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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样本

记者调查

锐视点

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破浪前行。
夜色中，战鹰归巢。肖磊也结束了一

天的工作。回到住舱，他习惯性打开电
脑，登录辽宁舰论坛。
“哪位有××型号的充电器？”论坛

里，网友“孤雁”发布了求助帖。
肖磊化身网友“西门吹雪”回应：“我

这有，舱室号××，速速来取。”
“多谢了老铁！”留下这句回帖，网友

“孤雁”就下线了。
几分钟后，当从肖磊手中接过充电

器时，这个网名叫“孤雁”的士官才知道，
网友“西门吹雪”原来是舰政工办主任。

网络淡化了官兵之间的身份隔阂，
也拉近了机关和基层的距离。记者翻阅
舰员们的网上发帖记录，发现辽宁舰论
坛格外“火爆”。

单在“舰员心声”版块，短短6年，舰员
们就发布了近2万个讨论主题，29万 6千
多条帖子。如果算上“部门街道社区”“宣

传阵地”“铁血论坛”“文娱天地”等数十个
子版块，论坛总发帖量早已超过百万。

这些数据放在互联网上也许不算什
么，但是作为一艘战舰的局域网论坛，如
此高的发帖量和点击量，折射出舰员们
对辽宁舰论坛极高的关注度和信赖度。

追根溯源，辽宁舰论坛“火”起来，是
因为一条求助帖。

2012年，辽宁舰论坛开始运行不久，
网友“刷油漆的渔夫”发布了一条请求信
息：“舰上持续进行油漆作业，我们的作
训服上沾满了油漆，洗不掉，请首长考虑
下，能不能给我们再发一套作训服？”

没想到，这样一条“隔空喊话”的帖
子，当天就收到舰领导的线上回应。第二
天，全舰官兵都收到了一套崭新的作训
服。

这条帖子的处置效率当时在辽宁舰
上引发轰动，成为了辽宁舰论坛关注度
飙升的催化剂。

从那以后，论坛上各种意见建议多
了起来。网友“挺进大洋”发帖建议增加
一个“军事沙龙”版块，网友“吃猫的鱼”
建议论坛增加搜索功能，网友“ocean-
mice”发布《我对升旗有话说》，网友“后
来的我们”发帖对早餐提出建议……很

快，舰员们在论坛上发出的合理化建议
几乎全部被采纳。

这样一件又一件暖心事，慢慢积累
起了辽宁舰论坛的超高人气。线上线下
的良性互动，也成为辽宁舰上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的一大特色。
“首长，能不能关心一下我们这些常

年工作在深舱的舰员，让我们了却多年
来想看舰载机起降的心愿？”又是一年退
伍季，舰上一名炊事员在“舰员心声”版
块发帖说，自己在航母上服役多年，却从
来没有亲眼见过舰载机起飞。

帖子很快在论坛引发热议。事实上，

除了舰面保障、起降调运、油料弹药等少
数几个直接保障舰载机的专业外，机电、
通信、舰务等许多战位上的官兵，几乎都
没有现场看过舰载机起降。一时间，论坛
网友纷纷顶帖，处于“潜水围观”状态的
舰领导也“浮出水面”，表达了对这一提
议的支持。

时任舰长张峥和政委梅文，第一时
间亲自推动这一建议的具体落实。

几天后，又一轮歼-15舰载战斗机
起降训练时，当年满服役期的全体老兵
都被请上了舰岛舷台。当歼-15舰载战
斗机挟着雷霆般轰鸣声腾空而起时，所

有老兵不约而同地抬起右臂，向着高飞
的战鹰敬了一个长长的军礼。那一刻，热
泪涌出了这群老兵的眼眶。

那一天，多位老兵在辽宁舰论坛写
下了肺腑之言。

有炊事兵留言：“我的岗位很渺小，
但看了歼-15舰载战斗机起飞后，我更
加确信，我们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很重
要。”

一名机电兵写道：“在歼-15舰载战
斗机起飞的那一刻，我终于明白，我们干
的工作原来这么有意义！”

这件“网事”后来被演绎成小品《班
长的心愿》，搬上了某地方卫视的春晚
舞台。航母官兵质朴的情怀感动了众多
观众，并在辽宁舰论坛上再次刷屏。

从那以后，每年安排满服役期的老
兵现场观看一次舰载机起降，成为辽宁
舰一个不成文的传统。
“好的政治工作一定是令人鼓舞的，

给人以希望和力量的。”在政工办主任肖
磊看来，论坛建设只是辽宁舰网络政工
的初步试水，还有更为广阔的领域亟待
探索。

辽宁舰论坛为何这么“火”
■本报记者 陈国全 段江山 特约记者 张 刚

一座“海上城市”的

必然抉择：让网络成为官

兵的“交流纽带”和“连心

桥梁”

夜幕降临，忙碌的辽宁舰渐渐安静
了下来。

此时，辽宁舰论坛照例进入了一天
中的活跃期。在“舰员心声”版块，网友
“纯爷们”发表的“吐槽”帖《管理规定面
前，人人平等吗？》，正被跟帖热议。

帖中直陈，某干部住舱外的鞋袜未
按要求摆放，却没被纠察通报。网友
“纯爷们”由此质疑，舰上的管理是否落
实了官兵一致原则。一时间，论坛上
“群情激奋”。

作为舰政工办主任，肖磊迅速将
这一情况向其他舰领导做了汇报。随
后，他以网友“西门吹雪”的身份跟帖
回应：“你反映的问题舰领导很关注，
我们会加强检查、自查和整改。”舰综
合办和政工办迅速联动查改，并及时
将相关问题的调查整改进程进行网上
公示。

及时高效的跟进反馈，使这事的后
续跟帖逐渐转向积极正面。帖子中反映
的问题被确认为个别现象，当事干部受
到公开批评，纠察和机关执纪的公平性
得到了舰员们的高度认可。
“年轻官兵网上‘吐槽’，恰恰是因为

想要被关注、被倾听、被尊重。面对个别
舰员的‘吐槽’，甚至略显刺耳的批评，我
们不能回避，不然就会破坏网络的开放
性、包容性，失去官兵对网络政工的信
任。”肖磊深有感触地说。

记者采访中发现，年轻官兵确实习
惯于网上交流，但如果机关和领导以高
高在上的姿态批评说教，这种线上交流
就会很快变得冷清。

其实，辽宁舰论坛最初就遭遇过这
样的尴尬。

那次，一位网名叫“小蜜蜂”的网友
在论坛上发帖，“吐槽”航母上的管理制
度过于严厉，缺少温情。这条言辞犀利
的帖子迅速获得“呼应”，舰员们纷纷对
管理制度提出改进建议。

当时，辽宁舰正处于探索航母管理
运行规律、建章立制的关键阶段。对于
这个略显刺耳的“声音”，政工办迅速采
取了封号、删帖的简单化处理。

这事看似平息了，但影响深远。论
坛顿时陷入冷清，很长一段时间，舰员们
不仅不再发“吐槽”帖，其他声音也渐渐
消失了。

航母是一座规模庞大的“海上城
市”，必须让网络成为官兵的“交流纽带”
和“连心桥梁”。当年那场由“吐槽”帖引
发的风波，使舰党委深刻认识到，发挥网
络政工作用的关键在于用互联网思维管
好用好网络平台，营造维护敢讲真话、愿
讲真话的网络生态环境。

总结经验，辽宁舰政委李东友说，有
时候，鼓励官兵把心中的苦闷、委屈、疑
惑在网上讲出来，思想政治工作“就完成
了一半”。

如今，在辽宁舰论坛，从“吐槽”帖
《有这样一种声音需要发出》，到咨询帖
《休假日期到底如何计算》，再到倾诉帖
《遭遇婚恋难题怎么办》等百余篇热帖的
点击量均达数万。

辽宁舰论坛之所以能够吸引舰上官
兵，并且长盛不衰，正是得益于历届党委
从部队组建伊始，就带头倡导和营造的
包容、民主、平等的网络生态环境。

政治工作为什么非

要用网络？是因为官兵

在网上、声音在网上、阵

地在网上

许博超是辽宁舰最受欢迎的“专
栏”写手之一。

工作中，他是动力中队教导员。
休 息 时 间 ， 他 是 网 友 “ 飞 行 的 屠
夫”，辽宁舰论坛“铁血”版块的版
主。他发布原创帖，谈军事讲军史，
分析国际形势，解读周边安全动态，
每篇帖子都有超高人气。他负责的
“铁血”版块，俨然成为舰上“形势
战备”教育的第二课堂。

最近读到描写朝鲜战场的 《铁在
烧》这本书，许博超被浴血奋战的先
辈们深深震撼。他找来这本书的电子
版，每天在论坛里更新几章，并附上
自己的见解和感想。这种在线分享立
即受到战友们热捧，几乎每天都有战
友在线“催更”。
“很难估量这种网上互动的影响到

底有多大。但我相信，通过这些分
享，先辈们的奋斗精神在潜移默化
中，被战友们吸收消化了。”许博超的
这种判断，源自辅机班长丁峰的实际
行动。

一次远航，某深舱突发管路渗漏。
正在该区巡视的丁峰发现险情，毫不犹
豫地用胸口拼命堵住渗漏点，迅速展开
损管作业。

最终，丁峰成功封堵了漏点。
深舱“黄继光”——这是战友们事

后给他起的外号。而丁峰恰是每天“催
更”追捧《铁在烧》的网友之一，黄继
光正是他的偶像。丁峰说：“我经常在
论坛上看帖子看得热血沸腾。我知道军
人其实也是凡人，但军人的可贵之处就
在于关键时刻能顶得上。”

现实中，许博超是一名基层政工干
部。在网络这个虚拟空间，他是论坛网
友追捧的版主“飞行的屠夫”。他并没

有刻意去完成任何教育任务，却意外地
收获了教育的实效。对于舰上更多的论
坛网友来说，他们也在参与网上讨论辨
析、传播正能量的过程中，成长了自
我，影响了彼此。
“这点小事就通报？完全是小题

大做。”通信部门士官长程海霞值完
更，刚打开住舱办公一体机，就发现
论坛上新增了一条关于垃圾分类制度
的“吐槽”帖。

网友“小爷不狂”发帖说，因为误
将一团卫生纸扔进“可入海垃圾”桶，
自己被纠察全舰通报。

这篇“吐槽”帖并没有赢得同情，
反而引来许多网友的自发批驳：“垃圾
分类是航母舰员必须担负的环保责任”
“坚持垃圾分类管理就是在培塑习惯养
成”“规定就是纪律，小事也事关未来
战场胜败”……

程海霞作为“舰员心声”版块的版
主，登录账号“大海安家”，发帖解释
说：“小事不小，自从进行垃圾分类
后，每次靠岸，可回收垃圾作为废品回
收，都能为‘爱心基金’增加数千元，
而这些钱已经先后资助了部队驻地和老
少边穷地区的90多位贫困中小学生。”
“垃圾分类背后，连着贫困学子的

笑脸。一个微小的举动，带来不平凡的
改变。” 这条温情的跟帖，引起全舰官
兵的共鸣。

关注着整个争论过程，舰政工办并
没参与进去。他们发现已经没有必要再
去向战友们强调垃圾分类的必要性和合
理性了。因为包括程海霞在内的众多网
友，已经完成了对网友“小爷不狂”的
思想纠偏和教育引导。
“政治工作为什么非要用网络？

是因为官兵在网上、声音在网上、阵
地在网上。在网络这样一个虚拟空
间，任何人都可以是教育者、引导
者。政治工作大家来做，这正是网络
政工的优势之一。”肖磊告诉记者，
网络平台推进思想政治工作的精准高
效，成为破解航母上“小机关带大部
队”难题的有力武器。

“键对键”不能代替

“面对面”，网络政工先进

的工作方式承载着政治

工作最传统质朴的力量

夜里，在飞行甲板下的多个舱室内，
没有值更任务的官兵正在辽宁舰论坛热
聊。一条新发布的求助帖弹出来：“为啥
我这卫星电话打不出去？老铁们谁遇到
过这种情况吗？怎么解决？”

半小时后，通信部门的网友跟帖回
复：“卫星电话通信已全部恢复。”

在这短短半小时内，通信部门不仅
发布了“卫星通信系统正在调试，可能导
致部分终端信号不稳”的广播通知，还派
出维护小组迅速展开检修排故工作。

线上线下的良性互动，正是辽宁舰
论坛持续火爆的秘诀之一。

士官长程海霞至今还记得，论坛上
发布过张超烈士的爱人张亚同志登舰，
现场观看歼-15舰载战斗机起降时泪流
满面的照片。那个画面深深打动着舰上
官兵们的心。

当时，舰员们自发在论坛里制作并
发布纪念烈士张超的电子明信片：“未上
航母是你的遗憾，你是我们最大的挂牵”
“祖国终将选择那些忠诚于祖国的人，祖
国终将记住那些奉献于祖国的人”“为英
雄点赞，你虽然不在，但精神依然屹立不
倒”……

还有网友寄语张超烈士的小女儿含
含：“你是大海的女儿，愿你像小海燕一
样勇敢飞翔，茁壮成长！”

论坛上，舰员们每一条肺腑之言都
赢得了大量跟帖和点赞。这些帖子至今
仍是辽宁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生
动“教材”。
“网络是虚拟空间，但是网络政工却

时时处处联结着现实。网络平台只是使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加精准高效的工
具，更多的工作在线下。”辽宁舰政委李
东友深有感触地说：“只有线上线下形成
合力，才能真正发挥网络政工的威力。”

点开辽宁舰办公系统的网页和遍及
全舰的视频点播系统，记者看到：远在西
藏，退伍兵曲宗永清作为“爱心大使”，将
官兵们捐赠的爱心款送到藏区贫困学子
手中；篮球俱乐部组织的篮球赛正在全
舰直播，值更的官兵还能事后点播；各支
部组织的户外拓展活动多彩多样，有的
曾进行了远途越野拉练，有的奔赴海岸
捡垃圾、做公益……这些散发着正能量
的活动，都通过网络平台进行直观生动
的展示，激发着官兵们的正能量。

采访过程中，许多政工干部都向记
者推荐了辽宁舰最近一次集体婚礼的视
频。这次婚礼中，有 57对新人及其直系
亲属受邀登舰参加集体婚礼。

当时，在航母宽阔的机库内，在全舰
官兵和亲属的见证下，舰长和政委亲自
主婚，新人们接受了全舰官兵的祝福，感
受到了航母大家庭的温暖。

婚礼后不到一个小时，辽宁舰就解
缆出航。在论坛上，很多舰员都表达了
感激之情。有网友说：这场集体婚礼，能
消解军人家庭异地分居所带来的一半压
力。

日常实实在在的政治工作，通过网
络平台的传播展示，潜移默化地激励熏
陶着舰上官兵。
“在网络政工探索的过程中，容易产

生一种网络‘万能’的错觉，好像绝大多
数思想教育工作都可以在网上完成了。
其实再好的网络对话，依然无法替代线
下面对面的真诚交流。”李东友说，开展
工作的平台或方式也许在变，但思想政
治工作始终是在围绕着“人”来做工作。

深夜，关掉电脑，辽宁舰的政工干部
们开始了每日例行的海上夜巡。他们走
向全舰各个值班岗位，看望当更官兵，了
解值班情况，拍拍战友的肩膀，握握战友
们粗糙的双手，用最传统质朴的方式，传
递着政治工作的温暖和力量。

全程近2个小时的巡舱路上，机电部
门政委漆泽富这样告诉同行的记者：“只
有线下政治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有温度，
网上政工才有源头活水和真实的力量。”

版面设计：梁 晨

网络政工的“航母样本”
■本报记者 段江山 陈国全 特约通讯员 王 静

退伍季，一名炊事员在辽宁舰论坛发帖说，自己在航母上服役多年，却没有亲眼见过歼-15舰载战斗机起飞。为了实现老兵的愿望，辽宁舰党委特意安排当年满服
役期的老兵现场观看歼-15舰载战斗机起降。在歼-15舰载战斗机的轰鸣声中，所有老兵不约而同抬起右臂，向冲出甲板、飞向蓝天的战机敬礼。有的老兵甚至激动
得流下热泪。这个故事被搬上了舞台，演绎成小品《班长的心愿》，感动了众多观众。图为小品《班长的心愿》演出现场。 白 杨摄

部队是年轻人为主的团队。在辽

宁舰上，官兵平均年龄不到26岁，其

中“90后”占比近80%，“00后”士兵也

已登上航母。网络技术高速发展的这

些年，正是这一代年轻官兵的成长

期。网络时代在他们身上留下了鲜明

的时代烙印，也影响了他们的行为习

惯和交流方式。

网络已经像空气和阳光一样，潜

移默化地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

网络也在悄无声息地影响着军营和

年轻官兵，并对部队教育管理提出了

新的要求。如何让“网上长大的一

代”年轻官兵本色不变、军魂永驻，是

新时代每一名基层带兵人必须承担

的责任和课题。

新体制下“小机关带大部队”的现

实背景，决定了要保持政治工作的活

力，领导干部和机关就必须用好网络

平台，充分发挥网络政工的优势。网

络的扁平化结构和平等开放的交流方

式，能有效淡化身份和年龄隔阂，拉近

领导干部和普通官兵、机关和基层的

距离，从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

精准度和效率。

航 母 是 名 副 其 实 的“ 海 上 城

市”。官兵们常年工作生活在辽宁舰

上，全时运转、分流错峰的运行模式，

高度分散的舱室和战位，使传统的集

中教育和面对面的谈心交流变得十

分困难。

为破解航母这个全新作战平台的

教育管理难题，针对年轻官兵的用网

需求，以及他们习惯于依托网络开展

交流的特点，辽宁舰积极投入资源抓

好内部局域网建设，构建了覆盖全舰

的“辽宁舰综合办公系统”。在实现日

常办公网络化的同时，辽宁舰拓展开

设了“辽宁舰论坛”，使之成为官兵批

评建议畅言渠道、政策法规咨询平台、

学习娱乐及信息共享资源库、工作生

活展示窗口。

政治工作归根结底是做“人”的工

作，官兵在哪儿阵地就在哪儿。辽宁

舰开展网络政工探索5年多的实践表

明，创新政治工作，只有顺应时代变

化、适应网络发展，才能始终牢牢掌握

话语权，占领主阵地。

习主席指出，为了实现我们的目

标，网上网下要形成同心圆。对辽宁

舰来说，这个同心圆，就是要在舰党委

的集中统一领导下，用好网络这个桥

梁纽带，最大限度团结凝聚全舰官兵，

充分调动官兵积极性创造性，助推航

母战斗力建设和作风建设，为实现强

军梦接续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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