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感言

今年是“基层减负年”。为基层减负，

要做的工作有很多，完善激励关怀机制是

重要方面。中部战区陆军解决军人军属

涉法维权问题的做法启示我们，减负不能

减责任，机关要勇挑重担；基层做了“减

法”，就需要机关做“加法”。当一些实际

困难困扰着官兵，基层部队由于资源有

限、人才匮乏等原因无法解决时，各级机

关必须站出来，把担子接过来、挑起来。

强军征程中，挑战与困难并存。机

关主动作为，帮基层解难，不仅基层可以

轻装上阵，机关与基层也增进了彼此了

解。更重要的是，在破解难题中，机关也

经受了锻炼，提高了工作能力。

减负不减责任 机关勇挑重担

■周 远

●●●●● ● ●●●●●●● ● ●●

8要 闻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６日 星期五 版面编辑/熊永新 楚沄浩 郭萌 实习编辑/贺美华

强军论坛

本报讯 记者郭晨、特约记者王均
波报道：一部珍藏半个多世纪的电话
机，记录着多少重大历史瞬间；一名老
兵怀揣了39年的检讨书，背后又有怎样
的曲折故事……4月上旬，在郑州联勤
保障中心某基地举办的“我有传家宝”
强军故事会上，一件件珍贵的物品次第
登场，背后的故事让官兵心潮澎湃。

该中心政治工作部领导介绍，为
了找准靶标、搞活教育，今年年初，他
们组织力量深入多个部队调研，从归
正教育摆位、完善教育抓手、监督落实
见效等方面制订详实措施。

突出官兵主体，聚焦矛盾问题，该
中心着力推动主题教育实现 5个转变：

变主体为主角，把官兵请到讲台上，通
过组织“四会”政治教员比武和“十佳”
微课评选等形式，让官兵讲述故事，抒
发情感；变心声为歌声，采取集会拉歌、
录制“快闪”视频等多种形式，使官兵在
歌声中受触动；变遗存为活体，把传统
资源充分利用起来，分级建设数字军史
馆、军史长廊和荣誉墙，多维呈现红色
传统的魅力；变专享为共享，整合教育
教学力量，组织精品课评选、政治教员
比武和理论服务走基层活动，网上共享
优质教案课件和视频资料；变静态为动
态，定期开展“出彩联勤人”评选，在强
军网等平台推送播放身边典型感人事
迹，持续汇聚强军正能量。

“虽然事故发生时我不在单位，但分
管的工作出了差错，我负有不可推卸的
领导责任。”39年前，某仓库出现过一次
错发情况。当时正在休假的时任业务副
主任戴寅绪回到仓库后，主动写下这份
检讨，作为对自己的警醒和鞭策。如今，
87岁高龄的戴寅绪老人来到故事会现
场，拿出已经泛黄的检讨书，深情回顾往
事，他勇于担当的精神让官兵深受触动。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该中心在抓
好教育总体筹划和规定内容落实的基
础上，将充分尊重基层对教育内容的
调整权、教育时机的选择权、形式方法
的决定权，同时不断完善评价体系，跟
踪督导教育落实。

郑州联勤保障中心创新招法推进主题教育走深落实

突出基层主体 盘活教育资源

本报讯 靖周、特约记者刘吉强
报道：“他以方寸荧幕为哨位，驾驭无
声电波保畅通，在平凡岗位成就不凡
军旅。”近日，第 71集团军某旅通信一
连主题教育课堂上，指导员陈升勇深
情讲述下士张开心从普通一兵成长为
“新时代王杰式好战士标兵”的故事，
赢得官兵阵阵掌声。这是该旅在主题
教育中运用身边精武典型，激励官兵
岗位建功的具体举措。
“授课对象是基层官兵，授课素材

也来自基层官兵。”为深化主题教育质
效，该旅注重发挥官兵在教育中的主
体作用，把镜头和笔尖对准基层，准备
一批“接地气”“冒热气”的优质教案，
让官兵走向前台，进一步丰富主题教
育的内容与形式。

他们依托强军网开设主题教育专
题网页，广泛收集训练尖子、比武标兵
的先进事迹，并由机关统一汇总把关，
形成素材库供大家备课使用。政治工
作干部将撰写的教案上传到专题网

站，发动官兵提出修改意见。某连指
导员孔皓将教案上传到网上后，收到
官兵提出的 7条修改意见，还有一名战
士主动向他提供自己转岗改训的成长
经历作为素材。

典型就在身边，奋斗更有方向。
连日来，该旅精心推出的一堂堂教育
课受到官兵好评。上等兵孙翔聆听一
级军士长查全文 26年不改精武之志，
铆在岗位上成长成才的故事后，深受
触动，立志向他看齐，争当通信尖兵。

第71集团军某旅注重发挥典型引领作用

官兵当主角 教案接地气

某部在“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

任”主题教育中，充分发挥官兵主体作

用，在集中授课时引入“众筹模式”，基层

官兵踊跃登上讲台，讲红色英模、说身边

标兵、谈家国情怀，变“一人讲、众人参

与”为“众人讲、共同提高”，有效增强了

教育的吸引力、亲和力和感染力。

部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是广大

官兵。搞好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依靠官

兵，充分发挥官兵在教育中的主体作

用。这是我军政治民主的必然要求，也

是党的群众路线在部队思想政治教育

中的具体运用。正如习主席在学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所强调的，

要坚持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

官兵是实践的主体，也是认识的主

体。从哲学上讲，内因是决定因素，外因

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思想政治教育是

一个你来我往、思想碰撞的过程，也是一

个教学相长、双向发力的过程。教育要

取得好的效果，光靠教育者单方面的努

力是不够的，离不开广大官兵主观能动

性的发挥和内在积极性的调动。聂荣臻

元帅曾讲，用群众的力量来教育群众自

己，是最有效果的。多创造条件让普通

官兵从台后走向台前，从配角变为主角，

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少数人抓教育的状

况，必将使官兵在教育中的主体作用得

到尊重和发挥，必将使教育的内容与形

式得到丰富和拓展。

青年官兵思想活跃、兴趣广泛，参

与热情高、民主意识强，渴望展示自我、

注重参与。让官兵人人上讲台、个个当

主角，打破了台上台下的界限，营造出

一个平等交流的平台，更容易拉近教育

者与被教育者之间的距离，更容易让官

兵从相互启发中体悟到正确的道理，实

现心灵的沟通。通过问题大家摆、是非

大家辨、道理大家讲、答案大家找，让官

兵在集思广益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提

高的能力。

广大官兵来自五湖四海，有着不

同的生活阅历，这本身就是宝贵的教

育资源。能否真正用好这笔教育资

源，不仅体现出教育者的能力水平，而

且决定着教育的实际成效。应加强对

青年官兵认知规律和接受特点的研

究，充分发挥官兵在思想政治教育中

的主体作用，坚持让有信仰者讲信仰、

有道德者讲道德、守纪律者讲纪律。

应及时吸纳官兵在教育中创造的新经

验、新做法、新理念，充分调动官兵参

与教育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

样才能达到“台上讲得起劲，台下听得

带劲”的效果。

（作者单位：战略支援部队某部）

多让官兵唱主角
—结合部队思想政治教育实际落实“八个相统一”系列谈⑥

■李克亮

4月中旬，第76集团军某特战旅火力支援连在陌生地域组织实弹射击训练。

李灰懿摄

本报讯 记者代烽、通讯员李奎报
道：“视频监控，控制；各出入口，控制；
制高点，控制……”4月上旬，武警上海
总队执勤第二支队特战中队一场实战
化演练在上海浦东某地展开，特战队
员仅用 10多分钟就成功将目标从建筑
物中“解救”出来。该中队走出营区，
在不同地域开展实景训练，有效提升
实战能力。

调整改革中，该支队组建成立特
战中队。在去年初的一次训练中，面
对虚拟“战场”环境，中队官兵对设想

的战术合理性产生了争议。此事引起
支队党委一班人的反思：打仗不能想
当然，实战化训练必须有与之相适应
的实景训练场地。他们根据浦东某地
建筑更新速度快的实际，充分利用旧
楼翻新、场站改造的空档期，把特战中
队拉到待拆街区、楼堂馆所等地开展
实战化训练。

实景训练中，一些问题相继暴露出
来：从外面透过单向反光防弹玻璃看不
到里面，一般工具打不开也砸不烂；有
的楼房窗户小，狙击射击死角大；不少

楼房的外墙是玻璃幕墙，给楼顶下滑突
入增加难度……对此，中队专门成立攻
关小组，经过反复摸索验证，许多难题
得到解决。

前不久，在浦东一栋待拆楼房中，
突发“歹徒劫持人质”事件。特战中队
接到“营救命令”后，迅速抵达现场，中
队长张绍强发现，楼房监控无死角，我
方行动全部暴露在“歹徒”的视线内。
张绍强一方面采取政治攻心分散“歹
徒”注意力，一方面指挥官兵迂回攻击，
最终成功解救“人质”。

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二支队根据驻地实际提升实战本领

逼真环境锻造特战尖刀

本报讯 程烁、特约记者李佳豪报
道：近日，第 77集团军某旅组织军官指
挥技能考核。他们按照“仗在什么条件
下打，兵就在什么条件下练”的原则，结
合本单位使命任务实际，对作业条件进
行细化升级，同时压缩部分考核内容分
值比重，确保考场对接未来战场、训练

紧贴实战需要。
该旅党委在前期调研中发现，由于

以往机关统筹训练不够精细，基层官兵
反映部分训练课目与本单位任务实际关
系不大、结合不紧，存在“不分轻重一锅
烩”的现象。副旅长田海军举例说，防区
内高山密布却鲜有河流湖泊，他们多遂
行高寒山地任务，因此让官兵在山地课
目和水上课目花同样的时间去训练，显
然不合理。
“军事训练是提升部队战斗力的最

根本途径，必须实而又实。”经过研究，
该旅党委决定对现有的训练内容和时

间比重进行调整，主动压缩、替换与实
际任务关联不大的训练内容，切实把主
要精力投向未来实战所需。同时，他们
还区分不同层级、不同专业、不同岗位，
对前期因训练统筹不合理，导致缺训、
漏训、弱训的重难点内容进行补训和强
化，真正让官兵将打仗需要的技能训好
练精。

压缩内容并非降低难度。记者在该
旅军官编组作业训练现场看到，他们严
格模拟高原战场环境，在作业条件中加
入极端气象条件、复杂电磁环境等背景，
倒逼官兵紧盯使命任务练强实战本领。

第77集团军某旅紧扣任务实际调整训练课目

把打仗需要的技能练精

关注基层减负 激励担当作为

本报讯 杜一飞、记者周远报道：4
月 16日，中部战区陆军某旅士官小张因
在训练中表现出色，被连队评为当日的
“训练之星”。他的脸上终于露出久违的
笑容。就在前一段时间，小张的家庭涉
法维权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导致他总
是闷闷不乐，工作训练提不起精神。

2017 年 8月，小张的父亲在工地打
工时不慎跌落，导致双脚足踝骨粉碎性
骨折。施工负责人在先期垫付 7万余元
治疗费后，对后续费用一拖再拖。虽然
旅机关曾派干部陪同小张处理此事，却
仍未得到解决。

中部战区陆军党委在前期调研中发
现，类似小张家遇到的军人军属涉法涉
诉案件在基层部队还有不少，涉及人身
伤害、交通肇事、工伤赔偿、医疗事故、民
间借贷、宅基地纠纷等多个方面，给官兵
本人及家庭造成困扰。
“每一个案件能否顺利解决，事关一

名军人能否安心服役，一个军人家庭能
否幸福和谐。”战区陆军领导对解决军人
军属涉法问题高度重视，将其纳入年度

为基层办实事内容之一，要求机关迎难
而上。他们专门派出 7名军队律师组成
涉军维权工作小组分赴基层，对疑难案
件逐一处理解决。

战区陆军涉军维权工作小组受理小
张父亲工伤赔偿案后，专门赶赴事发地
及小张家乡了解案情、搜集证据。经过

工作小组与军队政法机关、国防动员系
统及地方政府、法院等部门积极沟通协
作，最终帮助小张父亲讨回后续的赔偿
金。据悉，去年以来，工作组辗转 11个
省市、行程 20余万公里、走访案件相关
人员近千人，受理的案件中有 38起已经
结案。

中部战区陆军机关为基层官兵办实事

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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