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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

新闻样本

故事接地气，才能触

动人心——

“宁愿笑着流泪，也

不愿哭着后悔”

千人聚集的大礼堂，灯光璀璨。所
有人的注意力都聚焦于讲台上的这名
女兵。

这是第 76集团军某旅组织的大课
教育现场。记者走进大礼堂，看到女兵
王嘉滨正在为全旅官兵讲述自己集训
生活中的故事。
“天黑了，我迈着沉重的步伐，

艰难地向前跑。头盔下，汗水从额头
顺着脸颊不断地往下淌，3 米长、30
公斤重的圆木压在肩上，让我步伐沉
重。45秒后，我冲过终点，顺势将圆
木扔到路旁的草丛中。‘快，扛圆木
慢了，下个课目要提速了！’没等我
喘口气，班长戴强已经在旁边催了起
来……”

王嘉滨的目光扫过台下的班长，
戴强挠了挠头、嘿嘿一笑。王嘉滨继
续讲道：“来不及擦拭脸上的汗水，
一咬牙，我冲到轮胎前，拉起轮胎就
往前跑。轮胎非常重，摩擦力很大。
绳子在肩上来回摩擦，火辣辣地疼。
‘加油，我能行！’我不断地给自己鼓
劲。”
“这次女子特战集训，作为一名新

兵，我是下了很大决心才报名参加的。
第一次爬软梯时，因为动作不对，膝盖
全部被磕青了。为了提高成绩，我让班
长带着我一遍遍地练，训练结束后双
手不停地颤抖。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
吃饭握不住筷子的感觉。”王嘉滨的嘴
角微微上扬，脸上露出挑战成功后的
自豪。

此时，台下传来热烈掌声，王嘉滨
挥了挥手，示意大家保持安静。“让我印
象深刻的是推车训练，需要 4个人一组，
协力将一辆猛士车推动 1000米。开始我
们合力用手推，累到手麻了、没劲了，就
用肩推，再后来用背抵，实在用不上力
了就用头顶。看到蚊子落在手背上、飞
到脸上，也要忍住，整个过程我们没有
一人松手泄劲。推过终点，我们累得瘫
倒在地……”台下的女兵，眼里泛起了
泪花。
“宁愿笑着流泪，也不哭着后悔，

我们或许不是最棒的那一个，但希望
我们是自己心里那个最骄傲的偶像，
在每次磨练中去遇见更好的自己。”
王嘉滨结束了自己的演讲，台下掌声
雷动。
“经历无法复制，也无法单独通

过某种东西来换取，它实实在在‘写’
在身上、‘刻’在心里，听完只有一个
想法——我要去集训”“每听一次，就
感动一次，心想一定要战胜自己，做
自己的英雄，在每一次的磨练中寻找
更好的自己”“巾帼不让须眉，女子特
战队加油”……故事分享后，大家留
言不断。

为啥想集训？官兵说王嘉滨集训中
的故事苦得踏实、累得精彩，特别想经
历一次。

为啥有感触？参加过集训的战士说
王嘉滨讲的故事非常接地气，只有经历
过的人，才能记住那些细节，才能说出
那种感受。

三人行必有“牛人”，

战友的故事最精彩——

“分享的力量，原来

如此动人”

“列兵都能给全旅官兵讲故事，我
是不是也可以？”王嘉滨的故事打动了
很多人，大家也有了分享自己故事的意
愿。
“都是啥意思，是不是只要背下来

就行？”同班战士听着吴佳兴叽里咕噜
背密语，好奇地问。吴佳兴是连队报话
员，刚去集训不到一个月，连队战士就
隔三差五问一些问题，比如“训练是不
是很轻松”“是不是记性好就行”“科技
发达了，这还有没有用”等。

对身边战友的专业，官兵们总是很
好奇。训练场大汗淋漓非常过瘾，报话
员集训与数字打交道也同样精彩，吴佳
兴很想把自己训练的故事分享给大家。

一次偶然的机会，吴佳兴听战友
说，连队下一次教育课的主题是“信息
时代军人如何担当强军使命”，他头脑
中闪过一个念头：“我自己的训练故事
非常符合主题，正好和大家分享一下。”
于是，他向指导员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指导员也正在寻找连队的“故事大王”，
两人一拍即合。

在指导员的帮助下，吴佳兴开始准
备那次授课。他不断对自己想要和战友
们分享的故事进行取舍，尝试不同的表
达方式，反复打磨课件，最终准备了一
份10分钟的讲稿。
“不好意思，第一次授课，比较紧

张。”憋得通红的脸上，吴佳兴生硬地挤
出了一丝微笑。在紧张中，他开始了讲
课。

从“英雄报话员”常超淼的故事开
始，吴佳兴讲述了战场上报话员的作
用。之后，结合训练实际，他分享了自己
刚开始接触密语时的心情：“看着那么
多密密麻麻的数字，没有规律，要准确
无误记住，感觉完全不可能。”但是，硬

着头皮坚持下去，他逐渐体会到了乐
趣。

一次，在去吃饭的路上，吴佳兴遇
到了同在集训的战友，便用密语进行交
谈，没想到交流非常顺畅。那一刻，他们
都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成就感。

课讲到最后，吴佳兴接受了全连官
兵对密语的随机提问。他全部答对，获
得了战友钦佩的掌声。同班战友王志强
说：“他把信息时代的强军使命具体到
了训练故事中，感觉很真实。”
“在全连战友面前讲话我经历

过，但有课件、有提纲，一板一眼地正
式授课我还是第一次。”授课结束后，
吴佳兴兴奋地向记者诉说着自己的
感受，“把故事讲给大家，就是把其中
的情感进行传递。分享的力量，原来
如此动人。”

不同的人一起分享自己的故事，官
兵在分享中获得了情感认同，真正达到
了教育效果。目前，该旅所有连队都搭
建了“一起讲故事”“生命线”“演讲达
人”等平台，并开设了“士官讲堂”，鼓励
大家分享故事。

讲出来，大家才明白荣

誉背后的心酸和不易——

“战士们想要听到

的，有时仅仅只是一个简

单的认同”

在那次陆军特战骨干集训中，副营
长刘近带领 19名官兵经历了近两个月
的封闭式训练。其间发生了什么，其他
战友都不知道。
“我们生活在西北，总说上过高原、

走过边境、爬过雪山、穿过沙漠，但很少
有人会说，我在大海风浪中畅游搏击
过。这次集训，就是这样一场从未经历
的特殊记忆。”载誉归来的刘近跟大家
分享集训背后的故事。
“集训刚开始，现实就给了我们一

个下马威。下士童萧屁股上长了一个蚕
豆大小的疖子，军医要求手术治疗，卧
床休息，不能参加海训，否则遇水化脓，

极易感染。”讲到这里，刘近停顿了一
下，“但考虑缺考会拉低整体成绩，童萧
几次找军医求情，坚决要求参加训练。
他说，‘就算以后留下后遗症，这次考核
我也要参加，我绝不做拖单位后腿的
人，更不能让大家因我而留下遗憾’。那
些日子，他瞒着领导和医生白天咬牙坚
持泡在海水中训练，晚上回来强忍疼痛
挤脓水，硬是扛了过去。”
“武装泅渡到了最后冲刺关头，中

士连隆突然小腿抽筋，但他咬牙坚持
游到终点。虽然被海水呛得脸色苍白、
嘴唇发紫，虚弱的他第一句话就问‘队
长我们第几名？’‘我们是第一名’，我
含泪回答。”刘近继续讲道，“第一次 10
公里游泳考核中，患有鼻窦炎的中士
林治世头部疼痛难忍，他一边用牙齿
咬住舌头，一边用力拍打头部，以此来
刺激自己。队友见势将他围在中间，大
家相互协同、互助鼓励，你拉我、我拉
你，咬牙一起游到了终点。”

他们不懈拼搏的集训故事，在刘近
朴实而动情的叙述下，将台下官兵的思
绪带到了竞技场。19名官兵看着台上副
营长将集训背后的故事一一道出，顿时
感觉曾经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听完他们的故事，才知道这次集

训有多艰辛，才知道他们付出了多少汗
水，感觉拼搏才最精彩，特别想来一场
大汗淋漓的训练。”授课结束后，几名战
士围上来，追问更多细节。
“只有讲出来，大家才明白荣誉背

后的心酸和不易。教育，有时也没那么
难，战士想要听到的，有时仅仅只是一
个简单的认同。”该旅政委魏银建说。

教育贵在“真”，唯有

真情能抵心——

“故事赋予事实以温

情，可以触及人内心深处

最柔软的地方”

多人同台授课，众人参与备课。去
年 6月中旬，该旅组织的一堂政治教育
课异常火爆。记者发现，2名来自基层的

官兵围绕“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
任”主题教育，与该旅领导同台授课，独
特的视角、风趣的语言，让官兵听得兴
趣盎然。
“10 秒后，镇远舰发出炮弹，紧接

着，北洋舰队各舰一齐轰击，硝烟弥漫，
海水沸腾……”一段课前视频，吸引着
官兵的眼球，把大家的思绪带到了一百
多年前甲午战争的战场。

结合那场战争，政委魏银建把国
际环境、国内现状和军队任务分别比
作大海、船和水手，从时代发展角度
解读了“一代人有一代人使命”这个
主题。

接着，营长李魏讲起自己长跑减肥
的经历：“2017年初我开始坚持长跑，半
年多时间，共跑了 1581 公里。体重由
87.5公斤减到 75公斤，跑完 10公里所用
时间由 58分钟减少到 44分 30秒，可以
在 1小时 50分内完成‘半马’。”他说，坚
持跑步的收获，不仅仅是体重的下降，
更重要的是在坚持不懈的跑步过程中，
塑造了更好的自己。

女兵周贝贝分享了自己全副武装
爬软梯的故事，从第一趟的 24秒，到第
六趟的 20.47 秒，她已精疲力尽却还是
没有完成 20秒以内这个目标。“我望着
教练，请求再来最后一次，为的不是达
标后的休息，而是心中不曾改变的目
标。队友一起叠手为我加油，从开始的
那刻到最后，加油声就没有断过。”第七
趟结束，她的成绩是18秒。

讲道理可以赢得辩论，讲故事更能
打动人心。人人都有表达自我的渴望，
因此，“一言堂”式的教育模式越来越难
得到官兵认可。在该旅的教育课上，人
人参与、分享故事的教育模式逐渐获得
官兵青睐。这次授课，该旅通过向基层
单位广发“英雄帖”，邀请基层官兵同台
授课。
“教育搞一千遍一万遍，道理还是

那些道理，关键要直抵官兵心灵，击中
心底最柔软的地方。”魏银建说，教育的
力量在于一个“真”字，讲身边人的故
事，用最真实的情感，才能使道理直达
人心、外化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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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英雄帖”：寻找身边的“故事大王”
■王钰凯 杨臻臻 本报特约记者 相双喜

故事是事件的起承转合，是细
节的鲜活展现。官兵在讲述自己故
事的过程中，重现当时的场景，以真
实感拉近与听者的距离，更能打动人
心。教育模式由少数人的讲授变为
多数人的故事分享，拓宽了教育渠
道，丰富了教育资源，增强了教育感
召力。

成长于信息时代的青年官兵，很多

人“入网比入伍早”“网龄比兵龄长”，相

对于程序化的“我讲你听”灌输式传统教

育模式，双向互动的教育模式更易于被

具有互联网思维的官兵接受。

在越来越“平”的信息时代，教育要

突出时代性，教育者就要摆正姿态、放平

身段，充分尊重官兵的主体地位，主动设

置互动话题，组织官兵开展辨析式、讨论

式教育活动，表达多样性的看法主张和

意见，这样才能了解官兵的现实思想和

诉求，让思想政治教育真正落到实处。

从“一言堂”到“吃火锅”，让广大官

兵参与教育的全过程，给官兵提供讲出

自己故事的平台，正是思想政治教育适

应时代特点的体现。

传统听讲分离的教育模式，重道理、

轻故事，重教育者讲授、轻听讲者参与。

把“话筒”递给官兵，让他们表达自我。

在这一过程中，官兵的主体性、创造性、

自主性得到了充分体现。

“这是我的亲身经历，讲出来既是想

感染他人，也是要砥砺自我”“我的故事

符合教育主题，真想分享给大家”……讲

故事的人在表达中找到获得感，听故事

的人在激励中分享乐趣。双向互动模式

下，整体教育质效提升的本质是作为个

体的“人”的成长与获得。

感召力要求教育者突出一个“真”

字。“教育搞一千遍一万遍，道理还是那

些道理，关键是要直抵内心。”思想政治

教育需要用真情感染人、以真实打动

人。给官兵平台，让大家讲述自己的经

历感悟，在讲故事中把道理、感情、事迹

充分结合起来。

以真理说服人，关键在于信服。通

过小故事，讲述大道理，官兵更容易接

受。比如，报话员吴佳兴讲述的训练故

事，使身处信息时代的官兵切实感受到

信息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巨大作用，进而

达到理解和明确“信息时代军人如何担

当强军使命”的教育目的。

感情形于内、发于外，真正感染人的

是不同经历引起的情感共鸣。身边战友虽

经历不同，但不懈拼搏的精神相同，砥砺前

行的战友情相同。把这些故事中的真实情

感表达出来，自然能引起广泛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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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上好一堂精品课真难啊！”
第 76集团军某特战旅“精品一课”

比武竞赛结束后，九连指导员张伟感叹
不已。

年初，为锻炼政工干部、提高大家
的授课能力，这个旅开展了“四会”优
秀政治教员比武竞赛。张伟报名参
赛，并信心满满地告诉自己：一定会拿
个好名次！

张伟将选题确定为“违规使用手机
的危害”。他将生活、训练中的图片、视
频等内容加入课件，进行了紧张的备课、
试讲……

按照多年的授课经验、为比武作了
精心准备的张伟，本以为能赢得高分，没
想到连个好名次都没拿到。

带着困惑和不解，张伟跟教导员张
建文唠了起来。
“张伟，我问你一个问题，战士听了你

的课后，会不会有所改变？”张建文拍了拍
张伟的肩膀说，“就授课来说你讲得不错，
可战士们愿意听吗？听得进去吗？”
“战士的个性化特点日益突出，需求

千差万别，什么样的教育方式才有吸引
力，能让听课的人入脑入心？”张伟感慨
道，现在部队的 95后、00后官兵越来越
多，即使精心备课，有时也很难增加政治
教育对年轻官兵的吸引力，“教育越来越
不好搞了”。

官兵不想听，授课者不知道怎么

讲，这种尴尬的境况急需新的教育模式
来破局。

不久前，该旅政委魏银建邀请3名基
层官兵共同为大家授课，没想到授课效
果很好。事后总结，魏政委讲道：“火锅
为什么吃起来很热闹？因为人人都在往
锅里下菜，熟的时候每个人都能来一筷

子。分享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这件事给张伟带来很大启发。他认

为，把官兵请上台、递上话筒，改变过去
一人讲大家听的“一言堂”灌输模式，变
为“大家讲大家听，共同受教育”的开放
模式，才能让战士有更多的收获……

前段时间，张伟上教育课，让两名战

士分享了自己的故事：一名战士拿出了一
份自己从出生到现在的“亲情账单”，通过
一组组数据感悟父母养育子女的艰辛；另
一名战士拿出母亲记录自己成长轨迹的
照片和来信：“小时候，爸妈教你穿衣、吃
饭、系鞋带，背你上学、陪你玩游戏，等我
们老了，你会不会嫌弃爸妈拖累你……”

两个平常又感动的故事，触动不少
战士的心灵。一些平时花钱大手大脚的
战士开始往家里寄钱了，平时休息时间
只和女朋友微信聊天的战士也主动给父
母打了电话……

总有一个故事，直抵人心
■王钰凯 李灰懿 本报特约记者 相双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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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视点

第76集团军某旅四级军士长任蓬勃为战友讲述自己在实兵演习中的经历。 高方录摄

火锅为什么吃起来很热闹？因为人人都在往锅
里下菜，熟的时候每个人都能来一筷子。分享的快
乐就是这么简单。把官兵请上台、递上话筒，改变过

去一人讲大家听的“一言堂”灌输模式，变为“大家讲
大家听，共同受教育”的开放模式，才能让战士有更
多的收获……

基层热点话题·如何对接新生代官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