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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幅发黄的图片、一件件简陋的
实物述说着革命历程的艰辛……“七
一”前夕，火箭军某旅组织部分党员来
到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开展现地党课
教育。

站在当年程子华、徐海东等革命前
辈长征出发前办公居住的旧居，三营控
制连新任排长广阔感叹：革命前辈的精
神是根是脉，我们要一直传承下去，永远
不忘初心。

用“接地气”的方式开展教育，用官

兵“听得懂”的话语阐述理论，用“看得
见”的行动说明道理，是该旅加强党课教
育实效后的新景象。

个别基层单位党课教育内容单
一、缺乏新意；个别授课人照本宣科、
应付了事；感到“党课不好上”“年轻
党员不爱听、没兴趣”；一些党员反映
党课过于“高大上”“理论单调、概念
抽象听不懂、太难嚼”……该旅党委
调查发现问题后，研究决定从提高党
课教育质量入手整改。旅党委书记

张伟率先走上讲台示范。备课时，他
从 20 多万字的部队发展史中寻找生
动素材，从该旅在戈壁成功发射我国
“争气弹”的“第一营”营长李甦，讲到
牺牲在战位上的第一任部队长董春
儒，部队艰辛的发展历史和革命前辈
舍生忘死的故事，让不少听课者深受
触动。

领导干部的有益尝试形成了良
好导向，从机关到基层，党委（支部）
书记带头讲课成为自觉行为。与此

同时，该旅还安排党员赴红色圣地
现地教学、到监狱开展警示教育，组
织先进典型巡回报告等等，不断创
新党课教育组织形式、方法手段和
实践载体。

党课教育既要形式多样，更要合
上时代节拍。针对青年党员熟悉网络
的特点，他们探索实践“网络+”教育
方法，组织开展微党课、微视频、微广
播、微动漫、微阅读“五微”创作活动，
定期推送优质稿件，依托强军网“党员
之家”论坛分享优质党课资料，实现网
上学习、屏上授课、线上交流。该旅四
级军士长宋新宁自编自导的微视频
《大拇哥》，讲述了 5 名身边优秀党员
精武强能的故事。视频发布到旅强军
网后，点击率一路飙升。

一堂堂优质党课激发了党员练兵动
力。今年以来，发射一营多次参加实战
化对抗演练，党员冲在第一线、迎着困难
上，成为官兵心目中的“星”。

火箭军某旅研究提高党课教育质效

这样的党课受欢迎
■董志文 本报特约记者 冯金源

一阵刺耳的警报在第 72集团军某
旅营区上空响起，担负战备值班的六连
官兵闻令即动。第一个箭步冲进战车的
共产党员王传志，迅速到位坐好的同时，
右手轻抚了一下左臂上佩戴的“共产党
员”标识。

这是一块长约一寸、宽约一指的矩
形标识，是统一为党员骨干配发的。“臂
膀上的标识鲜明直观，可以将党员身份
亮清楚。”连队党支部书记黄俊告诉笔
者，训练中，身着作训服的官兵经常要
摸爬滚打，以往统一配发的“别针式”标
识容易损坏。一旦全副武装，穿上战斗
背心，党员骨干挂在胸口的党徽就会被
遮住。为了适应训练要求，党支部为党
员骨干配发了这种佩戴在臂膀上的党
员标识。

去年下半年，连队接上级命令赴皖
东地区执行演训任务，在凛冽寒风中展
开训练攻关。连队一名即将满服役期的
士官党员在艰苦环境面前工作态度比较
消极。为此，黄俊主动靠上去做工作，讲
清党员义务、明确使命责任，鼓励他站好
岗尽好责，为连队老兵做表率。同时，他
们在落实组织生活时举行颁发“党员标

识”仪式、重温入党誓词等活动。这名士
官看到臂膀上的醒目标识，郑重表示要
做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共产党员。

党员标识激发了全连党员骨干的
党性，连队官兵在党员的引领下主动作
为，出色完成了演训任务。
“接过党支部书记递来的‘共产党

员’标识，再次诵读入党誓词，让我想起
了刚入党的初心。”有着 8年党龄的四
级军士长余瑞入伍 13年，始终把为连
队培养骨干视为己任。作为精通侦察、
炮手、通信、驾驶专业的“多面手”，他主
动承担起连队多项教学任务，带出了一
批批“一专多能”的技术骨干。他还经
常与身边的战友谈心交心，帮助他们排
忧解难。只有初中文化的上等兵李德
嘉想要学习进步，余瑞就利用休息时
间，帮他制订学习计划，手把手教说读
写，使他学有所获，成功走上连队的士
兵小讲堂。

每个臂膀上的党员标识，都是一面
旗帜，引领着党员骨干奋勇前行。前不
久进行 20公里战斗体能考核时，全连
官兵在党员骨干带动下无一掉队，创造
打破旅纪录的佳绩。

第72集团军某旅六连党支部激励党员骨干担当作为

臂膀上的党员标识就是一面旗
■黄远辉 特约记者 曾 涛

【授课场景】“这次在荣誉室组织
的党课，请全体官兵一起参加。”一天下
午，“红一连”按计划落实组织生活，党支
部副书记周光魁告诉大家，今天的党课
之所以扩大范围，是为了让还没入党的
战友真切感悟党员的责任。

连队今年军事训练任务比较重，入

夏以来天气格外炎热。官兵们来到荣誉
室一张火线入党的老照片前，展开了这
次特殊的党课教育。

1948 年 5月，解放战争攻打长春机
场战斗中，连队一小时就将敌 1个团部
和约 1个营的兵力全部消灭，活捉敌第
56师副师长，涌现出了“尖刀排”三排、

“爆破英雄”郭照明、“无产阶级硬骨头”
谢朝发等英模单位和人物。战斗结束
后，连队被上级授予“英勇连”的称号。
随后，党支部研究决定，吸收一批像谢
朝发一样面对敌人英勇顽强、不怕牺牲
的战士加入党组织。这张照片正是战
斗结束后组织火线入党的场景。

听着周光魁的讲述，官兵们深有感
触。“革命年代想要入党，战场上必须能打
赢；和平年代想要入党，演训场上就要过
得硬！”列兵高岩在课堂讨论时坚定地说。
【背景链接】 连队党支部书记王玉

光介绍，作为红军传人，党指挥枪是
党支部最坚定的行动准则，“军事训练
成绩优秀”“大项任务完成出色”是党
支部评价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的硬杠
杠。每次发展党员，党支部都要组织
入党积极分子过“军事关”，未达标的
一律不予考虑。党支部还加强军事训
练监察，对成绩不合格、训练不刻
苦、带兵不负责的党员，每月进行通
报讲评，并责令限期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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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老照片，标定能打胜仗硬杠杠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锤炼党性

的重要途径。经常开展党性体检，通

过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找问题、挖根

源，才能实现抓早抓小、防微杜渐。

开展党性体检，有种现象还不同程度

存在：个别党员干部查摆问题、开展

批评时有意无意把自己的位置放在

“旁观者”“评价者”“指点者”上，讲问

题更多是班子的、基层的，说别人“头

头是道”，没有把自己真正“摆进去”。

不把自己“摆进去”的一个重要

原因，是“怕”字在作怪。担心自己的

问题讲多了讲深了，会影响上级的信

任，引起班子成员和官兵的负面评

价。这种心态无论对组织还是对党

员个人，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明知

自己有“病”却不敢面对，藏着掖着，

等病入膏肓会后悔莫及。由此可见，

敢于直面自身问题，既是给自己治

病，更是对党的事业负责。

把自己“摆进去”，重在端正对

待批评的态度。找问题、挖根源的

目的是为了促进工作、增强团结，能

体现一名党员的党性修养。真正把

自己摆进去，才能清醒地看到自身

问题，及时为自己“治病”，才能不断

提高发现和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

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

新、自我提高。

把自己“摆进去”，重在摆正普

通党员的身份。党章明确要求每名

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都必须以普通

党员身份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不能

居高临下、以领导自居，甚至凌驾于

组织之上；不能对着镜子装糊涂、瞄

别人、看风景，把自己置身事外；不

能刀口向外，只查找别人的问题。

只有真正以普通党员身份，以闻过

则喜、诚恳谦虚的态度，才能真正看

清自己的“病症”，及时发现问题、纠

治问题。

把自己“摆进去”，关键要有明确

的问题导向、问题意识。问题是“靶

子”，找准了问题，解决问题才能有的

放矢取得实效。要强化“找不出问题

本身就是问题”的意识，联系自己的

思想、工作和生活实际，联系自己的

成长经历，把问题讲透，将短板亮出

来，勇于剖析自己，不找托词、不回避

矛盾、不上推下卸，不能用抽象问题

代替具体问题、共性问题代替个性问

题、班子问题代替个人问题。要带着

问题深挖思想根源，不能只讲现象不

触及问题本质，更不能大而化之、笼

而统之，要围绕理想信念、宗旨意识、

党性修养、政治纪律这四个方面深入

剖析，把“病根”找准。

党性锻炼和作风建设永远在路

上。只有把自己摆进去，从真心、真

诚、真实做起，真正进入思想和行动，

才能使批评和自我批评务实高效，立

起党员干部的形象威信，提升党组织

的凝聚力战斗力。

(作者单位：武警北京总队执勤

第六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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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强化共产党员坚定的党性，
坚持不懈强化理论武装是根本。毛泽东曾指出：“掌
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
节。”党内政治生活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究其根源是
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这个“压舱石”发生了动摇。

强化理论武装的一个重要抓手，是搞好党课教育。各
级党组织要认真研究、创新党课教育内容和形式，使
党课教育入脑入心，教育引导党员骨干筑牢信仰之
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为党员骨干发挥先
锋模范作用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写 在

前 面

荣誉室里的党课
——第83集团军某旅“红一连”党支部增强党课教育实效见闻

■何 睦 胡安平 本报记者 周 远

【授课场景】“我们要像郭大喜当年
学习毛泽东思想那样，将习近平强军思
想和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一系列新观点、
新举措、新战略学深悟透。”前不久，在
一次党课教育中，第83集团军某旅“红
一连”党支部书记王玉光带领连队党员
来到荣誉室展柜前，指着一本泛黄的剪

报本，讲起了当年受到毛泽东亲切接见
的“学毛著理论标兵”郭大喜的故事。
“你们看，郭大喜将报纸上关于

毛主席的指示都进行了收集整理，摘
录了一些重要思想，写下了心得体
会。”王玉光讲得认真，党员们听得很
投入。他充满感情地说：“走进新时

代，我们要更加注重理论武装，认真
学习党的创新理论特别是习近平强军
思想。”

看着剪报本上写得密密麻麻的学
习笔记，党员们深受触动。随后组
织的交流讨论中，大家发言踊跃，
对党支部全年理论学习安排提出了
意见建议。
【背景链接】 党的十九大以来，

“红一连”党支部注重秉承自觉学理
论、强班子、促发展的光荣传统，
坚 持 用 党 的 创 新 理 论 武 装 党 员 头

脑 、 指 引 连 队 建 设 ， 理 论 发 展 一
步，就创新方法跟进学习一步。他
们制作理论学习专题网页，组织理
论闯关游戏，开设网上交流论坛，
引 导 党 员 满 怀 热 情 学 理 论 ； 组 织
“一战到底”知识擂台赛，激发党员
学习党的创新理论的主动性自觉性。

前不久，“红一连”几名党员结
合理论学习，将党的十九大报告内
容写入连队群口快板 《光荣传统代
代传》 中，让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喜
闻乐见的形式融入官兵心田。

一本剪报本，强化理论学习自觉性

【授课场景】“连队每一项荣誉、
每一次成功，都离不开红菜盘精神的
激励鼓舞。”置身荣誉室，大家的目光
聚焦在了一个红菜盘上。

伴随着连队支委、四级军士长柯
昌水的深情讲述，时间仿佛又回到了
1935 年 5 月。四渡赤水后，追兵暂
远，红军将士有了难得的休整时间。
5月 11日，毛泽东来到“红一连”，了

解连队作战、党支部建设等情况。说
话间，开饭时间到了，炊事班长用在
井冈山打土豪时缴获的一个红色搪瓷
盘，端上一盘煮南瓜。毛泽东指着菜
盘高兴地说：“菜盘是红色的，又是
从敌人那里夺来的，这很好。你们要
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将革命进行到
底！”

后来，连队官兵把毛泽东用过的

红菜盘用红布包好，珍藏至今，其中
蕴含的听党指挥、官兵一致、勤俭节
约等优良传统，也被赓续传承下来。
听党指挥这一军魂，一直是“红一
连”发展壮大的命根子和行动指南。
【背景链接】 盯着红菜盘，党支部

副书记周光魁想到了去年盛夏的那次
长途行军。环境地域陌生，他带领的
党员突击队被赋予前出侦察道路的重
要任务。时至中午，酷暑难耐，官兵
体力急剧下降，水壶都快见底了。为
了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周光魁决定
把剩余的水集中到一起，准备留给最
需要的同志。一班长赵耀一路不断给

大家加油鼓劲，早已嘴唇发干，水壶
首先交到他手上。只见赵耀仅倒出不
足半壶盖的水量，就将水壶交到下一
个人手里，转身探路去了……水壶传
了好几圈，等任务完成传回周光魁手
里时，还剩不少水。

赵耀坦言，自己快坚持不住的时
候，就会想到红菜盘，暗暗鼓励自己
“我是党员，我能行”。战友都说，是
红菜盘给了大家攻坚克难的力量。

如今，红菜盘已经成为连队传家
宝。每一任党支部班子更替，都要交
接红菜盘；每一次执行大项任务，都
要用红菜盘的故事做动员。

一个红菜盘，传递攻坚克难好传统

党建论坛
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7月初，北部战区海军某潜艇基地为进一步激发官兵练兵热情，成立由

士官党员组成的“攻关先锋队”，用当先锋、打头阵、传帮带等实际行动，帮

助艇员提升能打胜仗本领。图为某艇党员王同严向艇员传授装备操控维

护技巧。 刘再耀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