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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要告诉我们为

什么，更要告诉我们怎么

办

从优秀排长直接晋升为指导员的
王建林，没想到上任后的第一次大考便
“考砸了”。

那年，火箭军组织导弹旅“三年三
步走”实战能力考核，考官给王建林现
场下达一个“特情”，问他如何处置。

王建林冥思苦想，毫无应对之策。
最终，考官判定：作战行动失败。

遭遇“滑铁卢”的不只王建林一
人。同样在那次考核中，考官也给前沿
指挥所政治工作组出了一个“特情”。
结果，前沿指挥所政治工作组组长只是
按照惯例对部队简单组织了一下针对
性教育，而对一些关键情况没有实际动
作，现场考官判定成绩为零分。

同一场考核，先后两名优秀干部跌
了跟头！一时间，这件事不仅引发了官
兵的各种议论，也引起了该旅党委一班
人的忧思。刚刚走马上任的政委林树
森更是感到焦虑，因为他比谁都清楚，
这两名干部跌的跟头，指向的是同一个
现实课题——战时政治工作，究竟该如
何做？

战时政治工作，历来被我军视为
“生命线”，曾是我军指挥员的“看家本
领”。当年在战场上，作为我军政治工
作中最紧张、最活跃、最精彩的部分，战
时政治工作在“瓦解敌军、鼓舞斗志、激
发战斗精神”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
用。

如今，指挥员的这一“看家本领”遇
到了什么？在随后的自我抽查考核中，
该旅党委一班人进一步意识到问题的
严重性：种种“特情”面前，有的基层指
挥员要么没了主意干愣神，要么按部就
班老一套，要么慌了手脚瞎指挥……

问题究竟出在哪儿？抽查考核之
后，党委一班人分头调研，听到一个共
同的呼声：“战时政治工作的意义我们
都懂，但我们更想知道的是具体怎么实
施——不仅要告诉我们为什么，更要告
诉我们怎么办。”

呼声应和着思考，思考催生着行
动。“一说起战时政治工作，各级都在讲
意义、提要求，但现在最缺乏的是落实
到基层作战部队应该怎么办？”该旅领
导认为，当务之急是让一线指挥员拾起
战时政治工作这个“看家本领”。

如何拾起这个“看家本领”？林树
森说：“我们一起研究探索出一套有针
对性的实施手册，目的只有一个：告诉
基层指挥员‘应该怎么办’！”

此时，适逢古田全军政工会召开。
该旅党委一班人认为，研究探索战时政
治工作如何推行，是落实习主席重要讲
话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

随后，在上级首长和机关的支持
下，这个导弹旅的试点探索开始了。

就像一本《战场指

南》，基层官兵一看就理

解，照着就能做

战斗打响后，该旅发射七连指导员
郑保光发现：派出去的一名岗哨“失踪”
了！

郑保光当机立断，一边迅速派出 2
名哨兵在阵地四周搜寻，一边向营队汇
报，启动备份号手顶替操作方案。

作战行动结束后，“失踪”哨兵灰头
土脸回到连队。原来，他是被蓝军抓了
“俘虏”。郑保光首先想到的是“失踪”
哨兵有没有向蓝军泄露连队下一步作
战计划。安抚哨兵、询问笔录、整理卷
宗……最后，郑保光向该旅保卫科移交
了线索。

因为处置得当，这一次演练导调组
给郑保光打了满分。
“满分”，对于郑保光来说，并不意

外。“这次遇到的‘特情’，并没有超出
‘秘籍’的范畴。照着‘秘籍’给出的步
骤做，准没错。”郑保光所说的“秘籍”，
便是该旅持续 4年不断修订完善的《导
弹旅战时政治工作组织实施手册》。
“部队转进途中，与驻地群众发生

冲突遭受围堵怎么办”“作战持续时间
较长，官兵出现厌战情绪怎么办”“战后
官兵居功自傲，敌情观念淡化怎么
办”……记者翻阅手册发现，手册不仅
详细介绍了战时政治工作各级职责、各
作战阶段政治工作实施流程、各岗位开
展政治工作具体实施方法，还针对不同
的“特情案例”给出了 5-6 个处置参考
要点。

负责资料汇编的该旅组织科科长
付志强介绍说，诸如战时党委会、火线
入党、立功创模、战后评功评奖、伤病员
和烈士善后等政治工作内容，手册全都
涉及。

事实上，这项试点工作一开始，该
旅政委林树森就提出这样几个问题：战
时政治工作各级职责是什么？各作战
阶段政治工作任务有哪些？方案预案
应该包含什么内容？遇到各类特殊情
况处置程序是什么？
“只有平时把情况分析透、把问题

想周全、把方法搞灵活，关键时刻才能
确保战时政治工作扎实有效。”这位政
委一再强调，编写的手册“就像一本《战
场指南》，基层官兵一看就理解，照着就
能做”。

这个手册，不仅让不少指挥员脱颖
而出，还让不少“门外汉”变成了“业务
通”。

2018年，张浩由副连长调整为该旅
保卫科干事。他到政治机关报到时，科
里的 2名老干事已经下到连队担任指导
员。

没有老干事传帮带也就罢了，偏偏
刚来保卫科的他接手了一项非常专业
的任务——对将要执行任务的逾千名
官兵进行“政治考核审查”。

就在张浩一筹莫展之际，第二天保
卫科科长王帅文交给他一套《导弹旅战
时政治工作组织实施手册》，并留了一
句话：抓紧熟悉手册，尽快适应岗位。

将信将疑，张浩接过了手册。翻阅
目录，张浩打开手册第 95页“政治考核
审查”这一章，只见考核对象和时机、考
核内容、方法步骤列举得很详细，考什
么、怎么考、审查权限都很明确。如获
至宝的他，仅用一周就完成了对所有参
加任务人员的政治审查工作。

两个月后，连张浩自己都难以相
信，他不仅牵头组织并顺利完成了红蓝
实兵对抗演练中的保卫工作，还得到了
领导的表扬。

有基层温度、有鲜活

的实践，试点才有价值和

意义

夜幕降临，野营帐篷里灯火通明。
该旅发射十连指导员刘振在这条

山沟里已经忙碌了 30天。此刻，刘振没
有丝毫倦意。案头上摆满了 6个小时前
刚出炉的全连官兵阶段性训练成绩单，
13份成绩垫底的人员情况分析报告也
被他一一摊在桌面上。

今晚，注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13名官兵，其中5名工作责任心不

强，1名和妻子闹矛盾久久未和解……”
如何调动他们的训练积极性是今晚刘振
思考的重点。

夜深人静，两年前西北戈壁实弹发
射场上的一幕，再次浮现在这位指导员
的眼前。

对发射十连官兵来说，那个夜晚意
义非凡——第二天一早，他们将执行一
枚导弹的实弹发射任务。

就在那个夜晚，刘振发现，野战营
区的帐篷里总有人进进出出。导弹瞄
准号手牛新志一晚上已经去了 3次卫生
间，但依旧还在帐篷门口转悠。
“指导员，我睡不着，心里总是不

踏实。”听完牛新志这番话，刘振瞬间
明白，见证亲手发射的导弹直刺苍
穹，是发射连很多官兵的夙愿。即将
把一枚导弹送上天，对眼前这位只有
4 年兵龄的 22 岁的小伙子来说，怎能
不兴奋？
“我梦见导弹发射失败就睡不着

了”“我听见别人在床上翻来翻去睡不
着，自己也失眠了”……刘振一边疏导
大伙儿的情绪，一边记录着每名官兵
“大战”前的心理变化。

第二天，导弹发射圆满成功，但刘
振的“战斗”才刚刚开始。他带着两名
排长把全连官兵在发射前的思想心理
情况进行汇总梳理，并结合自己的疏导
经验，整理出《少数官兵求战心切，情绪
激动》的典型案例，详细列出具体的情
况想定和参考处置要点。

刘振整理出的这一案例，在《导弹

旅战时政治工作组织实施手册》更新第
3版本时，被纳入战时政治工作特情案
例库，成为第14个典型案例。

去年，该旅发射一营在氧气含量只
有 80%的作战阵地内，连续进行 2个月
的密闭生存训练。教导员刘德栓在不
同时间段和不同作战任务节点，对全营
官兵进行了 6轮心理测评。训练结束
后，刘德栓向机关提交了《长期待机官
兵思想心理问题》的典型案例和处置要
点，也被纳入该旅战时政治工作典型特
情案例库。

截至目前，《导弹旅战时政治工作
组织实施手册》4年时间已经修改了 4
个版本，收录了70个典型特情案例。

据了解，今年该旅还有 26个基层上
报特情案例处置等待检验。该旅政委
林树森告诉记者，他们的典型案例没有
一个是闭门造车、自我设计的，全部源
于“战场”实践。每一项成果都经历了
各类大项任务的检验完善。

去年 7月，该旅参加上级组织的综
合演练，导调组给该旅综合保障营下达
了战时特情处置课目。教导员李晓峰
在规定时间内列出 13条处置要点，居然
比考核组给出的参考答案还多了 6条处
置要点。

看完李晓峰列出的处置要点，一位
常年研究战时政治工作的教授惊讶不
已——很多细节的处置，他们“从来没
有想到过”。

其实，仔细研读手册里收录的这些
典型特情案例，你会发现一个共同点：
不仅有着灵活的操作性，更带着浓浓的
人文关怀。
“有基层温度、有鲜活的实践，试点

才有价值和意义。”林树森说，正因为实
践是战时政治工作的“源头活水”，所以
只要战争一天没打响，探索创新就一天
不会停歇。

一个没有完成时的“试点”
—火箭军某导弹旅探索战时政治工作新闻追踪

■张新凯 董志文 本报特约记者 冯金源

在录取名单上看到自己名字的那
一刻，刘激扬的心情就像名字一样——
“小小激扬了一下”。

这位火箭军某导弹旅政治工作部
主任，报名参加了今年的军队硕士研究
生考试。让他没想到的是，最关键的一
道笔试问答题竟然那么熟悉。

刘激扬想都没想，快速写出了答
案。走出考场，刘激扬回到部队第一件
事，就是向政委林树森报告：“政委，咱
们旅的试点成果里，有一条很像今年的
研究生考题……”

原来，那道出现在军队硕士研究生
考卷上的问答题，也正是某导弹旅试点
探索的现实课题——战时政治工作，究
竟该如何组织实施？

考场内，刘激扬作答这道题的时
间不过 5 分钟。但在考场外，这个导
弹旅对这一现实课题试点探索了 4
年。4 年里，该旅党委一班人反复“琢
磨”一件事——编写并不断修订完善

《导弹旅战时政治工作组织实施手
册》。刘激扬快速写下的那道问答题
的答案，仅仅是这个手册里的其中一
条预案流程。

现在回过头来看，2015年是一个重
要的时间节点。那一年，习主席在古田
全军政工会上指出，我军根本职能是打
仗，战斗力标准是军队建设唯一的根本
的标准，政治工作必须保障战斗力标准
在军队建设各个领域、各项工作中贯彻
落实。

统帅的重要讲话，仿佛一道闪
电，照亮了林树森的脑海。一线作战
部队究竟应如何充分发挥政治工作生
命线作用？如何扎实推进政治工作准
备实战化？如何把政治工作融入作战
行动全过程？自被任命当这个导弹旅
政委以来，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他的
脑际。

在反复认真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
话之后，在上级首长和机关的支持下，
该旅党委决定选择“战时政治工作组

织实施”这一课题进行试点探索。
试点探索出的成果是喜人的。仅

用了一年，他们的相关经验做法就得
到火箭军某基地的肯定和推广。他们
编写的《导弹旅战时政治工作组织实
施手册》和拍摄的《导弹旅战时政治工
作组织实施流程》教学片，被火箭军某
基地所属部队各级政治主官当作学习
样本。

按理说，试点会议召开了，经验做
法被推广了，《导弹旅战时政治工作组

织实施手册》的编写也该告一段落了。
让刘激扬惊讶的是，旅领导要求他们
“继续琢磨、修订完善”。

“战时政治工作永远在路上，只要
战争还没有打响，探索就永远不能停
歇。”政委的这句话，也是该旅党委一班
人的共识。议训会上，他们一致决定，
继续推进《导弹旅战时政治工作组织实
施手册》的修订完善工作，“结合上级下
发的文件规定、指示精神和部队执行任
务中遇到的新案例反复实践，持续探

索”。
就在刘激扬顺利通过硕士研究生

考试的时候，该旅组织科干事杨阳阳也
紧锣密鼓地准备着一场特殊的“结业考
试”——修订最新版的《导弹旅战时政
治工作组织实施手册》。作为该手册的
主要修订人员，这已是他连续 4年对这
本手册进行修订完善。

4 年来，这本手册的书目从 290 页
增加到 480 页，特殊情况处置案例由
30 个增加到 70 个，内容涵盖导弹旅战
时政治工作 5 大类 200 余项具体实施
流程。
“政治工作关键要做实，必须发扬

钉钉子精神，真正把情况摸清，把原因
搞透，把对策弄实。”林树森说。

连续 4 年“琢磨”一本手册
■张新凯 本报特约记者 冯金源

新闻样本

我军政治工作定型于战火硝烟，生

来就是为打仗、为打赢而存在的。战时

政治工作是政治工作中最紧张、最活跃、

最重要的部分，必须紧紧扭住战斗力这

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才能让“生命线”

焕发强大生命力。

战时政治工作是我军凝聚内部力

量、激发战斗精神的“看家本领”。解放

战争时期，为了调动指战员作战积极性，

我军基层连队普遍开展“三证”活动：个

人有一个“功劳证”，功劳跟人走，到哪里

都光荣；连队有一个“功劳簿”，一战光

荣，永远光荣；给家里发个“功劳状”，一

人立功，全家光荣……

反观当前，有的部队对战时政治工

作讲得多、抓得少，研讨多、演练少，甚至

存在“以不打仗的心态做打仗准备”的现

象；有的部队战时政治工作方案预案与

作战要求结合不紧，对未来可能发生的

战场情况和作战任务研究不深、思考不

够、闭门造车；有的部队演训活动浮于表

面，政工干部演练不能进入情况、进入角

色，念稿子、背台词、拿脚本、走程序现象

还比较普遍；有的部队政治工作与军事

训练脱节，没能做到一体筹划、一体指

挥，不同程度存在“两张皮”的现象。

现代战争先进、战场广阔、消耗巨

大、战斗残酷，对开展战时政治工作提出

了更高要求。我们必须根据未来作战特

点加紧推进实战化准备，紧跟作战流程，

紧贴作战节奏，预想预设政治工作可能

面临的情况，研究谋划政治工作主要内

容和开展方式，不断修订完善配套行动

方案。

和平时期，大项任务是战时政治工

作的“磨刀石”。我们要将战时政治工作

纳入整体作战训练计划之中，紧贴作战

训练进程，同步完善预案、同步推演施

训、同步检查考核，走出自我设计、自我

循环、自我检验的怪圈，切实提高各级指

挥员政治工作实战素养和临机处置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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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战时政治工作这个“看家本领”，如今遇到了什么
●上了战场，一线指挥员人人都要会做政治工作
●只要战争一天没打响，探索创新就一天不停歇

记者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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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在阵

地前开展宣誓、火线入党等活动。

宋 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