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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关看新貌·记者探营

“下面介绍的是老山主峰猫耳洞
内陈列的参战官兵头盔……”视频
画面中一顶遍布弹痕的钢盔一出
现，荧屏前三连“南疆红领巾辅导
站”的官兵们都伸直了脖子，聚精
会神地聆听着两百多公里外“戍边
英雄连”指导员格茸七林在老山堑
壕前的现地授课。

这是“八一”建军节前夕南部战
区陆军某边防旅开展主题教育授课
的镜头。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两
个相距数百公里的红色连队同步开
展教育：一个是经历大小战斗 67
次、戍守在红色热土老山的“戍边
英雄连”，一个是 36年如一日主动担
负起哺育祖国下一代重任的三连
“南疆红领巾辅导站”。

“这 223 级台阶，代表着收复阵
地当天牺牲的烈士人数……”“大家
可以看到，这样一个阴暗、狭小、潮
湿的猫耳洞，就是当年参战官兵栖身
的‘蜗居’……”伴随着视频画面的
不断切换，一处处战斗遗址在格茸七
林指导员的讲解下变的更加可感可
触。听着听着，“南疆红领巾辅导
站”上士陈向宾的双拳不由地紧握起
来。

该旅横跨三州八县，驻地高度分
散、交通不便，连队官兵过去的日常
教育，始终都在自己的“一亩三分
地”里打转转。
“旅队英模连队众多，可是多数

单位自己都没去过。日常教育备课
搜集的资料再多、故事再生动，讲
起来往往一知半解，战士们听起来
也是味同嚼蜡。”格茸七林感慨道。
在部队调整改革前，他曾到兄弟单
位参观见学。起个大早的他，赶完
火车赶汽车，半天的学习交流，却
有两天花费在路上。如此低效率的
交叉见学，在边防连队之间显然很
难常态化开展。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谈起

共享教育资源的初衷，该旅领导
说，部队整编后，他们从整合各单

位红色教育资源入手，专门下发文
件，鼓励各单位以视频在线教育授
课为载体实现互学互教，让红色基
因以最快捷的方式传承扩散、多点
辐射，达到“众人拾柴火焰高”的
叠加效应。同时，他们大力推行机
关视频抽查营连教育开展情况、每
季度组织优质课评选、战士打分点
评授课质量等办法，推动教育走深
走实。

你方唱罢我登台。老山课堂刚结
束，视频镜头马上切换到“南疆红领
巾辅导站”所属的某阵地。
“这是 30多年前黑龙江虎林小学

赠予的锦旗，在当时的边境作战中，
官兵们在炮火硝烟里写信鼓励学生们
成才报国……”随着视频镜头拉近，
系着红领巾的连队上士王子伟作为此
次授课的“主播”吸引了大家好奇的
目光。
“老班长，连队官兵 36 年如一

日，主动担负起哺育祖国下一代的职
责，是靠什么坚持下来的”“能讲讲

当时虎林小学师生是怎么和连队共建
‘南疆红领巾辅导站’的吗”……时
间悄然流逝，一个多小时的讨论交流
过后，两个连队官兵都显得意犹未
尽。
“聆听‘南疆红领巾辅导站’官

兵的故事，我第一次真正读懂了红
领巾的深刻意义。”“戍边英雄连”
大学生士兵张云龙，接过话筒，与
“南疆红领巾辅导站”官兵连线探讨
起如何与驻地少数民族村寨共建发
展的话题。

一幕幕生动感人的场景，犹如磁
石一般牢牢地吸引着荧屏前的官兵，
两支连队的红色基因也潜移默化地融
入彼此血脉。

千里边防线，教育“面对面”。
这次授课，让两个边防连的官兵隔
空感悟了一场不一样的红色教育。
夕阳衔山，同样感受了这堂教育课
的记者仿佛聆听到了两个边防连队
在红色基因的汇聚下共同谱写的一
曲强军战歌。

改革调整后，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横跨三州八县，部队高度分散。
“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他们采取共享模式开展了一次别开生面的主题
教育活动——

两个英模连队同谱一首强军曲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杨 博 曾浩云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
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盛夏
时节，军事科学院研究生院组织 130 余
名干部、师生来到延安开展现地教学，在
张思德雕像前重温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与
精神。

从宝塔山到凤凰山，从枣园到杨家
岭，学员们人手一个小马扎，走到哪里，
课就开到哪里。在这片热土上，大家寻
找着“军科人的精神是什么”“培养什么
样的人才”等问题的答案。

在白求恩住过的窑洞里，军战史专业

硕士研究生雷霆宇指着墙上白求恩救治
伤员的照片对同学说：“照片上白求恩的3
个助手，在新中国成立后都到了原军事医
学研究院工作，都是咱们‘军科人’。”在笔
记本上，雷霆宇工工整整地写下体会：军
魂融于血脉，英雄从未离开。

王家坪是延安时期中央军委和八
路军总部所在地。学院政委刘华亭已
经是第 4次来到这里，每次在王家坪聆
听毛主席送毛岸英去农村锻炼的故事，
他都备受教育，他说：“这段往事使我对
延安精神的理解又加深了一层，作为领

导干部，应当处处身先士卒、模范带
头。同时，这也让我对本职工作多了一
些感悟，那就是研究生教育要切实围绕
部队需要，培养真正管用接地气的人
才。”

据了解，该研究生院自调整组建以
来，“教”“学”“研”一直紧紧围绕我军建
设、改革和军事斗争准备的重大现实问
题展开，将学研成果对接部队建设需求
和未来战争要求作为重要标准，把切实
提升军事科研对战斗力的贡献率作为矢
志追求，教学质量稳步提升。

宝塔山下寻初心
■徐 彤

本报讯 韦晓琥、特约记者李佳豪
报道：7月上旬，第 77集团军战术机关预
任参谋结业考核在某教导大队落下帷
幕。60余名“准参谋”一路过关斩将，先
后完成了军事地形学、作战计算、一体
化指挥平台操作等 12个课目的考核，最
终以 96%的优秀率获得结业证书，奔赴
各自战位。
“观念落后，是要打败仗的！”该大

队大队长王晖告诉记者，过去他们曾将
“标图快、射击准、体能好”作为“优秀参
谋”的培养标准，然而部队反馈：一些预
任参谋结业后无法及时补入岗位，仍需

要“回炉重造”。为适应作战需要，该大
队及时转变思维观念，聚焦实战重新设
计课堂，着力培养高素质、专业化的新
型参谋人才。

在一堂要图标绘授课中，某旅预
任参谋曹民敏遇到了难题。原来，以
往该课目标图要素通常会在作业想定
中直接给出，而现在则需要参谋人员
结合平时掌握的情报判定、态势感知
及装备技战术性能等知识，根据下发
的数万字态势情报，完成综合判定后
再行标绘。“这样的训练方式，倒逼着
我们对接战场、提升打赢本领。”经过 2

个多小时的高强度作业，曹民敏发出
了这样的感慨。

集训中，该大队还紧盯未来信息
化作战特点，在邀请战区联参、驻地其
它军种和本级战役机关参谋人员前来
授课的基础上，组织参训人员分赴陆
航、炮兵、特种作战等不同部队参观见
学，着重培养预任参谋联合指挥意识
及合同战术素养。据悉，通过此次集
训，60 余名参训学员悉数走上参谋岗
位，其中 24 人在本单位大项任务中表
现优异，真正将集训成果转化为实践
本领。

第77集团军某教导大队对接战场设置课堂

60余名“准参谋”持证奔赴战位

本报讯 特约记者李永飞、通讯员
邱鑫报道：南国雨夜，兵出深山。7月
初，火箭军某导弹旅一场夜间装备抢修
演练鏖战正酣，修理连官兵冒雨维修，
让一台台导弹战车重新纵横驰骋。演练
小憩，官兵脱去雨衣，记者才发现刚才
指挥战斗的居然是士官分队长、二级军
士长朱宝。
“像朱宝这样的士官分队长，我们旅

共有10名，他们均已成为部队管理组训
的一线指挥员。”旅政委魏忠涛告诉记
者，随着部队进入“新体制时间”，一批

优秀士官通过严格的考核认证，走上建制
营连分队长岗位，专司日常军事训练、管
理教育等工作，成为基层建设的生力军。
“虽然以前也担任过代理分队长，

但总感觉名不正言不顺。如今明确一些
分队长岗位由士官担任，我们干工作也
更加放得开手脚了。”朱宝的感受表达
了很多士官的心声。

为了选好配强士官分队长，该旅反
复研究论证，细化实施方案，建立完善
选、用、考、留系列制度机制，最终10
名优秀士官被任命为分队长。

扶上马，更要送一程。该旅建立结
对帮带、跟踪培养机制，遴选优秀基层
主官对他们进行常态化传帮带，定期组

织带兵难题会诊，增强士官分队长组训
施教、管理带兵、筹划指挥等综合素
质，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岗位，提高履
职能力。

上岗半年多，这些士官分队长带头
学专业争当“兵专家”、组训讲科学当好
“领头雁”、带兵有妙招好似“小老虎”，
在练兵备战一线挑起大梁。年初，6名士
官分队长参加旅队新大纲施训先行试点
任务，探索创新出“评比五项全优达
人”等12项考评激励举措。汽车连士官
分队长卢伦，带领大家从难从严锤炼驾
驶硬功，摸索总结出“夜间驾驶六注
意”“快速装卸载法”等，该连在上级考
核中优秀率达到96%。

火箭军某导弹旅发挥优秀士官管理组训作用

10名士官分队长成为一线指挥员

7月下旬，空降兵某旅组织跳伞训练，面对军旅生涯第一跳，新战士们难免心

里有些紧张。伞训教员、三级军士长王磊在逐一检查跳伞准备情况后，向新战士

竖起大拇指，为其加油鼓劲，新战士备受激励，也竖起大拇指回应。

刘治鑫、郑锦成摄影报道

91年前，南昌城头一声枪响，人民军队浴火而生。91年后，迈步在改革强军的征程上，广大

边防官兵满腔豪情，把梦想融入强军事业，用忠诚守护万里边关。

动人的变化在边关。在“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本版推出“边关看新貌·记者探营”系列策

划，将关注的目光聚焦边关军营，通过走进戍边官兵的日常学习训练生活，倾听边防部队的强军

足音，感受边防部队的时代新貌，从中集聚奋进新时代的澎湃力量。敬请关注。

——编 者

教育交流“面对面”，千里边关

一线牵。伴随着我军信息化建设的

快速发展，硬件设施不断改善的边

防连队，通过共享教育资源，改变了

以往“一亩三分地”的局限，实现了

教育资源的共享互融，让红色基因

在边关“流动”起来，形成浓厚的传

承氛围。

与硬件设施的改善相比，教育者

自身理念升级才是教育取得成功的

关键。在信息爆炸、思想多元的今

天，青年官兵的思维层次、话语体系

已然升级，作为教育者，即使身处边

关哨所，也要心系时代潮流。倘若教

育宣讲方式还停留在一根粉笔、一个

讲台的老版本，就会出现连不上信

号、对不上频率的困境，甚至陷入有

的战士“宁可多跑一个5公里，也不愿

听一堂教育课”的窘境。

边防一线官兵走在了教育理念

升级的前列，这是此次采访中最令

我们振奋之处。这也启示我们，增

强政治教育的时代感和吸引力，大

有可为。

身处边关理念更要升级

去年 12 月我们单位调整组建，我
有幸当上了勤务分队士官分队长。面
对组织的信任，我为自己定了一个小
目标：一年内在新岗位上干出成绩。

机会说来就来。没多久的一个夜
晚，驻训场风雨交加，帐篷在大风肆
虐下摇摇欲坠。为防止伪装网脱落引
发事故，我连忙招呼战友撑杆、拉
绳、加固地钉……经过一夜奋战，帐
篷最终顶住了风雨。早上看着一排排
整整齐齐的帐篷，连长直夸我“眼里
有活”。当上士官分队长不久便得到连
长表扬，我心里美滋滋的。

没承想，连长从此“盯”上了
我，不管谁担任值班员，安排工作时
第一个想到的必然是我。“老路，三班
的工作总结怎么还没送过来？你去催

一下。”“老路，垃圾桶下面怎么还有
垃圾？你中午带人过去把标准提一
提。”不知不觉，我从士官分队长变成
了连里的“金牌值班员”。战友们都夸
我是连长的大红人，可我心里清楚，
除了忙起来有些分身乏术外，本质上
和普通士官骨干没什么区别。

终于，连续多天的超负荷工作让
我出了差错。一次，机关检查战备值
班，我因前一天加班整理资料，对连
队最新战备值班方案掌握不熟悉而被
机关通报批评。当晚，我忐忑地敲响
了连部的门……
“连长，这样安排工作可不是长久

之计，我不但没有把士官分队长的作
用发挥好，其他的班长骨干也得不到
足够的锻炼……”一番推心置腹后，
连长说道：“你说得对，把士官分队长
当普通士官骨干，无疑是‘穿新鞋走
老路’，长此以往会影响连队的平衡发

展。”
一周后的议管议训会上，连队围

绕士官分队长的职能进行了深入交
流，制订了“分队长主要负责分队专
业训练的组织与实施；平时行政工作
由经验丰富的分队长帮带年轻骨干，
提高士官队伍的军政素质和指挥能
力；定期组织召开骨干经验交流会，
共同讨论解决平时遇到的问题”等实
施细则。

找准定位之后，我在士官分队长
的岗位上频频发力：直招士官马兆麒
在我的帮带下很快适应连队，并成功
当上了副班长；改进了管理方法后，
下士班长闵浩秋开始独当一面；在我
的努力下，分队人员的业务能力节节
攀升……

看着连队建设蒸蒸日上，我觉得
离自己的小目标更近啦！

（陈开江、罗 刚整理）

从骨干到分队长，我找准了定位
■火箭军某试训区士官分队长 路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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