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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

带来了思想的解放、

科技的腾飞和国家

的富强。在上世纪

80年代，移动电话还

是个新鲜事物，到了

21世纪，手机网络的

信息高速公路四通

八达，座座军营也迎

来了“拇指时代”。

科技的洪流汹

涌澎湃，所到之处皆

是翻天巨变，我们身

处的军营也日渐透

明、开放。随着一系

列政策文件相继出

台，手机也飞进了寻

常官兵手中。新修

订《内务条令》规定

了手机使用的细则，

其开放与包容程度

更是值得称道。在

新时代大背景下，如

何正确引导官兵利

用手机，使之成为工

作、学习、生活、娱乐

的得力助手，是各级

带兵人必须面对的

时代课题。

这是一个不可错过的时代，也是一个需

要思考的时代。实践证明，“电网围墙+监

控”创造不出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足球篮

球+电视”解决不了年轻小伙的文化需求。

面对网龄远大于军龄的战士，“黑板加粉笔”

“我讲你听”的教育方式显然已不适应这个

时代。动态趣味的信息，幽默的语言风格，

“抖机灵”“神评论”等交流方式，往往更能潜

移默化地带动他们、影响他们。

创新方式方法，抢占舆论制高点才能适

应新时代。要想“手机+思想政治工作”花开

并蒂，就要继续解放思想、联系实际、与时俱

进，下大力气创新“手机+政治教育”的组织

形式以及“手机+文化活动”的开展方式，搭

建官兵畅所欲言的平台，把红色历史、强军

故事以官兵喜闻乐见的形式融入手机这一

载体，调动官兵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激活传

统政治教育以及文娱活动的“一池静水”。

更要完善“手机+后勤保障”的渠道，让手机

成为官兵反映问题、解决问题、维护利益的

好管家，这才是拇指时代“手机+”工作的正

确打开方式。

攻克时代课题，考验着各级领导的网络

视野、搭台本领、反应速度和行动能力。只

有找准时代的风向标，从思想源头发力，付

诸行动，才能取得成效。伴随着改革开放的

步伐，新生事物将会越来越多，必须脚踏实

地探索实践，才能避免时代淘汰。开展“手

机+”创新，敢用会用活用这些新事物，就会

带给军营另一番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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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见字如面到视频聊天

打开手机，与家人视频通话，已成为该旅卫生
连军医李伟晚饭后的“必修课”。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主要的通信工具是书
信和电报，收到一封家书，不管是刚入伍的新兵还
是干部，总是迫不及待地拆开阅读。因为这几乎是
那个年代军人与家人唯一的交流方式。

老家河北的李伟清晰地记得，上世纪 90年代
初，家人给他介绍了对象，两人只见过一面，之后的
联系全靠每月几封书信。
“白天忙于训练，只有晚上有点时间写信，每当

收到对方来信，总是特别开心。”李伟说，因为距离
遥远，每封信要在途中传递 10天到半个月，一年下
来也有几十封。

每次看完，李伟就把信压在枕头底下，每每惦
念时就拿出来，这是那个时代的“见字如面”。

后来有了公共电话，写信就少了。李伟一到休
息时间就跑到电话亭排队等候，每次打电话一直要
到身后战友催了又催，才依依不舍地将电话挂掉，
“大半个月的工资都献给了邮电局”。

1983年，第一部商用移动电话诞生，此后 30多
年里快速更新换代，到如今进入 4G“拇指时代”，智
能手机更是随处可见。军营也不例外。2015 年 7
月，原四总部颁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基层工作指导
和管理秩序若干规定》，明确允许军人使用智能手
机。自那以后，李伟与家人的联络就变成了视频聊
天。他不禁感叹，这些年变化实在太大，以往不敢
想的事如今变成了现实，“飞鸽传情”的年代一去不
复返。

智能手机不仅改变了人们的通信方式，也拉近
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不久前，该旅对今年刚入伍
的新兵进行思想调查，据统计，想家、想父母的比重
较以往下降不少。新兵团副政委王强告诉记者：
“以前智能手机没有放开时，一些新兵有啥心事就
憋着，久而久之就会出问题。现在，新兵可以按规
定使用智能手机，他们有什么烦心事可以通过手机
视频面对面和家人或者朋友说一说，这样更利于我
们开展思想工作。”

大学生新兵赵南入伍前听说军营里不让用智
能手机，便藏了个心眼，特意购置了两部手机，一部
在规定时间内上交，一部还继续偷着用。入营不到
3天，赵南的“躲猫猫”行为就被眼尖的班长发现，
并被责令 3天不准使用手机。事实上，军营是允许
在休息时间使用智能手机的。

3天后，赵南按规定取出手机，迫不及待地连
线女友。面对女友的抱怨，赵南道出原委，了解情
况后，女友表示理解，并与赵南约定以后在规定使
用手机的时间进行连线。说起这事，20岁出头的
赵南羞得脸通红，他说，从那以后，自己和女友聊天
从“地下”转入“地上”，每次视频他都要把部队里的
新鲜事和取得的成绩分享给她，他们还把这种线上
聊天称之为“定时约会”。

赵南的班长薛方熊告诉记者，为了赢得女友、
家人“点赞”，赵南训练、工作更加刻苦了。在新兵
团里像赵南这样的情况还有很多，该旅借助微信视
频、朋友圈等平台，开展“晒一晒成长变化”活动，用
视频晒变化促进新兵成长进步。

带兵育人有了新平台

“要说手机带来的变化，现在我们使用的‘蓝墨
云班课’平台就是一个例证。”开了一天车的修理连
班长李海明回到连队，第一件事就是按规定请领手
机，为了补课，他点开“蓝墨云班课”APP，登录账
号，加入到“说一说改革开放 40年来身边的变化”
在线讨论区。

谈及教育形式的改变，当了 14年兵的李海明
感慨颇多。“刚当兵那会儿，学习教育就是一块黑

板、一支粉笔、一个马扎，要是错过时间，只能拿战
友笔记抄，现在可不一样了，只要轻点屏幕，就可以
搞定。”李班长开玩笑说：“现在实行线上教育，就是
想逃课都难！”

该旅服务中心司务长宗长友曾一度为提高全
旅炊事员技能发愁，在研究了“蓝墨云班课”APP资
源共享功能后，开办了“劲旅味道”炊事班课。一时
之间，全旅炊事员纷纷加入班课，晒美食、写教程、
比功夫成了炊事班的热门话题。

记者打开“蓝墨云班课”APP 看到，它自带 10
多项教学辅助活动内容，教员可以用来开展课前投
票、调查，课上展示课件、随堂测试，课后布置作
业。授课人还可以依据官兵各项活动的参与完成
度给出评分，系统依据评分自动排名，学习效果一
目了然。

如今的军营，不论是互联网还是内网，正越织
越大，越织越密，官兵学习娱乐已经离不开网。如
何运用好这个时代产物？旅政委刘士秋坦言，对于
智能手机的开放使用，起初他心里没底。

那些年，尽管各级三令五申，多次强调军人使
用智能手机的管理规定，但还是出了问题：有个别
官兵在使用微信时无意中暴露了军人身份。

类似问题接踵而至，该旅党委当时想一“禁”了
之，可又觉不妥。那段时间，“手机怎么用”已经和
“训练怎么训”“教育怎么搞”一样，成为全旅上下最
为关心的问题之一。
“政治工作过不了网络关，就过不了时代关。”

旅党委感到，一味地封堵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唯有
进行正确引导、化堵为疏，才能使其成为提高学习
和工作效率的利器。

在广泛听取各级意见后，他们做出决定，全面
实施“手机+”工程，开拓网络工作新天地。经过不
断探索研究，该旅逐步形成了“手机+学习教育”
“手机+服务官兵”“手机+人才培养”“手机+文化活
动”等，打造集学习、教育、管理、娱乐为一体的手机
使用模式。该工程一经推广，不仅解决了管理问
题，更大幅提高思想政治工作效能，让“生命线”在
官兵掌上如影随形。

前不久，三营七连指导员贾亚涛在主题教育准
备会上，布置了下周授课的课前预习作业，要求每
排上传 3份不同时期我军关于“听党话、跟党走”方
面的图文影像资料。任务刚一下达，官兵立刻领取
手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开始检索“军报记
者”“向党看齐”等微信公众号；有的下载《苦难辉
煌》等电子书的精彩章节；还有的登陆央视影音等
网站查找视频资料。短短一个小时，官兵就自主上
传了 40多份各类学习资源，不仅超额完成任务，还
通过资源检索和共享，提高了学习效率和兴趣。其
中，优秀资料将在授课时分享展示，并留存在班课
资源库中供大家随时查阅。

军营生活步入快车道

19 时，一营一连指导员王东宝像往常一样组
织官兵收看《新闻联播》，打开电视时，一条“无服
务”的信息跳了出来。见此情况，王东宝拿起手机
对着机顶盒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按照提示信息，
将有线电视卡号及故障情况进行提交，15分钟后
故障成功排除。

事后，王东宝了解到，他提交的信息不仅传到
机关有关科室，而且同步传到了地方传媒公司，根
据卡号及故障情况，很快确定故障原因。
“以前处理起来比较慢，得先打电话给机关求

助。而现在，只要扫一扫就能轻松搞定。”王东宝深
有感触地说：“军营进入‘拇指时代’，生活犹如步入
快车道，比以前方便多了。”

与王东宝有同样感触的军需营房科助理金城，
回忆起以前的一句顺口溜：电话铃一响，赶快往外
跑，一遍不行第二遍，反正“来回跑”。金助理告诉
记者，他刚当助理时，最怕电话响，不是一连灯泡坏
了，就是二连水管漏了。现在运用智能手机，他们

能够通过微信及时给基层反馈
信息，同时根据各单位上报的信
息，将同类、同片区的单位进行
筛选整合，统筹安排人员，极大
提高了工作效率。

记者看到，在该旅营连公示
栏、宿舍办公桌、车辆驾驶室、墙
上电闸盒上，处处贴着服务二维

码：法律援助扫一扫，心理咨
询扫一扫，民主监督扫一扫，
器材维修扫一扫，身体不适扫
一扫……“扫一扫”俨然成为
基层官兵解决问题的新手段
和反馈问题的新渠道。

如今在该旅，类似的服务
涵盖到官兵生活的方方面
面。宣传科科长丛晓峰介绍，
他们以手机和 H5 技术为媒
介，围绕法律援助、心理咨询、
政策普及、医疗服务、车辆维
修、火电安全、伙食管理、有线
电视保障等 8个方面，建立起
H5在线服务网页，将心理医
生、诉讼律师、维修工人、职能
科室咨询电话，以及涉及官兵
切身利益的政策规定和安全
常识纳入网页之中，构建起体
系完备的网上服务系统。

智能手机改变了官兵生
活，也引领着军营新时尚。体能训练时，他们号召
官兵运用手机运动 APP，开展“手机+运动挑战”，
组织官兵线上挑战赛，定期晒晒谁跑的速度快，谁
跑的距离长，谁坚持的时间久，定期评选健身达人、
跑步达人，鼓励官兵分享健身经验，持续激发官兵
体能训练热情。

此外，该旅还开通“手机+网上书城”，组织
官兵利用网上书城读书荐书，广泛开展网上读
书、漂书活动，在线交流学习经验，撰写读书体
会，开展营连好书推荐会，让读书的热情高起来；
开展“手机+知乎答题”，利用微信小程序知乎答
题王，组织官兵网上答题升级，让知识的比拼热
起来。
“改革开放 40年来，军营变化实在太大，过去

我们带兵育人是有什么能耐办多大事，现在我们带
兵人的思维变了，有什么好想法，就研究什么新措
施，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一营教导员于林新
感叹道。

如果做项问卷调查——“现代人最为重要的物品”，相信很多人都会选择“手机”。
改革开放 40年来，从书信、电报到BB机、“大哥大”再到今天的智能手机，人们的通信联络方

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可以说，通信工具的迭代更新，给我们的工作、生活带来便捷的同时，也悄然
改变着原有的生活、学习方式。
“机”不离身、“网”不断线是信息时代留给人们的深深烙印。而随着“网上长大的一代”参军

入伍，他们会给部队带来哪些新情况，又会怎样影响着今天的军营？
近日，记者走进陆军第78集团军某合成旅，看一看“拇指时代”的军营是什么样。

——编 者

当军营走进“拇指时代”
■陶 李 安 阳 本报特约记者 向 勇

图①：新战士王迪与母亲视频通话。
江 耀摄

图②：官兵利用“蓝墨云班课”APP开展
学习讨论。 江 耀摄

图③：宿舍里的“扫一扫”。 丁柏淞摄
图④：官兵按规定取用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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