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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校生活永远是军旅生涯中无法
磨灭的回忆。那些曾经帮助我、引导我
的教员们更让我永远难忘。回顾我的
军旅人生路，教员们的言传身教，教给
我的不仅是知识，更为我树立了干事创
业、履职尽责的榜样。

1997年，我考取了原石家庄陆军指
挥学院在职研究生，有幸遇到了恩师赵
守林教授。导师性格温和、平易近人，
但在治学上非常严谨，容不得半点差

错。他曾告诫我：“要把学习当成自己
的本分，带着危机感，不断地去思考研
究最先进、最前沿的知识。”

撰写毕业论文的过程让我感触最
深。论文中期审查前，我原计划要与导
师见面，因为工作冲突迟迟不能成行。
为了照顾我，导师专门跑到我执行任务
的地方，在指挥帐篷里耐心细致地帮我
把论文重新捋了一遍。第二天一早，导

师又乘飞机返回学院上课去了。
那份论文原稿我至今保留着，导师

在上面用红笔细心地帮我标注问题、提
出建议，罗列出许多参考书目和需要关
注的理论要点，甚至连标点、语法都帮
我一一改正。

如今，每当我翻看那份导师亲笔改
动的原稿，心头都会涌出一股力量。导
师温热的笔，仿佛一直在校正我的人生。

2015年，我们部队开始整建制换装
数字化装备，人才队伍建设成为部队最
急迫紧要的任务。当时，已经退休的导
师得知情况后，连续 3年坚持来我们部
队搞培训，带着基层干部研究课题。

为了搞好教学，他密密麻麻地写了
3 大本笔记，用红蓝笔做了详细批注。
有一天，我陪他散步时，他指着营区
“建数字化劲旅”的标语说：“这个口号

好，我发挥余热，你好好工作，咱们不
仅要当劲旅，更要当世界一流的精兵
劲旅。”

望着导师日渐佝偻的背影，我陷
入了沉思：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把事业
看得重一些，把名利看得轻一些；把奉
献看得重一些，把回报看得轻一些；把
吃苦看得重一些，把享乐看得轻一些，
真正在淡泊名利无私奉献中实现人生
价值。

后来的工作中，我经常会想起导师
那天和我说的话，每次都有新的体会，
尤其是心中有懈怠的时候，想起导师的
鞭策就不敢有片刻怠惰了。

借着今年教师节这个时机，我向导师
郑重承诺：始终不忘教诲、不辱使命，努力
成为实现强军目标路上的实践者、奔跑者。

导师温热的笔，仍在校正我的人生

又是一年教师节，看着学员们为我
送来的鲜花，我想起了我的老师国防科
技大学教授刘戟锋。刘教授已经去世
了。今天，我要把这束鲜花送给他。

记得刘教授为我们开设的第一门
课是《军事原著选读》，他的授课方式至
今让我记忆犹新。以《孙子兵法》为例，
除了上课讨论，教授还有三个要求：一
是全文背诵；二是找出 10处修改意见，
且必须有理有据有论证；三是写一篇课
程报告。

挑经典著作的刺？这样的学习方
式我以前想都不敢想。刚听到任务时
我心中直打鼓：为经典著作提出 10处修
改意见我可找得出来、说得上来？正是
通过这种教学模式，教授培养了我独立
思考的精神。

每一次上课，刘教授都与我们一起
讨论各人找出来的问题。课程结束时，
我对比分析《孙子兵法》与《战争论》，完
成了《体系式结构与结构式体系》的课

程论文，文章被刘教授推荐参加湖南省
挑战杯竞赛，荣获三等奖。虽然这只是
一个非常小的进步，但这首次尝试对于
从工科跨到文科学习的我来说是一个
莫大的鼓励。很快，我平生第一篇论文
发表在《读书》上。

我常想，如果没有刘教授上课时犀
利的目光以及目光背后的循循善诱、引
导有方，哪有我今天这些成果？

在后来的学习中，我时时提醒自

己，学会独立思考。当我也成为一名
教师之后，教学中我特别重视引导学
生独立思考。记得有学员曾经在课堂
上对我当场提出质疑：“人文社科很多
观点可以商榷，理工科教材中很多
都是公理、定理，还能怀疑吗？”我当
即提醒他：怀疑，并不意味着完全推翻
公理、定理，还包括思考解题路径的多
样性，探索如何简化证明过程、如何优
化计算方法。再者，即便是教科书上

的经典结论，也并不一定完全不可更
改，很多重大理论创新都是对经典结
论突破的结果。

经过 5 年的教学锻炼，我申请开
设了《哲学思维与创新》专题研讨课，
课程的首个专题就是思维创新。再经
过 5 年的建设与打磨，这门自主开设
的课程在学校研究型教学比赛中荣获
第一名。

比自己取得成就更让我欣喜的
是，学员们反馈听课后有所收获。学
员陈翔在毕业后专门致电告诉我他的
进步，当年在课堂上进行的思维训练，
让他在科研攻关中受益匪浅。

创新，才能更好地传承。刘教授当
年引导培养我们的独立思考精神，在我
这里得到了传承，并将通过我的学员继
续传承下去。

教授犀利的目光，教会了我独立思考

又到九月，看到自己带的兵收到军
校录取通知书，我不禁想起了自己在武
警警官学院的学习时光，想起了学院战
术教研室教员戚建峰，想起了他“一门
心思谋打仗”的军人本色。

2014 年 9 月，我被保送入学，开始
了军校生活。按照教学计划，第一学期
的战术课是必修课目。

作为一名基层带兵班长、特战队

员，我曾多次参与重大任务。一线战斗
经历让我认识到，要想克敌制胜，需要
具备过硬的战术素养。可到底要如何
培养战术素养，自己的认知仍然有限。

那天，我第一次见到戚建峰教
员。戚教员理着平头，说话声如洪
钟，一副不怒自威的样子。第一堂
课，他就带我们到训练场，围着沙盘

讲解战术基础理论，四节课下来他几
乎一口气没歇。那堂课的内容我忘
了，可始终记得他说的一句话：“假如
你今天在训练场偷懒，明天你在战场
上就只能偷生。”

教学中，他坚持举一反三、活学活
用。授课中，他不时会援引一些战例、
数据分析问题。示范动作时，他总是

针对一个动作临机出题、随机应变，帮
助我们了解每个动作的奥妙。

记得有一次，学院组织结业拉练，
戚教员提前数天就参与路线勘测、导演
文书拟定，在演练中他率导演组让我们
学员吃尽苦头。才下演练场，戚教员又
在复盘演习中不客气地挑出了我们机
动行进、战术运用等 10多个毛病。

戚教员似乎永远不知疲倦又满怀
激情。在他的办公桌案头，堆满了军事
前沿理论书籍，看到妙处他会大声念出
来，有时候他还会结合一些经典战例，
给我们出想定作业，组织大家模拟红蓝
对抗。每隔一段时间，他还会申请到基
层挂职搞调研……在他看来，军人不思
战、教员不研战就是最大的失职，而他
的这一思想认识，几乎贯穿了他治学研
训的全过程，更深深地影响了我。

从军校毕业后，我被选入总队“蓝
军”分队，战术素养要求非常高。戚教
员所传授的战术理论知识，给我的帮助
极大。

我庆幸遇到了戚教员，他冲锋的身
影，激励着我不断向前。

教员冲锋的身影，激励着我不断向前

又是一年教师节，校园空气中弥漫
着感谢师恩的情愫。
“倒计时点击播放……”在航天工

程大学里，几名工作人员正在热火朝天
地制定着一项远程视频送祝福计划。
“老师您辛苦啦！教师节快乐！”
北京航天城里，几位航天工程大学

的教员刚走到办公楼，大屏幕的祝福视
频突然开播。熟悉的脸庞、温馨的祝
福、优美的音乐，汇聚成教师节礼物，教
员们个个笑得合不拢嘴。

近段时间，航天工程大学有十多位
教员在北京航天城和广州某研究所执
行任务。恰逢第 34个教师节来临，大学
党委决定把教师节的祝福送给在外执
行任务的每一位教员。

祝福不仅从大学扩散到各个任务
现场，还从大漠戈壁、高原海岛汇集到
大学。几十年来，航天工程大学一代又
一代的教育工作者培养了大批优秀人
才，为国家和军队输送了 10万余名毕业
学员。

8月下旬，我国成功发射两颗北斗
三号卫星。正在准备新学期教学任务
的教授孙华燕戴着眼镜美滋滋地翻看
信息：“孙老师好，中心发射任务圆满成

功。感谢老师多年教导，借这份喜庆提
前祝您节日快乐。”

孙华燕最近还收到不少发自戈壁
滩、发测场站的书信。在这个信息时
代，一封书信代表的不只是问候和祝
福，更是尊重和情意。
“送走一拨又一拨学生，见证了他

们的成长，也成就了自己的成长。”谈及
执教生涯的收获，孙华燕说：“自己的
付出能得到学生们的真心认可，是我最
大的收获。”

临近教师节，大学组织的教师节系
列文化活动让教员们感受到了更多的
获得感、幸福感。

教师节先进事迹报告会现场，大学

评选表彰的“十佳优秀教员”胸戴大红
花，从校领导手中接过证书。学员曹栋
栋作为研究生代表上台发言。

今年 8月初，在第四届中国研究生
未来飞行器创新大赛中，曹栋栋等 3名
研究生学员在教员常浩的指导下，参赛
作品“光驭一号”获得大赛一等奖。
“常教员给了我们太多的帮助和鼓

励。”为此，教师节前，曹栋栋和队员们专
门制作了“光驭一号”模型送给常教员。

常浩一脸惊喜地接过礼物，自豪地
说：“谢谢你们。作为一名教员，真心希
望每一位学生都能成长成才，你们取得
的成绩就是给我的最珍贵礼物。”

教学楼里，十几名学员在“快闪”行

动群里反复沟通着行动细节。他们要
在教师节来临之际给教员们来一个主
题“快闪”行动。

下课铃响后，楼道里开始人头攒动，
几名教员收拾好书本准备离开。突然，
广播里响起《似水流年》的优美旋律。
“外貌早改变，情怀未变……”只见

4名学员唱着歌曲，手持鲜花，缓步走向
几位教员。现场的学员也被这温馨氛
围影响，开始随之哼唱。

送一束鲜花，送一个拥抱，为教员戴
上节日快乐的胸章……这个“快闪”行动
把教员们的眼睛“闪”出了泪花。教员王
琳静感动地说：“学员们非常可爱，就连
祝福都送得充满创意和青春气息。”

今年，是航天工程大学建校 40 周
年。教师节前夕，大批从学校走出的毕
业学员又回到母校看望恩师。1997 年
毕业的高级工程师李红艳 20多年扎根
在航天一线，为中国航天事业做出了巨
大贡献。回忆起在校时的点点滴滴，她
深情地对学弟学妹们说：难忘师恩，是
教员们的言传身教，传授我知识，更塑
造了我的品格。
“哪里还有比为国家培养出人才更

珍贵的礼物呢？”教师节座谈会上，教
授洪延姬的话引起了大家共鸣。她说，
时代的光荣属于教师，因为我们孕育一
个国家的未来；历史的使命赋予教师，
等待我们承载一个民族的梦想。

第34个教师节来临之际，航天工程大学举行系列活动——

学员成长是教员最珍贵的礼物
■谭 安 本报记者 韩阜业

第34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中央

军委政治工作部、训练管理部，对全

军院校37名优秀教师和3名优秀教

育工作者通报表彰。

捧读这份表彰名单，笔者发现

为战育人、为战抓教，是本次全军优

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表彰奖励

最鲜明的特点。

在 37名受到表彰的军队院校

教员中，四分之三以上从事作战训

练、联合勤务和作战装备保障等专

业课程教学，在培养打仗人才、培育

打仗专业、研究打仗问题等方面成

绩显著。国防大学教授高明峰，从

教33年来，多次带领教学团队参加

全军性联合作战演习；中国科学院

院士、陆军军医大学教授卞修武，长

期坚守本科教学一线，培养了大批

基层卫勤骨干人才；火箭军工程大

学巾帼教授王雪梅，主讲5种型号

导弹武器的20门主干课程，多次参

加实弹发射，为火箭军靶场落点检

测进入自动化时代奠定了基础。还

有海军潜艇学院教授王永生、空军

预警学院教授武文、武警警官学院

教授薛振中……这支以战领教、为

战抓教的一流教员队伍，堪称新时

代军队院校教员的优秀代表。

在这份表彰名单里，还有两个

特殊身影——首次受到全军表彰的

文职人员教员。作为不穿军装的军

校教员，国防科技大学军事外语教

员刘源源，是全军招聘的第一批文

职人员，为军队院校慕课教学、网络

教学建设作出重要贡献；战略支援

部队信息工程大学计算机教员常

瑞，连续5年承担小班教学改革任

务，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水平，赢

得了学员们高度认可。

与此同时，陆军工程大学教务

处副处长刘军、空军勤务学院教务

处处长姚焕明与武警后勤学院教学

考评中心主任战丽等3名优秀教育

工作者，也光荣地受到表彰。他们

长期奋战于教学管理服务一线，在

院校建设、管理、服务、发展等方面

取得了优异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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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您，是一种幸福，也是一种幸运

时光多情，又逢一年教师节。
“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

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
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一声老师，一生老师，教师
之名一唤便是一生，教师所授一日受益终生。

军校教员的平凡无私一如普通教师，灿烂烛光照亮
学子前行的道路；他们又不同于其他教师，因为他们的三
尺讲台承载着强军重任，他们的学员守卫着祖国河山。

饮其流者怀其源，学其成时念其师。在今天这个属
于教师的日子里，不仅在校学员陪伴在教员身边送上祝

福，更有在基层淬火加钢、在海上剑指深蓝、在他乡驻守
边关的毕业学员以他们的方式表达对教员的敬意。

老师，您辛苦了！今天，愿徐徐清风将学生的祝福
带到每一名教员身边，让我们在这个节日向教员们道一
声诚挚的祝福：“教师节快乐！”

教员：原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 赵守林

讲述人：71897部队部队长 高 峰

教员：国防科技大学 刘戟锋

讲述人：国防科技大学副教授 刘艳琼

教员：武警警官学院 戚建峰

讲述人：武警广西总队某中队小队长 廖其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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