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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军营

新闻观察哨

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精神

上一堂 1小时左右的党课，需要准
备多久？

对此，第 77 集团军某旅运输直升
机营党委书记闵锐给出的答案是：1个
月。

闵锐说：“上好一堂党课，就像烧
一桌好菜，讲究的是慢工出细活，利用
鲜活的事例‘配菜’、通过简洁的语言
‘翻炒’、把准受众的需求‘调味’、采
取新颖的形式‘摆盘’，每个环节都要
格外讲究。”

别看闵锐现在讲得头头是道，他以
前却没少做“夹生饭”——

刚从地勤岗位调任运输直升机营
党委书记时，闵锐看着那些年龄比自
己大、职级比自己高、党龄比自己长
的飞行员，一心想的是要将自己的
“威信”尽快立起来。

履新后的第一次党日活动临近，闵
锐决心利用党课教育，刷出自己的“存
在感”。为了备好党课，他连续几晚熬
夜啃起了“大部头”，又是摘抄妙语金
句，又是博引各类事例。不仅如此，他
还制作了一个精美课件。

可效果却不容乐观。课堂上，纵
使闵锐在台上讲得不亦乐乎，台下的
飞行员却无精打采，气氛很是尴尬。
课后，一名飞行员快人快语：“书记，
您讲的那些东西太‘高大上’，一点都

不接地气……”
这句话，让闵锐陷入了沉思。闵

锐回忆说，自那以后，他开始跟着大
家一起学习飞行理论、参加飞参判
读、跟班飞行训练。有空时，他还会
找来两三个人一起散散步、聊聊天，
努力走进飞行员的世界。

就这样，很多“沾着泥土、带着露
珠、冒着热气”的身边故事开始出现在
闵锐的党课里，而他和飞行员们心中那
道“看不见的墙”也渐渐消失了。

春去秋来，丹桂飘香。转眼又到了
丰收的季节，营队抗震救灾英雄邱光华
烈士当年亲手种下的那棵石榴树，也结
出了累累果实。
“英雄不曾离开，只是化为雄鹰，

在蓝天中继续振翅飞翔……”这天下
午，闵锐利用党日活动，将营队飞行
员集合在这棵石榴树下。他通过一部
自己制作的微视频，带领官兵重温邱
光华烈士从参军入伍，到成长为特级
飞行员，再到壮烈牺牲的军旅人生，
以此来纪念这位离开大家 10年之久的
老战友。

“我们要沿着老战友的闪耀航迹飞
行！”课后，不少飞行员流下感动的泪
水，纷纷表示要继承烈士遗志，将此生
奉献给陆航事业。

这堂成功的党课背后，凝聚着闵
锐的辛勤付出——为了挖掘素材，闵
锐利用一个月时间，走访老领导，查
阅历史资料，同邱光华烈士生前战友
逐个谈心聊天……这次经历，让闵锐
真切体会到了“台上一分钟，台下十
年功”的真谛。

如今，闵锐针对运输直升机营长期
处于动散状态，时间难同步、人员难集
中的特点，广泛开展“十分钟小课堂”
活动，将党课化整为零，穿插在外场待
机、训练间隙进行。课堂摆进训练场，
讲台设在旋翼下，取得了良好教育效果。
“昨天的菜谱满足不了今天的口

味，‘地上’的老办法也跟不上‘天
上’的新情况。”前不久，闵锐被评为
“优秀党务工作者”，如愿立起了“威
信”。他感慨道，只有让思维跟上“飞
行速度”，才能把党课讲进飞行员的心
坎里。

如何给年龄比自己大、职级比自己高、党龄比自己长的飞行员上党课？第77
集团军某旅运输直升机营党委书记闵锐有诀窍——

党课“滋味足”，何愁“不吃香”
■赵云桥 本报特约记者 李佳豪

本报讯 高明俊、汪聪报道：10
月中旬，火箭军某基地为技术干部量身
订制的《技术室人才成长路线图》正式
实施。基地政委赵全红告诉笔者，这是
他们学习贯彻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精
神，科学培养技术创新人才的重大举
措。

赵全红介绍说，他们从规划成长路
径、交叉换岗锻炼、重大任务淬炼入
手，完善识才、育才、用才、引才、聚
才办法，持续加大技术干部选拔培养力
度，为深入推进实战化练兵备战提供可
靠的技术支持和人才支撑。

与此同时，他们还坚持创新人才
计划管理模式，从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顶层设计入手，坚持需求预测牵引、
宏观调控主导、信息技术监控，推动
人才管理标准化、规范化、精细化，

确保技术干部学习有目标、发展有方
向、后劲可持续。

在该基地人力资源处，笔者看到这
样一组数据：任职满 2年以上的技术干
部，九成以上参加过实弹发射、战备值
班、演习演训等重大任务；所有技术干
部人人定岗有号位、个个训练有战位。

前不久，该基地某团技术干部汤
正平走马上任某导弹旅技术室副主
任。报到第二天，他就一头扎进阵
地，围绕某新型导弹戒备值班问题与
官兵一起专攻精练，采集关键作战数
据 10余组，初步形成值班状态下应急
防护等数项研究成果。

火箭军某基地加大技术干部选拔培养力度

人 人 定 岗 有 号 位

押运的旅程是寂寞的，这种寂寞
是万家灯火旁的冷清，是阖家团圆时
的孤独；押运的旅程是寒冷的，这种
寒冷是茫茫雪山下的朔风，是冰天雪
地里的守候。而我的第一次押运任
务，就是寂寞和寒冷的结合。

那是去年除夕，也是我第一次离
家过年。入伍后，听老兵们说起过部
队过年的景象，大家一起会餐、贴春
联，其乐融融，说实话我还挺期待
的。但就在春节前夕，我们接到了押
运任务。

列车一路北上，除夕那天我们停
靠在某雪山脚下。车厢上的温度计
清晰地显示着当前温度——零下 10
摄氏度。对于我这个南方兵来说，
还是第一次体会这么低的气温。列

车上没有电，只有皑皑白雪反射着
远处城镇的万家灯火。听着远处越
来越密集的鞭炮声，看着一朵朵烟
花在夜空绽放，想到往年这个时
候，爸妈做一大桌子菜，招呼全家
一起热热闹闹吃团圆饭的场景，我
的鼻子不禁一酸。

这个年夜饭特别“冰冷”，牛奶
冻成了冰坨子，干粮也是硬邦邦
的。守卫在军列上，就像坐在冰窖
里，大伙把能穿上的衣服都裹了起
来，却还感觉身上一阵阵寒意。由
于任务特殊，严禁携带手机，想向
远方的家人送一句祝福都变成奢
望，更别说大家一起热热闹闹看春
晚了。正当我的情绪越发低落时，
班长带头哼起了歌曲 《祖国不会忘

记》：“不需要你认识我，不渴望你
知道我，我把青春融进，融进祖国
的江河……”
“看不上春晚，我们就自己办春

晚。”班长说，这是他当兵 8年里第
4 次 在 军 列 上 过 年 ， 既 辛 苦 更 心
苦。但想到从林海雪原的哨所，到
大洋深处的潜艇……还有千千万万
的战友和自己一样坚守在战位上，
心里就不孤单了。特别是自己守护
的是国之重器，心底的自豪感油然
而生。
《强军战歌》《精忠报国》……在

班长带领下，我们几乎将所有会唱的
军歌都唱了一遍。歌声在雪山里回
荡，我们心底也越来越火热。

（胡中赟、袁 欣、于 雷推荐）

寂冷的旅程和炽热的战歌
■上等兵 韩宇轩

值班员：第76集团军某旅地空导弹连

连长 张元彬

讲评时间：11月2日

今天中午，我在各班检查午休情况
时，发现不少同志睡觉不脱外套、不盖
被子。有同志解释说，午休后留给整理
内务的时间较短，如果打开被子睡觉，
担心仓促之间没法叠好被子，影响班排
内务水平。

对于同志们这一“保持内务水平”

的做法，我不赞同。首先，现在天气逐
渐转冷，中午睡觉不盖被子极容易感冒
生病，最终影响的是我们日常战备训
练；其次，中午时间短，更考验我们雷
厉风行的作风，逼着大家提高整理内务
的速度质量。

同志们，被子不仅要叠好、叠出作
风，更要盖好、盖出战斗力。大家要将
内务标准提高放在平时的养成上，以后
中午睡觉必须盖被子。

（周艳勇、王云峤整理）

被子要叠好，更要盖好

本报 讯 韩 素 婷 、 郑 强 龙 报
道：“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
宣誓……” 10 月下旬，新疆军区某
汽车团官兵利用任务间隙，在海拔
4300 米的狮泉河烈士陵园组织官兵
重温入伍誓词，强化使命担当。

该团官兵常年在外执行任务，点
位 相 对 分 散 ， 教 育 难 以 集 中 。 为
此，他们采取“高原特色+”模式，
利用新藏线上特有的红色资源因地
制宜开展教育活动，坚持车队行进
到哪里，教育就延伸到哪里。

新藏线是一条英雄路，当年修建
过程中，先后有数百名官兵付出了生
命，几乎每公里就有一位烈士遗骨。任
务分队每到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或者
先辈们战斗生活过的地方，都会组织一
个简短的仪式，或面对军旗再宣誓，
或畅谈体会话忠诚。

第一次执行高原边防运输任务的

一连排长陈岩途中听说了这样一个故
事：1951 年，身患高原病的著名战斗
英雄李狄三病情不断恶化，卫生员要
把最后一支盘尼西林 （青霉素） 给他
注射，他执意不肯。连队党支部开会
表决时，李狄三恳求说：“同志们，
不要再这样逼我了，就剩下这一支盘
尼西林了，还是留给更需要的同志
吧。”伫立在李狄三烈士墓前，陈岩

感慨道，只有将先辈们的红色基因融
入血脉，才能增加生命的厚度、坚定
奋进的脚步。

唱响红色主旋律，书写时代新篇
章。一营教导员宋昌年说：“高原特色+”
教育有深度更有温度，有“灵气”更接
“地气”，让官兵任务一趟、学习一路、收
获一程，确保点多线长阵不乱，兵撒千
里心不散。

新疆军区某团因地制宜开展教育活动

兵 撒 千 里 心 不 散

“穿越层峦山，汗洒戈壁滩。寂寞

权作行军酒，烦闷当作热鸡汤。”从这

首押运官兵自创的打油诗中，我们品

味到了他们的乐观精神，更体味到了

他们的艰辛不易。押运官兵的工作生

活无疑是艰苦、枯燥、孤寂的，不仅远

离大家视线，更鲜有鲜花掌声环绕、镁

光灯聚焦。

要知道，镜头前按下导弹发射按

钮的那个人身后，站着大批甘当绿叶

的测试保障官兵；鲜花簇拥的先进典

型身边，更有无数默默坚守岗位的美

丽脸庞。平凡创造英雄，平凡的坚守

亦是英雄。我们要注意关注那些长

期处于“镜头之外”的人，守护好他们

的精神家园，学习宣扬好他们的感人

事迹，让这些“平凡的大多数”感受到

尊崇和荣耀；也要不断改善他们的生

活工作条件，想尽一切办法为他们排

忧解难，让默默奉献的官兵得到更多

实打实的获得感。

多关注镜头外的人
■武警江苏总队执勤支队政委 彭怀清

很多人说我们押运兵傻，别人都
往舒服的地方去，我们却往雨雪风霜
里钻。但这种“傻”就是我们必备的
品质，在人来人往的车站，我们在风
雨里；在没人看到的荒野，我们依旧
要瞪大警惕的眼睛。

那天，我们的列车和大雨相遇在
某客运站。为了装备安全，我带着其
他战友一直在大雨中巡逻穿梭。

一名铁路工作人员好心劝我们去
站台避避雨，但我们深知，越是恶
劣天候越要提高警惕。记得第一次
执行押运任务是在炎热的 7月，列车
停靠在某地编组。由于周边社情复
杂，班长要求我们一刻不停地在铁
轨旁巡逻警戒。大漠戈壁，骄阳似

火，头顶的钢盔隔着伪装层都感觉
炙热，双脚如同踩在火盆上一样。
“列车不走，我们坚守！天气再

热，我们不撤！”凭着这种信念，我
们坚持了 3个多小时，最终经受住了
“烤”验。列车刚一启动，班长竟然
中暑晕倒在铁轨旁，当时的场景让我
永生难忘。

还有一次，军列在一望无际的苞
米地停了下来。那里地理环境复杂，
不利于夜间执勤。为了确保装备万无
一失，班长带着大家把床铺从车厢搬
到了哨位旁。没有门窗的“保护”，
蚊虫肆无忌惮地在大家身上“狂轰滥
炸”，铁轨两边灯光下的飞蛾成群飞
舞，不断往衣服里钻，但大家没有一

人抱怨，更没有人想回车厢睡觉。一
名战友开玩笑说：“我们紧盯任务，
蚊子紧叮我们，时刻提醒着我们保持
高度警惕。”
“把车厢当阵地，视装备如生

命”，这是我的班长一直教育我们
的。如今我当了班长，也要把这种战
斗精神一茬茬传下去。

最终，我们在大雨中坚守了 4个
多小时。列车离站的那一刻，我看见
远处站台几个小朋友在举手向我们敬
礼。看着那稚嫩却又神圣的敬礼，我
心头一热，马上向他们回了一个标准
的军礼，那一刻我感到所有的付出都
是值得的。

（胡中赟、袁 欣、于 雷推荐）

警惕的眼睛和神圣的敬礼
■中士 邓 鑫

不久前，习主席对王继才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了王继才爱国奉献
的一生，号召我们“要大力倡导这种爱国奉献精神，使之成为新时代奋斗者的价值追
求”。武警江苏总队执勤支队某中队官兵常年穿梭在万里铁路线上、工作在闷罐车里，护
送重要物资。10多年来，他们圆满完成 300余次武装长途押运任务，笑称自己为“最牛快
递小哥”。近日，在该支队主题教育活动中，“快递小哥”们走上讲台，他们的故事引发热
议。本版节选2篇发言，一起分享他们在“移动哨位”上的光荣与梦想。

——编 者

微议录

值班员讲评

向你挑战

不服来战

11月上旬，第 72集团

军某旅在野外驻训场开展群

众性岗位练兵比武活动，叫

响“向你挑战，不服来战”口

号，掀起“比、学、赶、帮、超”

热潮。

胥婉璐、陈 程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