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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打仗，你

在什么位置”

演训第一天，学员李鹏洋觉得自
己很失败。

天气会商时，担任“基指气象海
洋分队”分队长的他，按业务指导关
系得对其余各个分队的工作进行讲评
并提出作战保障要求。可一开口，李
鹏洋心里就发了虚，“讲了一大堆，不
知道自己要讲什么？”情急之下，他把
眼神投向一旁导调的教员。

同样投去求助眼光的，还有担任
“气象台探空组”组员的杜明飞。导演
组要求立即上报气象要素，但关键时
刻，网断了。望着一堆传不出去的数
据，他和同学急得直冒汗。

望着焦急的学员们，导演部总导
演、学院教授高传智却是一副波澜不
惊的样子。已经连续组织了 12年毕业
综合演练、多次参加全军性实战演训
的他，见过太多这样的情景。
“从学员变成指挥员，他们一开始

肯定发蒙，找到自己的位置就好了。”
演练之前，高传智和同事们一道，把不
同专业、不同队别的学员打散，按照部
队作战的实际情况进行力量编成，把气
象保障要素深度嵌入作战行动。“实战
的背景、实战的课目、实战的组织架
构，一切按照打仗的规矩来。”
“这是在打仗，你在什么位置？”

面对学员们的求助，这是教员们最常
使用的一句答语。没有了习惯性的依
赖，面对紧张的战场态势，学员们慢
慢找到了身在“战位”的感觉。

演练“第一回合”下来，仅有的
休息时间都让李鹏洋“压了床板”。他
总算找到了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在
这个战位上，就得对这个战位负责，
一切都是为了完成作战任务。”

一开始，李鹏洋下达命令，总会
带着商量的口吻：“这个任务你觉得怎
么样？”有时，对方回复“收到”，他
本来想再明确一下时间节点，或是追
问一句进度，但又忍住了，“怕别人觉
得他这个指挥员太啰嗦。”

第一天晚上，他仔细地把发出的
命令和收回的反馈进行比对：“是自己
没搞清楚指挥员的定位，下的命令有
时不清楚、布置任务含含糊糊。其
实，上级就是上级，命令就是命令。”
于是，从第二天起，他下达任务渐渐

有了打仗时的硬气。“你们照此执行，
3 点半之前必须把天气预报结论发过
来。”

杜明飞最终想办法把气象数据打
印了出来，然后找人一路飞奔送到导
演部。“打仗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只要能完成任务，什么办法都得试一
试。”杜明飞说。

“我是船长，船上

的人在看着我”

如果说综合演练让李鹏洋身上多了
一股打仗的硬气，那么对于学员葛子华
来说，身上则多了一分“船长”的责任。

被任命为“某场站气象台”台长的
葛子华，手下编配着综合演练人数最多的
一支力量——6个分组75个人。因为是根
据实战跨专业进行的编组，很多来自其他
专业的学员，他平时连见都没有见过。

人头不熟、任务繁重，作为台长，
葛子华觉得压力很大。“假如我们的团队

是一艘航船，我就是船长，船上的人在
看着我。”他很担心自己这个“船长”能
否“Hold”住这群“船员”。果然，演训
第一天晚上，就有人“发难”了。

在导演组组织外场人员观摩预报组
时，一位来自另一学员队的外场组长很
不客气地质问葛子华：“你要求每半个小
时报一次数据，我们辛辛苦苦得来的数
据，你们到底用了没有？”
“下属”的质问，让葛子华有些恼

火。但他很快克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向
那名外场组长解释：“预报组很多结果都
是根据你们的数据得到的。”同时，他又
不露锋芒地说：“现在是大数据时代。大
数据时代没有无效的数据。”

演训第二天21时30分，导演部传来
情况：30分钟后一批次飞机将抵达某区
域上空，要求场站迅速对是否满足降落
条件作出判断。

葛子华马上带领预报组展开临近预
报。此时，平时所用的几种数值预报产
品做出的结论差别很大。会商室里，大
伙为了 22时的天气情况争论得面红耳
赤。最后，所有的目光都望向了葛子华。
“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等着别人下命

令，自己就是做决断的那个人。”葛子华

在心里对自己说。他仔细分析了各种数
据，给出结论：可以降落！

10分钟后，导演部通报，实时探测
数据证明，该区域完全符合降落条件。
“从那以后，大家对我的命令就再也

没有任何迟疑了。”葛子华自豪地说。
一次，他根据雷达组实时资料和数

值预报产品分析出一小时内会有降雨。
当时外场即将执行放球探空任务，葛子
华当机立断叫停了这次任务。不到20分
钟，大雨从天而降。“这台长，还真有两
把刷子！”外场的组员不禁赞道。
“船迷航的时候，船员会望向船

长，而船长能做的，只能是给出答案。
在风浪摔打中砥砺自己，这是演练对我
最大的历练。”葛子华深有感触地说。

“都是联合链条上

的一环，没有主配角

之分”

每次休假回家，当高中同学问起李

宇康所学专业在部队有啥用时，他总是
快速说出“气象海洋”，然后再轻轻地缀
上“保障”二字。

尽管，教员在课堂上反复强调气象
海洋保障在作战中的重要性，他还是觉
得自己这个专业“是为其他火力部队服
务的，不硬核、不带劲”。

依托别人而存在的现实，难免会让
人产生一种当配角的感觉。直到这次
综合演练中，担任“海上作战集团指挥
所气象海洋分队”分队长的他，接到导
演部命令：“命令你部认真分析某海域
变化趋势，于今日 17时 30分前，将气象
海洋预报结论和行动影响意见建议上
报指挥所。”

一瞬间，李宇康觉得自己心里“突
然被什么东西点燃了”。他连忙召集分
队成员，针对任务区域天气和海洋水文
情况迅速展开分析。“报告，作战海域潮
差较大，港湾水深较浅，建议舰船候潮
装载，两栖装甲和登陆兵候潮登陆。”很
快，一条水文预测信息直达“中军帐”。
“气象海洋保障要跟着作战进程

走，舰艇海上作战、战机火力压制、导弹
精准打击，都需要精准的气象海洋信
息。我们虽然是后方，一旦保障不到
位，前方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演练
中，李宇康真正感受到了气象海洋专业
的实战价值。

有着同样感受的，还有探空组操作
员邓楷。习惯了在风吹日晒中放飞探
空气球的他，总觉得自己的岗位是个
“蓝领”，坐在电脑前分析天气结论的同
学比自己“高大上”得多。当他来到预
报组观摩时，看着自己提交的一个个探
空数据被调入系统，经过分析形成影响
结论后，他觉得自己这个小岗位也连着
大战局。“信息战场，靠的是联合作战、
体系制胜，我们都是联合链条上的一
环，没有什么主配角之分。”

未来联合作战突出的是“联合”二
字，考验的不光是不同军兵种的联合水
平，更有不同专业间的耦合效果。每次
综合演练，导演部副总导演蔡丹总会组
织不同专业、不同战位的学员相互观摩。

这其中既有设计演练活动的深刻
考虑——让不同岗位相互了解、相互理
解，齐心完成演训任务；更有教员们对毕
业学子的殷切期望——眼前的这群学
员，不仅是军队气象海洋事业的接班人，
也是未来战场上的生力军。学院教给他
们的不仅是知识和技能，更要让他们养
成融入联合、准备打仗的意识和能力。

一声悠长的哨响，学员们从悬挂着
“为战育人、备战打仗”标语的演训场大门
走出。总导演高传智看着眼前的他们，仿
佛看到了军队气象海洋事业的明天。

演训场上的“成人礼”
■张添翼 齐旭聪 本报特约记者 王微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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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毕业综合演练

就像年轻的猎手从老猎户手中接过油光锃亮的猎枪走进丛林，学

员李鹏洋从毕业综合导演部接过“基指气象海洋分队”胸标的那一瞬

间，一种久违的“亢奋感”在内心涌动。上一次有这种感觉，是他告别父

母走进军校的那一刻。

7月上旬，国防科技大学气象海洋学院一场72小时昼夜不间断的

毕业综合演练正在展开。密布的丛林网内，一个个身影忙碌穿梭……

“有一种突然长大的感觉。”演练中，李鹏洋突然来了这样一句。这

句话，每一个参加演练的学员都感同身受。

家长连线

亲爱的爸爸：

表弟打来电话说，今年高考志

愿也想填报军校。听着他坚定的声

音，我不由回想起3年前，您目送我

踏入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的那一幕。

有人说，选择了一种职业，就选

择了一种生活；融入了一个团队，就

融入了一项事业。报考军校，就像

是一道人生的选择题。3年的军校

生活转瞬即逝，如今的我想对您

说——

这道选择题，我做对了！

作为军人的女儿，我对部队的

热爱来源于您。

小时候，爸爸的连队坐落在远

离县城的群山中。总是见不到您，

我经常和妈妈哭着喊着要去找

爸爸。

那天，妈妈抱着我走到长途汽

车站，登上破旧的客车。车窗外，房

子越来越矮，树木越来越高。经过5

个小时颠簸，客车停在大山脚下的

一个小村庄外。在那里，我们又钻

进军用卡车，在九曲十八弯的山路

上晃了1个多小时，终于到达了爸

爸连队驻扎的地方。

就是这个被群山包围、人迹罕

至的营区，您一待就是7年。在这

里，您带领所在连队荣立一个集体

二等功和一个集体三等功。

您对部队的热爱，发自肺腑。

家里的衣柜中，总是挂着您那

件干净平整的军装。即使离开了部

队，您也经常将旧军装穿在身上。

您身上那股不怕苦、不怕难、不服输

的劲头，让我从小就喜欢您穿上军

装的样子，也憧憬着自己穿上军装

的那天。

3年前，我毫不犹豫地填报了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看着您骄傲与

欣慰的眼神，我感受到来自您内心

深处的力量。那份力量支撑着我，

勇敢地选择了军人这个职业，选择

在部队这座大熔炉里历练成长。

放弃五彩斑斓的地方大学生

活，我的选择看似只有单一的浪花

白。然而，3年的军校生活，我却经

历着曾经的高中同窗们从未有过的

精彩与磨砺。

我深深记得，第一次实弹射击

时，火光与硝烟带来的震撼；第一次

舢板划行时，波涛与浪涌带给我的

激情。还有3公里武装越野中流下

的汗水，长距离夜间奔袭时脚底磨出

的血泡，风急浪高的大洋深处一次次

晕船呕吐……

每到夜深人静，我总会想起您

对我的鼓励：既然做出了选择，就要

执着坚持。3年来，无论遇到什么

样的困难，我都没有退却、彷徨，总

是迎难而上、勇往直前。因为，我想

成为像您一样的人。

梦想让人出发，责任让人坚

持。参加全国数学建模竞赛、全国大

学生数学竞赛、全国大学生英语竞

赛，一份份荣誉在一次次拼搏后向我

走来。这一切，让我一步一步成长为

您当年的样子。

3年的军校时光，我已经逐渐

从懵懂女生成长为共和国军人。请

您放心，我会一直带着报国热情，用

我的青春与汗水继续答好这道军旅

人生的选择题！

爱您的女儿：董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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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本期《校媒联盟》的主题

词是——味道。

人生百味，军校的“味道”独成

一品。

味道是什么？舌尖与食物碰撞，好

吃！是对味道最直观的赞美。然而，我

们向大家讲述的不仅仅是军校食堂的

美味，更是学员们对军校生活的所感、

所思、所悟、所行。

味道，落到笔，就成了惦念；融入

体，就成了气质；化于心，就成了品

格。当你满怀憧憬，踏进军校大门，

梦想的味道在此升腾；当你脚踏泥

泞，行走在拉练征途，被打磨的青春

味道一定让你记忆犹新；当你伏案疾

书，书香之味伴你沉淀思想之美；当

你回首军校生活，告别之味，是转身，

更是开始。

初入军校时，我们寻味；融入军校

时，我们品味；走出军校时，我们回味。

时光似乎画了个圆，我们从起点走到终

点，又从终点回到了起点。

即使多年后，军校那些熟悉的声

音、模样渐渐淡去，但那些历久弥新的

青春味道，总有一种会在你人生中特

定的某个时刻充盈内心，甚至照亮未

来的路。

今天，我们向大家推荐一组海军航

空大学、火箭军工程大学和空军工程大

学的微媒推文，从不同的角度，和我们

一起寻找军校的“味道”。

图①：有一种青春的味道是迷彩色
的战味。图为学员在进行野外侦察

训练。

卓 娜摄

图②：风餐露宿又一餐。军校不仅
有食堂的美味，野外训练的饭菜同样也

可以令人食指大动。

樊 瑜摄

味 道
■朱桁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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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媒联盟

学员们在进行探空观测。 齐旭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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