

一 路 追 下 楼 去 ，把 篮 球 场 围 得 满 满 当

当。迟传龙与战友们排成一列，敬了一

个标准的军礼，学生们随即簇拥在一起

纷纷落泪。

“大家一定好好学习，我们也一定

加 倍 努 力 ，盼 望 有 一 天 我 们 在 军 校 相

见！”军车缓缓离去，留下一个动人的约

定。

又是一个清晨，上课铃声响起。野

寨中学，学生们背着书包匆匆冲向“典

学楼”；国防科大，学员们步履铿锵、呼

号响亮地走在“养成路”上。

每当此时，迟传龙的脑海中总是不

自觉地浮现出那一张张灿烂的笑脸。

“强军梦想”“拼搏奋斗”，这些常常

出现在思政课上的词语，因为这场相遇

变得清晰而具体。这堂特殊的思政课，

让青春的轨迹交汇，延伸向更加美好的

未来。

一 堂 共 同 的 思 政 课
■王宗怡 仲翔宇 胡 健

踏 上 井 冈 山 ，我 们 再 一 次 与 历 史

相 遇 。 那 条 崎 岖 的 挑 粮 小 道 ，曾 是 革

命 先 辈 们 步 履 铿 锵 、肩 挑 信 仰 的 路 。

那天，我们“重走挑粮小道”，清晨的阳

光洒在大地上，微风吹过，旗帜在空中

飘扬。

山路崎岖不平，每一步都仿佛踩在

历史的辙印上。当年，先辈们挑着数十

斤的粮食，穿越这片崇山峻岭，背负着

革命的重托，历经艰难险阻，毅然向前。

随着我们逐渐深入山林，山路变得

愈 加 陡 峭 ，背 包 变 得 越 来 越 沉 重 。 然

而，正是这份沉重，让我感受到革命先

辈的伟大。当我们艰难地行走时，仿佛

能听见那段历史的回声，仿佛能看到当

年 红 军 将 士 们 一 步 一 个 脚 印 ，披 荆 斩

棘、勇往直前。

走到半山腰时，有人已显疲态，步

伐迟缓，身边的战友纷纷将他们的水壶

接过，轻声鼓励他们调整呼吸、稳住步

伐。目睹这一切，我更加明白，与坚韧

不拔的意志同样重要的，还有彼此间的

支持与鼓励。

前 进 的 路 途 ，从 来 都 不 是 一 帆 风

顺。随着山路越来越崎岖，我的双腿也

禁不住有些打颤，但脑海中随即就浮现

当年红军挑粮的情景，他们在艰难的环

境中坚持，跨越层层封锁，艰难地将粮

食挑上井冈山——革命先辈们就这样

一直挑着重担、负重前行，直至迎来了

新中国的曙光。

此 时 ，教 员 们 站 在 队 伍 前 方 ，带

领 大 家 高 唱 军 歌 。 铿 锵 有 力 的 歌 声

飘 扬 山 间 ，回 荡 在 耳 畔 ，仿 佛 为 我 们

注 入 了 新 的 力 量 。 在 歌 声 中 ，我 们 的

步 伐 不 再 沉 重 ，身 体 的 疲 惫 似 乎 渐 渐

消 失 ，心 中 的 力 量 再 一 次 被 点 燃 。 这

不 仅 仅 是 一 次 身 体 的 跋 涉 ，更 是 一 次

心 灵 的 洗 礼 。 我 们 的 脚 步 ，迈 向 的 是

信仰的征途。

登 上 山 顶 时 ，我 们 的 衣 服 早 已 被

汗 水 湿 透 ，但 每 个 人 脸 上 都 洋 溢 着 胜

利的微笑。回望来时的路，虽然艰难，

却 充 满 意 义 ，我 更 加 深 刻 地 理 解 了 什

么 是 坚 持 的 价 值 、什 么 是 团 结 的 力

量 。 在 艰 苦 环 境 中 磨 砺 出 来 的 精 神 ，

不 仅 体 现 在 轰 轰 烈 烈 的 战 场 上 ，也 同

样 在 这 条 平 凡 的 山 路 上 ，默 默 影 响 着

我们。

虽然没有亲身经历当年那段艰苦

的岁月，但这次徒步行走让我明白，真

正的坚持，往往就在日常的点滴之中。

正如当年先辈们的脚步一样，平凡中的

坚持，是最为珍贵的力量。

平 凡 中 的 坚 持 最 珍 贵
■陆军步兵学院学员 夏玮邑

“参与帮扶共建，我们得到的比付出的更多，这是一次与初心有关的青

春对话，一堂特殊的思政课。”2024 年最后一天，国防科技大学电子对抗学

院某学员大队组织“星火”爱心助学行动年度总结大会。回眸一年来与安

徽省潜山野寨中学师生相处的点点滴滴，学员孙帅齐由衷感慨道。

该院与野寨中学均地处江淮，同在大别山革命沃土的滋养下，两校一

直保持着联系。近年来，在习主席回信的激励下，9 名野寨中学学子陆续

考入国防科技大学。

两年前，国防科技大学为前置选拔培养人才，在野寨中学设立了“国防

科技育英班”。同年，为进一步弘扬革命精神、厚植报国情怀、强化责任担

当，该院某学员大队发起“星火”爱心助学行动，与野寨中学开展共建共育。

两年来，一封封书信往来，一场场视频连线，一次次并肩而行，串联起

青春报国的“迷彩梦”，构建起思政教育的“大课堂”。

旭日初升，朝晖穿透薄雾洒进教室。抬头看了看书桌上由国防科技大学

学长们精心制作的“军考日历”，野寨中学学生石冉攥紧了手中的笔。

百余公里之外的训练场上，该院学员们正一次次跃过壕沟、翻越矮墙，

为冲刺年度体能达标考核刻苦训练。

入冬后的江淮日渐天寒，同处一座“大课堂”的两地学子内心火热而

温暖。

学员心语

我们的学员队

右图：国防科技大

学学员为赴野寨中学宣

讲做准备。

下图：国防科技大

学学员与野寨中学学生

在一起。

程德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