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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探营

Mark军营

通过活动的经验材料找亮点，是
新闻采访的一条“捷径”。然而，5月
上旬，记者在第 81集团军某旅采访数
天后，发现这条“捷径”走不通了。

该旅是集团军主题教育先行单
位，今年 2月初已经受领了任务。然
而，两个多月过去了，他们还没有总
结出一片纸的经验材料，能提供的文
字材料只有一份教育方案。

在往年的主题教育中，试点单位
大多比较关注经验材料的质量以及上
级转发与否。为了快出经验，他们通
常先组织一周左右的集中教育，边组
织边总结经验，集中教育刚结束、还
没来得及实践运用，经验已经出炉。
甚至有个别急于“表现”的单位，在
教育开始前就着手撰写经验材料。

两个多月过去了，还没有出经
验。气定神闲的背后，是该旅对今年
主题教育的深刻认识。任志远介绍，
这是改革任务相继完成这一关键时期
进行的一次主题教育，意义重大、实
践性强。往年主题教育的组织模式尽
管出经验快，但容易造成教育和实践
脱节，今年的主题教育如若再沿用，
很难达到预期教育效果。

该旅在筹划主题教育方案时，决定
拉长战线、放慢节奏，把教育分成“讲
忠诚，培育强军之魂”“讲备战，培育
强军之能”等 6个专题，一到两个月组
织一个专题，每个专题都包含集中上大
课、分层讲小课、骨干释疑惑、讨论凝
共识、活动促深化等内容，真正让教育
贯穿全年、取得实效。4月初，该旅收
到了上级关于开展主题教育的指导意
见，和他们的教育方案不谋而合。

刨去思想调查、教育准备时间，
该旅主题教育开展已经两个多月了，
却只进行了第一个专题的内容。经验
虽然无从谈起，却赢得了基层官兵的
普遍肯定。

一营营长付桢柯介绍，以往集中
教育要连续组织，通常会占用训练时
间，而今年主题教育的所有活动都在
每周教育时间进行，保证了训练计划
不被打乱。二连指导员陈龙表示，以
前教育时间集中、节奏快，自己备课
质量难保证，现在备课时间充裕，还
组织了“每人献一书”“课前小演讲”
等特色活动。

教育好不好，战士最有发言权。
“当兵十几年，这么系统扎实的主题教
育不多见！”三连四级军士长王俊凯形
象地说，“以前有些教育像夏天的暴
雨，来得急、雨量大，大家疲于应
付，真正入心入脑的并不多；今年的

教育就像春天的细雨，大家有充足的
时间慢慢消化吸收。”

一营火力连上士邓志勇说，以往
集中教育阶段节奏太快，大部分官兵
是被动接受，参与其中的比较少。以
演讲为例，以往组织演讲比赛，每个
连只能派一到两名“演讲专业户”参
加；现在时间充裕了，连队组织了小
演讲活动，已经有 10名官兵走上演讲

台，而且有7人做了PPT。
采访结束，记者没有看到纸质的

经验材料，却看到了用行动书写的
“经验材料”：从教育效果出发、尊重
教育规律，不急于出经验，不正是值
得学习借鉴的好做法吗？不久前，第81
集团军编写的《主题教育简报》全文
刊发该旅主题教育方案，并下发所属
各单位参照执行。

主题教育能否搞好，一个重要前提是我们以什么样的作风开展教育，请看
第 81集团军某旅“增强主题教育实效性针对性”系列报道之一—

试点两月余 经验不忙报
■本报记者 周 远 通讯员 赵丹锋 李连军

上个月，我们营组织野外演练，最
后一个课目是野外热食制作。出发前，
班长特意交代我为全班掌勺，好好露一
手，把入伍前当厨师的看家本领拿出
来。面对班长的信任，我暗下决心：一
定要好好露个脸。

演练开始后，机关指导组全程伴随
导调，虽然一路上“敌情”不断，但训练有
素的战友们过五关斩六将，表现优异，我
更是一路期待着掌勺的“高光”时刻。

第二天中午，队伍路过一片丛林，
按照计划，热食制作课目将在此展开。
果然没过多久，营长就下达了休整做饭
的命令。大家迅速整理装具，在路边挖
设散烟灶，认真做好伪装。不一会儿，
丛林中隐约飘来阵阵饭菜香。

放油、下菜……正当我忙得不亦
乐乎的时候，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
哨声，“敌机临空侦察，各单位迅速
隐 蔽 ……”机关下达了新的导调情
况。大家迅速填埋散烟灶，跃入丛林
中。这时红烧肉刚刚下锅，如果马上
熄火，那肯定大失水准。情急之下，我
揣摩着警报应该很快就能解除，而且
周边也没人注意，于是就象征性地挖
了两下土，并没有填埋灶体。还好，还
好，没事，没事。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头顶上盘旋
的侦察无人机毫无离开的迹象。眼看
锅里的红烧肉就要烧糊了，想着临行前

我对班长拍胸脯的表态，当时真是急得
像热锅上的蚂蚁。

第一次受领“重大”任务绝不能搞
砸！侥幸心理又占上风，我一下从林子
里蹿出来，端起那锅红烧肉迅速回到林
子里。“没看见、没看见……”就在我默
默祈祷的时候，机关导调组的通报接踵
而至——全营暴露。

在我的“努力”下，这锅红烧肉果然
没烧糊，可打了败仗，大家哪还有吃的
心情！

返回营区不久，全营召开复盘会，
大屏幕上回放当日无人机临空侦察时
拍到的画面，我脸红得恨不能找个地洞
钻进去。“一锅红烧肉暴露了全营！”这
下，我的确出名了，却出得南辕北辙。

看到我深深懊悔自责的模样，晚
上班长过来安慰我，他说的话我直到现
在还清楚地记得。班长说：“吃一堑长
一智，现在暴露总比上了战场暴露强。
下次还让你‘掌勺’！”

战场纪律无小事，侥幸心理要不
得。这个道理，我真正懂了。

（邹燎原整理）

我因一锅红烧肉暴露了全营
■第74集团军某勤务支援旅三营列兵 王志伟

“10分 20秒！”夏日的贺兰山腹地，
劲风呼啸，黄沙漫卷。在火箭军某试训
区机关干部 3000米考核现场，刚刚转隶
而来的宣传科干事张骞率先通过终点，
大家纷纷赞叹：这个“张骞”不简单！

然而 5年前，张骞国防生毕业刚分
配到部队时，还是个体能素质较弱的“小
胖子”。正因如此，他在素有“火箭军‘蓝
军’部队”之称的某战术对抗队难以立
足，继而被调到一个只有一名干部 3个
兵的偏远油库任职。

巨大的心理落差让张骞静下心来反
思：“机会不可能从天而降，若不瘦身又如
何立身？”就这样，他的“士兵突击”开始
了：从慢跑3公里到5公里，最后每天背着
10多公斤重的背囊跑负重 8公里……一

年后，张骞以满分摘得当年干部体能考核
的桂冠。

不久后，他还在上级组织的优秀“四
会”政治教员比武中拔得头筹。就这样，
张骞成功“突围”，当上了某尖子连队指
导员。

眼瞅着事业渐入正轨，可命运再一次
让他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去年底，张
骞所在单位面临调整转隶，从林海雪原千
里移防至塞外戈壁。在给家人的书信中，
张骞这样写到：“作为一名军人，我理应演
绎好现代版的‘张骞出塞’！”

一句话颁奖辞：卧薪尝胆终逆袭，辗

转边塞谱新篇。这个“军营版”张骞，不

简单！

这个“张骞”不简单
■杜丽丽 陈开江

本报讯 王体标、郑广斌报道：
“你们看，我登上了这周的‘王者’榜！”
5月初的一个周末，武警梅州支队某中
队应急班副班长吴志坚站在公告栏前
一脸自豪。

中队长温开俊介绍，为了激发官
兵训练热情，中队党支部借鉴时下热
门游戏模式，设立了军事训练“王者排
位赛”。
“依据新大纲，中队还制订了‘排

位赛’的规则。”官兵们告诉笔者，中队
每周对各训练课目进行考核，周末公
布夺星数量，排位高低与月底评优、年
底记功直接挂钩。

据统计，在这个周末的排位赛中，战
士们的成绩较上周提升了10%。

武警梅州支队某中队

“王者排位赛”让训练更燃

连日来，武警兵团总队某支队七中
队干部骨干的训练热情如春天破土而
出的嫩芽，一天更比一天高。
“这是一句‘牢骚话’引发的变化！”

中队长刘伟向笔者介绍。
一天中午开饭时，一句“牢骚话”传

进了刘伟的耳中。“这些餐盘是谁洗的，
上面还有油渍，咱们有些骨干真没素
质！”原来，由于中队实行餐盘统一码
放，部分干部骨干抱着有人代劳的心
态，在就餐后没有将餐盘清洗干净便放

入了消毒柜中，为后续就餐的战友带来
了麻烦。
“战士的‘牢骚话’就要大胆说出

来，才能纠治不正之风，监督干部骨干
树立好作风好形象！”“牢骚话”听进耳
中，“张良计”浮上心头。随后，刘伟和
指导员陈娇一拍即合，决定借助网上
流行的“吐槽大会”形式，让官兵当面
锣、对面鼓地讲评干部骨干身上存在
的不良习气，讲问题直言不讳，点评见
人见事。
“政治教育课不吸引人，有些人上

课只会念稿子，缺乏互动”“副中队长参
加集训回来后，至今没再参加过中队值
班”“战术训练时周班长怕脏怕累，让我

们摸爬滚打，可就没见他自己爬过几
次”……会议刚一开始，便火药味十足，
原本计划 1小时结束的会议一直开到
熄灯。中队官兵你一言我一语，指出干
部骨干身上存在的涉及训风不实、模范
带头作用发挥不明显、管理方式简单粗
暴等数十个问题，让不少人如坐针毡。
随后，刘伟将官兵所反映的问题逐条记
录，当场承诺限期整改，并鼓励大家充
当监督员。
“牢骚话”大胆说出来，中队面貌焕

然一新，干部骨干履职尽责的自觉性和
模范带头的主动性不断增强。在不久
前的支队按纲建队考评中，该中队名列
前茅。

“牢骚话”大胆说出来
■颜 波

本报讯 程小冬、宋颜报道：“机
关刚刚帮助基层修建的晒衣场设施
完备，衣服摆在晒衣场里，雨淋不
着还通风干燥，平时大家都省去往
柜子里叠、挂的环节，习惯性地晾
到下次换洗时才收，一来二去，衣
服越晒越多……”上周末，中部战区
陆军某舟桥旅上等兵小刘指着衣服挂
得密密麻麻的晒衣场如此抱怨。
“硬件”升级了，可是艰苦奋斗、

勤俭节约的好作风不能丢。此类现象
引发旅党委一班人强烈关注。旅政委

罗词凤在交班会上一针见血地指出：
“我们帮带基层不能仅仅停留在硬件设
施的升级改造上，更要在思维观念等
‘软件’上对官兵进行教育引导。”

随后，他们以基层营连为主体，
根据新时代官兵特点积极创新教育形
式，把大量反映我军艰苦奋斗的小故
事、小资料、小物件搬进课堂，做成
展板，在耳濡目染中影响官兵；通过
战士TV、士兵讲坛、营区广播等多种
形式，对官兵进行艰苦奋斗、勤俭节
约等内容的教育；开展“小事改习

惯，细节练养成”专题讨论，让官兵
在重温历史故事中提升素质，继承先
辈优良传统，珍惜现有生活。
“通过讨论和授课，让我懂得虽然现

在硬件设施越来越好，但这不是我们偷
懒和享乐的借口。”刚刚走下士兵讲坛的
作战支援营下士赖俊杰告诉笔者，一系
列教育活动有效清除了“工资越来越高，
结余越来越少”“伙食越来越好，嘴巴越
来越挑”等不良现象，在生活水平得到改
善的同时，大家把艰苦奋斗的好作风转
化为刻苦训练的内动力。

中部战区陆军某舟桥旅

帮带基层“软硬件”同时升级

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开展“传承红色基因、担当

强军重任”主题教育。今年3月，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

军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军开展“传承红色基因、担

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的意见》。“传承红色基因、担当

强军重任”主题教育成为全军各单位今年年度政治工作

的一件大事。

如何在主题教育中切实拎起教育的魂和纲，抓住

事关永葆我军性质宗旨本色、有效履行新时代军队使

命任务的根本性全局性问题，真正把红色基因融入官

兵血脉、植入官兵心田，在高举思想旗帜、培育时代

新人上取得扎实成效？在主题教育深入开展之际，本

报记者赶赴一线部队采访调研，敬请关注系列报道。

各级讲军事训练作风的比较多，其

实思想教育也要讲作风。就像好的训

风有助于提升训练水平一样，好的“教

风”方能催生好的教育效果。

好作风的背后，是端正的政绩

观。有的单位在组织教育时，急于

出政绩、出经验，看似活动组织得轰

轰烈烈、热热闹闹，其实教育效果差强

人意。第81集团军某旅静下心神、稳

扎稳打，不急于出经验材料，在“润物

细无声”中达到教育效果，这一做法值

得学习。

基层教育中的好作风，离不开上级

的支持理解。试想，如果该旅的教育方

案和上级关于今年主题教育的指导精

神不一致，或者集团军催着要先行单位

的经验材料，这个旅也就不会在两个多

月无经验材料的情况下还保持气定神

闲的状态。

和推广训练监察纠治训风演风一

样，各级在检查主题教育开展情况时，

不仅要检查教育方案、活动组织等，也

应查教育作风、及时端正“教风”，让求

真务实之风真正贯穿主题教育全程。

端正“教风”需重视
■周 远

记者感言

小咖秀营连日志

潜 望 镜

新闻观察哨

5月12日，东部某海域第一次涨潮时间为早上6时许。为抓住有效训

练时间，第72集团军某旅官兵凌晨4点进驻训练场开展训练，利用训练间隙

的10分钟吃完早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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