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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捧空军军事训练先进个人的荣
誉证书，空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副教授吴江心中百感交集。一名医学
教员，能够在军事训练中拔得头筹，这
其中经历了怎样的付出与艰辛？让我
们回溯时光，走近吴江的从军从教生
涯……

2007 年，29岁的吴江意气风发，以
优异成绩博士毕业留院工作。不久，他
接到赴新疆军区某医院代职的命令。
吴江记得，当时医院正准备组建医疗队
赴基层部队巡诊，他第一时间报了名。
1个多月时间，他跟随医疗队深入帕米
尔高原，从艰苦的红其拉甫边防连，到
地处祖国最西陲的斯姆哈纳哨所，1000
多公里的边防线上，处处都留下了他和
战友巡诊的足迹。

当时，边关缺水，战士们用水都是
定额分配。许多战士口腔问题严重。
吴江利用有限的设备开展洁牙、补牙等
治疗，一有空就钻进班排宿舍，为战士

们宣讲口腔健康知识。
巡诊到红其拉甫边防连前哨班，吴

江听说马班长在执行任务期间智齿发
炎，右侧脸肿了一个星期。顾不上高原
反应，他马上利用简易治疗器械，为马
班长治疗。3个月后，当第二次巡诊时，
吴江主动报名再赴红其拉甫，专门找到
马班长，为他拔除了智齿，彻底排除了
隐患。

一次巡诊途中，吴江刚到连队，就
有一名战士满脸是血地跑过来。原
来，这名战士刚刚在训练中不慎摔倒，

门牙断了一半，嘴唇也破了个大口
子。吴江赶紧为他紧急清创，细致缝
合了伤口。1个月后，这名战士来到该
医院复诊。由于处理及时，嘴唇上没
有留下明显疤痕。吴江还为他制作了
全新的牙冠，这名战士终于又可以开
怀大笑了。

看着战士们一张张灿烂的笑脸，吴
江找到了自己的价值。熟悉他的人都
说：帕米尔高原的这段历练，让博士变
成了战士。

带着基层锤炼的意志品格回到学

校，吴江把这股子劲头全用在了工作
上。2014年，吴江当选学校双十佳精品
课教员，代表单位参加中华口腔医学会
青年教师授课技能大赛，获得第一名的
好成绩。

去年 10月，空军院校育鹰尖兵教学
比武在长春举行。来自 11所院校的 24
名教员摩拳擦掌，一较高下，吴江作为
高职组抽查对象参赛。
“为官兵服务，为战斗力服务，首先

自己的战斗力要过硬。”在接到通知的
两周里，吴江分秒必争，进行充分准备。

比赛当天，他游刃有余地完成了前
期各项赛事。

没想到，在军事体能考核蛇形跑项
目起跑瞬间，吴江的右小腿突然受伤，
虽然剧痛难忍，他还是咬牙跑了下来。
经检查，军医建议放弃最后的 3000 米
跑。但他不放弃，在对受伤部位打了 4
剂封闭针后，坚持比赛。最终，他以总
分第一的综合成绩，获得高职类教学比
武唯一一等奖，荣获“育鹰尖兵”称号！

绝不轻言放弃，铸就了吴江铁一般
的意志。从这以后，吴江有了一个新绰
号——“铁教员”。

千磨万击始坚韧，淬火终究成好
钢。无论身处什么岗位，“铁教员”吴江
心中牢记使命——练为战、为官兵、保
打赢。

“ 铁 教 员 ”吴 江
■檀 琳

向前座飞行员报告完数据，填写

好记录纸，我长舒了一口气。直升机

逐渐接近地面，我迅速收拾好装具，准

备结束今天的飞行。

下飞机，走到机头前，转身，敬

礼。发动机的轰鸣声此起彼伏，下一

名学员已经上机准备完毕，增速起

飞。望着逐渐高飞的战机，我看了一

眼脚下的跑道，陷入沉思。

“901，下降至高度200，加入起落

航线二转弯着陆。”

“901，明白。”

“901，起落架放好着陆。”

“901，可以着陆，一号三。”

“901，一号三，收到。”

那年夏天，这段对话成了我作为

飞行员与战鹰的最后“告白”。检飞当

天，淘汰人员名单公布。听到我的名

字时，我的大脑一片空白。那天晚上，

睡梦中的我依然在飞行。

第二天早上，舍友叫我起床，我习

惯性地问了一句：“01，几点了？”但迟

迟没有回音。我缓缓睁开眼睛，看着

周围陌生的环境，一阵诧异，我在哪

儿？此时，我才反应过来，自己处在一

个新的环境里。

长春2年、北京1年，几十门课、几

百次考试，就是为了能在蓝天上翱

翔。羽翼未丰，自己就与蓝天失之交

臂。很长一段时间，我就像一个木头

人，除了吃饭睡觉，就是望着远处空中

的直升机发呆。

“停飞不是停志，只要心之所向，

依然可以重返蓝天。”班长们一次又一

次的耐心开导，敲醒了我。虽然我不

能再度驾驶战鹰，但依然可以用自己

的方式圆飞行梦。最后，我毅然选择

了空中领航专业，努力成为飞行员的

“第三只眼”。

“如果空中领航再停飞就要退学，

风险太大了。”身边的人都劝我放弃，

但我依然坚持。在我看来，没有什么

比驰骋蓝天更让人向往的事了。

数不清的航理课程，重复性的模

拟机训练，每一天都在忙碌中度过，我

也是第一次体会到计算做到眼花的感

觉。每当想休息时，看着身边依然在

努力作业的战友，看着他们背水一战

的身影，我的心里又燃起了十足动

力。功夫不负有心人，我顺利通过考

试，正式进入领航实装训练。

初春时节，微风和煦，一丝暖阳洒

落肩头，让人无限回味。又回到最初

的起点，呆呆地站在连队前，曾经的教

员在、曾经的战友也还在，本应是个开

心的日子，可那天晚上我竟然失眠

了。庆幸、激动、悲伤反复交织，让我

五味杂陈，直至今日。

“祝贺你重返蓝天！”

我终于回过神来，向教员道了感

谢。他的话深深戳中了我的内心，长

久以来的黯淡情绪在这一刻释放殆

尽。回到准备室，我写下了那天飞行

体会的开头 8个字：时光不负，未来

可期。

从塔台上远眺战鹰，滑行中的旋

翼竟这般撩人。完成任务之余，如今

的我偶尔也会看一看以前不曾留意过

的景色。我的领航之路才刚刚起步，

但停飞后重返蓝天让我认识到：路是

人走的，天空也会一直湛蓝。

前座和后座只是位置的转变，不

变的是自己逐梦蓝天的初心。

飞行和领航只是身份的转变，不

变的是自己矢志报国的决心。

愿时光不负，愿未来可期。

（杨 磊、黄 骏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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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心语
1.09GB的容量有多大？它相当于一部高清电影大小，差一点点

能装下一款当前流行的手机游戏，勉强能够容纳一部手机的初始安
装软件。

用手机观看高清画质的直播时，1.09GB的流量 3小时内可消耗
完毕；在5G网络下，下载同样大小的视频不到10秒即可完成。

有时，1.09GB也可以承载一群军校学员的大学 4年生活：他们因
相同的爱好聚集在一起，通过一款 1.09GB的兵棋推演软件，打开一
个属于他们的“兵棋世界”。

在这里，舰艇是个倒着的梯形，飞机是 2个叠在一起的三角形，
雷达是一个带底座的圆形……现实世界的三维空间变成了电脑屏幕
里的二维图像。学员们化身战场指挥官，滑动鼠标、敲击键盘、下达

指令，转瞬可完成一场模拟对抗演练。
前不久，空军工程大学航空工程学院“制胜兵学社”通过层层选

拔，在第四届“墨子杯”全国兵棋推演大赛中，获得二等奖。
对于这个结果，“社长”刘诗哲既激动又有些遗憾。激动的是，他

们第一次闯进全国兵棋大赛并取得成绩；遗憾的是，他即将大学毕
业，今后无法再参加这项比赛。

回顾整个军校生活，“制胜兵学社”从无到有，兵棋大赛从落败到
获奖，成员从学员到准军官，这个兵棋推演系统见证了他们的点滴变
化。

在这里，他们通过“兵棋世界”透视着未来战场，并不断向一名未
来战场指挥官茁壮成长。

学员俱乐部

教员风采

每个人的眼中都透

露着光芒

10 台电脑被分成两排，两两相对。
台上，选手们操控电脑指挥战斗；台下，
观众们看着一块由 9个液晶显示器组成
的巨大屏幕——播放着红蓝双方激战
的画面。

这是由空军工程大学“制胜兵学
社”组织的一场兵棋对抗赛。

此刻，近 100平方米的俱乐部挤满
了人。大四学员刘诗哲站在人群前侧，
为大家解说着双方兵力部署情况。

这是刘诗哲喜欢的一种状态，甚至
比获奖更让他兴奋。刘诗哲从小就喜
欢军事，爱看军事类的书籍、玩军事类
的游戏，还会将豆瓣评分 7.5 分以上的
战争片全部看完。

然而，进入军校后，刘诗哲发现这
里跟他想象得不太一样。直到上了一
堂《军事理论》课，他发现了一片“新天
地”，还遇见了“知己”——学员文韬和
李天浩。3 人常常聚在一起聊军事理
论、军史战史、武器装备……
“需要成立一个俱乐部，和大家一

起分享军事知识。”一次集体看电影，一
名同学指着英国的喷火式战斗机问刘
诗哲：“这是不是日本的零式战斗机？”

原来，并不是所有同学都像他一样
对军事武器装备知识有深入了解，这让
刘诗哲萌生了成立兴趣小组的想法。

没多久，学员队准备建一个活动中
心。刘诗哲立即找到教导员，提出想搞
一个军事理论俱乐部。

他的提议得到了学员队支持。他
们很快拥有了一间 20多平方米的会议
室作为活动场地。“上级机关批的经费
大部分买了书。”负责开支的李天浩说，
剩余的经费买了一些迷彩布，对俱乐部
进行了简单装饰。至于投影仪、幕布、
桌椅等等，他们只能借或者自己买。

于是，一间简陋的会议室加上一群
军事理论爱好者，构成了“制胜兵学社”
的前身——军事理论俱乐部。虽然条
件艰苦，但刘诗哲觉得，这里每个人的
眼中都透露着光芒，“有种钻研战争的
强烈渴望。”

从“谈兵”到“演兵”

俱乐部里，刘诗哲继续进行着解
说。

巨大的屏幕中，红蓝色飞机、导弹
图标不断碰撞、消失，战况逐渐胶着。
观众的目光被屏幕吸引，所有人都在等
待这场兵棋对抗的最终结果。

事实上，“军事理论俱乐部”成立
时，还没有关于兵棋的内容。
“那时，俱乐部场地有限，基本没什

么物资器材。”刘诗哲回忆，他们常以
“历史上的今天”“吐槽大会”等形式进
行授课、讨论活动。

2018 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100周年时，俱乐部以“一战中坦克与机
枪的霸权”为主题举办活动，学员金桂

贤第一个报了名。他是“坦克世界”与
“战争雷霆”两款坦克游戏的骨灰级玩
家。在演讲中，金桂贤引用了很多游戏
内的战斗情景。“既有趣又涨知识。”刘
诗哲说，20多平方米的俱乐部里挤满了
人。

有学员说，这里是一个展示自己的
小舞台。在刘诗哲看来，这更像一个心
灵上的栖息地。

这种兴奋感持续不到一年，俱乐部
遇到了建成以来最大的一次危机——

2019 年秋天，刘诗哲等俱乐部“元
老”升入大三，营区换了，又遇到毕业联
考——活动场地没了，课余时间被大幅
压缩。俱乐部眼看面临关门。

这时，让刘诗哲意外的是，学院给
予了他们更多支持：学员队专门腾出一
间近 100 平方米的房间作为俱乐部场
地；机关同步批了活动经费，他们的电脑
更换为曲面屏。

一时间，场地、设备全面升级，俱乐
部得以继续“经营”下去。

与此同时，他们听说，第三届全国
兵棋推演大赛选用了更加现代立体的
系统，可以更生动、形象地模拟和推演
战争。

成员们一下子来了兴趣。刘诗哲
第一次走进“兵棋世界”时，被震惊
了。在这里，他能指挥错综复杂的军
事力量，在瞬息万变的战场态势下对
抗。“既能学到各种作战理论，还能通
过庞大的武器数据库学到各国武器装
备的性能参数……”刘诗哲说。

一瞬间，这个 1.09GB的兵棋软件，
吸引了俱乐部所有人的注意力。

没有异议，这种高仿真程度的兵棋
推演成了俱乐部的主要活动。从“谈
兵”到“演兵”，他们将目标瞄准为全国
兵棋推演大赛，并为俱乐部起了个战味

十足的名字——“制胜兵学社”。

小小兵棋连接战场

随着屏幕中的蓝色图标全部消失，
此次兵棋对抗，红方取得胜利。
“这场对抗，其实是第四届‘墨子

杯’全国兵棋推演大赛最后一场比赛的
复盘。”学员张森瑜解释。

当时，作为红色进攻方，他们可以
说是惨败。比赛中，张森瑜指挥红方舰
队，刘诗哲指挥红方战斗机机群，防空
部署非常严密。但蓝色方通过严卡时
间部署，使所有反舰导弹同时抵达，最
终使红方登陆舰全军覆没。
“完全没想到，对手通过如此精密

的计算，用最直接的方法把我们打败
了。”张森瑜说。

类似的惨败，几乎每名队员都经历
过。学员彭捷头一回使用兵棋推演系
统时，手忙脚乱地操作了 15分钟后，率
领的战斗机机群就被“敌”防空火力全
部击落。“虽然战败，却从中嗅到了战争
那浓浓的‘硝烟味’。”彭捷说。
“硝烟味”带来更多的是直观的先

进军事思想和理念。2019 年，“制胜兵
学社”参加第三届全国兵棋推演大赛。
在一场晋级赛中，刘诗哲指挥的第三代
战斗机遇到了第四代战斗机的拦截。

那时，在刘诗哲的意识里，足够数
量的“三代机”是可以和“四代机”进行
对抗的。
“结果，我们完全错了。”刘诗哲回

忆。在那场对抗中，他指挥的“三代机”
惨遭“四代机”单方面“屠杀”，“我们的
战机数量损失一半后，才看到‘四代机’
的身影。”

从那以后，刘诗哲彻底摒弃了原有
的作战思想。推演时，他大胆使用高技
术武器和先进装备优先攻击“敌方”关
键节点，作战效果大大提升。

小小兵棋连接战场。去年 10月，学
员李天浩正在为第七届全国大学生工
程训练综合能力竞赛做准备。

当时，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两国发
生军事冲突。李天浩立即和战友们一
起，通过网络收集信息资料，利用兵棋
推演尽可能还原冲突过程，检验无人机
作战效能发挥和战法运用。

通过兵棋验证，李天浩发现准备参
赛的某型无人机还存在火力不足的情
况。针对这一问题，他立即和战友们着
手展开研究，对无人机内部结构进行重
新布局，最大限度地提升了进攻能力。

3个月后，他们的无人机出色表现，
得到了赛事专家组高度评价，李天浩和
战友们成功晋级全国决赛。

被兵棋改变的青春

看完屏幕里的红蓝对抗，观众们开
始参观“制胜兵学社”。

在俱乐部的一角，书架上摆放着许
多还原度很高的飞机模型——那是模
型制作“发烧友”李嘉的作品。

使李嘉成为模型制作“发烧友”的
原因，也是来自那次“三代机”与“四代
机”的对抗。

李嘉认为，由于平时都是通过图片
或视频了解战斗机，不够立体直观。所
以他想通过模型拆解第四代战斗机，包
括气动布局、设计特点以及搭载的导
弹，更好地了解其作战性能。

兵棋推演像个引子，让李嘉意识到

自己的知识储备量不足。由此，他培养
出一个新的爱好——制作模型。不到 1
年时间，李嘉就组装了5个战斗机模型。
“制胜兵学社”成立后，教员李战武

开始带着英语特长班学员，翻译外军的
前沿资料，为成员开拓新视野。“他们不
能永远停留在这个 1.09GB的兵棋软件
里，还应将视野拉向更广阔的空间。”李
战武说。

为此，李战武紧跟国内外兵棋推演
前沿发展，围绕各军种分队战术兵棋规
则设计、智能兵棋系统研发，采取专题
授课、自由研讨、答疑解惑等方式不断
拓展学员们的眼界。

历经数次更新，最初1.09GB的兵棋
软件已扩大许多。数据的增长，见证的
是“制胜兵学社”每个人的改变——

刘诗哲越来越清楚当好指挥员的
前提是接纳部队的规章制度；李天浩慢
慢地“依赖”上了兵棋，认为好的毕业设
计必须通过兵棋进行模拟论证；教员赵
玉开始学习兵棋系统，以应对学员们提
出的各类问题……

在这个充满数据的“兵棋世界”里，
红、蓝色棋子似乎从没停止过对抗。学
员为之激烈辩论甚至会争吵，自然也伴
随着成长。

近 4年时间，曾经初入校门的学员
即将步入军营成为军官，“制胜兵学社”
也从学员队里的一个兴趣小组发展壮
大。“‘制胜兵学社’和我们一样，一步步
地成长，亦师亦友。”刘诗哲说。

毕业季来临，刘诗哲即将离开。
他将“社长”的位置交给了学弟张洋
溢，并写下自己的心愿——希望“制胜
兵学社”能够以一种包容和开放的态
度接纳来到这里的每个人，让一届届
热爱研究军事作战的学弟们在这里找
到自己的“阵地”。

走进空军工程大学航空工程学院“制胜兵学社”——

“兵棋世界”里的青春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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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制胜兵学社”成员

在制作武器模型。

上图：“制胜兵学社”成员

在进行兵棋对抗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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