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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入深海，怎能降龙”

前几年，学员中有一句关于航海实

习 的 流 行 语 ：“ 风 里 浪 里 ，棚 里 等 你 。”

“ 棚 ”说 的 是 海 图 棚 ，钢 筋 支 架 焊 在 军

舰 甲 板 的 坦 克 系 留 穴 上 ，木 制 桌 面 ，盖

一 个 防 水 帆 布 罩 ，挂 一 盏 防 水 灯 ，就 是

实 习 学 员 的 战 位 。 只 要 船 不 靠 码 头 、

不 抛 锚 ，学 员 就 在 海 图 棚 里 进 行 海 图

作 业 ，一 人 一 棚 ，半 截 身 子 扎 进 去 ，一

闷半天。

小小海图棚见证了一批批学员走向

战场的航迹，也见证了他们与大海搏斗

的经历。

那 年 9 月 ，保 障 实 习 的 军 舰 航 行 至

南海，甲板最高温度超过 50℃。学员闷

在 棚 子 里 ，脖 颈 上 挂 着 湿 毛 巾 ，海 图 上

留 下 大 小 不 等 的 不 规 则 图 案 —— 汗

渍 。 队 干 部 提 着 凉 水 桶 挨 个 儿 给 学 员

洗 毛 巾 ，同 时 音 箱 里 传 来 教 员 的 声 音 ：

“ 越 是 酷 暑 难 当 ，越 是 考 验 我 们 战 斗 作

风的时候。”

表面上看，“火炉”砺志又强能，但实

际上训练效果并不理想。“没有充足的现

代化航海保障手段，更缺乏高效的专用

训练系统，硬是靠意志跟海洋死磕。”时

任航海教研室主任、教授杨晓东在甲板

上独自思忖，一个念头涌上心头——教

改。

又一天训练结束，舰艇锚泊，杨晓东

跟 一 个 学 员 大 队 领 导 在“ 雷 达 房 ”里 聊

天。雷达房，是专门为雷达接收机等设

备搭建的小铁房。

“杨教授，南沙的高脚屋，升级换代

多少次了？咱还守着这几十年前的海图

棚。哪怕能在这种铁皮房里也好，至少

不怕风吹雨淋……”

大队领导不经意的话瞬时点醒了杨

晓东。实习结束，以“雷达房”为样本，杨

晓东一回到学院就着手寻找适合在甲板

上搭建的方舱或板房。

其实，能让学员在更贴近潜艇实装、

更贴近实战环境、更贴近教改方向的平

台进行航海训练，是学院几代航海教员

的夙愿。

“不入深海，怎能降龙？”看着一张学

员在海图棚里汗流满面的老照片，夏卫

星说：“水面舰艇有专门的训练舰，但潜

艇没有。潜艇内部空间狭小，单航次承

训效率太低、成本太高。与登上潜艇实

装训练并行，搭建更加贴近潜艇实装的

航海作业平台，让毕业学员有更多机会

在大海上经风浪、壮筋骨、长才干，是他

们从课堂走向战场、提高第一任职能力

的必由之路。”

2016 年，改善实习平台的论证展开

后，搭建板房的思路很快被抛弃。“要建

就奔着集成化、模块化的方向去！”杨晓

东转而看中了航运集装箱——“体型”类

似 潜 艇 舱 室 ，而 且 拆 装 简 易 、稳 固 耐 腐

蚀、可拓展升级。

“大教授咋玩起没啥技术含量的集

装箱？”听说航海教研室要把集装箱搬上

军舰，不少人投来诧异的眼光。

教研室上上下下却早已定下决心：

只要有利于提高教学效果、有利于战斗

力建设，就下定决心干！

于是，关于海上实训条件建设项目

的立项申请，很快得到学院支持并经海

军相关机关审批通过。撤棚子、焊底座、

安课桌、装设备……试验集装箱登上了

保障航海实习的一艘军舰。杨晓东给它

们起了个名字——实习方舱。

实习时正值台风季，正好给了教员

们一次大风浪航行中实习方舱性能验证

的机会。舰体颠簸起伏，横摇纵摇幅度

都接近军舰设计的最大值，新上舰的实

习方舱却纹丝未动。

经此一役，教员们铁下心要把集装

箱 全 面 搬 上 甲 板 ，以“ 集 群 作 战 ”的 形

式，形成一个海上潜艇模拟训练的新品

牌。

2018 年方舱正式安装上舰，一个个

海上“盲盒”即将迎来第一批海上实习学

员，等待着向大海启航。

启 航

“铁甲教室”变身“水下战位”

“ 科 技 感 十 足 ，战 味 十 足 ！”初 次 迈

进 实 习 方 舱 的 学 员 ，部 分 曾 跟 随 训 练

舰 参 加 过 航 海 实 习 ，他 们 对 方 舱 的“ 用

户 体 验 ”都 给 出 高 分 评 价 。 参 与 实 习

保 障 的 航 海 教 员 也 对 这 个“ 创 举 ”感 到

满意。

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实习方舱

第一次投入使用，训练中就出现了“掉链

子”的情况。

“ 报 告 ，信 号 已 断 开 ！”实 习 舰 航 行

在 东 海 某 海 域 ，学 员 们 正 在 方 舱 内 进

行 海 图 作 业 ，舰 艇 航 行 信 号 突 然 消

失 。 教 研 室 立 即 组 织 排 查 ，忙 活 一 阵

发 现 ，是 实 习 保 障 舰 的 主 罗 经 出 现 故

障 ，无 法 继 续 向 方 舱 提 供 稳 定 的 导 航

信息。

舰艇没了主罗经，还有其他设备代

替，可以继续航行，学员训练却离不开主

罗经输出的信号。学员们把焦急的眼神

投向杨晓东，教员们也都对这样的突发

故障无可奈何。

“方舱上舰，只是迈出了第一步。”杨

晓东立即召集教学组开会，临时调整训

练科目。大家都明白：方舱上舰只解决

了场地问题，可真正提升训练保障能力，

还需要体系化的内涵建设。

这一年，夏卫星刚刚从潜艇部队调

入 学 院 任 教 ，当 时 实 习 方 舱 内 的“ 压 迫

感”，至今令他记忆犹新。

“航海信息保障是达成训练实效的

根本所在。”夏卫星说。可如何才能抵消

用舰艇代替潜艇开展实习训练的“先天

不足”，让航海实习既能够自主解决所有

问题，还能突出潜艇特色？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

要上。”从 2018 年到 2021 年，他们先后把

多批次具有潜艇特征的航海和导航设备

引入方舱，让最初的“铁甲教室”变身“水

下战位”，为整体训练内容和组训模式的

顺利落地提供了完备支撑。

“每年出海实习，走进方舱都像打开

‘盲盒’，总有‘新家伙什儿’出现。”教员

们感叹。

学员们也禁不住点赞：“舱门一关，

大灯一闭，幽暗逼仄的环境里，只有各种

仪表和按钮在闪亮，简直和在潜艇舱室

里航海作业一模一样。”

“ 学 员 们 的 训 练 成 绩 最 能 说 明 问

题。”夏卫星说，这几年实习训练几个主

要科目的成绩逐年提高，不断证实着这

条变革之路的正确性，也启示着未来进

一步优化的方向。

对此，去年刚刚离任的杨晓东颇有

感触：方舱内不断添加新装备，“潜艇化”

程度不断提高，功能加速迭代升级，实习

训练提质增效也就必然会看得见、摸得

着。

夏卫星举了几个“看得见”的例子。

以 往 航 海 实 习 中 ，由 于 手 段 缺 乏 ，

学 员 观 测 、计 算 得 出 的 目 标 数 据 无 法

即 时 得 到 精 度 验 证 ，如 今 综 合 考 核 评

判 系 统 接 入 方 舱 ，学 员 只 需 将 自 己 的

观 测 数 据 输 入 平 板 电 脑 ，即 可 获 得 相

关 比 对 标 准 。“ 立 行 立 判 ”成 为 实 习 训

练的日常。

有了装备的技术支撑，教员能在方

寸之地“大展拳脚”，不断创新教学思路

和 方 法 ，提 供 更 多 一 对 一 的 训 练 指 导 ，

学 员 的 学 习 自 主 性 也 随 之 提 高 。“ 关 键

是形成了训练和评估的实时闭环，推动

从‘你教’到‘我学’的根本性转变。”夏

卫星说。

2022 年夏天，方舱设备体系又迎来

新 成 员 —— 光 电 桅 杆 。 学 员 可 通 过 光

电 桅 杆 观 测 水 面 目 标 或 天 体 ，完 成 天

文 定 位 、海 图 综 合 作 业 等 多 项 潜 艇 特

色 科 目 训 练 。 至 此 ，方 舱 已 建 成 以 高

精 度 惯 性 导 航 系 统 、光 电 桅 杆 、潜 艇 电

子 航 海 图 支 持 系 统 等 为 特 色 的 装 备 保

障 体 系 ，形 成 潜 艇 水 面 、潜 望 以 及 水 下

航 行 状 态 综 合 技 能 训 练 的 保 障 能 力 ，

可 完 整 模 拟 水 下 航 行 潜 艇 的 航 海 作 业

科目及流程。

向 战

“盲盒”效应催生训法创新

随着夏卫星的介绍不断深入，海上

“盲盒”的“升级”之路，还在不断上演精

彩。

以前，学员航海实习，通常按照专业

技能考核指标差异，把航海专业与非航

海专业分批次组织。这样的方式，虽然

可以让各专业精练本战位专业技能，却

缺了潜艇作战的精髓和关键所在——不

同战位之间的协同。

第一次听到要“混搭”时，学员们都喜

出望外。出海前，根据学员的年级和专业

分为三人一组，即航海专业大四学员为航

海长、大三学员为副航海长、非航海专业

学员为潜艇值更官。同时，他们把每一次

航海实习都视为一次潜艇出海执行任务，

按任务背景划分出各训练阶段，让学员融

入潜艇战位、扮演艇员角色，按照任务流

程有机融合专业技能训练。

“把原本需要毕业分配到艇上才有的

训练，前置到院校课堂，打通了专业训练的

一个重要关口。”杨晓东说，这是夏卫星他

们在方舱“升级”之后的又一次接力创新。

一天深夜，正在东海某海域夜航的

海军武夷山舰上，航海专业学员郑正男

和另外两名同学来到方舱接更上岗。“报

告艇长，发现目标，可以稳定跟踪”“发现

‘敌’舰，战斗警报，鱼雷攻击”……凌晨 1

点 13 分，方舱里骤然响起警报，郑正男和

同学们顿时精神一振，等待“艇长”命令。

随着“艇长”一声令下，模拟战斗航

海作业完成，郑正男终于松了口气。他

擦了擦额头的汗水，看看时间已快凌晨 3

点，完善作业，准备交更……

这样的场景是方舱内的常态。夜航

期间，方舱成为模拟潜艇水下航行和战

斗航海训练的最佳场所。

角色不同、分工不同，战斗警报一拉

响，“航海长”马上停止海图作业，立即转

入攻击作业，“副航海长”继续完成海图

作 业 ，其 他 学 员 根 据 自 身 职 责 坚 守 战

位。小小一间方舱，极大程度将学员整

合，完成了以前可望而不可即的全员综

合训练……

“加装设备不仅是训练条件和手段

的丰富，更促进了整体教学设计和训练

模式的变革。”夏卫星说，不同专业的学

员通过搭配成不同班组，根据各专业侧

重点进行训练，训练效益大幅提升。

随着一轮轮航海实习结束，眼看一批

批学员涨幅明显的成绩，夏卫星喜不自胜。

但是，夏卫星和他的同事们并不满

足于此。

“今年实习，要趁着南下航行停靠潜

艇部队的机会，与近两年的毕业学员联

系，听听他们和所在部队的反馈。”说着，

夏卫星搬出一摞刚刚设计好的调查问卷。

“你认为实习方舱里还可以加装什么

装备”“如果重新实习一次，你希望加强哪

方面的训练”……再过两个月，这些问题

的答案，将成为继续优化升级“方舱”功能

和整个实习训练安排的重要依据。

天蓝蓝，海蓝蓝，实习舰即将再次启

航，夏卫星继续在方舱内忙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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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起床，空军军医大学基

础医学院某学员队宿舍，学员张

勇军整理好自己的内务，来到一

旁的“张华铺”前，熟练地整理

被子棱角，将床单捋平。

一 声 哨 响 ， 张 勇 军 与 同 学

们 快 速 下 楼 集 合 ， 列 队 至 张 华

烈士雕像前。2 月下旬的西安春

寒 料 峭 ， 阳 光 洒 在 雕 像 上 ， 泛

起 一 片 光 泽 。 随 着 教 导 员 李 岳

洋 下 达 口 令 ， 大 家 庄 重 地 行 了

一个军礼。

开 学 之 初 ， 张 勇 军 所 在 的

“张华队”便与往年一样，组织新

学期第一堂教育课——“传承张

华精神，争做张华传人”。参观

“张华铺”、张华雕像，在张华荣

誉室内重温张华故事，已是老学

员的张勇军对几个“经典”活动

非常熟悉。

“同学们，今年的这一课，我

想让你们作为主讲人。”张华荣誉

室内，李岳洋向学员们抛出自己

的问题，“结合你对张华事迹的理

解，用一个关键词讲一讲从张华

身上最应学习的品质是什么。”

望 着 墙 上 一 张 张 黑 白 照 片 ，

张 勇 军 思 绪 万 千 。 作 为 “ 张 华

班”班长，他对这位 40 多年前的

“老学长”的故事了如指掌：好学

上进、乐于助人、阳光开朗、勇

于献身……张华短暂又灿烂的一

生，有许多值得铭记的标签。

张 勇 军 至 今 记 得 刚 上 大 学

时，第一次学习张华故事时的敬

佩之情。当时，他很难理解，是

什么促使张华毫不犹豫地做出舍

身救人的选择。

之后的大学 4 年，张勇军感

到张华的故事就像一本书，每次

捧读都会有所领悟、有所收获。

那个叫张华的年轻学子的身影，

也逐渐成为照亮他前行的灯塔。

在一个展台前，张勇军停下

脚步，里面摆放着一本泛黄的日

记 本 。 他 清 楚 记 得 上 面 的 一 句

话：“一个真正有抱负的青年，他

必定有一个坚定的理想。”

“ 我 理 解 张 华 最 突 出 的 品

质 ， 是 他 对 理 想 的 赤 诚 信 念 。”

张勇军想到了他要讲的内容，举

手发言。

张勇军从那本日记谈及张华

“做一名对社会有价值的人”的执

着追求，最后讲到他即将面临的

毕业分配。“为救他人勇于献出自

己的生命，对张华而言这是他对

理想的追求。我所追求的理想，

就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扎根奉

献。”张勇军说。

张 勇 军 的 发 言 触 动 了 战 友

高 鹏 峻 。 作 为 张 华 荣 誉 室 正 式

讲 解 员 ， 高 鹏 峻 曾 有 机 会 到 张

华 的 故 乡 探 寻 这 名 优 秀 大 学 生

的 成 长 故 事 。 在 高 鹏 峻 眼 中 ，

张 华 的 生 命 永 远 停 留 在 24 岁 ，

永 远 是 那 个 充 满 “ 向 上 之 力 ”

的青年学子。

“张华是一名奋斗者，从一名

基层战士努力奋斗考学成为一名

军校学员，他一直在努力实现自

己的梦想。同为一名军校学员，

我们也应该时刻保持奋斗者的姿

态。”高鹏峻说道。

随着越来越多的学员上台分

享体会，大家都在张华故事中找

到了新的共鸣。

“同学们，‘张华队’学员有

毕业的一天，学习张华的精神没

有尽头。”分享结束后，李岳洋望

着学员们说，“今天的教育课，既

是总结也是新开始，希望大家都

能为在将来遇到更好的自己努力

奋斗。”

离开荣誉室前，张勇军又一

次 回 头 看 向 门 口 矗 立 的 张 华 雕

像，这位无声的“老学长”目光

深邃，好似能穿越时空，等待下

一次与“张华队”学员的心灵对

话。

追逐理想的心灵对话
■王运璞

离上课还有 1 个小时，战略

支援部队航天工程大学某研究生

队课代表李佩佩再次打量一大早

布置好的课堂，露出了满意的笑

容。教室大屏幕上，“热烈欢迎北

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青年科技人

才群体代表来校交流”的字样，

让她既兴奋又紧张。

伴随一句句“北京明白”引

爆全网的中国航天青春偶像，今

天要来到他们的“开放课堂”。

“开放课堂”是该校政治工作

教 研 团 队 落 实 开 放 融 合 办 学 方

针，通过邀请专家和青年典型与

学 子 近 距 离 互 动 交 流 、 共 鸣 共

振，探索建立的研究生榜样教育

课堂新模式。

“来了来了！”当政治工作教

研室主任解晓静教授带着飞控中

心的两位代表——主任设计师张

辉和总调度鲍硕走进课堂时，全

体学员立即起立致敬。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一

声清脆的口令拉开了新学期第一

次“开放课堂”的序幕。

“使命有多神圣，坚守就有多

执着；任务有多艰巨，坚守就有

多可贵……”教室里，两位飞控

青年科技人才代表与学员们坐在

一起，将自己与中国航天的故事

娓娓道来。

研究生学员程子萌飞快地记

着笔记，作为研究生院硕博宣讲

团成员，她近期准备的理论宣讲

正是以“伟大的中国航天事业”

为主题，“北京明白”的故事将成

为她宣讲中的生动案例。

火星探测、月面采样、空间

建站……结合亲历的中国航天大

事件，中国航天首位女性总调度

鲍硕讲述了飞控团队逐梦星辰大

海，护航深空“中国红”的故事。

当 鲍 硕 在 课 堂 上 再 次 发 出

“北京明白”口令时，全场响起热

烈掌声。那一刻，她眼中闪烁着

坚定而自信的光芒，大家仿佛置

身飞控大厅，与她共同见证任务

圆满成功。

“ 这 就 是 我 们 可 敬 可 爱 的 航

天 人 ， 这 才 是 我 们 要 追 的 星 ！”

学员皇传祥激动地说，回想上次

“开放课堂”，航天员邓清明的女

儿 邓 满 琪 走 上 讲 台 ， 讲 述 20 余

年执着追梦的父亲，讲述她追随

父亲的脚步毅然选择航天事业的

求学生涯，让她对“航天人”这

个光荣的群体有了实实在在的心

灵感知。

“刚刚他们两位为我们带来了

精彩生动的分享，大家有要提问

的吗？”解晓静问道。话音刚落，

学员王强迫不及待地举起手。

“在飞控技术领域，我国是如

何实现让 80 后、90 后为主体的青

年团队担纲主力的呢？”王强问出

了大家心中共同的疑惑。

“与刚起步时相比，我国航天

事业早已实现人才梯队年轻化。

问鼎苍穹的梦想需要一代又一代

航天人接续奋斗，老一代‘飞控

人’毫无保留地将经验与舞台交

给我们，用‘团结协作、集智攻

关、开拓创新、拼搏奋进’的飞

控 精 神 ， 助 力 年 轻 的 ‘ 摘 星 一

代’，跑出新时代的‘加速度’。”

张辉回答道。

两个小时，在大家你一言我

一语中飞逝，一场“航天蓝”与

“橄榄绿”的青春对话碰撞出许多

成长感悟、思想火花。

临别的合影里，挤满一张张

充满朝气的年轻脸庞。“让榜样来

到学员身边，用真实故事引领学

子成长。未来，‘开放课堂’还将

继续传递信仰的力量。”解晓静总

结道。

逐梦星海的青春课堂
■谭 安 陶思彤

校园精品课

刚开学，统计完近几年海上教学质量指标的最新数据，海军潜艇学院航
海教研室主任夏卫星笑了。

“2019年至今，年均增长7.8%。”夏卫星说的是学员航海实习三项主要考
核综合得分的优良率。一年一度的航海实习，学院办学以来从未间断，近年来
不断提高的分数显示，这项例行的海上训练，正在突破“自我复制”的循环。

为什么这几年成绩能快速提高？
“团队前些年开始创新研制的海上‘盲盒’立了大功。”刚完成新年度航

海实习计划的夏卫星说。
说着，夏卫星在电脑上打开一组图片，细述这个“盲盒”的由来。

装载实习方舱的军舰在航行中装载实习方舱的军舰在航行中。。 高高 密密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