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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制宜——

你不用天天去讲，只

需要在“关节点”去说和做

“能不能推迟一两天出发？”
西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飞行中

队长杨枫，询问大队长钟智锋时，眉头
拧了个结。

原来，飞行训练了一天的杨枫突然
接到紧急任务：正在高原执行任务的飞
行员陈刚将去执行另一项任务，三日内
你接替轮换！
“任务比天大”在飞行员心中根深

蒂固，杨枫之所以询问能否推迟缘于心
焦：妻子怀孕 4个月妊娠反应不小，明天
自己还要飞行，后天就要出发，给妻子
储备食品的时间都没有……
“任务环环相扣。没办法推迟！”大

队长回答。
“明白！”杨枫去做飞行准备，教导

员秦天龙脑子里却仍在转动：怎么让飞
行员不带心事出任务？

与大队长商量后，他们将杨枫第二
天的工作计划由飞行改为值班，以便他
做出发准备，然后拨通他妻子的电话，
说明组织上对杨枫执行任务的信任，叮
嘱她有事找大队。年轻的她通情达理：
“不用担心！过几天我回父母家，让他
安心飞行！”

杨枫按预定计划飞向高原。随
后，他的妻子被专人送到机场。秦天
龙细心追踪，直到她安全抵达家乡，又
拨通杨枫电话让他放心，并和在高原
的飞行大队教导员董蓓蕾对接。此
后，杨枫便心无旁骛地驾机执行战备
任务……
“飞行中的思想问题，往往由机场

外的现实问题引发。你不用天天去讲，
只需要在‘关节点’去说和做。而‘关节
点’就是官兵急需组织的‘关心点’。”秦
天龙是停飞的飞行员，任基层政治主官
5年，对搞好基层教育颇有心得。

记者采访时了解到，这支部队长期
分片执行演训任务，像杨枫这样需要关
怀的官兵很多。部队坚持因人、因事、
因地、因时制宜，让“机场课堂”随部队
一起“动”，确保飞行千里教育不断线、
部队形散神不散。

2018年 3月，机务一中队指导员叶
飞忧心起来。部队远赴沿海驻训数月，
任务压力、家庭困难等现实情况交织，
紧张等情绪在官兵中蔓延，如何消除负
面情绪凝心聚力？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随口

吟诵着这句古诗，叶飞脑海中划过一道
彩虹：组织“战地家书”活动！让官兵通
过与家人“隔空对话”表达情感、释放压
力、获得家庭激励。

定制信封、信纸，印上团队“贺兰飞
狮”标志和“战地家书”字样……一个个
细节蕴含着荣誉感和战地情。一时间，
团队出现了新的景象：官兵们给家里写
信，叶飞代表支部给官兵家里写信。一
同塞进信封的，还有他亲手为大家拍摄
的战机前“最帅军装照”。

叶飞的信，有一封寄给机械师田
琪的父母。这名毕业于地方大学的年
轻人，刚来部队不太适应紧张的节
奏。支部派人疏通引导，他听不进去，
反而产生逆反心理。叶飞了解到田琪
的孩子身体虚弱频繁住院，便主动去
看望，协调旅机关为他解难，使他的工
作态度发生转变。可叶飞与他谈心
时，发现他依然心事重重。深入了解
后才得知，他和父母因家事几乎断绝
联系。

满满一袋“战地家书”寄出后，很
快，半数以上亲属以信件、微信和电话
等形式热情回复，爱与理解弥漫在驻训

场。田琪的父母了解到儿子的进步和
成长，回了一封长信。

心结解开了，田琪像换了个人，去
年圆满完成三次重大演训任务。
“家是官兵心中最温暖的港湾，

部队、官兵和家人共同撑起爱的天
空，庇护战鹰安全起降……”旅政委
张红平介绍，他们建立并延伸“亲情
热线”，搭建官兵与家人视频、音频多
种联络平台，还坚持以召开家属座谈
会、登门慰问等形式，做实家属就业
等暖心聚心工作，打造永不下课的
“课堂”。

教育的成效来自于更多

的换位思考与共融——

没有谁愿意选择拒

绝接近，关键是能不能找

到“交汇点”

警卫连指导员李考 2017年上任时，
“王者荣耀”电竞游戏在连队“嗨翻
天”。每晚休闲时间，这名年轻指导员
也和战士组队“团战”，一路拼杀到高端
段位“最强王者”。
“从各自为战到团队配合，段位越

高越要依靠集体的力量，这一点上我们
要汲取经验。但游戏不是真实世界，一
年内能到达顶峰，也能掉到低谷……”
有一天，他开讲《处理好游戏和工作的
关系》教育课时，官兵们明白了他争夺
“最强王者”的用意，也被他的现身说法
牢牢吸引。

之前，李考细致观察，发现身边这
些“95后”官兵，虽然贴着手机控等标签
长大，但绝不缺乏职业梦想。警卫连的
哨位点遍布机场和营院，战机飞行时，
战士就在机场值勤。夏天的正午，跑道
温度达 50℃，每名战士浑身湿透，但始
终坚守岗位。
“到军营想收获什么”“想打游戏

干吗来部队”，李考尖锐的提问发人深
省，休闲时间“院外静悄悄，扎堆打游
戏”的场景迅速改观。如今，图书室坐
满正在阅读的官兵，篮球场上传来阵
阵喝彩声……
“找准交汇点、共鸣点，谁还会执意

转身而行呢？”李考最欣慰的是，去年，

这个连续获得先进的连队又创新纪录：
4名士兵考上军校。

某连担负着为战机加充氧气和氮
气的任务，工作紧张忙碌。每周五晚
饭后连队发放统管的手机，看抖音、刷
视频，是官兵最惬意的时光。一个周
末，指导员李亮路过制氧班门口，只见
下士廖子懿边向大伙推荐抖音小视频
边分享心得，身旁众人手指不停地在
手机屏上划动，不时发出感叹声。

廖子懿想法新潮，说话幽默，入伍
前是表演系本科生，拍摄的微视频走红
网络，是名副其实的校园“网红”。李亮
本想走进班里，可看着大伙脸上灿烂的
笑容，推门的手又缩了回来。抖音吸引
力为啥这么大？同为“90后”，他决定下
载一些视频一探究竟。

一条条翻过，李亮发现每段视频都
不长，符合新生代官兵快速阅读的习
惯，尽管内容良莠不齐，但不乏传播正
能量的作品。
“有益视频对鼓舞斗志大有好

处！”一次备课，李亮有意让廖子懿运
用影像讲述“军人的最美瞬间”。小廖
精心从抖音上收集微视频素材，深情
诠释军人甘于奉献的精神，大家听得
眼眶红润。

对此，李亮感触良多：年轻官兵喜
欢新潮和猎奇，关键在于怎么引导！
“飞行看天，教育抓变。”该旅探索

“送教上门”方法路子，为各分队量身
定制学习资料；见缝插针开辟“红色课
堂”，理论骨干在机翼下开展教育，官
兵围绕主题讨论交流；在机场组织士
官技师单放仪式，面对战鹰郑重承诺；
针对飞行人员前后舱、长僚机、同寝室
的工作生活特点，组织教育骨干和飞
行员结对互学互助，确保教育精准渗
透……航空兵部队教育的特点越来越
鲜明。

用心点亮被教育者的

渴望——

抓不住“生长点”，再

苦口婆心也可能白搭

夜深了，修理厂指导员史卫东却毫
无睡意。白天的一幕幕场景始终在他

脑子里打转。
其他战士吃饭都是同班坐一桌，可

下士郝明明自打新调整到电子班，依然
坐在之前班员的那桌；上午大伙在库房
收拾器材，他却独自回到班里，坐着“愣
神”，显得不合群。

挨班长批了？家里遇到困难了？
史卫东点开郝明明的朋友圈，没发现异
常，但想到有人对他评价“蔫头耷脑的，
早晚要捅娄子”，史卫东决定第二天先
找他谈谈心。
“我性格内向，怎么也无法融入新

环境。我知道不好，但就是改不了。”郝
明明露出愧意。

史卫东研究过心理学，知道郝明明
的问题并非一般说教就能解决。在他
“特意”安排下，连队组织威风锣鼓排
练、拔河比赛等集体活动，郝明明一样
没落下。不到一个月，他话多了，人变
精神了，和战友间的感情也拉近了。

史卫东又专门给大家讲了一堂心
理健康课，帮助战友掌握自我心理调
适方法，同时提醒干部骨干多组织集
体活动，多谈心交心疏导不良情绪。
“世界上最美妙的事就是当你怀抱

一个人时，他把你抱得更紧。”谈起郝明
明的转变，史卫东感慨：“每个战友都渴
望成长、收获战友情谊和努力过后的价
值实现。我们要主动点亮他。”

机务二中队指导员马鹏也认可这
个观点，他将官兵军旅“生长点”概括为
“自尊、成长、成才”。

马鹏刚上任不久，中队分来一名叫
常志尚的“00后”战士。工作服沾满油
渍也懒得洗，拖地时在地上画圈儿，拿
起书就愣神，同批兵都能去机场单独维
护飞机了，他考核总不过关……

他和同批战友为何差距这么大？
马鹏找他谈心，跟他的父母电话联系，
得知常志尚的父母长年在外打工，他从
小跟爷爷奶奶长大，不自信、习惯养成
不太好。

马鹏通过常志尚的同批战友还了
解到，因为他的表现，同批兵在私下也
排挤他。他索性用“无所谓”的态度，拒
绝他人接近。怎么走近他？怎么改变
他？马鹏边观察边思索。

一天，飞行结束后官兵们在机场等
候退场汽车。听到一个战士嘲笑常志
尚，班长王彬狠狠训了那个战士一顿。
常志尚好像一下子被“唤醒”了。

“自尊心是症结所在。何不顺势
再推他一把？”马鹏和王彬一拍即合，
时 刻 留 心 常 志 尚 的 进 步 并 及 时 鼓
励。此外，他们还根据常志尚的个性
特点安排他到地面站，负责读取转录
飞机视频记录卡信息，提供给飞行员
判读。

飞行日，战机一着陆，常志尚便跑
过去取卡，返回地面站转录到电脑上，
再将卡送回战机……
“要想在部队长期干，业务拖后腿

哪里行？”看到常志尚有了干劲，马鹏又
找他谈心“扩大战果”：争取攻克专业
关，成为合格的电子员。
“在官兵成长进步的关键时刻加油

助力，是最好的贴近方式。”采访时，该
旅基层政工干部不约而同地谈到这个
观点。
“飞行员是过五关斩六将锻造出来

的，他们更珍视成长进步。围绕‘生长
点’助力他们高飞远航，会收到丰厚的
回报。”他们说。

2017年8月，“90后”飞行员黄鹏驾改
装三代机进行特技训练时，因身体主动抗
荷不及时，颈部肌肉拉伤。着陆后的黄鹏
忧心忡忡：“我有飞三代机的潜质吗？我
还能飞下去吗？”飞行大队教导员杜俊超
见状立即上了心。

黄鹏驾驶二代机时是同批飞行员
中的佼佼者，飞改装三代机数月来成绩
却不拔尖，他有些心急。这次扭伤脖子
需中断飞行进行康复疗养，也让他的自
信心和自尊心受到挫伤。

在杜俊超眼里，这个军校本科毕业
后招飞的飞行员爱读书，待人谦虚，处
事细致，是个好苗子。为帮他走出困
境，杜俊超引导他找准问题发生原因，
回顾从招飞到被挑选飞改装三代机的
艰辛过程，鼓励他珍惜来之不易的机
会，帮助他消除顾虑。
“心理最脆弱的时候，教导员始终

和我站在一起。”黄鹏充满感激。
卸下的是心理包袱，扶起的是信

心。后来，黄鹏不仅完成了改装训练，
还顺利通过战斗资格认证，成为合格的
三代机飞行员。

至今，杜俊超还记得黄鹏满含感激
打来的报喜电话：“您的贴心引导，让我
飞得更高！”

版式设计：梁 晨

寻找心心相印的“共振点”
■本报特约记者 胡晓宇 通讯员 刘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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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比喻很贴切：教育是一棵树

摇动另一棵树，一片云推动另一片

云。教育是观念的碰撞，更是心灵的

交流。

一些政工干部开展教育收效不

大，不能把虚的做实、把“物理变化”

升级成“化学反应”，一个很重要的原

因就如一首歌中所唱，“其实你不懂

我的心”。

物理世界中，两条平行的直线永

远无法相交。情感世界里，心与心若

没有交汇点，情与理自然也不会交

融，更何谈滋润心灵、撬动思想？因

此，组织教育者一定要用心向官兵靠

拢，在开展教育之前，先让自己的心

抵达官兵的心灵。

“铁石相击，必有火花；水气相荡，

乃生长虹”。当前，兵员结构复杂多

样，年龄、学历、阅历差异性增大，价值

取向多元。青年官兵思维活跃但思想

不够成熟，表现力强但承受力弱，勇于

交流与展示有时又缺乏面对批评与挫

败的心理准备。这些都对开展教育的

形式与内容提出了更高要求，都需要

组织教育者付出更多心力。

随着战训任务加重，航空兵部队

分片组训、任务压茬已成常态。“飞行

抓天，教育抓变”的特点非常鲜明，集

中大把时间开展教育几乎不现实。

这种情况下，若想摆脱“道理讲了一

箩筐，官兵依然不买账”的尴尬，就更

有必要与官兵展开灵魂深处的交流

与沟通，找准“关节点”“交汇点”“生

长点”集中发力，确保把教育做到官

兵心坎上。

用心的背后是尊重、理解和宽

容。好的教育者，会把情感倾注到官

兵的身上，成为官兵的知心人、贴心

人和领路人。在生活上，像父母关爱

子女，经常问寒问暖；在学习上，像老

师对待学生，热情帮助；在处理心理

问题上，像医生对待病人，亲切细

致。特别是对一些言语木讷、成绩靠

后的官兵，更当用赏识增强其信心、

用信任树立其自尊，切不能另眼相

看、不理不顾。

俗话说，只有没尽到的情，没有焐

不热的心。用心之下，战士自然会将

干部视为兄长，主动敞开心扉。只要

用心拉近“心距”，教育自然能够产生

强大的穿透力和亲和力，也必然能带

来彼此之间的情同手足、心心相印。

拉
近
﹃
心
距
﹄
要
用
心

■
张
红
平

当川航3U8696滑过我身边的时候，

我终于放弃了声嘶力竭的“嘶吼”。此

前 3分 钟 ，东 航 MU2336起 飞 、国 航

CA3945降落，都“路过”了我。此后，还

将有厦航、西藏航……

这一天，我正在对数十名官兵进行

战斗精神培育和稳心尽责教育。官兵们

在雪域高原执行任务近10个月，经受着

环境和时间的双重考验，身体、心理面临

不小压力，个人家庭有着种种困难……

作为指导员，我必须及时跟进搞好引导。

因为值班人员多、整块时间少，我

把教育课堂就近设在了机场。然而，此

刻我觉得，选择在机场授课可能是个错

误，不仅因为来回起降的民航飞机的轰

鸣声“盖”过了我的授课声，更因为官兵

们的关注点俨然已经是民航飞机了。

正当我暗自懊悔时，脑海里突然灵

光一闪：民航！民航！这一架架民航安

稳自由地起降在高原机场，穿梭于祖国

天空，不正是最好的教育素材吗？于是，

我顺势而为，安排大家静静地观看民航

起降。

“正因为有我们护卫，才会有祖国空

域安全，才会有民航平安起降，这是军人价

值最生动的体现，是我们战斗于此的根本

意义！”看到官兵们逐渐攥紧的拳头和坚毅

的眼神，我知道，无须多言，5分钟足矣。

无心之举插柳成荫，让我小小得意

了一番，但回过头来，“5分钟大于50分

钟”的现实，又让我“慌了神”。试想，若

和以前做法一样，在内场摆开阵仗、拉

开架势，能收到同样的效果吗？

正因为航空兵部队官兵高强度战斗

在机场，这意味着抓不住机场，就抓不住

官兵；放弃了机场，就放弃了阵地。教育

不应局限于内场，必须延伸触角，扩展到

官兵的主战场。从内场到机场，拉近的

不仅是空间的距离，更是心与心的距离。

到官兵“愿意听”的地方“讲理”，在

官兵“愿意说”的时候“交心”……机场

课堂，无疑是个好办法。跟车上路、进

场入心，作为基层教育者，我充满了探

索的激情。

静看民航起降：5分钟>50分钟
■文 瑞

锐 视 点

西部战区空军某部让“机场课堂”随部队官兵一起“动”，确保飞行千里教育不断线。 马 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