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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校 5年，毕业分配我最终选择了
三亚。怀揣梦想多年，如今逐梦海天，
当我再次回望“海福巷一号”这个熟悉
又陌生的地方时，眼睛渐渐模糊。5年
的军校时光，仿佛放电影般一帧一帧历
历在目。

母校的印记有许多，记忆最深刻的
应该是教学楼里的“半部电台”。当年
的红军前辈们就是从它开始，一步步建
立起自己的通信体系。而我，算是它的
后生—一名信息系统专业的“程序
员”。

入校时，我最先结识的“伙伴”
就是电台和天线—学习无线电台的
分类、频率、功能和操作，而最具挑
战的，其实是怎样用它“说话”。那
时候，我像初学英语时一样，把经常
使用的报务知识和交流暗语都记在本
上，一有时间就拿出来读，甚至连跟
战 友 的 微 信 交 流 都 改 变 了 画 风 ：
“01、 01， 我 是 02， 今 晚 吃 啥 ， 完
毕！”

记得天线架设的实操学习正值寒
冬，外面风很大，大家却依旧一丝不
苟按流程进行。下达课目、明确分
工，打钉、放线同时进行，争取尽快
把天线升起。雪后的训练场上留下了
我们一边搓手哈气、一边互相帮助的
难忘回忆。

从课内到课外，从理论到实践，我
的足迹踏遍了南京周边的山野，熟悉了
十几种通信装备的操作使用，后来又与
计算机和源代码结下了“不解之缘”。

转入专业学习后，我们去野外实
操实训的课程少了，在机房、实验室
独自琢磨摸索的时间多了起来，可日
子却没有变得轻松。抽象的理论、庞
杂的数据、严谨的逻辑……让我不觉
开始有些焦躁，黑眼圈一天比一天深。
“心态要放松些。”导师的耐心劝导

让我明白应该适当停一停。磨刀不误砍
柴工。后来，当在机房做实验感到疲倦
的时候，我就下楼走一走或跑几圈。校
园里栽满了梧桐树，阳光透过宽大的梧
桐叶洒在肩上，远处的训练场依然热
闹，我会径直走到思源亭，趴在栏杆上
看蓝天白云的倒影。

眼中有美，内心沉静。机器学习、
云计算、大数据……几年的磨练，使我
具备了较强的数据意识和统计思维，在
教员的帮助下，我不断找到解决问题的
步骤方法，也渐渐培养起面对困难时更
加冷静、乐观的心态。

那些平淡的日子里，时光就像海流
一样无声向前，转眼就要毕业了。我一
如往常走在“忠诚路”上，又一批战友
在大礼堂巨大的军徽下宣誓出征，奔向
毕业综合演练的“战场”。我的思绪也
跟着他们奔腾起来……

再过几天，我就要背上行囊，走上
工作岗位。漫步在高大的梧桐树下，我
的思绪就像电磁波一样发散开来—军
校这 5年，我读懂了一个地方，也经历
了一场蜕变。下一段长跑，我坚信我能
跑得更精彩。

烙刻青春印记的

“海福巷一号”

■■陆军工程大学学员 雷 彬

当满载毕业学员的大巴车缓缓启

动时，耳畔忽然传来啜泣声，那是依依

惜别时的无言感伤，也是对军校时光

的恋恋不舍，还是对同窗情谊的真情

流露。其情其景，令人感慨万千。虽

说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但从昔

日的朝夕相处到将来的天南地北，这

种滋味无法言表，只能各自默默装进

行囊。

作为学业和事业的“分水岭”，毕

业的日子总是那么特别，既有成长蜕

变的满满收获，也有愿望未酬的丝丝

遗憾。然而，不管成功还是挫折、兴

奋还是懊悔，都是军校青春的难忘回

忆。

想起当学员的那些第一次：第一

次紧急集合，看似温顺的被褥，怎么

也捆不出“豆腐块”的模样，只能抱

在怀里冲到训练场；第一次实弹射

击，羡慕别人的“百步穿杨”，却不知

自己的子弹为何总是徘徊在靶心之

外？第一次低姿匍匐，从未掉皮流血

的手肘竟然渗出了血丝；第一次野外

拉练，虽然已经汗流浃背、精疲力

尽，但看到战友们嗷嗷叫往前冲的身

影，也硬着头皮向前跑……

蓦然回首，阳光少年已然华丽转

身。其实，军校生活的全部意义，不只

是在象牙塔里吸吮知识的营养、苦练

打仗的本领，还有对人生价值的深切

思索。课堂上的谆谆教诲，受教时的

如沐春风，泥泞中的无畏冲锋，让忠于

使命、献身国防的人生观深植灵魂血

脉，由此懂得了“军人”二字的真正含

义。

聚似一团火，散作满天星。挥别

过去、梳理回忆、整理行囊，所有经历

都将成为终生受用的宝贵经验，引领

和激励我们朝着梦想的彼岸扬帆远

航。未来尽管未知，只要不惧风雨、不

畏挑战，必定能够采撷到天边那道最

亮丽的彩虹；未来已经到来，只要激情

常在、奋斗常在，必定能够书写最精彩

的青春诗行。

年轻是一种财富，年轻就有无限

可能。让我们带着从容自信、带着朝

气活力、带着使命担当再出发，在激情

如火的基层一线挥洒汗水，在硝烟弥

漫的未来战场建功立业，让青春释放

出别样光彩，让行囊里再次装满生动

而幸福的故事。

聚似一团火，散作满天星
■周燕虎

1018 公里，3小时 21 分。变化的
不只是速度。

惊叹高铁速度的同时，也感慨着
时光的飞逝，仿佛去年离校时的场景
还历历在目。前几天，我们从大江南
北返校参加论文答辩，汇报自己走出
校门一年来的任职收获。

出乎意料，当我走上答辩台时，
看着台下的专家教授，竟然没有丝毫
紧张。记得在学校时，每次上课回答
问题，心里都会“怦怦”跳上好一
阵。如今，面对教员们的提问，自己

竟如此从容。答辩到尾声，一位教员
问我：“在部队任职一年，你最大的
感触是什么？”我毫不犹豫地脱口而
出——“变化”。

去年离校，信心满满的我，本以
为自己经历了 5 年军校的加钢淬火，
又是分配回当兵时所在单位，开展工
作肯定得心应手。但现实却跟我开了
个大大的“玩笑”：部队的变化让我有
点猝不及防。

老部队经历了两次转隶，伴随臂
章变化的，是装备的更新。下连第一
天，走进通信机房，一排排崭新的设
备绿灯闪烁，看得我眼花缭乱，彻底
慌了神。我蓦然意识到，今后要在曾
经最熟悉的战位上，面对陌生的装
备、全新的要求。

从零开始，作为通信站站长，我
必须弄清所有装备。于是，我逢人就
请教学习，即使是刚下连的新兵也不
放过，加班到凌晨更是家常便饭。

不只是训练，在日常管理上，部
队现在的杂事琐事也变少了，大家关
注的都是自己的岗位与责任，想的是
怎样在新体制中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价
值。

答辩结束后，我和几个战友相约
聚在一起。说起现在的工作生活，每
个人都有讲不完的发现，又都透露着
蜕变的喜悦。

皇甫鹏飞，那个曾经在课堂上总
是一脸懵懂的战友，现在满脸自豪地
告诉我们，借助在学校期间参加定向
越野俱乐部的经验，他如今成了单位
的“专家”；王垚佩在学校时就是学
员营的兼职参谋，到部队后因为表现
出色，被选派到院校参加参谋业务集
训；去年差点因为训练伤无法通过毕
业联考的尹禹化，结合自己的康复经
验，总结出了一套科学的训练方法，
得到了官兵的好评，还被评为“优秀
军体教员”……

最令我惊讶的是“学霸”邹向
超，以前总是以“小鲜肉”自称的
他，如今脸被晒得黝黑，人也变得壮
实了，差点让我认不出。他指着被晒
爆皮的胳膊跟我说：“昨天我还在演训
场上带着战士们‘冲锋陷阵’呢！”那
气势，让我仿佛闻到了战场上炮火轰
鸣过后的硝烟味。

有人曾说：旅行最大的好处，
不在于看见多美的风景，而是走着
走着，遇见了更好的自己。“遇见更
好的自己”不是一句慰藉人的心灵
鸡汤，而是一句有营养的大实话。
就 像 曾 经 只 在 梦 中 出 现 的 高 铁 时
代，今天就能让我们从千里之外再
次相聚。

火车在加速，人也步履匆匆。时
代在变，而跨越时空一直不变的，是
实现梦想的动力。

听，那出发的铃声再次响起，我
们又将行驶在最美时代的轨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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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我们顺利通过军考，相

聚汉水之畔，如愿以偿地迈入了陆军

勤务学院大门。

时间如白驹过隙。如今，到了离

别的季节，即将从军校毕业的我们，

又一次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回首两年来，我们用汗水和心血

书写着青春之歌，有苦有乐，有酸有

甜，无不饱含着“第一只是合格，过

硬才是标准”的气概。

记得阅兵场上，我们信念坚定，

目光如炬，为了“优胜方队”我们全

力以赴；

记得运动会上，我们团结一心，

意志如钢，为了荣誉，我们奋发图强；

记得比武场上，我们争创佳绩，

迎难而上，为了梦想，我们乘风破浪；

记得给养课上，我们挥汗如雨，

用一把工兵锹挖出了军旅生涯中埋锅

造饭的第一个散烟灶；

记得50公里长途拉练中，我们跋

山涉水，互帮互助，不畏艰险，终于

把红旗插到终点，也为军校生涯画上

圆满句号……

未来的我们，可能在基层部队建

功立业，也可能在艰苦边远地区站岗

值勤……但不论身处何地，那身“橄

榄绿”将永不褪色，我们的青春永不

散场。

今天，我们道一声，再见了，母

校！我们一定会不负重托，奋勇前

行，勇敢担当。

今天，我们道一声，再见了，首

长！我们一定会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今天，我们道一声，再见了，教

员！我们一定会铭记您的教诲，在军

旅路上不断攀登。

今天，我们道一声，再见了，战

友！我们将用坚定的信念，铸就胜利

的勋章，让凯旋的捷报在祖国大地上

传扬。

战友们，即将走向部队任职的

你，请不要迷茫，更不要惊慌。那些

在教室汲取的专业知识，在训练场挥

洒的汗水，在军校学到的点点滴滴，

都将成为未来军旅路上最闪耀的篇

章。

再见，我的母校
■■陆军勤务学院学员 李 俊

作为一名军校工科学员，从入学
第一天起我就有一个梦想，那就是能
在大学期间“折腾”出点小产品、小
设计，不仅过把动手瘾，还能更好地
理解生涩抽象的书本知识。

大一时，结束了紧张充实的军
训，我有了属于自己的课余时间，便
和几名同学加入了学校的“兵器工程
实践俱乐部”，开启了参加全国航行器
设计与制作大赛的征程。

刚进俱乐部时，电视屏幕上一直
在滚动播放学长参赛和领奖的剪影，
我们几个毛头小子的内心一下子“澎
湃”起来：我们也要搞自己的水下机
器人，还要站上领奖台。

第一关就是理论关。刚开始，我
们几个大眼瞪小眼，完全找不到头
绪，所有的知识储备就只有在课本上
学到的皮毛。于是，大家决定分方向
恶补理论知识。我负责的是电路模
块，复杂的回路、纠缠的连线，着实
让人头大。时间紧急，我见缝插针，
将《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简明教程》和
《数字电子技术基础简明教程》两本厚

厚的电路书随身携带，以便随时翻
阅；刷朋友圈的时间都用来上网查资
料；每天熄灯后，图书室里总有我们
几个人的身影。就这样，一个个理论
难关逐渐被我们攻破。

攻下了理论关，团队开始着手外观
和内部电路的设计与制作，当时摆在我
们面前的有两套方案，一种是照搬已有
模板，适当进行优化设计，另一种是独
立自主设计整个航行器。

我一直记得马伟明院士带领团队
让潜艇电机设备从依赖进口到国产
化，让潜艇真正装上“中国芯”的故
事。没有犹豫，我毅然选择了第二
种，选择了独立的设计。
“既然选择远方，便只顾风雨兼

程。”接下来的日子里，身为组长的我
带领组员在控制和动力模块上猛下功
夫，将无人机的控制系统程序和汽车
的动力系统程序进行巧妙结合，“独家
定制”出水下机器人的程序组件。

离正式比赛时间越来越近了，在
最终的调试阶段，机器人的各种运行
问题却让我如鲠在喉。最大的问题出

现在比赛前一天晚上，机器人在水下
开始不由自主地“抽搐”。我和组员
们用了一个多小时把航行器完全拆
开，挨个排查零件问题。夏天的傍晚
燥热烦闷，加之空调也“罢工”，我
们 6个人满头大汗地围在眼花缭乱的
导线旁，谁也没说过放弃。

那一晚，我们一宿没睡，直到第
二天东方既白。当我们终于找到问题
电路、顺利排除故障后的那一刻，我
们几个人紧紧拥抱在一起。比赛中，
我们设计的机器人在水下大显神通，
“霸气”地将全国航行器设计与制作大
赛的最高奖收入囊中。

竞赛的成功激发了我的自信，在
大四进行毕业设计时，我没有“随大
流”选择仿真模拟类的软件设计，而
是自己联系导师做了一个可适用于某
型武器装备的测量电路板，在工具桌
上焊接出了自己的“小天地”。

毕业选岗时，我选择了海岛一线技
术岗位。我相信，在军校打下的扎实的
理论和实践基础，能助力自己在岗位上
走得更稳健，走得更长更远……

难忘那台“水下机器人”
■海军工程大学学员 陈泽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