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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军校招生季，航天员大队航天员朱杨柱、陆军某旅飞行员徐枫灿、海军某部连长杜越作为2024年度中国军校形

象代言人走进校园，讲述他们在军校追逐梦想、奋斗成长的故事。

  青年学子是军队院校的主体，在强军兴军新时代，3名优秀青年代表通过自身经历发出青春召唤，激励号召青年英才

携笔从戎，共赴强军之约，为强军兴军贡献力量。人民军队将为有志青年投身国防事业提供更加广阔的天地，帮助他们实

现梦想，让他们拥有最激情的青春岁月。

策马扬鞭正青春

①①

④④

□ 本报通讯员 吴  旭 张照星

□ 本报记者   廉颖婷

　　今年6月，军队3名优秀青年代表应邀走进国防科

技大学，与青年学子面对面交流。

　　航天员大队“英雄航天员”朱杨柱的青春，是“为

祖国出征太空”的使命担当；陆军某旅飞行员徐枫灿

的青春，是“以青春之我逐梦蓝天”的自信自强；海军

某部连长杜越的青春，是“跑得慢全是笑声、跑得快只

有风声”的奋发图强。

　　一张张珍贵合影、一份份惊喜礼物、一段段激情

发言，激励着青年学子在新征程上奋楫扬帆……

勇于追梦 彰显青春风采

　　在大屏幕湛蓝的背景中，“梦想花开强军路”几个

字映入眼帘，英姿飒爽的女飞行员徐枫灿走到台前，

一个标准的军礼干脆有力。掌声中，她将追梦之路娓

娓道来：“这是一个放飞青春梦想的伟大时代，这有一

个士兵突击的强军舞台，我们青年官兵生逢其时，何

其有幸！”

　　从小就向往蓝天的徐枫灿在高考那年，迎来人生

最重要的机会——— 空军时隔数年再次招收女飞行学

员，刚满18岁的她发誓不上蓝天不罢休。

　　此刻，台下同样坐着许多18岁少年，他们有刚入

校的军校学员，也有备战高考的学生。

　　2017年8月1日，徐枫灿迈进空军航空大学校门，

成为空军第十一批女飞行学员。

　　“我从来没有离飞行这么近过，但也害怕会离得

更远。”身边很多战友因身体或者技术原因无缘蓝天，

而高强度训练常累得徐枫灿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这

让她倍感压力。

　　“最难的时候怎么做到不放弃？”现场有人发问。

　　“坚持初心！”徐枫灿用坚定有力的四个字给出

答案。

　　对年轻的徐枫灿来说，梦想是守住一颗初心，对

于“英雄航天员”朱杨柱而言，梦想更像是一场远征。

　　“我又回来了！”朱杨柱一句幽默的开场白，逗得

现场学子开怀大笑。

　　再次回到母校，朱杨柱看望了恩师、同窗好友，观

摩了“火箭俱乐部”学员们亲手制作的实验模型。

　　在对话现场，他带来大学时期的日记与大家分

享，还带来自己在某工程部队施工一线穿过的迷彩

鞋，上面洗不掉的油漆，记录着一个少年追梦的故事。

　　“每个人的青春都有一个梦。”2003年10月15日，随

着航天员杨利伟乘坐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载人飞船

飞向太空，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飞天梦终于成真。

　　那一年，朱杨柱17岁。激动之余，遨游九天、探索

太空的梦想在他心底深深扎根。高考填报志愿，他毅

然选择国防科技大学飞行器系统与工程专业，而且不

服从调剂。考研读博时，他同样选择空气动力学专业，

只为研究与航天有关的东西。

　　此刻，坐在会场左侧的是一群来自湖南省衡阳市

衡南县第二中学的学生。一名男生站起来说：“朱老

师，有句话叫做‘立足时代之机，回答时代问题’，我想

请问，您对这句话如何理解？”

　　“我也不是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将成为航天员。”朱

杨柱笑道，“感恩于这个伟大的时代，让我们敢于有

梦，能够为实现梦想而努力。”

　　博士毕业后，朱杨柱被分配到基层成为一名排

长，他并没有因为“大材小用”而颓废，而是努力干好

各项工作。由于表现突出，他被推荐到陆军工程大学

做博士后，又因为成绩优异被选调进入航天工程大

学成为一名教员。

　　2018年5月，在大学任教的朱杨柱听到

国家在科研人员中选拔航天飞行工

程师的消息后激动万分，深藏内

心的飞天梦想被再次点燃。经

过一轮又一轮严苛选拔，

他如愿成为航天员群体

中的一员。

　　“年轻人要在时

代中找到自己、立足

自己、反省自己，只

有敢于有梦、勤于

追梦，才能最终圆

梦。”朱杨柱说，“只

要行动，就没有到达不了的终点。”

　　在国防科技大学校园里，矗立着一座“空天楼”，

楼里灯光总是与深夜星空遥相呼应，这里创造着一个

个科学奇迹，形成一片“千人一院士”的“人才森林”。

正是有了无数个体托举的伟大梦想，中国航天事业才

得以飞速发展。在他们的指引和激励下，朱杨柱成长

为我国第一位航天飞行工程师。

　　对于徐枫灿与朱杨柱而言，前辈们翱翔蓝天、探

秘宇宙的样子曾是他们的梦想。而此刻的他们，也成

为无数青年学子的梦想。

　　对话现场提问十分踊跃，青年学子对浩渺苍穹充

满好奇，对压力、学业、未来充满疑惑。“眼里有光、心

中有灯、脚下有路。”这是军校代言人给他们送出的青

春寄语，相信每个青年学子都会有自己的答案。

　　“我要不忘初心、不断进取，成为更优秀的自己。”

来自衡南县第二中学的唐佳福说。

挺膺担当 展现青春作为

　　活动现场，大屏幕背景是浩瀚宇宙、闪烁的星辰，

在朱杨柱右侧，“为祖国出征太空”7个大字格外醒目。

　　朱杨柱到航天员大队报到的第一天，对大队门楣

上“祖国利益高于一切”8个大字印象深刻。从1998年

航天员大队成立至今，26年来，这句标语从未变过。

　　“那时我就暗下决心，要刻苦训练，早日和航天英

雄一样，代表祖国和人民出征太空。”谈起使命担当，

朱杨柱的声音高亢了许多。

　　对朱杨柱来说，这句标语并不抽象，每天的艰苦

淬炼都是在践诺

这句话。作为我

国首位航天飞行

工程师，入选神

舟十六号航天员

乘组时，他问了

自 己 两 个 问

题——— 如何跑好

历史接力棒？如

何实现零失误零

差错？在强化训

练阶段，神舟十

六号乘组一天掰

成两天用，主动加压反复训、随机出题练应变，先后完

成近6000学时训练任务，对100余个应急处置程序、70

多本飞行手册与操作指南、成千上万条指令都烂熟

于心。

　　从2023年5月30日出征到10月31日返回，朱杨柱在

轨工作生活了5个月。空间站维护维修、在轨演练和训

练、太空会师与交接……神舟十六号乘组完成近百个

科研项目，7次载荷进出舱，1次太空授课，1次出舱活

动，实现零失误零差错。

　　“‘为祖国出征太空’是航天员的光荣使命！”朱杨

柱字字铿锵，而他也漂亮地完成了出征使命。

　　台下，王鑫涛听

得 心 潮 澎 湃。

他 从 地 方

院校应

召 入 伍 前

往西藏部队，再

考入国防科技大学。这

名携笔从戎的青年和朱杨柱一样，都因为心中那份执

着改变了原有人生轨迹。他站起来提问：“是什么动力

让你坚持到底？”

　　朱杨柱回答：“一位前辈说的话我一直牢记在心，

我想把这句话送给在场的大家。他说，英雄所以成为

英雄，是因为受到使命的召唤、责任的激励，所以无畏

艰险、勇往直前。”

　　朱杨柱的战场在无垠太空，杜越的战场则

是小小的瞄准镜。

　　如鹰般锐利的双眼，黝黑的脸庞，杜越在

掌声中上场。从体能垫底到全军军事训练先进

个人、从一名后勤兵转身变为狙击枪王，杜越

的青春写满血性担当。

　　当出征的号令传来，他第一个往前站；接

到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从不退缩。

　　去年5月，接到备战“锋刃-

2023”国际狙击手射击竞赛任务

时，距离杜越参加狙击比赛已经过

去整整10年。

　　在年龄和体能都不占优势的情

况下，还要与众多年轻精英竞争参

赛名额，且距离比赛不到1个月时间，

能不能恢复状态参加比赛？

　　现实容不得杜越多想。为了快速找到

感觉，他每天加班加点练体能、练据枪、练瞄

准。手套磨破了，靴子跑烂了，胳膊端麻了，膝盖

跪肿了，成绩也随之上来。

  最终，在与19个国家82名狙击手同台竞技中，杜

越取得个人赛国际第2名、国内第1名，挑战狙击国际

第3名的好成绩。

　　会场上，荀昭阳内心激动，他是国防科技大学的

学子，是现场唯一一个穿海军服的学员，也曾是杜越

的“兵”。

　　在连队时，荀昭阳每天在学习室学到最晚。通过

努力，考上向往已久的军校——— 国防科技大学。“他走

的那一天，我在外面驻训，没来得及祝贺他。今天我想

祝贺他，也祝贺你替我完成梦想。”杜越动情地说。现

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荀昭阳在台下早已红了眼眶。

　　杜越说：“能够拿起钢枪走向赛场，我义无反顾！”

而今，追随着杜越的脚步，越来越多的青年在强军兴

军的浪潮里不改初心、不负使命，为打赢强敌不断积

蓄力量。在杜越带出的500余名作战精英中，8人荣立

二等功，还有70余人荣立三等功。

奋斗为航 贡献青春力量

　　在陆军航空兵学院满分通过考核，成为陆军首批

自主培养、首位初放单飞的女飞行员，徐枫灿的青春

为何如此闪亮？

　　“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是用来回

忆的。”徐枫灿翻开一页PPT，习主席说过的这句话闪

烁在屏幕上。

　　正式进入飞行专业系统学习后，尽管徐枫灿早已

做足心理准备，但难度还是远超她想象。不仅有400

米、1 5 0 0米、3 0 0 0米中长跑，还有单双杠、旋梯、固

滚……除此之外，复杂的航理学习也让她叫苦连连。

整个飞行训练阶段近20门航理课程，数不清的数据，

记不完的原理，哪一项不过关，就不能转入实装飞行

训练，甚至可能被停飞。

　　“只有加倍努力，才能确保飞上蓝天。”徐枫灿告

诉大家，老师的授课，她恨不得把每一句都记下来；教

案上的内容，她常背记到深夜；地面演练，她举着仪表

板一遍遍地走，直到晚上躺在床上才感到手臂酸痛。

　　徐枫灿用奋斗把理想放飞到蓝天，杜越用奋斗把

理想书写在大地上。

　　10余年从军报国，先后4次荣立二等功，2024年被

中央军委表彰为“全军军事训练先进个人”，杜越的经

历让活动现场的青年学子敬佩不已。

　　“您有感到迷茫的时候吗？”现场有人提问。

　　“谁的青春不迷茫，看不清楚未来时，就比别人坚

持得更久一点。”杜越说。

　　刚加入特种部队时，杜越体能垫底，他每天早上

4点起床，穿上沙衣，开始10公里越野。等大家起

床后再一同出操。玩命地训练，拼命地追赶，

最终取得5公里全连第一。

　　“你跑得慢，周围全是笑声；你跑得

快，周围只有风声。”杜越说。

　　国防科技大学从著名的“哈军工”

走来，70余年里，一次次创造中国速

度——— 6次蝉联世界超算冠军，一次次

刷新中国精度——— 把我国光学制造加

工技术带入纳米、亚纳米时代，一次次

突破中国创造——— 研制出北斗卫星导

航关键设备、激光陀螺、新型雷达、磁浮

列车、卫星等众多高新技术成果和装

备……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攻克一大

批尖端科技，取得一大批重大武器装备研发

成果，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只有将个人梦想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联系起

来，踔厉奋发、勠力奋斗，才能激发出澎湃的青春力

量。”朱杨柱说，在国防科技大学求学期间，他听过慈

云桂“拼了老命也要把中国巨型计算机研发出来”的

感人故事，听过高伯龙“身穿5元背心，徒手造出价值

上亿元装备”的先进事迹，也听过3名博士毛遂自荐解

决北斗卫星关键难题的别样青春。

　　“为强国强军奋斗，走进科大校园，莫名就有这样

的行动自觉，这或许就是军校的文化底蕴所在。”朱杨

柱说，在国防科技大学求学的10年半，是他人生最宝

贵的一段时间，科大团结紧张又严肃活泼的学习氛围

全面塑造了他。

　　“考入军校就有可能成为职业航天员。”看到大家

听得津津有味，朱杨柱讲起成为一名合格航天员需要

通过的训练项目。一年多时间里，要通过基础理论、专

业技术、飞行程序、任务模拟训练等100余个训练项

目。超重耐力训练，几十秒内负荷从1个G加到8个G，

面部肌肉会因为强大的牵扯力而变形，同时还伴有窒

息感和脑部缺血。前庭功能训练，要在电动转椅上蒙

着眼睛连续旋转6分钟，头部还要根据指令前后左右

摆动，训练一次好几天都没有食欲。水下出舱程序训

练，需要穿戴水下训练服潜入水中4至6小时，每次训

练都会筋疲力尽。

　　“每项训练都会脱一层皮，你是如何坚持下来

的？”有人问。“如果没有军校培养出来的坚强作风，恐

怕难以坚持下去。”朱杨柱回答。

　　现场青年学子坦言，受到一些消极互联网文化影

响，对当下感到困惑、对未来感到迷茫，不想吃苦、不愿

奋斗。聆听完3名优秀青年代表的奋斗故事，让他们深切

感受到了青春孕育无限希望、奋斗创造美好明天。

　　台下学子一致表示，携笔从戎、从军报国，争当伟

大理想的追梦人，争做伟大事业的生力军。

  图① 活动现场提问环节。 本报通讯员 陈铭 何畅 摄    

  图② 朱杨柱向学员介绍自己完成毕业设计作品的经历。

 本报通讯员 刘瑞康 孙菁菁 摄  

  图③ 徐枫灿与电声乐队一起演奏歌曲《鲜花》。 

本报通讯员 宋可旸 于开一 摄  

  图④ 杜越向学员讲解狙击要领。 本报通讯员 杨钢 张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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