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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夏日，第 74 集团军某旅便携
式地空导弹连阵地上，射手们已全部就
位，静待“猎物”出现。

海边的天，就像孩子的脸说变就
变，刚刚还烈日高照，转眼间便狂风大
作、浓云密布，一场暴雨眼看就要到来。
“靶机来了！”就在这时，眼尖的战

士一声惊呼。大家顺着他手指的方向
看去，远处有一个小黑点沿着海岸线快
速飞了过来。

狂风呼啸，靶机在空中飘忽不定，
始终在导弹的射程外绕圈。“这么大的
风，弹筒都端不稳，还能打中吗？”“云层
太厚，导弹信号源受干扰，容易丢失目
标……”场下，有人小声嘀咕起来。

好不容易，靶机总算进入了导弹的
射程。就在这时，一名黑瘦的导弹发射
号手第一个解锁导弹，并果断扣动扳
机。导弹拖着尾焰呼啸而出，拖靶凌空
开花……这名号手，就是该旅便携式地
空导弹连中士冯章浩。

5月 10日，冯章浩带领班组在陆军
“防空奇兵-2019”比武竞赛中弹无虚
发，以 4个课目单项第一、总分第一的
优异成绩，摘得便携式地空导弹班组比
武桂冠。此前谁也不会想到，转岗仅半
年的“新兵”冯章浩竟能带队夺冠。

2018 年 12 月，该旅便携式地空导
弹连半数以上官兵在改革中转隶到外
单位，冯章浩从车载导弹运装专业转岗
到便携式地空导弹专业，面对陌生的环
境、全新的专业，用他自己的话说，“一
夜回到新兵连，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一些与冯章浩同期调入连队的战
友，由于难以适应新专业，纷纷打报告
想回到原来连队，可冯章浩却毫不动
摇。40 多斤重的模拟导弹发射筒，别
人练半个小时，他一声不吭练 3 个小
时；捕获目标训练，他对着太阳练穿针
引线，一站就是半天……他的话语掷地
有声：“当你选择部队的时候，岗位已经
选择了你。作为一名军人，就要学会随
时找到发挥火力的阵地。”

当得知自己被抽中参加陆军“防空
奇兵-2019”比武竞赛时，冯章浩很是
兴奋：“我的目标就是冠军！”

然而，成功的光环虽然耀眼，可前
行的道路却异常艰难。备战比武期间，
一次导弹射击摸底考核，由于当天训练
场上飞沙走石，光线昏暗，“敌机”航线
诡异很难被锁定，加上副射手配合不到
位，最终射击失败。

首战折戟，冯章浩像霜打的茄子，
难过得一整天都吃不下饭。为了这次
考核，他已经备战了一个月，结果连靶
机影子都没打着，这让他倍受打击。而
此时，距离比武竞赛开始仅剩两个月。

挑战自我，与时间赛跑，冯章浩天
生有股不服输的劲头。随后一段时间，
他认真反思自己的每一个操作细节，并
进行针对性训练。为了克服呼吸对射
击时据筒稳定性的影响，他苦练肺活
量、短距离冲刺等项目；为了提高复杂
天候下导弹截获目标的准确率，他就从
雨天、雾天、风沙天、高温天等一个个
“意外情况”练起。

“ 只 有 不 怕 吃 苦 ，才 能 练 就 真
功。”他主动加大训练强度，导弹展开
与撤收，一练一上午；射击跟踪瞄准，
一瞄一整天；实射流程推演，他对每
一个步骤反复探索，大到有限时间内
的发射时机把握，小到如何更好地扣
动扳机，把每一种情况想到极致、每
一项操作练到完美。他的肩膀上，已
经数不清磨破了几层皮；眼眶周围，
黑眼圈清晰可见。

功夫不负有心人。比武场上，冯章
浩最终带领班组以八发八中的满分成
绩力压群雄。面对鲜花和掌声，冯章浩
说：“赛场如战场，战场无亚军，军人不
能出彩就将出局。无论何时何地、在何
岗位，我都会与时间赛跑，苦练打赢本
领，我坚信只要坚持，成功的彼岸就在
不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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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初，记者刚走进第 81集团军某
旅警调连课后讨论现场，就被眼前争抢
话筒、争相发言的一幕所吸引。然而，看
到黑板上“如何做到绝对忠诚、听党指
挥”的讨论主题后，顿觉好奇：官兵面临
这样严肃的话题为何讨论如此激烈？
“朝鲜战场上，毛主席提出了‘零敲

牛皮糖战术’，积小胜为大胜，将强大的
敌人一点一点啃掉。”指导员罗杉杉嘿
嘿一笑，“搞教育讨论也是一样的，如果
能把严肃深奥的大课题，转换成官兵通
俗易懂的小话题，效果自然不一般。”

得出这个理论，罗杉杉可是费了一
番周折——

去年初刚上任时，罗杉杉发现连队
组织课后讨论常常是三言两语草草结
束，本应热热闹闹的思想交流大餐却成

了“鸡肋”。课后讨论是思想政治教育
入心入脑的重要一环，氛围不活跃，咋
能保证授课效果？

为了搞好课后讨论，罗杉杉进行了
多种尝试：反复灌输课后讨论的意义，
鼓励官兵积极发言，自己也主动带头；
选拔“讨论引导员”作为理论学习标兵
的预选对象，并对他们进行引导技巧培
训……然而多番实践后，氛围仍然不温
不火，反而因为指导员的过度关注，让
官兵感觉参加讨论怪怪的。

精心组织讨论，为啥剃头挑子一头
热？“话题偏大，我们怕讲不明白，也不知
从何说起！”战士不经意间的一句反馈，
让罗杉杉陷入沉思：之前讨论话题常常
照搬授课主题，抛出来半天嚼不透，讨论
热情不高。既然官兵嫌话题大不好下

口，那么就把大道理掰开了揉碎了聊。
为此，他紧盯官兵兴趣热点，把大

的授课主题精心设计成一个个贴合官
兵思想实际的小话题，把讨论“大会战”
转化成小话题“歼灭战”。翻看罗杉杉
的讨论提纲，这场授课主题被分解为几
个具体的小话题：《战狼 2》和《复仇者联
盟 4》谁更好看——应如何做到对党绝
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做荣耀
“王者”，还是精武“王者”——只有不断
精武强能才能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
战、战之必胜……

话题一抛出，只要稍作引导，官兵
便纷纷举手，发言生动鲜活，罗杉杉再
趁势梳理脉络、串珠成链，便形成了一

次“头脑风暴”。很多官兵都不时将“金
句”、好思想记在本上，潜移默化间将教
育内化于心。

转变讨论方式半年来，不仅课堂
气氛变热了，平时一向害羞内向的战士
也渐渐活跃起来；很多战士由最初只会
就题论题，到现在用小故事阐述道理，
理论思维层次逐渐提高。一个战士开
玩笑地说：“平时就得给自己脑袋不断
充电，讨论时别让战友们看扁了。”

罗杉杉也把这些接地气、冒热气的
兵言兵语和活思想及时记录下来，作为
教育开展过程中最鲜活生动的素材。
如今，官兵们都说指导员的课讲得很贴
心，能说到他们的心坎里。

课后讨论是学习教育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也是容易被忽略的一个环节。在开展讨论的过程中，把官兵

普遍感兴趣的话题搞得热火朝天并不难，难的是如何让严肃深奥的课题也同样引爆全场？且看—

指导员罗杉杉“零敲牛皮糖”
■张钧泓 江雨春 本报实习记者 张 旭

一线直播间

仲夏时节，连日的阴雨天气让红河
大地潮湿闷热。

武警云南总队红河支队个旧中队四
级警士长莫向清使劲揉了揉酸胀发麻的
膝盖。在脚下这个三尺见方的“一号
哨”，他一站就是 15年，从“小莫”站
成了“老莫”。

常年风吹日晒，让他患上了风湿和
腰椎间盘突出。考虑到他年龄和身体状
况，中队长王涛找他谈心，想调他到有
空调的值班室，没想到老莫的倔脾气一
上来就给“怼”了回去：“一号哨我站
了 10多年，腿上有点儿毛病咋就不能
站了？”

站过哨的人都知道后半夜起来站哨
是最熬人的。中队人少，大家几乎每天
都要有一班夜哨，有时还会一天两哨。
一次，中队干部得知老莫家属来看他，
就在排哨时悄悄地划掉了他的名字，夜
里起来的老莫硬是把替他站哨的战友
“撵”走了。

虽然老莫家距中队仅 40 分钟车

程，却常常因为哨位多、任务重回不
了家，夫妻俩总是聚少离多。上士服
役期满那年，妻子彭艳想着大儿子刚
好两岁，终于熬出头了，想让老莫退
役回家，好好养养身体，顺便照顾孩
子。可没想到，老莫没和她商量就悄
悄递交了留队申请，气得彭艳两天没
理他。

默默无闻的老莫可不只会站哨，专
业训练上一点都不含糊，常常是白天训
练到两腿打颤，凌晨下哨打个盹儿，听
到起床号响就出操。15年来，老莫 6次
参加支队军事比武均名列前茅，4次荣
立三等功，8 次被评为“执勤能手”，
夺得支队教练员比武和突击专业比武双
状元……身边的战友问老莫这么累到底
图个啥，他总是开玩笑地说，“我能从
中找到自己的快乐。”

一句话颁奖辞：坚守的是战位，奉

献的是青春，在国与家之间，老莫持守

着一名军人的家国情怀。

默默坚守的“老莫”
■李 杰 李 义

记者探营

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好坏，官兵能否

消化吸收，课后讨论作用不可小视。如

何“烹饪”好讨论这道“大餐”，提高教育

质效，基层干部骨干主动作为至关重要。

当前，有的基层带兵人片面认为

课后讨论是个可有可无的“软指标”，

并不重视；有的单位组织教育讨论，话

题偏大偏空，官兵提不起兴趣；还有的

组织讨论缺少招法，不能有效调动现

场气氛。

走进新时代，一线带兵人在做好思

想政治教育“下篇文章”的过程中，不妨

多一些换位思考，在现实问题和活思想

上多下功夫。只有紧贴时代特点抓住

官兵“兴奋点”，有针对性地搞好话题设

计，才能激发官兵的讨论热情，让大家

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切实增强部队思

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和感染力。

讨论“大餐”也需用心“烹饪”
■第81集团军某旅政治工作部主任 梁 飞

我要当“战狼”

5月下旬，火箭军某团组织第二

届“我要当战狼”群众性军体运动会。

40分队上士高晓元在参赛的8个项目

中，凭借过硬的素质和超凡的意志，夺

得单杠卷身上、50米翻轮胎及战场救

护组合3个项目第一名以及30米x2

蛇形跑、仰卧起坐2个项目第二名，成

为该团新一届“战狼”，战友们欢呼着

把他抛了起来。

解西鹏、张 涛摄影报道

图为冯章浩在进行跟踪瞄准训练。 喻 潇摄

韩佳明绘

5月 31日，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一
架运输机腾空而起，千里机动至南沙永
暑礁机场，将突发疾病的战士小徐紧急
送往位于海南三亚的解放军总医院海南
医院进行救治。

5 月 28 日，南沙华阳礁守备部队
战士小徐突发疾病，出现右侧肢体进
行性麻木、进食后呕吐等症状。30 日
下午 2时 30 分，小徐被值班军舰紧急

送往永暑礁医院救治。经初步诊断，
小徐颈椎占位，考虑椎管内血管畸形
出血或椎管肿瘤可能，现有医疗设备
难以确诊。

针对这种情况，永暑礁医院迅速启
动急危重症救治预案。随即，永暑礁医
院会同海军军医大学长海医院多名专
家，利用远程医学会诊系统对小徐进行
会诊：病灶在高颈段，随时可能出现呼

吸循环衰竭、截瘫等，建议利用当前生
命体征平稳的窗口期，尽快转送后方医
院接受检查治疗。

病情不容耽误。南沙守备部队迅速
启动应急救援机制，向战区海军申请飞
机实施后送。31日下午 4时，由解放军
总医院海南医院派出的 3名专家搭乘运
输机飞抵永暑礁，在对小徐进行会诊
后，接护他搭乘运输机飞抵解放军总医

院海南医院展开后续救治。
“如今的南沙，医疗救助设施配套

齐全，各类救助机制和方案预案完善，
过往商船船员和我国在南沙作业的渔民
及守备部队官兵生命安全都有保障。”
转运现场，南沙守备部队保障部门领导
向记者介绍，近两年来，先后有 10余
名危重伤病渔民和守备部队官兵得到了
及时有效救治。

医学专家远程异地会诊、空海协同转运畅通无阻—

为患病南沙守礁战士开辟生命通道
■洪 雪 本报特约记者 黎友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