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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传真

晨雾还未散尽，一辆列车缓缓开

出长沙火车站。

踏上列车的那一刻起，国防科技

大学学员钟宇轩的内心已不再平静。

2 月底，钟宇轩和该校“高地薪火”硕

博宣讲团的其他成员从湖南长沙出

发，前往驻地在辽宁抚顺的“雷锋班”。

从雷锋的故乡，到雷锋精神的“原

点”，这支特殊的小分队跨越半个中

国。

“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

车。”站在雷锋雕像前，钟宇轩对此有

着更深感触。他仔细擦拭“老班长”的

雕像，光荣地向“老班长”报告他的“火

车故事”——

“没问题！我马上返回！”一个月

前，春节返乡的列车上，钟宇轩接到一

通紧急电话：长沙 1 名患者病情严重，

急需“熊猫血”抢救，但血库告急。这

通电话，是医院工作人员询问他是否

愿意输血。

电话里，一位病人千里之外的生命

等待，让钟宇轩仿佛听到了一种精神跨

越半个多世纪的时代回响。虽然再有

几站就要到家，但他没有丝毫犹豫，直接

踏上最近一班返回长沙的列车。春运

的人流中，他就这样一路站回了长沙。

“按最高标准抽，按救命的需要

抽。我是军人，我能顶得住。”来到医

院后，面对医护人员的征求意见，钟宇

轩说。由于输血及时，患者最终被顺

利推出手术室。

“老班长，抚顺有你的足迹，也是

我的故乡。”同样向雷锋报告的，还有

从小在抚顺长大的学员张艺小。

成为国防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学

员 前 ，张 艺 小 曾 是 一 名 基 层 军 医 。

2022 年休假回家途中，一名旅客在机

场突然昏迷。听着机场寻找医生的广

播，她一路跑到昏迷旅客所在登机口。

“我是军医！”张艺小第一时间对

这名旅客的情况做出判断，而后立即

跪地清理旅客口腔异物，进行心肺复

苏，并在机场工作人员的协助下，将患

者送上救护车。

“救人最重要。”张艺小说，那个时

候选择挺身而出并非“头脑一热”，而

是作为一名军人的使命必然，“雷锋精

神是具体的，不能光在讲台上讲，更要

传承在实际行动里。”

“雷锋班”的文件柜里，一封封书

信在时光的沉淀中已然泛黄，承载着

无数人对雷锋精神的敬仰与追随。指

尖掠过柜子玻璃，学员张云慧心中满

是感慨。在她眼中，她所在学员大队

组织的“绿树助学”活动就是对雷锋精

神的生动注脚。

“ 绿 树 助 学 ”学 雷 锋 活 动 源 于

2016 年。这些年来，学员大队研究生

学员与边远山区的学生结成对子，解

心结、捐物资，一对一帮扶、手拉手成

长。在他们的资助下，17 名学子考入

重点高中，还有一部分走进了军营。

这几年，他们在此基础上，还创新设计

了“国防科技体验营”，邀请孩子们走

进学校，带他们近距离感受科技的魅

力与创新的力量。

从南到北，再从北到南。归途的

列车上，望着窗外不断变换的风景，张

云慧突然有这样一种感觉——无论是

几十年前在车站帮大嫂买票的雷锋，

还是今天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一幕幕故

事，那些看似微小的坚持，最终都汇成

了时代的正能量。

车窗外的原野上，早播的秧苗已

泛起新绿。学员们不约而同望向北

方，那里有座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他们的“追光之旅”仍在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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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哥 姐 姐 ， 感 谢 你 们 一 直 以 来

的 关 心 和 资 助 ， 这 次 期 末 考 试 我 又

进 步 了 ， 学 校 还 给 我 发 了 奖 状 ！” 前

不 久 ， 信 息 工 程 大 学 “ 爱 心 · 远

航 ” 助 学 团 队 成 员 刚 走 进 资 助 的 中

学 生 罗 婷 家 中 ， 她 便 小 跑 着 出 来 报

喜。

看 着 奖 状 ，“ 爱 心 · 远 航 ” 助 学

团 队 成 员 露 出 开 心 的 笑 容 。 2012

年 ， 罗 婷 出 生 在 贵 州 一 个 偏 远 山

村 ， 一 家 人 主 要 靠 种 地 维 持 生 计 。

在她 6 岁时，父亲因车祸导致下肢瘫

痪 ， 母 亲 也 因 此 离 家 出 走 ， 家 里 只

能 依 靠 低 保 和 政 府 救 济 维 持 生 活 ，

她曾一度想要辍学。

2023 年 2 月 ， 当 走 访 学 员 了 解 到

罗婷家庭的困难后，立即向学校申报

将其列为资助对象，并每月定期给罗

婷汇去助学金，帮助她重新拾起学习

的希望。如今，罗婷的生活环境得到

改善，学习成绩稳步提升，性格也开

朗不少。

“爱心·远航”助学团队捐资助学

的 故 事 ， 还 要 从 20 年 前 说 起 。 2005

年，该校某学员大队贵州籍学员刘光

镇在一场募捐活动中，看到一些山区

学 生 午 饭 只 能 啃 馒 头 、 吃 咸 菜 的 场

景，他十分心疼。

“ 必 须 为 孩 子 们 做 点 什 么 ！” 于

是，刘光镇将自己积攒的津贴全部捐

给了他的母校——贵州天柱二中。在

他的感召下，学员大队党委组织成立

“爱心·远航”助学团队，开始筹集善

款，资助贫困学生。自此，“爱心·远

航”助学团队正式启航。

在“爱心·远航”助学团队工作

室内，有许多学员到资助对象家中走

访慰问的留影，其中有一张照片格外

引 人 注 目 。 照 片 里 的 主 人 公 叫 罗 朝

明，是“爱心·远航”助学团队的一

名资助对象。2011 年，他以优异的成

绩考入信息工程大学，加入“爱心·

远航”助学团队，由一名被资助者变

成 了 助 学 活 动 的 践 行 者 。 在 校 期 间 ，

罗朝明积极参加“爱心·远航”走访

活动，帮助多名和他情况类似的学生

完成学业。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爱心

助 学 精 神 不 仅 在 该 学 员 大 队 传 承 下

来 ， 还 随 着 学 员 的 毕 业 带 到 了 祖 国

的 座 座 军 营 。 2016 级 学 员 连 城 ， 毕

业 至 今 依 旧 定 期 向 “ 爱 心 · 远 航 ”

账 户 捐 款 ； 2018 级 学 员 李 丹 丹 ， 积

极 参 加 单 位 组 织 的 慰 问 困 难 家 庭 活

动 ； 2020 级 学 员 陈 奇 ， 每 年 都 参 与

帮助孤寡老人……

“ 一 代 代 ‘ 远 航 人 ’ 始 终 秉 持 着

‘ 忠 诚 、 为 民 、 奉 献 ’ 的 理 念 。” 该

学 员 大 队 领 导 介 绍 ， 近 年 来 ， 该 团

队已帮助 170 余名学生重返课堂，下

一 步 将 继 续 探 索 “ 云 端 助 学 ” 等 新

模 式 ， 让 鱼 水 情 深 在 新 时 代 绽 放 更

加绚丽的光彩。

“ 爱 心 点 燃 希 望 ， 梦 想 扬 帆 远

航 。”“ 爱 心 · 远 航 ” 助 学 团 队 负 责

人 王 尚 说 ， 他 们 会 将 这 份 爱 心 传 递

下 去 ， 用 持 续 不 断 的 微 光 帮 助 更 多

有需要的人。

用爱心点燃希望
■王 瑜 陈 有

新 学 期 伊 始 ，陆 军 炮 兵 防 空 兵 学 院 士 官 学 校“ 喜

良 队 ”的 学 员 们 一 边 准 备 新 课 程 ，一 边 准 备 一 项 特 别

的 任 务 ——“ 雷 锋 精 神 伴 我 成 长 ”主 题 课 前 演 讲 选 题

汇报。

“寒假 ，我去了一趟湖南雷锋纪念馆 ，准备分享在

那里的见闻”“我曾是‘雷锋式战士’王杰生前所在部队

的一兵，想讲讲老单位的事”“辽宁是雷锋精神的发祥

地，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就是我的演讲素材”……汇报以

班为单位组织，不限内容 、形式，学员们结合自身情况

选定课前演讲的题目。

翻看学员们的演讲稿汇编，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就

是一次次对雷锋精神的生动践行。多年来，“喜良队”

用雷锋精神引导学员成长成才，激励一批批学子建功

军营，在战位上奏响新时代雷锋精神的奋斗强音。

鲜 视 线

我们的学员队

“自从当上校外辅导
员，我就接过了雷锋的
枪”

“1960 年 10 月的一天，雷锋走进抚

顺市建设街小学，成为一名校外辅导员，

那时我就站在欢迎队伍的排头”“他常在

田间地头为我们讲知识，亲手制作节约

箱、储物箱和针线包送给学校”……

沈阳市喜良小学教室里，陆军炮兵

防空兵学院士官学校学员薛文坐在最

后一排，听得入神。雷锋生前辅导过的

学生孙桂琴虽已年逾七旬，但讲起当年

的亲身经历，依然绘声绘色、真切感人。

课后，薛文参加了小学“国防教育

进校园、雷锋精神代代传”主题升旗仪

式。仪式上，他将自己购买的图书和文

具送给学校，小学生代表为他佩戴红领

巾，并颁发了校外辅导员聘书。红领巾

在绿军装的衬托下，显得更加鲜艳。

“担任这所小学的校外辅导员，是

我们‘喜良队’多年的传统。”薛文说，42

年前，黄喜良在学员队学习时立志向雷

锋学习，主动担任驻地榆树屯小学的校

外辅导员，经常利用星期天给孩子们补

课，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喜良哥哥”。

那年毕业前夕，黄喜良主动申请赴

前线代职参战，在战斗中献出年仅 23 岁

的生命。在遗书中，他这样写道：“我在

榆树屯小学担任校外辅导员时，和学生

们结下了友谊，我毕业时没送给他们什

么东西，请从我的工资里拿出 100 元，给

每人买一个笔记本，写上‘好好学习，祝

你实现自己的理想’。”牺牲后，黄喜良

被原总参谋部授予“雷锋式学员”荣誉

称号，他曾辅导过的这所小学为了纪念

他，更名为喜良小学，一直沿用至今。

“我是汶川地震的亲历者。”说到自

己，薛文的语气中带着一丝感慨，“第一

次来到学员队荣誉室，了解到老学长黄

喜 良 的 事 迹 ，我 就 想 将 来 也 要 像 他 一

样。”入学后不久，薛文主动申请担任队

史解说员，还成为同批学员中首个校外

辅导员。

“ 地 震 中 ，解 放 军 救 了 我 ；考 上 军

校，雷锋精神感召我。党和人民军队就

是我信赖的靠山，我为我的选择自豪并

骄傲。”在校外辅导中，薛文用自身经历

讲述对家国情怀的理解、对使命职责的

认识，许多学生听后表示：“长大后我也

要参军报国。”

同时，队里经常组织以“学雷锋”为

主题的演讲比赛、读书分享、文艺创演

等活动，还与雷锋生前所在连队建成共

建共育单位，选派优秀学员到“雷锋班”

参观见学。学员刘延源带领文艺骨干

自编自导自演的节目《喜良传人》，再现

了学员队一个个雷锋精神践行者的感

人故事……

“自从当上校外辅导员，我就接过

了雷锋的枪”。前不久，新一批校外辅

导员再次来到学生们身边，与他们一起

练军体拳、教唱军旅歌曲、畅谈从军故

事……新时代的学员正沿着雷锋的足

迹笃定前行，把光和热传递下去。

“雷锋精神为提升学
员创新能力提供了精神
滋养”

夜深了，学员宿舍楼走廊尽头的房

间亮起灯。

推开房门，“‘钉子’工作室”几个大

字首先映入眼帘。一台智能机械车在

房间中央的实验桌上“咔哒咔哒”转动，

几名学员围在电脑屏幕前讨论程序代

码的修改问题。

“这是去年第十届全国青年科普创

新实验暨作品大赛二等奖的证书，刷新

了学校参赛以来最好成绩。”学员张凯

指着自己的名字，嘴角不自觉地漾起一

丝笑意。

“雷锋在日记中写道：‘钉子有两个

好处：一个是挤劲，一个是钻劲。’学员

队一直把雷锋刻苦钻研的钉子精神作

为培塑我们科研创新的动力源泉。‘钉

子’工作室便是我们成才的孵化基地。”

张凯越说越兴奋，“‘钉子’工作室见证

了我们的成长。”

“面对比赛中其他院校本科生、研

究生参赛的压力，我们军士学员能取得

名次，给了我们很大信心。”一旁的学员

钟强插话。

张凯带领的科创小组由 5 名学员组

成，3个多月的备赛经历让他们成长许多。

“这次的参赛作品是基于数据手套

控制的履带式搬运机器人。”被问及设

计初衷，张凯一边回忆一边说，“一次假

前教育中，队长为我们布置了社会实践

作业。恰巧，我们县组织关爱残疾儿童

的公益活动。参与过程中，我发现部分

腿部有缺陷的孩子因行动不便，默默地

待在角落。联想到影视作品中的机甲

战士，我就想能不能设计一款手控机器

人替孩子们‘走’？”

坚定了信念，纵然有再多艰难也不

怕。在专业教员指导下，张凯带领小组

成 员 很 快 搭 建 起 基 础 模 型 和 配 套 程

序。随着程序越来越复杂，学员们一度

陷入困境。

“5 个手指只能实现 5 种指令，使得

接收端机械臂应用场景太少。”为了提

高备赛效率，小组前期根据自身特长进

行过分工，这个棘手的问题交给了负责

硬件搭建的张凯和袁勋。

为了尽快解决难题，他俩一有空不

是扎到图书馆收集资料，就是到办公室

虚心向教员请教。凭着这股劲头，在手

套中嵌入陀螺仪的点子诞生了。经过

反复实践，5 种指令翻倍成 10 种，场景

应用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从学校比赛到学院比赛，再从省

级赛场到全国赛场，难点堵点一个接一

个 。”为了优化算法 ，他们不惜推倒重

来，反复试验改进，调试代码上千次……

小小的工作室，处处留有他们为梦想拼

搏的印记。

杨锡凯是该队 2022 届毕业学员，也

是学员队首批科技创新小组成员。去

年，他得知战友魏子涵入学后也将分到

“喜良队”，便与他分享了自己在“钉子”

工作室的经历。

前不久，魏子涵加入新一届科创小

组。在张凯等骨干的帮带下，魏子涵充

分发挥自身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优势，首

次参加上级“开拓杯”创新作品比赛，即

获得一等奖。

“科技创新是生成和提高战斗力的

‘加速器’，雷锋精神为提升学员创新能

力提供了精神滋养。二者相融促进，学

员对成才的渴望更炽热了。”该校领导

说。

“今年寒假的社会实践报告里又有

哪些值得应用的好创意、好建议？”最

近，宿舍楼门厅的成果展区时常人头攒

动，那是学员们在讨论新的创新点。

“锚定战位，做一颗
闪光的‘螺丝钉’”

翻看“喜良队”为每名学员拟制的

《个人成长规划书》，“转型”“转变”“换

岗”等字眼是常见词。

“ 在 我 们 队 ，士 兵 考 学 、部 队 培 养

新专业骨干送学的学员有很多。面对

新 装 备 、新 岗 位 对 能 力 素 质 提 出 的 新

要 求 ，雷 锋‘ 干 一 行 、爱 一 行 ’的 螺 丝

钉 精 神 ，为 我 们 破 解 这 一 难 题 提 供 了

‘ 金 钥 匙 ’。”该 队 教 导 员 深 有 感 触 地

说。

学员牛宪雨就是其中一个。入伍

第二年，他参加士兵考学被调剂到这所

学校。“一开始，我发现有的专业课内容

不熟悉，知识理解很费劲儿，便打起退

堂鼓。”回想起刚入校时的情况，牛宪雨

红了脸。

转折，发生在学员队组织的一场交

流活动后。

11 月 的 沈 阳 ，气 温 已 接 近 冰 点 。

踏 入 多 媒 体 教 室 ，扑 面 而 来 的 是 热 烈

的 氛 围 。“ 喜 良 队 ”邀 请 到 3 位 来 校 参

加短期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的高级军

士 ，与学员们分享“兵王 ”成长的心路

历 程 ，激 起 台 下 阵 阵 掌 声 。 当 见 到 与

自 己 同 连 队 的 老 班 长 张 永 康 时 ，牛 宪

雨又惊又喜。

“小牛，你现在学的装备技术正是

我 们 连 最 急 需 的 ，你 要 好 好 珍 惜 学 习

机会 。”活动结束后 ，张班长与牛宪雨

聊 到 很 晚 ，老 班 长 的 话 在 他 脑 海 里 反

复萦绕。

年底，牛宪雨再次拿到《个人成长

规划书》，在新的“目标”一栏里写下：

干 一 行 就 要 爱 一 行 ，明 年 综 合 成 绩 达

优。

经过一年的不懈努力，去年，牛宪

雨年度综合成绩排名第一，并荣立三等

功。在年终总结中他写道：“战位也许

会变，但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精神永不

变。”引起许多学员共鸣。

如果说“干一行、爱一行”是点燃敬

业热情的火种，“专一行、精一行”则是

磨砺胜战刀锋的砥石。

海拔 4900 米的演训场，狂风撕扯着

伪装网。该队 2020 届毕业学员罗元稳

带领所在班组，在高寒缺氧条件下连续

构筑和伪装炮阵地，突出的表现受到部

队领导称赞。

“想要专业技术精，必须到急难险

重任务中摔打磨炼。”立功表彰大会上，

罗元稳说。

在 校 期 间 ，罗 元 稳 始 终 向 雷 锋 看

齐，事事干在前、冲在前，要求自己“专

业 精 到 能 教 别 人 ，身 先 士 卒 带 动 别

人”。毕业后，罗元稳把自己当做一颗

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在每个岗位、每项

任务中诠释敬业与乐业。

在去年的毕业晚会上，罗元稳通过

视频连线，以熟悉的课前演讲方式向所

有学员发出毕业赠言，号召他们“锚定

战位，做一颗闪光的‘螺丝钉’”，点燃了

在场学员的奋斗激情。

榜样的力量催生一茬茬学子成长

蜕 变 。 走 进“ 喜 良 队 ”荣 誉 室 ，罗 元

稳 、马 瑞 、王 子 昊 等 优 秀 毕 业 学 员 的

照 片 墙 格 外 醒 目 。 这 面 墙 ，既 承 载 着

拼 搏 的 实 践 ，同 时 也 激 励 在 校 学 员 肩

负 使 命 ，奋 力 续 写 新 时 代 的 雷 锋 故

事。

“ 雷 锋 精 神 伴 我 成 长 ”
■张博浩 王 珏

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士官学校“喜良队”学员擦拭雷锋雕像。 张博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