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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样本

锐 视 点

岩层深处，机器轰鸣。
狭长的巷道内，数十名官兵一字排

开，安装一段通风设备。
没有话语，只有默契。汗水混合着泥

水，早已让他们身上的迷彩服分辨不出颜
色。在这缺少阳光和氧气的环境里，火箭
军某工程部队安装三连连长李光辉，已经
连续20多个小时没合眼了……

9月上旬，火箭军优秀政治教员考
评选拔大幕拉开。经过层层选拔的数十
名政治教员齐聚某导弹旅，接受一场弥
漫着硝烟、浸透着汗水、考验着能力的全
方位大考。

在这场选拔中，李光辉把这段经历，
写进了政治教育教案。这份饱含深情的
教案，受到评委一致青睐。经过理论考
试、现场备课、授课演示、实际运用、网上
引导、微课操作等 6个环节的激烈比拼，
李光辉过五关斩六将，最终荣膺火箭军
优秀政治教员标兵。

如果说连长李光辉是用情打动了评
委，那么指导员崔大千则是用理唤醒了
官兵。

伴随着婉转的音乐和一幕幕丰收的
画面，某导弹旅发射三营六连指导员崔
大千用一曲《我的祖国》，把台下官兵带

入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在这堂有关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教

育课上，崔大千时而娓娓道来，时而慷慨
激昂，他那带着哲理的语言，直击官兵心
灵，带来灵魂拷问。

记者注意到，台下没有一个官兵耷拉
着脑袋，个个聚精会神伸长着脖子。课
下，崔大千说：“真理之美要有美的表达，
政治教员不是‘搬运工’而是‘翻译员’。”

弥漫着硝烟味的考评中，设置了 30
个现场备课题、32个实际运用题，考的都
是重大理论问题和针对官兵现实思想问
题的教育方案。

试题设计者、火箭军政治工作部宣传
局领导介绍说，题目全部源自官兵现实思
想中的“小疙瘩”“小问号”，不仅检验政治
教员备课讲课的实际本领，也考核政治教
员面对面做思想工作的能力。他们希望，

通过这场大赛树立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摸
实情、说实话、出实招的鲜明导向。

记者全程参加了这次考评选拔，见
证了这些政治教员的过硬本领素质。他
们讲的是新时代的中国故事、强军故事、
火箭军故事，人人善于运用网言网语、兵
言兵语析事说理，用心贴心、接地气的温
度，为基层政治教育吹来一股徐徐清风。

历时一周的考评落下帷幕。10 名

优秀政治教员标兵和 38名优秀政治教
员脱颖而出。新一批火箭军优秀政治教
员带着希望和梦想，奔赴大江南北的座
座导弹军营，如一粒粒“种子”般撒播到
发射架下。

“ 标 兵 ”出 炉
■本报特约记者 杨永刚

关注我们的教育课

“你穿梭在川流的兵丛中，用战士的
笑靥印证行走的初心；你驻守在通明的
灯火里，用跳跃的字句撑起深沉的思绪；
你站立在三尺的讲台上，用满血的热情
输送前行的动力。你是微光，透亮了每
一个纯洁的心灵……”

金秋时节，在火箭军优秀政治教员
考核选拔赛场上，由参赛选手、某导弹旅
通信营排长李虹岑创作的一首《微光》燃
爆全场。

活跃在基层一线、伴随在官兵身边
的政治教员，就像一束束“微光”，浸润官
兵的心田，照亮前行的道路，催生打赢的
激情。

漫漫“微光”里，谁是最亮的那一
束？火箭军优秀政治教员考核选拔赛
场，速度与激情碰撞、智慧与梦想交融，
精彩纷呈，发人深思。

从“干听”到“弹幕”

台上台下同频共振的教

育才够“燃”

得知单位推荐自己参评优秀政治教
员，某部通信营代理指导员周健有些犹
豫。1995年出生的他，“任职命令”一栏
显示，他刚刚从排长晋升为副连长。

资历尚浅、能力有待提高，他本想再
积累两年。出人意料的是，“赶鸭子上
架”的他，竟首战告捷，入选基地优秀政
治教员，也获得了参加火箭军优秀政治
教员考评选拔的“入场券”。

什么样的内容战士最欢迎，什么样
的课堂才有吸引力？回忆自己的“官之
初”，他也曾和战士们一起吐过槽：“真乏
味，不想听”“你在台上滔滔不绝，我在台
下鼾声依旧”……
“教育不是单行道，不能把战士当作

不相干的平行线。”周健表示，教育是一
场心与心的互动，哪怕一个手势，一个眼
神，都可以蕴含无穷力量。

这次考评中，周健抽到的选题是“重
温入党誓词，诠释不忘初心”。拿到选题
的周健，既想到了习主席“我将无我，不负
人民”的人民情怀，也想到了一个个脍炙
人口的坚守初心的故事，还把连队战士的
过硬事迹在脑子里过了一个遍。

最终，在教育课上，周健用身边人、
身边事的鲜活例子，引发台下官兵代表
的广泛共鸣。官兵们纷纷拿起手机，扫
描课桌上的二维码，进入“好弹幕”平台，
为周健的授课进行实时评价。
“讲课时看着官兵们的点评，越讲越

有劲，越讲越生动。”走下讲台，某旅综合
保障营指导员张航满脸兴奋。

为了增强教育的互动性，张航在连队
精心设计“国际形势分析组”“游戏供给
侧”等活动，发挥官兵自主创造性，抓住了
官兵的兴奋点。连队小课堂上，官兵你一
言我一语，有时争得满脸通红，有时辩得
不分高下。这时，他再适时点拨，不仅化
解了分歧，也消除了认识误区。

某旅技术营下士孙邦辉全程参加了
授课环节。课堂上，他特别活跃，时不时
发个“弹幕”。听了某工程部队教导员霍
华讲的《谁动了我的支付宝》，他由衷点
赞：“讲到了我的心坎上，这样的课最受
用，以后我要学会理智消费。”

记者也注意到，大屏幕上除了“点
赞”的话，也不乏“戏精附体”“有点飘”
“假大空”等评价。对战士们的评价，担
任评委的火箭军指挥学院讲师李媛媛表
示，作为受教育者，官兵的点评是最真挚
的，也是最朴素的。他们的期望，才是教
育者应该努力去追求的。

从“漫灌”到“滴灌”

有血有肉有情的教育课

才能“圈粉”

一个陌生号码的来电，在某旅技术
一营指导员梁智博心中泛起涟漪。

电话那头，一个女声传来：“指导员，
冒昧打扰您。您还记得上次给全旅上大
课的情景么？当兵两年，您上的那堂教
育课，我印象最深，受益最大。给您打个
电话，表达一下感谢。”

梁智博一阵感动。事后，他得知电

话里的女兵，是兄弟单位通信营的退伍
战士李姣。

靠着平时的知识积累和带兵经验，
梁智博这次荣膺火箭军优秀政治教员标
兵。梁智博坦言，在基层部队，仅仅是
“心灵鸡汤”式的灌输，有的战士并不“买
账”；能够直达心灵的政治理论课，提升
的是官兵的思维层次，指引的是成长进
步，大家肯定会叫好。

某旅指导员李国堂，围绕一场实战化
训练任务，分别用蓝军、红军、裁判和现实
四个角色反转，深刻剖析存在的和平积
弊。这堂充满硝烟味的教育课，赢得的掌
声最热烈，评委也纷纷打出最高分。
“教育绝不能是饿了给馒头，困了递

枕头，而是要让战士们一个个成为小老
虎，个个成为战场上英勇杀敌的刀尖
子！”担任评委的某导弹旅发射一营营长
陈磊说道。

某导弹旅硕士排长吴翰扬，讲述了
自己的经历。以往，每逢周四政治教育
日，她身边一些战士就寻思着“有没有公
差可出”。一次，她牵头组织演讲比赛，
却发现台下有不少战士忙着补笔记。
“跟你交流，没有玩手机有意思”“你

讲的，跟我在手机里看到的不一样”……
不少官兵这样回答。经了解，吴翰扬认
识到，其实官兵对有内容、有生命力的东
西是有需求的，只不过，之前“大水漫灌”
般的教育“伤”了他们的胃口。

某部通信营代理指导员陈李茜，是
个说起话来柔声细语的姑娘。可走上讲
台，她侃侃而谈，俨然一名资深政工干部
的样子。

或许，你想不到，她去年参加所在部
队考评选拔时，曾有一段尴尬的经历。
那时，她刚刚代理指导员 3个月，虽说上
过几次教育课，但大都是照搬理论“填鸭
式”教学，还没正儿八经备过一次课。参
加选拔备课时，她面对电脑枯坐了 3个
多小时，愣是没写下一个字，出来后就到
卫生间哭了一场。

和陈李茜同台竞技的连队士官邓晓
卓，在那次选拔中脱颖而出。陈李茜主
动去取经，邓晓卓告诉她：“只要认真准
备，内容真实可信，战士们都会给掌声。”

遭遇“滑铁卢”之后，陈李茜一有时
间就看书学习，一有机会就登台授课，一
年里讲了几十堂大课、微课。如今，她的
知名度大增，收获不少“粉丝”。

从“风格”到“风向”

言行一致、知行合一才是

最美“名片”

某导弹旅通信营指导员乔骏从当兵
起，就立志当一名优秀的政工干部。他
的“兵之初”，是从一所军队医院开始
的。当时他担任医院领导的通信员。两
年的朝夕相处，乔骏被领导的人格魅力
深深感染，被领导渊博的学识所打动。
上了军校后，因为有了一定的知识积淀，
他大一就当上了学员旅的兼职干事，时
不时走上教育课的讲堂。

乔骏说：“政治教员的言传身教，是
教育最核心的要素。”他坦言，通过观摩
大家各种风格的授课方式、各种风格的
表达手段，自己有一个深刻体会——这
风格，那风格，战士认可才是真风格。

由于参加考评选拔，乔骏没能当面
送别今年 9月退役的老兵。送行的茶话
会上，战士们轮流和他视频通话，讲述相
处的点点滴滴，诉说着依依不舍的情感。

对此，某导弹旅政委李保国表示：“一
名好的政治教员，必然是一个工作出色的
人、对官兵付出真情的人、让人尊重的人、
浑身散发正能量的人、让人信服的人。”

作为参加此次考评的唯一一名团级
单位政治主官，徐天骥有个自己多年来
一直遵循的原则——不是正能量的不
讲，不能说服自己的不讲，不能感染自己
的不讲，自己都不相信的不讲。

某旅铁路运输营指导员高春明对此
非常认同。刚到部队时，高春明对教育
课很有期待。很快，他发现自己讲的课，
官兵们不是太“买账”。有人说，“指导
员，你讲的都对，但没什么用。”也有人
说，“你讲的挺好，但离我们很远。”

经过一名政工前辈的“望闻问切”，
高春明认识到，真实是说理的生命，相信
是接受的基础。授课不能仅仅仰望星
空，还要脚踏实地，多想想教育的目的是
什么。教育的目的比教育本身更重要。

于是，高春明从理论原著学起，补齐
思想上的短板。同时，他也反复思考着
一个问题：“干政工，我到底图什么？”
“我们的政治教育，是国家、民族需

要的事业，也是使命所在。”他认为，让官
兵吃透教育的出发点，认识到自身的价
值，看到牺牲奉献背后的初心和坚守，就
达到了教育的目的。

今年老兵退伍时，高春明问上等兵
任霆锋，军旅生涯有什么收获。这名 20
岁的小伙子坦诚地说：“入伍前，如果看
到有人掉水里，我不会去救。但现在，我
会毫不犹豫跳下去。”

朴素的话语，让高春明倍感欣慰。
“我感到，当一名政治教员，就是把为人
民服务的种子，埋到每一名战士的心
中。虽然短期看不见生根发芽，但未来
一定会枝繁叶茂。”

面对实力超强的“对手”，来自“红川
精神”发源地红川沟的某旅指导员李德
感到“压力山大”。每天凌晨三点睡觉，
五六点就起床，他近乎疯狂般地备战。

对于这段“炼狱”般的经历，李德坦
言，如果每名政治教员平时都能把功夫
用得这么淋漓尽致，就没有讲不好的政
治教育课，就没有做不好的政治工作。

从“留痕”到“留心”

军营“大V”的成长需要

信任的土壤

经过一轮轮严密公正的考核评判，来
自同一个导弹旅的指导员李国堂和排长李
虹岑，双双入围十佳优秀政治教育标兵。

李国堂担任指导员仅两年，而排长
李虹岑提干回到部队仅仅一年。是什么
让他们在“盲评”中脱颖而出？

在火箭军和基地两级组织的比武
中，李国堂频频亮相。火箭军导弹专业
“四会”教练员比武，面对众多军事专业
尖子，他获得综合成绩第二名；基地政治
主官比武，与上百名指导员同台比拼，他
荣获冠军。

李虹岑在义务兵期间，就荣获旅演
讲比赛第一名；去年，大学生士兵提干归
来的他，在基地通信干部岗前培训中获
得总评第二名的佳绩；今年，在旅优秀政
治教员考评选拔中，他又夺得第一名。

从他们的嘴里，记者听到最多的是
“信任”二字。旅党委搭建平台，送他们
轻松上阵；旅党委的关心关爱，助他们披

荆斩棘。
信任就是力量，信任就是服气。该

旅政委刘宏伟曾任火箭军政治工作部宣
传局教育处处长。他要求，政治教员不
光要讲得好，还要说到做到，身体力行。

同样入围“十佳”的指导员崔大千，
他所在旅的政委也曾任教育处处长。在
这个旅，政治工作有声有色，各项创新成
果不断涌现，政治工作干部屡屡在比武
中摘金夺银。

该旅政委告诉记者，政治教育集传
道、授业、解惑于一体，是一项需要精心
准备、用心设计、匠心引导的艰巨工程。
只有把教育当作事业来追求的人，才能
担起政治教员的重担。对于政治教员们
的成长进步，一定要付出真心。

要备好一堂高质量的精品课，需要
挤占大量的时间、付出很多的心血。但
看着战士们专注的目光、灿烂的笑容，崔
大千感觉再苦再累也值得。

正是带着这种朴素的情感，崔大千
在日常生活中忧患着官兵的忧患，幸福
着官兵的幸福，渐渐成为连队的“大V”，
成为战士们无话不谈的贴心人。

浇花浇根，育兵育心。在实际运用环
节，某团通信排代理排长、四级军士长王
建彪抽到的题是连队立功后的即兴发
言。他步履从容走到台前，号召官兵用三
次鼓掌，为连队取得成绩点赞、为官兵个
人进步加油、为长远建设寄予希望。

当班长、代理排长 9年，王建彪长期
和战士们摸爬滚打在一起，知道战士们
的所思所想。这一环节，他拿下了全场
最高分。

火箭军政治工作部宣传局局长王永
孝全程组织比赛，他感慨地说：“要当好
一名优秀的政治教员，既要拥有丰富的
学识，让官兵可学；又要做一个正直的
人、大写的人，让官兵可敬。”

版式设计：梁 晨

“ 微 光 ”这 样 绽 放
——透视火箭军优秀政治教员群体的成长样本

■本报特约记者 李永飞 杨永刚 通讯员 曹 疆 朱 华

习主席指出，做好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

新。

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同样要摸准

时代的脉搏，与时代同频共振，切实

把思想政治教育课建设成为立德树

人的核心课程、思想政治工作的灵魂

课程。

思想政治教育是在人的头脑里

搞建设。当今信息时代，任务在变

化、环境在变迁，只有不断创新方式

方法和手段，才能使我们的教育入脑

入心、解疑释惑。只有按下政治教育

“快进键”，积极适应新形势和官兵新

期待，顺应官兵认知特点规律，才能

使教育更加为官兵喜闻乐见，更加富

有成效。

习主席深刻指出，思想政治教育

的力量在一个“真”字，要用真理说服

人、用真情感染人、用真实打动人。

真实是力量所在，也是动人之处；

教育的活力在群众，真实的源头在基

层。从基层调研情况看，官兵不仅需

要心灵鸡汤，更需要真理的力量。教

育者不仅要做真理的真情宣讲者，更

要做模范践行者，讲真理言之有物、言

之有据、言之有理，言行一致、表里如

一、知行合一，既达到“以科学的理论

武装人”的目的，又为官兵树好立身做

人、为人处世的方向标。

用“活”给政治教育“加温”。“活

起来”才能“火起来”。在全媒体时

代，肩负着塑造灵魂、塑造新人时代

重任的教育者，绝不能只会“三板

斧”，要会使“十八般兵器”，努力使政

治教育新起来、活起来、亮起来。要

有一双聪慧的眼，发现官兵身边的故

事，挖掘官兵身上的闪光点，用精彩

的故事打动人；要有一颗上进的心，

注重学习先进的教育理念，借鉴新的

教育方式，采用高科技的教育手段；

要有一双勤奋的脚，深入演训任务一

线，深入战士宿舍，用“身入”“心入”

做好一人一事的思想工作。

用“新”给政治教育“提味”。新鲜

采摘的蔬菜最美味，形象生动的事例

最精彩。霍金在《时间简史》中说：“有

人告诉我，我在书中每写一个方程式，

都将使销量减半。于是我决定不写什

么方程。”同样道理，政治教育要尽量

少用固定的“方程式”，要扑下身子接

地气，采集含着露珠、冒着热气的兵言

兵语，挖掘有根有据、有血有肉的好故

事，用与时代发展同步、与社会节奏合

拍、与官兵心声吻合的“语言”，打造色

香味俱佳的视听佳肴，让官兵想听、乐

听、爱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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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箭军优秀政治教员考评选拔现场。 赵子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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