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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重庆总队注重探索“情感共

维系、家庭共守护、荣誉共分享”的亲

情助教模式，把官兵亲友情真意切的

嘱托作为最有说服力的教育素材，在

官兵与部队、家庭、社会间串起一条红

线，让每名官兵真切感受到亲友是坚

强后盾，共同弹出一首亲情“协奏曲”，

引导官兵常怀感恩之心、常思军人之

责，激发建功立业的使命担当。

情感共维系：打通亲情
链路，教育官兵敬老孝亲

“只有打通亲情链路，让每名官兵

懂得敬老孝亲，才能最大限度激发亲

情助教的效能。”在总队宣传处副处长

孟 宪 辉 看 来 ，形 成“ 部 队 — 社 会 — 家

庭”教育闭合回路，有助于加深官兵对

家国担当的深度思考，激发投身强军

实践的行动自觉。

他们聚焦官兵思想实际，在部队

开展“周周通电话、月月连视频、常常

尽孝心、人人有存款”活动，制定 12 条

具体措施帮助官兵密切家庭关系、浓

厚父母亲情。

执勤第一支队南川中队公开栏上

张贴的汇款明细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这张明细表中，转账金额有多有少，但

官 兵 们 无 一 例 外 地 把 每 月 攒 下 的 津

贴、工资都转给了父母。

家庭共守护：营造亲情
氛围，引导官兵稳心舒心

帮助官兵建立和谐的家庭关系，

营造温馨的亲情氛围，是暖兵心稳兵

心的实在举措。该总队紧盯实际问题

思考破解之策，积极联系驻地心理医

生及模范家庭成员来队召开座谈会，

分享经验；组织开展婆媳关系、育儿早

教、夫妻相处等系列讲座；利用假期时

间 ，有 计 划 组 织 官 兵 带 家 属 短 期 疗

养。一个个实在暖心的举措，帮助官

兵化解了与亲人之间的矛盾，营造了

和睦幸福的家庭氛围。

“家人的理解支持，让我能够对工

作心无旁骛，特别感谢妻子的默默付

出。”前段时间，机动支队组织的“构建

和谐家庭 共创美好未来”专题讲座现

场，被大家笑称“直男”的一级上士钟

天涯当众说出了藏在心底的话，台下

的妻子感动得红了眼眶。

今年“六一”儿童节，执勤第一支队

组织开展“萌娃进军营”主题亲子活动，

邀请军娃进军营体验军人的岗位，现场

气氛十分活跃。7 岁的军娃李子贤说：

“听了爸爸和叔叔们的故事，看到光荣

榜上爸爸的照片，我感到很骄傲！”

荣誉共分享：感悟亲情
力量，激发官兵前行动力

执勤第五支队政治工作处原副主任

王垚积极参与驻地脱贫攻坚工作，先后

帮助 3 个贫困村、215 户村民脱贫致富。

“看到你被表彰为‘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我更加理解了军人的不容易。”在重庆市

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现场，身披绶带

的王垚在后台与妻子视频通话，妻子抱

着尚在襁褓中的孩子为丈夫“点赞”。

在执勤第五支队举行的“我的成长

故事”事迹报告会上，9名基层官兵代表分

享成长经历，为全体官兵立起了新时代革

命军人的好样子。报告会上，因勇救落水

儿童荣立三等功的战士任泓达的讲述，赢

得观众热烈掌声。台下，他的父亲见证了

这一荣誉时刻，激动地说：“感谢部队培

养，让我的孩子成了响当当的男子汉。”

思想教育要注重与社会、家庭间的

多向交流。该总队利用晋职授衔、表彰大

会等时机，邀请官兵亲属来队观礼，结合

年终评选“十大强军标兵”“最美军嫂”。

如今，浓厚亲情关系的内容被列

入“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项目

清单，官兵们在关于“家”与“国”与“乡”

的深度思考中提高思想认识，理想信念

更加坚定、矢志报国意识更加强固。

弹好“协奏曲”，激发建功立业的使命担当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我军思

想政治教育讲求用真理说服人、用真

情感染人、用真实打动人。

武警重庆总队深入对接青年官兵

思想行为特点，用足用好部队、驻地和

家庭多方资源，探索构建国情乡情亲

情助教体系的经验做法，将真情实感

注入思想教育，用真心实意浇灌官兵

心田，让官兵不断根植心怀天下的报

国情、为民服务的鱼水情、寸草春晖的

血脉情，有利于官兵走好军旅路，尽快

成长、成熟、成材。

“国情”助教，就是用国家建设发

展成就开展教育，回顾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社会、

经济、科技、国防等领域取得的巨大成

就，联系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伟大斗争，

引导官兵认清“中国之治”与“西方之

乱”的鲜明对比、“东升西降”与“西强

东弱”的演变趋势，坚定在党的领导下

推进强国强军事业的信心信念。

“乡情”助教，就是用驻地和故乡

发展变化开展教育，突出乡土、乡音、

乡景、乡亲等元素，联系家乡发展、驻

地变化和部队参与脱贫攻坚的生动实

践，讲时代变迁、讲社会进步、讲美好

前景，把官兵对故乡的眷念和牵挂转

化为践行宗旨使命、扎根第二故乡、勠

力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

“亲情”助教，就是用家人亲属爱

军拥军典型事例开展教育，宣扬“最美

军嫂”、烈士遗属等无怨无悔、默默奉

献的感人故事，深入挖掘官兵亲属支

持工作、甘为后盾的典型事例，引导官

兵常念家人不易、常怀感恩之心、常思

为子之责，自觉把父母妻儿的殷切希

望转化为爱岗敬业、履职尽责的内生

动力。

有情才能有力，共情才会共鸣。

知国情，才能自信坚定卫和平；懂乡

情，更会爱民为民护安宁；念亲情，方

可感恩明责知奋进。面对新时代新形

势新任务，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带着情

感的温度、依靠情感的力量，才能更好

走近官兵、引领官兵、赢得官兵，不断

凝聚向上向善的正能量，催生奋斗强

军的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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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情育人以情育人聚兵心聚兵心
——武警重庆总队着力构建国情乡情亲情助教体系的新闻观察武警重庆总队着力构建国情乡情亲情助教体系的新闻观察

■陈万金 张永清 本报记者 欧世金

2020年 12月，全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提出，着力构建国情乡情亲情助教体系。武警重庆总队各级深入对接新时代青年官兵思想行为特点，用
足用好社会、家庭和部队教育资源，围绕助教体系的内涵外延、目标指向、力量运用、制度机制等进行探索实践，形成了一套简便易行、科学实用的载体抓
手，有效提升了部队思想政治教育质效。前不久，在武警部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成果交流会上，他们介绍了经验做法。

国情教育是激发官兵爱国热情、矢

志强军的有效载体。武警重庆总队探索

“实景助讲、仪式助悟、网络助学”国情助

教模式，唱好以“联系内外谈优势、贯穿古

今讲传承、对比前后话成就”为基调的国

情“奋进歌”，引导官兵在回望奋斗路、眺

望奋进路中打牢爱党爱国的思想根基。

实景助讲：让抽象概念
变得具体可感

夜已深，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二支

队宣传科办公室依然灯火通明。干事

张维阳正在制作参观见学“路线图”和

“问题卡片”。

“参观见学要充分准备，确保官兵

学有所获。”张维阳说，自支队构建国情

助教体系以来，每次组织参观见学前都

要提前做好预习功课，让官兵带着问

题、带着思考走进红色场馆。

战士李思齐凡事总爱问个为什么。

一次，他问指导员张正：“都说疫情防控人

人有责，可有的感染者明明是自身防护出

问题，国家为什么还给他免费治疗？”

张正没有急于回答，而是借着现地

教学活动，将李思齐带到红岩革命纪念

馆，引导他在实地实景中边看边学、边

思边悟。他趁热打铁给李思齐答疑：无

数共产党员、医护人员义无反顾地冲在

抗疫一线，国家为患者提供免费治疗，

是因为党和国家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

益高高举过头顶。

那一刻，李思齐豁然开朗。

前不久，重庆铁马兵工厂迎来一批

特殊的游客——一支迈着整齐的步伐、

与列阵的装甲车相呼应的队伍，他们就是

机动支队侦察中队官兵。参观中，工厂采

用的自动焊接、油气悬挂和零部件热处理

等先进技术，令官兵们直呼大开眼界。

将参观见学打造成现地课堂，关键

是要从实践角度去解读、去转化，做到

学以致用。基于这一理念，该总队将高

科技产业园区、新农村建设示范点、军

工企业以及友邻飞行、装甲部队等列入

参观见学备选地点。

实地参观，让官兵对中国梦、强军梦

的认识更加具象化。谈及组织官兵前往

南川大观镇新农村建设示范点参观见学

的经历，执勤第一支队南川中队指导员

齐琪深有感触：“以前在课堂上提到脱贫

攻坚、乡村振兴，大家总感觉遥不可及。

如今实地结合建设成果讲解，抽象概念

变得具体可感，战士们听得懂，悟得透。”

仪式助悟：多管齐下增强
教育仪式感

今年清明节，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

三支队梁平中队组织官兵到梁平区革

命烈士陵园开展祭扫活动。出发前一

天，中队两名上等兵找到指导员缪强申

请留守。

细问原因，班长普建国一语道破：

“他们借故不想参加这次活动。”其他一些

战士也有类似想法——“祭扫活动年年

搞，内容老一套、形式太死板。”

缪强组织召开党支部议教会，大家

反思：战士参与教育积极性不高，归根

结底是教育活动只注重了形式，忽视了

实效。于是，他们调整此次祭扫活动内

容，举办“勿忘来时路”英烈事迹宣讲

会；邀请参战老兵一同祭扫，请他们现

场讲述战斗故事；在强军网兵心社区设

置“传承英雄气，再踏新征程”留言帖

等，多管齐下增强祭扫活动的仪式感。

该支队云阳中队官兵也赴烈士陵

园开展“缅怀革命先烈，争当红色传人”

主题活动。回营途中，战士们道出心

声：“革命先辈是榜样，我们要接过他们

的枪，当一个好兵。”

网络助学：打破时空局限
提升感召力

“战友们，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嘉兴

南湖，泊靠在湖畔的那一叶扁舟就是著

名的‘红船’……”执勤第三支队执勤一

中队学习室内，官兵们正通过镜头跟随

浙江籍战士李坤雨在南湖革命纪念馆

“云参观”，新颖的形式让大家兴致盎然。

“ 以 前 只 是 听 说 ，今 天 终 于 见 到

了 ！”“ 一 叶 红 船 载 着 真 理 点 亮 中

国”……战友们“弹幕”刷屏，直播气氛

十分热烈。

在探索构建国情助教体系中，他们

深入对接青年官兵的思维习惯、认知规

律和性格特点，依托强军网和智能手机

等终端设备精心打造网上“云课堂”，进

一步提升教育课堂的时代性和感召力。

“这样的教育讲出来的道理更具有

说服力。”在机动支队二中队，一堂“云

游遵义会议旧址”直播教育课赢得官兵

好 评 。 在 直 播 中 ，他 们 广 泛 运 用 5G、

VR 等信息技术手段，打破时空局限将

红色资源推送至官兵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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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重庆总队积极探索“乡情同台

讲、成果同畅享、发展同献力”乡情助教

模式，将家乡驻地社会发展变化和人民

群众殷切期盼作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最鲜活的教材，画好以官兵为圆心、以

驻地和家乡为半径的乡情“同心圆”，最

大限度释放乡情助教功能，引导官兵从

家乡驻地之爱、军民鱼水之情中汲取保

家卫国、牺牲奉献的不竭动力。

乡情同台讲：线上“秀”，
线下“讲”

最近，执勤第五支队干事李海林

在支队网络论坛社区发布的一篇主题

为“晒家乡、谈变化、赞成就”的帖子，

一直“飘”在论坛首页。

李海林介绍，探索乡情助教模式

以来，他们打造网络论坛社区，发动官

兵晒家乡变化、谈建设成就、讲红色故

事。他们以“乡情”这一特殊情感为载

体，探索实现线上论坛与线下讲堂一

体推进，把一个个浸润乡情的故事搬

上讲台，让官兵讲出心里的思乡情愫。

夜色阑珊，汽笛声荡开江面薄雾。

甲板上，船艇支队每月一期的“甲板龙

门阵”开摆。“四川旺苍是我的家乡，当

年这个总人口不到 10万的小县城有 1.2

万人参加红军，红军城由此得名……”

讲台上，战士唐彪自豪地讲述着家乡的

红色历史，台下不时报以热烈掌声。

“线上线下联动搭台，畅所欲言的

同 时 更 打 动 人 心 。”船 艇 支 队 领 导 介

绍，他们将“乡情故事会”升级为“甲板

龙门阵”，通过在线上论坛筛选“好故

事”，让官兵登上讲台，谈发展变化、讲

红色故事、话英雄人物。

成果同畅享：“你挂念着
我，我守护着你”

周末，战士张杰到渣滓洞“打卡”。

他发现凭军人证件不仅可以免费参观，

还有讲解员热情接待。讲解员说：“您

是军人，守护了我们的幸福安宁，现在

我为您服务。”一番话令张杰动容。

去年，《革命者》《1921》《我和我的

父辈》等主旋律电影热映，不少影院推

出军人免费观影活动，有的影院还直

接联系部队“登门送电影”，让官兵足

不出户就可以享受红色经典影片带来

的视觉盛宴。

近年来，武警重庆总队积极与地方

宣传、文旅部门签订协议，协调电影院、

博物馆、热门旅游景点等场所落实军人

优待政策，同时还积极推进军人免费乘

坐公共交通工具、军属优先看病就医等

福利待遇落地，让官兵真正享受驻地发

展成果，感受驻地对军人的尊崇。

去年初，城口县图书馆武警中队

分馆正式建成并投入使用，官兵们迎

来宽敞明亮、清新雅致的“军营书吧”。

“条件改善了，书合口味了，这里到

了周末座无虚席。”指导员邹珺恺介绍，

县图书馆按照每人每月 5 至 10 本的标

准为中队配置图书，并提供“点单式”送

书服务，免费配置“朗读亭”“党员学习

一体机”移动阅读设备，“书吧”成了大

家课余时间里竞相“打卡”的好去处。

“你挂念着我，我守护着你。”驻地

党委政府的关心关爱，官兵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更增进了对“第二故乡”的

热爱之情。近年来，每当驻地遇到灾

情，官兵们总是闻令而动、冲在一线，

有力守护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发展同献力：最是乡情
动人心

前不久，执勤第三支队奉节中队

一堂“军民路·致富路”微课，以独特的

视 角 、诙 谐 的 讲 述 、动 人 的 故 事 成 功

“出圈”，被收入支队精品课程库。

这堂微课从“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

泥”的土路，讲到如今通往脱贫致富的

水泥路，生动再现了支队官兵助力“第

二故乡”发展建设的倾情付出。主讲人

唐振坤介绍，当地群众将这条路命名为

“军民路”，寓意着军民鱼水一家亲。

执勤第五支队彭水中队时任指导

员杨雪冉回忆：刚到中队上任时，前任

指导员与他交接了捐资助学这项特殊

工作。捐助对象小燕的父亲因意外离

世，家庭经济困难。200 元、500 元……

官兵将平时省下来的津贴、工资捐给

女孩，帮助她完成学业。当小燕带着

西南政法大学录取通知书来到中队报

喜时，官兵们十分欣慰。

文碧清老人是 2 位烈士的母亲，老

伴去世后，她一个人无依无靠。中队

官兵了解情况后，主动承担起照顾老

人的责任。20 多年来，一茬茬官兵与

老人结下了深厚的“母子情”。老人深

情地说：“我把两个儿子献给了党，党

却给了我无数个儿子。”

画好“同心圆”，汲取保家卫国的不竭动力

图①：武警重庆总队官兵参观革

命主题展馆。

图②：武警重庆总队官兵与家人

分享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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