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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风来不如追风去，我们想看的梦想和远方，让我
们自己去追逐。”刚刚收到全军军事建模竞赛二等奖荣
誉证书，学员郑润豪就被同学们推到俱乐部的讲台上，
请他发表获奖感言。

海军勤务学院后勤科技先锋俱乐部成立于一年前，
成员全部由后勤专业学员组成。一年后，这个年轻俱乐
部创造的成绩令人惊喜：在第十三届全国海洋航行器设
计与制作大赛斩获全国一等奖、二等奖，代表学院参加

“深蓝引擎”国际海军学员领导力淬锋营活动……
强劲的“爆发力”，来自同样强劲的“吸引力”。

“在这里，任何天马行空的想法都可以提出，都可
能实现。”学员黄杉说，学院专门为爱好科研创新的学
员提供了这一平台，只要你有兴趣、有想法，都可以报
名参加。

伴着暮春的暖风，让我们走进这个活力满满的俱乐
部，聆听他们追光逐梦、勇敢前行的青春故事。

校园俱乐部 模拟训练室内，一座仿真机场沙

盘图置于中央。战机、跑道和塔台等

关键要素整齐地摆放在上面。

空军工程大学空管领航学院飞行

管制模拟训练结课考核即将开始。跨

越两个学期的模拟训练课程“长跑”

后，学员王泽润和战友自信满满。对

于这次考核，他们做足了准备，迫不及

待完成最后一“战”。

“同学们，课堂就是一线，考核就

是检验你们打仗的本领。只有把课堂

所学和所练发挥到极致，才能在战场

指挥时多一种可能，多一分胜算。”教

员在考核前强调。

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息，考核

题目刚一亮相，各位学员便和自己的

搭档展开了激烈讨论。

经过抽签，学员王泽润和王子傲

被安排在第一组上场。“考核第一枪一

定要打好！”两人默契地交换了一个眼

神。他们在考核前已经多次训练过类

似题目，很顺利地完成了预案。

“报告教员，第一组准备完毕。”王

泽润和王子傲一同前往模拟席位。

模拟席位由两人组成，一名学员

担任指挥员，另一人模拟机长，分别配

备了通讯设备和不同功能的屏幕。最

上方的弧形屏幕，动态显示着机场内

五边即将降落的飞机和跑道上缓缓滑

行的飞机，飞行训练计划则以图表的

形式呈现在下方屏幕中。

一开始，指挥过程如行云流水般

顺畅。王泽润坐在管制员席位上，声

音沉稳有力，指令清晰简洁。他与王

子傲默契配合，不管是航线飞行还是

起飞降落，各个环节衔接得十分顺畅。

突然，教员抬手示意：“特情！第二

架飞机由于机械故障，要提前降落。”

现场气氛骤然凝固，这是对管制

员的一个考验。王泽润经过短暂思考

后拿起话筒：“第一架飞机一边延长一

分半，第二架飞机……”王子傲立即会

意，在电脑上完成了指令输入。

“继续。”看到两人冷静的应对，教

员微微点头，眼底闪过一丝赞许。

回想当初接触模拟训练时，学员

们刚刚结束理论课程的学习，对于真

正上手指挥还没有概念。王泽润下指

令时总是习惯性拖长音，指挥用语磕

磕巴巴，与搭档的默契几乎为零，更别

说处置特情了。当时的他，简直与现

在判若两人。

这 其 实 是 很 多 学 员 的 缩 影 。 一

次，王泽润和搭档因飞机降落方式的

分歧吵得面红耳赤。事后他很是后

悔，主动向搭档承认错误：“在飞机进

入起落航线时，我应该观察机场上空

情况，不应继续盯着雷达屏幕。”搭档

拍拍他的肩，两人把话说开后，决心加

强合作、培养默契。

之后，一有时间王泽润就约上搭

档到模拟训练室进行练习，相互了解

和熟悉各自的行为习惯。渐渐地，他

们的指挥默契慢慢建立，操作设备的

配合也愈发熟练。

伴随课程的深入，教员也逐渐开

始设定特情锻炼学员们的灵活应对能

力，例如：航空器单发失火、遇到雷暴

天气等。每次任务完成后，教员会集

合学员讨论每个人遇到的问题，引导

他们举一反三，寻找不同的应对策略

和最佳指挥方法。

在一次次模拟训练中提升自己，

学员们的本领越练越强。

考核现场，第一组出场的王泽润

和王子傲出色完成任务。走下模拟席

位，他们互相比了个大拇指，为彼此的

进步感到由衷高兴。

一次成功考核的背后，是千百次的

练习和辛勤的汗水。模拟训练课程结

束了，学员们对指挥能力、一线航情有

了更切身的感受，走向战位的底气更足

了，建功基层的信心也更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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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张黑白照片，

正是当年日军高额悬赏杨靖宇将军的

告示。为什么日军会害怕？因为杨将

军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极大地打击了

敌人……”

大屏幕上，陆军军事交通学院镇江

校区学员仇实的母亲陈阿姨，化身“时空

引路人”，带领即将毕业的大四学员“走

进”东北烈士纪念馆。光影交错间，她一

边讲解，一边和屏幕另一端的学员们进

行交流。

这场“云端思政课”，是该校区某学

员队为紧贴学员价值观念培塑和成长成

才需要，探索“家庭+学员队”共育模式

的创新实践。他们充分挖掘学员家乡的

红色资源，邀请家长和队干部同上一堂

课，通过“云课堂”方式引导学员感悟先

辈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随着场景切换，当镜头聚焦到赵一

曼烈士写给幼子的信件时，学员余振东

举起了手：“阿姨，您能给我们讲讲这封

信背后的故事吗？”

“赵一曼烈士在狱中遭受了长达数

月的严刑拷打，虽被敌人折磨得奄奄一

息 ，仍 然 坚 贞 不 屈 。 日 军 获 取 情 报 无

果，决定对她处以死刑。临刑前夕，赵

一曼写下了这封绝笔信。”陈阿姨湿了

眼眶。

信上，赵一曼烈士的遗言不仅是留

给她年幼的儿子，也穿过历史的烟云，

留给了后来者——“母亲不用千言万语

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

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

为国而牺牲的。”赵一曼的丈夫陈达邦

后来回忆道：“她的党性非常强，对党不

讲价钱……主张‘宁肯自己困难，也要

服从分配’。”

陈阿姨娓娓道来，质朴的语言感动

了在场所有人。学员杨肖潇站起身说：

“我之前以自己的旧伤为借口消极训练，

看到英雄前辈为心中信仰不畏牺牲的英

勇事迹，感到十分羞愧。以后我一定刻

苦训练，请大家监督。”

学员刘伟航也跟大家分享了自己的

感受。之前，他对申请去边防一线工作

有过犹豫，这堂“云端思政课”令他坚定

了内心的选择。“正因为有千千万万的青

年怀揣理想、前赴后继，我们国家才能变

得越来越强大，人民生活才会越来越幸

福。我也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在基层

的热土贡献自己的力量！”他说。

“我们一定要响应习主席的号召，到

艰苦边远地区去、到练兵备战一线部队

去、到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

业。唯有如此，才能不辜负英烈的牺牲、

组织的培养和家人的期望。”课堂最后，

教导员总结道。

毕业在即，该学员队大四学员已全

员递交戍边志愿书。他们即将奔赴一

线，用青春和热血守护祖国的边疆海岛，

就像学员郑晨熙在志愿书中写的那样：

“当我们重走英雄先辈走过的路，漫天风

雪中传来的不仅是历史的回声，更是新

时代军校学员的铮铮誓言。”

“云端思政课”连线家乡
■戚克松

每种声音都能被听
到，每个梦想都可能被实
现

“这里为我们搭建了更大的舞台。”

海军勤务学院学员崔德诚满脸笑容，向

第一次走进该俱乐部的记者分享起他的

感受。

一年前，学院决定组建后勤科技先

锋俱乐部，由学院教务处管理和筹划活

动。招新告示刚一公布，便吸引了许多

学员的目光。

招新宣讲会现场，一块电子显示屏

上写着几个大字——“梦想孵化器”。

“什么是‘梦想孵化器’？”崔德诚盯

着屏幕自言自语。

“只要你有科研创新的梦想，我们就

会想办法帮你实现！”教务处领导孙雷霆

介绍，该俱乐部实行“双选制”，学员与俱

乐部经过彼此了解，双方都满意后“合

作”便成立。

“也许可以试一试。”崔德诚心动了。

孙雷霆接着说：“这里有丰富的学习

资源，可以邀请教员一对一交流，连线优

秀毕业学员，还可以去企业和工厂参观，

了解当前最先进的技术……”

这番话彻底点燃了崔德诚心中的火

苗。他是油料专业的学员，对如何提高

油料保障效率有自己独到的思考。可眼

看还有一年多就要毕业了，他的一番“设

想 ”还 在 原 地 打 转 。“ 这 个 机 会 不 容 错

过！”崔德诚迅速下定决心，要来一张申

请表认真地填写起来。

与此同时，孙雷霆拿出一个笔记本，

让报名的学员续写：如果我加入了俱乐

部，我希望……

“我希望能多结识勤务保障领域内的

名师”“我希望设计一款环保防腐蚀材料”

“我希望拥有自己的创新试验场”……不

少学员当场写下了自己的心声。

一周后，俱乐部进行招新面试。令

崔德诚没想到的是，他报名时的心声被

听到了——俱乐部为他提高油料保障效

率的“设想”专门打造了一套培养计划：

指定带教教员，提供现有保障方式的设

计思路，安排参观见学，通过岗位实习到

舰艇部队收集情况……

学员们写在笔记本上的心声大都得

到了回应。俱乐部里，建起院内外专业

导师库，试验场初具规模，硬件平台得到

全面升级……

经 过 面 试 ，崔 德 诚 如 愿 加 入 俱 乐

部。第一次专业交流，他就被邀请到某

油料补给仿真实验室，在参观中启发设

计思路。

“后勤科技先锋俱乐部建立之初，就

是想做好服务者，依托军内外资源力量，

为学员搭建更大的科研平台和展示舞

台，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孙雷霆说。

学员闫立行也加入了该俱乐部。最

近，他和队友在准备第五届军校装备保

障材料创新大赛时，甫一开始就遇到了

“瓶颈”。

“如何才能满足高山海岛部队在战

时后勤供应中断情况下对饮水的需求？”

闫立行团队经过多次尝试，都没有找到

更好的思路。一筹莫展之时，闫立行接

到一通电话。原来，俱乐部主动帮他们

联系了“场外专家”——正在研究一种空

气取水技术的某系教员杨星。

“大气中水含量很高，通常情况下它

们以气态形式存在。”杨星开始进行引

导。他从保温袋中拿出一瓶结了冰的

水，不一会儿，瓶子外壁上渐渐蒙上一层

水珠。

“只要温度降低，就能将大气中的气

态水变为液态水！”闫立行豁然开朗。

有了杨星的启发，闫立行和队友很

快 设 计 出 了 参 赛 作 品 ，并 成 功 通 过 初

赛 。 这 几 天 ，队 员 们 正 在 积 极 备 战 复

赛。学员陈凯进一步优化作品细节，陈

超群着手完善论文，闫立行负责申报专

利材料。

当声音被听到，需求被重视，梦想就

离实现越来越近。

比舞台更大的是眼
界，看得越多，思维越开
阔

闭门造车，不如开门问道，俱乐部学

员吴金涛对此深有体会。

半年前，吴金涛在课堂上听到教员

讲授无人潜航器相关知识，内心十分感

兴趣。课后，他头脑中冒出了一个大胆

的想法——设计一款新型无人潜航器。

然而，课堂上的理论知识相对简单，

仅凭书本里的内容很难把构想付诸实

践，这令吴金涛陷入沉思。

巧合的是，驻地附近恰好有一家做无

人潜航器的地方企业，这个企业曾设计制

造出多款前沿产品。得知吴金涛面临的问

题后，孙雷霆通过学院进行沟通，为俱乐部

的学员们安排了一堂参观见学课。

几天后，在教员的带领下，俱乐部

学员来到该企业。刚走进展厅，大家的

目光便被巨型水池中的新型无人潜航

器吸引。

“这款无人潜航器智能程度有多高”

“它搭载了哪些新技术”“如何提高水下

信号传输质量”……学员们围着讲解员

问个不停，讲解员耐心地为他们一一解

释。

“原来无人潜航器还能这样设计。”

吴金涛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此时，他的

脑海里渐渐搭起一个作品的轮廓。

返回学院后，学员们在教员的指导

下阅读文献、交流想法、形成方案。3 个

月后，吴金涛和俱乐部成员共同设计的

新型无人潜航器惊艳亮相。

“比舞台更大的是眼界，看得越多，我

们的思维越开阔。”吴金涛说，后勤科技先

锋俱乐部让他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

俱乐部学员黄杉也有同样的感触。

他和团队成员设计的作品，获得了海军

首届能源动力杯比赛一等奖。谈及此

事，黄杉特别感谢教员帮助他们“开拓了

思维、打开了思路”。

之前，在一份调研报告中，黄杉发现

了某部基层官兵的用电问题：“有些单位

供电模式单一，如果赶上用电高峰，电力

就可能不稳定，有限的发电机只能优先

保障核心工作。”

如何保障官兵在任何时候都能使用

安全稳定的电力系统？黄杉以此为题进

行研究。然而一周过去了，他却没有丝

毫进展。

一旁的指导教员周煜韬将这一切都

看在眼里。当黄杉向他请教时，他并没

有直接给出答案，而是带黄杉参观了驻

地某高校的新能源电网系统实验室。

看到实验室里的清洁能源交织在一

起，源源不断进行供能，黄杉深受启发。

他一边琢磨数据一边设想：“如果引入一

个新的电网系统，整合更多的能源线，并

在此基础上搭建大模型，也许就可以优

化用电分配不均的问题……”

听到黄杉的想法，周煜韬欣慰地点

点头。

这之后，周煜涛带领黄杉按照先理

论、再仿真、后实践的顺序，进行知识扩

充。充实的案例、新颖的思路，大大开拓

了黄杉的思维。没过多久，他就设计出

了参赛作品。

尽管已在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但

黄杉并不满足。能源动力系统迭代快，

他决定紧跟前沿，将自己的作品升级到

2.0 版本。正巧，学院邀请一位教授前来

授课，主题是人工智能发展对全球各行

各业的影响。

一边听课，黄杉一边思考：“能否将

能源供应与人工智能挂钩？”课后，黄杉

主动与教授探讨。

“人工智能可以为各行各业发展装

上‘加速器’，只是实施路径需要认真分

析……”教授为他讲解道。

受此启发，黄杉开始琢磨如何把新

电网系统与人工智能结合。人工智能进

行态势感知、电力系统分析计算、自动识

别控制多能互补系统……一个个创意的

火花在黄杉脑海中闪现。

“思维破圈了，创新的脚步才能迈向

更 广 的 领 域 ，我 们 才 能 取 得 更 多 的 收

获。”黄杉兴奋地告诉记者，“升级版的作

品已在搭建中！”

青春是一场追梦的
奔袭，每一次努力都会闪
闪发光

学员郑润豪的父亲是一名科研人

员。受父亲言传身教的影响，他从小便

立志科研报国。去年加入后勤科技先锋

俱乐部后，郑润豪才意识到科研远比他

的想象更加艰辛。

深夜，计算机房内传来鼓点般密集

的键盘敲击声。郑润豪盯着屏幕上的一

行行代码，指尖在键盘上不停地跳跃。

“参数误差超过阈值！”第 8 次调试

失败的红字刺入眼帘。

郑润豪与其他学员组队参加全军军

事建模竞赛，眼看就到截止时间了，一个

参数怎么都算不对，导致模型方案迟迟

建不起来。

郑润豪重重靠向椅背，父亲的身影

在他的脑海中逐渐清晰。小时候，父亲

常常在深夜进行实验计算，可结果往往

不尽如人意。尽管如此，他却从没放弃。

想 到 这 里 ，郑 润 豪 感 受 到 一 股 力

量。“最后一秒，事情都可能迎来翻转。”

他从椅子上弹起为队友打气，“我们再试

一次！”

凌晨 3点 17分，白板上潦草的公式覆

盖了半面墙。郑润豪突然抓起激光笔，光

束定格在一行代码上：“传统蚁群算法只

考虑路径最短，但实战中运输载具的燃油

消耗、敌情威胁……”他的声音陡然升高，

“引入大模型的动态评估模块！”

一时间，5 双手同时伸向键盘开始

敲击，仿佛突击队冲入火力盲区。

当第 9 次仿真测试的绿光亮起时，

墙上的钟表指向 05:44。“我们成功了！”

郑润豪和队友们激动地抱在一起。

这次全力以赴的拼搏，让他们获得

了全军军事建模竞赛二等奖，俱乐部荣

誉墙上又添新的证书。

摩挲着证书烫金的封皮，郑润豪想

起了父亲——两代人的追梦足迹悄然重

叠。“每一次挑战就像在一条漆黑的路上

奔跑，如果因为看不到希望而驻足不前，

那我们将永远无法冲破黑暗。只有努力

奔跑，才能通向光明的未来。”他说。

在后勤科技先锋俱乐部，学员王艺

霖乘着梦想的小船乘风破浪。

“第一次见到大海，是小学时父母带

我乘坐观光船游览。波光粼粼的海面，

让我心驰神往。那时我就想，可不可以

设计一艘属于自己的小船，在海面上荡

漾。”那次旅游归来，王艺霖便喜欢收集

航船模型，梦想成为一名船舶设计师。

走进海军院校，加入学员俱乐部，王

艺霖感觉他的青春与梦想撞了个满怀。

不久前，王艺霖与队友报名参加全

国海洋航行器设计与制作大赛。他们的

参赛项目是航模竞速类比赛：相同电池

动力下，谁设计的航模速度更快，谁的成

绩就更高。

为了提高航模速度，他们将船体的

棱角进行打磨，减小阻力。然而，极致追

求外形的圆润纤薄，导致船体在实验中

出现了渗水漏水情况。看着船舱中积水

越来越多，王艺霖有些着急，他心想：“教

员以前强调过，简单的加固、粘贴、密封

会影响航模前进方向，致使它在水中碰

壁，而碰壁就意味着出局。”

距离比赛只有不到两周的时间，王

艺霖和队友决定从头再来。

他们抓紧一切时间重新设计和制

作。裁切船体，调整螺旋桨入水角度，平

衡船体重心……一个又一个深夜，他们

对问题一点点进行修正，不放过任何一

个细节。

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这艘搭载

着他们梦想的小船突出重围，在比赛中

拿到了全国二等奖。

比赛结束，王艺霖轻轻擦拭着倾注

了很多时间和心血的小船，说道：“努力

没有终点，我们要继续向着梦想的远方

驶去。”

青春是一场追梦的奔袭，每一次努

力都会闪闪发光。依托后勤科技先锋俱

乐部这个平台，一群青年乘风破浪、携手

成长，在追梦的路上再一次出发……

科研梦想在这里孵化
■张天烨 李文浩 本报特约记者 李 芮

鲜 视 线

青春纪念册

海军勤务学院学员正在进行油料装备的学习与实操。 王艺霖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