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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康健越来越让指导员柳亮刮

目相看。

在武警嘉兴支队三中队的训练“龙

虎榜”上，这位上等兵已经连续 6周上

榜。而仅仅在半年前，康健还沉浸在网

瘾中不能自拔。

那段日子里，这位年轻人的荣耀

时刻并不在“龙虎榜”上，而是在一款

叫做“王者荣耀”的游戏里。游戏APP

记录了康健晋升为“王者”段位的“荣

耀”时刻——2018年10月9日凌晨3点

05分，他在虚拟游戏里的成就达到了

巅峰……

从游戏中的“王者”段位到现实中的

稳居训练“龙虎榜C位”，脱胎换骨般的

“变形”说来并不神奇。半年前，在指导

员柳亮的动员劝说下，康健硬着头皮参

加了一场“涉网行为大家谈”辨析会。

“指导员，我真没什么好讲的，您都

教育不好我，我还能教育大家？”直到上

台前的一刻，康健还在打退堂鼓。柳亮

不为所动，笑着说：“没让你谈教育，你就

讲一讲你在游戏里的荣耀时刻。”

带着一脸疑惑，康健上台了。望着

台下投向他的一双双既熟悉又陌生的眼

睛，开始时康健的声音还怯生生地窝在

嗓子眼儿，但一说起那个“荣耀时刻”，这

位年轻人眼睛里立刻放射出光芒，开始

讲得声情并茂——

那天凌晨3点，刚站完夜哨的康健

实在克制不了“再打一盘，就上王者”的

欲望，一头钻进了学习室，开始了虚拟

“战斗”——指尖快速点击屏幕里的“战

场”，不断操纵着自己几天前新买的“英

雄”。手机屏幕的蓝光映在脸上，康健眼

神异常专注，嘴里嘟囔着“推塔、推塔”。

显然，这是游戏的关键时刻。

然而另一个声音的响起，结束了

这一切。学习室外，随着门把手拧动

的声音，一束灯光打到他的脸上。缓

过神来的康健，意识到自己又一次“栽

了”。

这是康健第3次在深夜和指导员不

期而遇。“离开了游戏，你还有什么？”指

导员的话让他有些难堪。事实上，游戏

里的王者，并没有带给他多少现实中的

荣耀。几次深夜下哨后，躲在角落里“挑

灯夜战”，他总也躲不过队干部查哨的手

电筒……

康健绘声绘色的讲述，激起一阵会

意的笑声。某种程度上，此时的笑声更

像是一种“接头暗号”——无论是台上的

康健，还是台下的年轻听众们，他们几乎

都是热衷于“指尖生活”的“网生一代”。

如何给这些思维活跃、个性张扬、讨

厌说教的“网生一代”上好涉网教育课？

这一课题一度困扰着包括柳亮在内的很

多基层带兵人，也持续激发着他们的创

新实践热情。康健参加的“涉网行为大

家谈”辨析会，正是众多创新实践大潮中

的一朵浪花。

说起举办辨析会的初衷，武警浙江

总队教育干事周豪有自己的考虑，他想

尝试让以往单向灌输式的教育模式向辨

析式、互动式转变。

说来也怪，那天赢得了笑声的康健

却笑不出来，甚至有些失落。就在同一

场辨析会上，这位游戏里的“王者”听到

了更多“王者”的故事——

他们也曾有与康健一样的经历，

也曾在虚拟的游戏中一次次向“王者”

发起冲锋。所不同的是，他们在现实

里还赢得了一个个荣耀“段位”：有的

立功受奖，有的当了班长，甚至他的同

年兵也成了“能管到他”的骨干。而自

己入伍以来的个人总结，只能写下“普

通”二字。

“看着别人的进步，才意识到自己的

尴尬。”那一刻，走下台的康健暗下决心，

要在现实中赢得属于自己的“王者荣

耀”。此后半年，他戒掉游戏，每天告诉

自己的只有一句话：“就算是条咸鱼，我

也要翻身！”

不久前，连续6周训练成绩榜上有

名的康健，再一次被指导员请到了辨析

会现场。这一次，他站在了“沉溺游戏有

害无益”的观点一方。所有人惊讶地发

现，这位曾在“王者荣耀”的世界里“杀红

了眼”的年轻人，如今却为驳倒自己以前

所持的观点争红了脸。

现场所有人都记住了康健的新年度

关键词——改变。

一 名 网 瘾 士 兵 的“ 变 形 记 ”
■罗圣雄 吴先德

记者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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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给“网生一代”上好涉网教育课？这一课题一度
困扰着很多基层带兵人，也持续激发着他们的创新实践热

情。武警浙江总队开展的“涉网行为大家谈”群众性辨析
教育活动，正是众多创新实践大潮中的一朵浪花。

基层热点话题·如何对接新生代官兵

●把“麦克风”交到大伙手里，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带兵人苦苦寻觅的“富矿”，原来就在官兵身上

●一旦大伙“开讲”了，教育就再也没有“吃瓜群众” ●没有不变的“学生”，只有跟不上时代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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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训练场上的生龙活虎（图①），还是执勤一线的最美身影（图②），抑或是辨析会上的慷慨陈词（图③），这些画面
都在不经意间说明一个事实：对接新生代官兵，也就对接了他们身上蕴含的澎湃能量。武警浙江总队推出的“涉网行为大

家谈”群众性辨析教育活动，便是关于这种“对接”的尝试。 余宁磊、杨宇翔、陈 杰摄

②②

①①

③③

主角之变

请战士站在“麦克风”后面

深夜查哨的柳亮经过学习室时，发
现窗户玻璃上忽明忽暗的微弱亮光。他
循光而去，上等兵康健正躲在角落里，戴
着耳机全神贯注玩游戏。

没收手机、批评教育、写保证书……
望着康健转身离开时无所谓的神情，这
位指导员的心底不由涌起一种挫败感和
无力感。

随后，针对玩游戏的现象，柳亮精心
准备了一堂教育课。这堂他自认为“事
例数据翔实、视频资料冲击力强”的教育
课，似乎并没有带来预期的警示效果。
虽然也没寄希望于“一次教育治百病”，
但效果仍让柳亮苦恼不已：“用‘过耳云
烟’四个字形容，可能再合适不过。”

指导员柳亮的烦恼并非个例，上等
兵康健的经历也绝非唯一。武警浙江总
队的一份调研资料显示：所属部队官兵
每天使用手机 2小时以上的达 84%，其
中玩游戏、刷抖音、逛淘宝成为他们使用
手机的“主流”。不少战士表示，手机就
像他们身上的肉一样割舍不掉。
“管不住网、收不住心，令行禁止有

时就成了空话。”武警浙江总队政治工作
部副主任管新建认为，管理手段和教育
方式的转变迫在眉睫。
“金属探测、信号屏蔽、电子围栏等

方法轮番使用，却挡不住手机的诱惑。”
武警绍兴支队副政委洪小波说，“你抓我
就藏，你收我再买”,已经成为基层带兵
人面对的共同烦恼。

干部的烦恼，同样也是不少士兵的
苦恼。
“大道理我们都懂，可就是很难做

到！”武警嘉兴支队上等兵周军话语间透
着无奈：“手机柜子上的那把锁，也锁住
了自己对生活的向往。”
“因为不方便和恋人沟通，手机柜成

了‘爱情的坟墓’。”武警杭州支队战士井
艺霖说，“有时候就算是点亮一下屏幕，
心里都会觉得踏实。”

教育听不进，措施不管用。面对网络
时代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武警浙江总队
尝试着做出改变。他们探索开展“涉网行
为大家谈”群众性辨析教育活动，力图让
更多官兵参与到涉网教育中来。

武警浙江总队教育干事周豪告诉记
者，辨析会每个基层单位各办三场，每次
抛出一个涉网问题，大家把自己的所思所
想亮出来，让道理在事实面前越辨越明。

辨析会率先在柳亮所在的武警嘉兴
支队三中队发起。“不只是要证明‘对
错’，更重要的是倾听官兵心声。”柳亮
说，“把‘麦克风’交到他们手里，或许会
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话题之变

让战士讲出自己的故事

时间已经过去大半年，谈起网购受
骗的经历，梁观胜依旧感到不好意思。

深受“青春痘”困扰的梁观胜，尝试
了各种办法，却不见好转。一次无意间
在朋友圈看到有微商在推销祛痘产品，
这位武警绍兴支队新昌中队的上等兵决
定试一试。
“可能是心理作用，刚开始时‘痘印’

似乎真有所好转。”梁观胜说，随着微商
给他推荐的护肤品越来越多、自己买的
东西也越来越多，唯独痘痘“涛声依

旧”。此时，他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了。
抱着“吃堑长智”的想法，梁观胜决

定把自己这段糗事埋藏心底。可闷闷不
乐的他，还是被指导员沈诣看出了端
倪。在沈诣再三鼓励下，经过一番激烈
思想斗争的梁观胜走上台，讲述了他的
网购经历。他告诫战友：“网上购物一定
要谨慎，一不留神就掉陷阱里了。”

其实，在群众性辨析教育活动开展之
前，包括武警浙江总队教育干事周豪在内
的很多官兵，都没有组织类似活动的经验。

李天讯是武警杭州支队 22 中队指
导员。他告诉记者，当初并不是每名官
兵都很积极，甚至有战士背后悄悄议论：
“别又成了折腾人的事。”

李天讯决定自己先登台，晒一晒“不
堪网事”。前年刚买房的那段时间，特别
缺钱的他既不好意思向父母开口，又生
财无道。直到有一天，他被一个陌生人
加为好友。
“原来我也是不信，可实在架不住他

每天给我发用微盘买期货各种赚钱的截
图。”李天讯说，刚开始确实能赚几百块，
但随着投入不断增大，连续亏损上万
元。“打碎了牙，只能往肚子里咽。”这件
事，李天讯连家属都没敢告诉。

让李天讯没想到的是，那次辨析会
的效果出奇地好。很多战士主动就网络
借贷、网上交友等话题预约下一场。他
开玩笑说，自己这块小石头投下去，竟然
激起了朵朵浪花，很有成就感。

事例真实，说服力就强；故事温情，
最能打动人。手机与亲人孰重孰轻？在
武警绍兴支队新昌中队的辨析教育活动
中，上等兵王峰的故事，让战友掂量出亲

情的重量。
“整整 3 个多月，只要是领到了手

机，我不是打游戏就是刷微博，连父亲生
病的消息还是指导员告诉我的。”王峰讲
起前不久这段沉迷手机游戏时的经历，
眼圈发红了。

入伍前，曾是游戏主播的王峰，时刻
享受着游戏的酣畅和“粉丝”的崇拜。到
部队后，各种规定让他更加“珍惜”每次
使用手机的时间。直到得知父亲生病住
院时，他还在游戏里“开黑”厮杀。
“家人在想我的时候，我在干什么？”

触动心尖最柔软地方的，往往是不经意
间的扪心自问。自从那次辩论会后，中
队战友们拿到手机，首先就是给家人打
电话。不管是三言两语的问候，还是分
享成长进步喜悦，他们和家人被一根无
形的网线温馨地连在一起。

一场场辨析会的舞台上，没有灯光
助阵、没有音效加持，有的只是真实的故
事和讲述者。周豪告诉记者，他们梳理
出的网络交友、网络游戏、网络购物等
12类 55个常见问题，都来自于官兵。
“这就是我们苦苦寻觅的‘富矿’。”

他说。

平台之变

一座“富矿”的能量井喷

周豪说得没错。那天，记者到武警
嘉兴支队三中队采访时，亲眼目睹了一
座“富矿”的能量井喷。

那场辨析会的辩论主题是：“观看网

络视频到底好不好”。
“我喜欢弹吉他，所以利用火山视

频、快手、抖音等 APP，找到了相关教学
视频，学习弹奏技巧。”中队文艺活动“当
家花旦”纪亮谈起网络视频的好处，毫不
吝啬赞美之词。

来自隔壁班的罗世龙，对纪亮的一
番话深有同感。他说自己喜欢用 KEEP
软件，“不仅能记录训练成绩，还可以跟
着视频里的内容一起练”。如今，罗世龙
的体能训练成绩在战友中遥遥领先，被
战友们称为“训练达人”。

不管是纪亮，还是罗世龙，他们都说
出了不少战友的心声，赢得了大家的支
持。这场辩论在正反辩方面红耳赤的
“舌战”中落下帷幕，纪亮和罗世龙因此
获得了本期“最佳辩手”荣誉。

接受采访时，纪亮很兴奋。他说，站
在台上让自己观点与对方观点不停碰
撞，看着台下战友们思想的变化，感到自
己就像一块磁铁，吸引着大家。“我很享
受这种过程和感觉。”纪亮的话语间透着
欣喜。

虽然辨析会已经小范围组织了 5
期，但柳亮还是觉得少了点什么。“需要
再添一把火，不能满足于几个人的‘狂
欢’。”这位指导员觉得，应该让所有战士
都参与进来，把这场群众性辨析教育活
动，打造成普通一兵思想交流和观点碰
撞的“嘉年华”。
“寻找资料的过程就是主动学习的

过程。”排长蒋银超对此感触很深。他
说，以前中队组织观看教育警示片，自己
从没留意过内容，感觉远不如“大片”吸
引人。为了辩论赛，他和队员们把今年

观看的教育片全温习了一遍。蒋银超感
到，结局固然重要，但最关键的还是你从
这个过程中学到了什么。

柳亮毫不掩饰自己的“雄心”。他想
让每一个人都发出自己的声音，在碰撞、
分享、融合之后，最终又影响到每一个人。
“想证明你是对的吗？想让别人支持

你吗？我们给平台，大胆讲出你的想法、
你成长的感悟。”这是柳亮在活动中经常
向战士们说的一句话。他不怕大家讲得
“个性十足”，就怕大家听得“昏昏欲睡”。

寻找资料、梳理观点、登台辨析……
武警浙江总队尝试的这项群众性辨析教
育活动开展以来，越来越多的部队官兵
加入其中、学在其中、受益其中。
“一旦大伙‘开讲’了，就再也没有

‘吃瓜群众’。”该总队领导说，问题来源
于官兵，所以解决的方式也要从官兵中
寻找。只有敢想了，才会变得敢讲；只有
表达了，才能碰出思想的火花。

这，也正是柳亮等指导员们想要的
效果。从传统教育课的三缄其口到辨析
教育活动的主动参与，变化在他们眼里，
是“一个个士兵的成长”。

观念之变

很多时候战士就是老师

“ 柠 檬 精 ”“ 倔 强 式 单 身 ”“ 玩
adc”……前不久的一次辨析会上，频繁
出现的网络名词，让柳亮瞬间有种“跟不
上时代”的感觉。

这场辨析会，身为主持者的柳亮，第
一次感到无法从容引导现场态势。结束
之后，他迅速拿出手机，在百度的搜索框
里，一个个输入这些网络新词。

有同样感受的还有武警绍兴支队新
昌中队指导员沈诣。“站在讲台上，你永远
不知道战士的下一个问题会提什么。很多
时候战士就是老师，懂得更多。”他坦言，在
主持的几次涉网辩论中，如果没有做好充
分准备，自己肯定“hold不住场面”。

一场场辩论赛，带来教育模式的新
变化。这种变化能否在部队上下带来一
片新景象？其实，这也是总队教育干事
周豪期待产生的效果。他说，鸡蛋从外
部打破，不过是盘中餐；从内部被打破，
却是新生命。直面这张“网”，他们面临
的是一场教育方式的革命。

这一点，武警杭州支队 22中队指导
员李天讯在探索过程中深有体会。在他
看来，网络时代的教育需要借鉴互联网
商业中“羊毛出在猪身上”的思维方式。
“活动改变的不仅是身份、视角，还不经
意间撬动了带兵方式的转变。”他说。

换位思考，折射出了理念升级。回
想起曾经的网瘾士兵康健，如今柳亮已
没有太多烦恼。在他眼中，“网瘾”想再
次“俘获”康健已经没那么容易了。

在中队最近的一个“无手机欢乐
日”，康健滔滔不绝地向记者讲述着身边
的各种兴趣圈。视频制作、健身、弹吉
他、摄影……这些挖掘个人兴趣点成立
的兴趣圈，“圈”住了中队每一名官兵，也
“圈”住了以往周末被他们虚度的时光。

网络时代，没有谁是天生的“老师”，
也没有谁是固定不变的“学生”。
“每次发视频记录生活，洋溢着的都

是高于日常生活一公分的努力和期盼”
“展示自我、记录点滴的同时，也需要一种
不加滤镜、不加特效的最真实的生
活”……在三中队那场以“网络视频”为主
题的辩论会上，观点碰撞，“金句”频出。
“瞧，他们蹦出的想法远比我们设想

的丰富！”眼下，柳亮正忙着他的下一场
策划，他得跟上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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