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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生“军迷”
这样 成

红岩珍档

走进红岩村，在绿树掩映中坐落着一栋
深灰色建筑，这就是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
局暨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所在地。这栋建筑从
外面看是两层楼，内部却是三层楼。因为八

路军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将三楼窗户巧妙设计
在斜屋顶上，将三楼有效地隐藏了起来。

南方局的机要科、电台和文书科（专抄写
情报材料）就设在这个隐蔽的三楼。1945年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指挥上党战役的命令
便是从这里发出，吹响了前线战士夺取胜利
的“冲锋号”。

三楼空间狭窄，走廊仅容一人通过，挑高
两米左右，窗户外观酷似鸡笼，机要电台还时
常发出“哒哒哒”的电报声。为了保密，同志
们都称机要科为“鸡行”，称电台为“鸭行”，把

机要科和电台统称为“鸡鸭行”。
抗战时期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鸡鸭

行”需要时刻警惕国民党反动派的突然袭击
和检查。而南方局机要部门则是处变不惊，
能够针对性地制定各种应变措施。重要的材
料发完立即烧毁；一般机密材料只用脑子记；
需保存的机密材料用极小的字抄到薄纸上，
放在随手可取的隐蔽地方……

为保障南方局与延安及各地通讯联络畅
通，“鸡鸭行”的工作人员日夜战斗在这个狭
小的空间里，有的人甚至 4 年都不曾走出大

楼。发报员李冠华回忆在电台工作时的情景
说：“大家一般不下楼，连吃饭、喝水都是勤务
员端上来。作息时间也和其他人不同，由于
电台是24小时工作，大伙是轮流当班，一人8
小时。”

重庆的炎夏漫长，三楼窗户开在房顶上，
阳光直射进房间，更是酷热难当。一天下来，
工作人员都会经历好几次满身大汗，就像洗
了几次热水澡。

一个酷暑的下午，“鸡鸭行”工作人员赵
继为防止被对面山头的特务监视，便关着窗

户脱光衣服工作，可豆大的汗珠还一个劲往
下淌。周恩来见状，关切地开玩笑说：“哟，你
简直像从水里捞起来的一样，你不叫赵继，我
看叫赵大汗吧！”

在“鸡鸭行”同志们的艰辛付出和精心呵
护下，南方局的电波突破国民党当局的封锁、
包围和各种限制，建起了一条条安全畅通、机
密重要的“空中桥梁”，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独
立和人民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文化中心董志慧供
稿 记者何春阳整理）

南方局有个艰苦而重要的“鸡鸭行”

毛泽东从这里发出指挥上党战役的命令

他们是同学眼中的“武器大师”，
是“军迷”社团的发起者，更是传递
保家卫国信念的新锐力量——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何春阳）携笔
从戎守卫山海，正在成为越来越多重庆大学生的选
择。记者近日从市征兵办获悉，重庆下半年征兵应征
报名工作已经进入尾声，截至目前应征报名人数约有
3.9万人，超过下半年征集任务的8倍，其中大学生占
71.52%，大学毕业生占40%。

据了解，为增强大学生的国防意识，鼓励更多优
秀青年学子投身国防建设，全市各区县及各大高校
此前纷纷开展征兵宣传进校园活动，激发大家参军
入伍热情。如沙坪坝区征兵办在重庆电子科技职业
大学通过站点宣传、军事体验两部分举行沉浸式、体
验式的征兵国防教育宣传，在潜移默化中形成矢志
报国的良好校园风尚。大足区征兵办在辖区各高校
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暨征兵宣传进高校宣讲辅导”活
动，为600余名学生、30余名辅导员讲解征兵政策。
长寿区征兵办在重庆化工职业学院2024年就业双选
会现场积极开展以“参军报国，无上光荣”为主题的
征兵宣传活动，鼓励大学毕业生积极响应祖国号召，
踊跃报名参军。

据悉，在市征兵办统一安排部署下，我市各区县
于7月下旬有序组织开展了定向培养军士考生体检
工作。各高校所在区县也已完成大学毕业生优先体
检和预定兵工作，正在陆续组织开展义务兵男兵集
中体检工作。下一步，各区县将结合应征报名和体
格检查情况，分批展开政治考核工作；随后组织开展
全封闭式的役前教育，从思想上推动地方青年向“准
新兵”转变。

重庆下半年征兵报名进入尾声
应征者中大学生占七成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何春阳

你的大二时光是如何度过的？
重庆交通大学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专业大二学生黄彦钧的回答是——
自制战术装备、参加录制CCTV-7国防
军事频道《军武零距离》节目、还被清华大
学脑与智能实验室邀请担任研究助理，加
入了装备领域的开发团队。

这一连串颇为耀眼的履历，和黄彦钧
另一个身份密不可分——依靠自制酷炫
战术装备视频，眼下他已是颇有名气的

“军迷”博主。

前一秒赶“早八”的大学
生，下一秒变身战术装备研发
人员

此前黄彦钧曾发布过一个冲上热搜
的视频。视频中，前一秒他还是匆匆忙忙
赶“早八”（指早上八点的第一节课）的大
学生，后一秒就变身战术装备研发人员，
展示各种智能枪械配件和单兵指挥终端，
成为专业展会上罕见的本科生。

黄彦钧参加的是今年5月举办的第
十二届中国指挥控制大会以及第九届中
国（北京）军事智能技术装备博览会，这是
一个汇聚了国内外顶尖军事科技的盛
会。作为参展者，他自豪地向大家展示着
自己研制的各种智能枪械配件和单兵指
挥终端。

在视频留言区，有同学感慨：“你永远
不知道，和你一起上‘早八’的瞌睡虫，有
可能是刚从会展赶回来的‘武器大师’。”

成为同学口中的“武器大师”，黄彦钧
用了近十年时间，背后每一步都凝聚着他
对科技的热爱和为国家做贡献的梦想。

黄彦钧出生于重庆的一个普通家
庭。他说：“生活在这座英雄之城，感觉天
然具有红色基因。我从小就爱看《钱学
森》《邓稼先》等影片，最钦佩这些英雄先
辈，希望能向他们看齐。”

小学三四年级，黄彦钧就开始接触模
拟电路和数字电路相关知识，还自制过激
光笔、电蚊拍等电子产品。

进入中学后，由于在创新课上表现活
跃，黄彦钧遇到了第一位“伯乐”——创新
课老师张志荣。他大力推荐黄彦钧参加
各类科技竞赛，还引导他系统学习三维建
模、EDA工具等专业软件。

“EDA工具对画出复杂的电路板很
有帮助，三维建模则能把设计出的东西做
成 3D模型，从此我做产品有了质的提

升。”黄彦钧说，具备一定技术基础后，他
决定结合爱好研究制作战术装备。

“当时我在网上看到，美国已将机械
‘外骨骼’投入军用，国内好像还没有。我
就想在这方面进行研究，让中国军人也用
上自己的军用‘外骨骼’。”黄彦钧告诉记
者，进入大学后他一边学习专业课程，一
边自学了机器人学、电机学等知识。

从高中毕业到大一结束，黄彦钧用一
年左右的时间设计并制作出了穿戴式下
肢外骨骼辅助行走机器人，还成功申请了
实用新型专利。

一条战术装备视频获得数
亿播放量，清华实验室抛来“橄
榄枝”

从大一开始，黄彦钧以“军迷”博主的
身份发布短视频，分享自己战术装备研发
制作过程，逐渐收获了一大批“粉丝”。

今年3月，他发布了一条关于“兽装
控制器研发和基础展示”的视频。兽装控
制器凭借其独特的设计理念——融合脑
电波抓取算法、目标识别与视觉系统，甚
至考虑到佩戴者的舒适性，配备了换气系
统，让科技与人性化完美结合，收获了5.6
亿的视频播放量。

这一短视频令黄彦钧人气飙升，不少
大公司和研究机构找上门来希望合作。
黄彦钧也因此获得了免费三维扫描仪、
3D打印机、CNC数控机床等设备，以及在
科研机构开展研发实训的机会。

“我的‘粉丝’中有很多高校老师、
装备行业现役和退役从业者，他们为我
提供了一些关于未来规划和学习方向
的建议。”黄彦钧坦言，这些建议对他很
有启发，也对他的发展方向产生了积极
引导。

此前，黄彦钧还将自己的科研简历投
递给了清华大学脑与智能实验室。不久
清华大学脑与智能实验室正式对黄彦钧
发出邀请，让他以研究助理的身份，辅助
开展脑机接口相关技术研究。短短一年
时间，他就利用3D打印技术，设计制作了

“神经元提取辅助夹具”等多种实验辅助
工具，得到了实验室老师和同学们的一致
赞赏。

今年4月，黄彦钧还以战术装备研
发人员的身份，参加了CCTV-7国防军
事频道《军武零距离》的节目录制，展示
新型单兵视觉增强系统在实际作战中的
用途。

黄彦钧努力成长为“武器大师”的过

程，也让父母的态度慢慢转变。
“大二刚开学那会，我妈还发消息提

醒，要我搞清楚自己的主业是什么，生怕
影响到专业课成绩。”黄彦钧笑着说，“现
在他们也意识到我没有‘不务正业’，理解
了我做这些事的价值，转而告诉我要坚守
初心，为国家开发更多精良的装备，更好
地保卫祖国。”

传递保家卫国信念，大
学生“军迷”队伍日渐壮大

黄彦钧的经历并不是个例。无独有
偶，重庆大学生“军迷”中还有一位早期风
云人物，他就是四川美术学院2016级影
视制作专业毕业生黄晖雄。

黄晖雄自幼喜欢军事文化，进入川美
后遇到不少“同好者”，于是共同成立了

“军迷”社团（以下简称“军迷社”）。最初
军迷社主要通过摄影摄像作品展现官兵
日常训练和执行任务的场景，让更多人了
解国防和军队建设。

2008年汶川地震中，“空降兵15勇
士”在“三无”条件下从4999米高空盲跳，
给灾区人民带去了生的希望。为致敬空
降兵勇士，军迷社成员于2021年拍摄完
成了一组空降兵救援的主题写真。这组
写真发到网上后得到广泛传播，进一步激
发了大众对军人的钦佩和支持。

毕业后，黄晖雄在川美附近开了一家
公司，主要提供军事道具租赁和电影特效
制作服务。目前他已参与多部军事题材
电影的制作，继续着他的热爱。

现任军迷社社长鄢上竣说，为让拍摄
作品更贴近部队实际，军迷社邀请退役复
学大学生担任动作指导。曾在海军某部
服役的社团指导老师谭幸福还会给他们

“补习”军队知识，为拍摄活动提供帮助。
军迷社成员、退役复学大学生胡桃涌

多次参加社团的拍摄活动：“通过这种方
式充分展现子弟兵英勇形象，号召大家关
心关爱国防，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自2016年成立以来，军迷社在校团
委指导下已制作国防和军队主题作品上
千份，现有成员200余人。社团还利用学
校社团日、征兵宣传进校园活动等时机，
举办国防教育主题展和互动游戏等，激发
同学们对军事文化的兴趣热情，已成为学
校当之无愧的“明星社团”。

在重庆，除了重庆交通大学、四川美
术学院，重庆大学和重庆师范大学等高校
也有不少“军迷”。放眼全国，北京、武汉
等地的多所高校也设有军事类社团，不定
期开展军事沙龙等国防主题宣传活动，越
来越多新生代“军迷”逐渐崭露头角，成为
传递保家卫国信念的新锐力量。他们中
的不少人还选择了参军入伍，开启了属于
自己的“迷彩青春”。

炼

重庆交通大学学生黄彦钧在参与轻兵器相关测试。 （受访者供图）

重庆各区县积极开展2024年征兵宣传进校园活
动。 （市征兵办供图）

相关新闻

今年6月，沙坪坝区在川美举办征兵进校园活动，不少大学生“军迷”和现场报名入伍的
同学合影留念。 （受访者供图）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机要科、电台和文书科
就隐藏在大楼第三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