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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工程前身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是新中国
第一所综合性高等军事技术院校。1953年，陈赓
院长亲手铲了第一锹土，揭开了哈军工校园基建
的序幕。哈军工创建之初，为了满足各军兵种的
需要，按军兵种设置了空军、炮兵、海军、装甲兵、
工兵共 5个工程系，每个系拥有一座独立的教学
大楼。哈军工时期的5栋大楼11号楼、21号楼、31
号楼、41号楼和51号楼各自对应一个工程系。

教学楼外部为中国传统的古典建筑特色，雕
梁画栋，青檐碧瓦，内部采用苏联的西式吊顶及浮
雕装饰，建筑整体风格中西结合，颇具特色。“长期

打算，坚固耐用，正规要求，经济适用”是学校打造
教学楼的基本方针。如今，哈军工的几栋大楼依
然巍峨耸立，坚固如磐，冬暖夏凉。

备受关注的11号楼，其楼角飞檐上是一排飞
机雕塑，是原空军工程系所在教学楼，其占地面积
4.7万平方米，是学生们上课自习的主要教学楼之
一。11号楼被学生称为间谍也绕不出去的建筑，
谜一样的教室编码，使其成为了校园里最像迷宫
的建筑，“没有在11号楼迷过路，你都不好意思说

自己是哈工程的学生”。
新生上课之前首先要学习教室编码，否则很

难找到教室，因为普通人难以想象，11号楼131大
教室不在一楼而在三楼，142教室的旁边不是141
和143，0124和124是两个不同的教室……这是哈
工程特有的保密手段，如大教室每层四个，顺时针
分布在四个角上，编号为1n*，n表示楼层数，“133
大教室”表示 3楼第三个大教室。为了让学生们
顺利找到上课教室，学校特别开发了11号楼导航
系统，广受师生好评。

同学们上课过程中常会偶遇领袖们的足迹。
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都曾到 11号
楼视察，楼宇内多个原址标志牌印证了新中国第
一代领导集体对这座学校，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关
怀与重视，赋予了哈军工及其后继者荣光与使命。

记录着钱学森与陈赓的“世纪问答”的 21号
楼、诞生了多个共和国第一的31号楼……每一栋
建筑都饱含着其专属的军工历史，被誉为“不穿军
装的军校”的哈工程，不仅将 70年前的建筑完好
保护修缮，其“严格、严谨、严密”的教风，上下课嘹
亮的军号声，极高标准的新生军训均延续至今，哈
军工精神始终激励着一代代哈军工传人矢志创
新，砥砺前行。

（据《新晚报》朱虹 王铁军）

元宵节将至，又到赏月时。天文科普专家介
绍，癸卯兔年元宵节“十五的月亮十六圆”，还是年
度“最小满月”。

当月亮和太阳处于地球两侧，并且月亮和太
阳的黄经相差180度时，从地球上看，此时的月亮
最圆，称之为“满月”，亦称为“望”。农历每月的十
四、十五、十六甚至十七，都可能出现满月。

“由于癸卯兔年正月中‘望’的时刻出现在 2
月 6日 2时 29分，因此，兔年元宵节是‘十五的月
亮十六圆’。”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
理事修立鹏说。

这轮最圆元宵月有些特别，它不仅是癸卯
兔年的第一轮满月，也是 2023 年度最小的一轮
满月。

修立鹏介绍，月球在椭圆轨道上绕地球转动，
月地之间的距离并不恒定。由于距离不一样，地
球上人们眼中的月亮也就有了大小之分。一个公
历年中，通常会有12次或13次满月。2023年共出
现13次满月，第一次是在1月7日，最后一次是在
12月 27日。如果给这 13次满月“排排座”，2月 6
日的这次满月是 2023年度第 2次满月，也是 2023
年度“最小满月”。

如何欣赏这轮元宵满月呢？“‘望’的时刻发生
在凌晨，打算赏月的公众可于 5日日落后两小时
左右进行观赏和拍摄。此时月亮虽然不是最圆，
但与最圆时刻相差无几，且刚刚升起，显得很大，
不仅适合裸眼欣赏，也非常适合与地面景观合
照。”修立鹏建议。

那么 2023年度“最大满月”将出现在什么时
候？它将出现在 8月 31日，由于它还是 8月里的
第二次满月，因此又被称为“蓝月亮”（当一个月份
中出现两次满月时，第二个满月就被称为“蓝月
亮”）。 （据新华社 周润健）

在重庆南山的一家餐馆里，客人在一个外形
像“水泥管”的地方用餐，有网友调侃：“这才是正
宗的下‘馆子’。”近日，记者来到南山实地打探。

该店位于重庆南山，进入店内小院，映入
眼帘的便是上下两层的“水泥管”，每个“管子”
里都摆放了餐桌。除了管道，院内也设置了常
规的餐桌。

临近饭点，店里的客人逐渐多了起来，很
多人一边用餐一边拍照打卡。来自浙江的小
陈告诉记者，趁着开学前来重庆旅游，在网上
刷到这家店，觉得有意思，想着来看看，顺便还
能吃个晚饭。

“我昨天刚在网络上刷到，电视剧《狂飙》
也有这样的地方，今天就约着朋友过来了。”居
住在重庆的王小姐说，感觉这家店拍照肯定好
看，在“管子”里吃饭很有趣。

为何会设计成“水泥管”的造型？烤肉店
老板彭女士说：“重庆有句话叫‘我们一起下馆
子’，我们出于这种想法，才在院内设计了这样
的造型。”

视频走红后，也有网友提出疑惑，在里面
用餐是否安全？怎么上去？记者在现场看到，
店家设置了楼梯，可以上到二楼，还在“水泥
管”外的两边分别设置了围栏、玻璃护栏。

彭女士告诉记者，管子是他们特意找厂家
定制的，和普通水泥管不一样。此外，还联系
专业人员对管子进行了加固。针对网友对安
全隐患的担心，市城市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表
示，若市民在用餐期间发现安全事故隐患，可
向市城市管理局投诉反映。据《重庆晨报》

为了让学生们顺利找到教室，学校特别开发导航系统

被谣传的哈工程建筑竟然这么“谜”
日前，一条有关哈尔滨工程大学的通知截

图在网上流传。“通知”称，哈工程11号楼地下有

超电磁炮和放射性元素。对此，哈工程官方微

博第一时间发布辟谣信息。超电磁炮子虚乌

有，但哈工程浓厚的军工背景引发了广大网友

的好奇。

今年元宵节“十五的月亮十六圆”
还是年度“最小满月”

哈工程前身哈军工
按军兵种设5个系

学生戏称11号楼
连间谍也绕不出去

“正宗的下‘馆子’！”
“重庆人在管道吃饭”上热搜

不少市民前来打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