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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军营

向着“优秀”，冲击！
12月下旬，武警江苏总队泰州支队持续开展冬季强化训练，全面锤炼官兵

打赢硬功。在擒敌术综合力量训练的抱摔课目考核中，上等兵张之杰成功抱摔

35公斤假人11次，在达到良好标准后继续向优秀标准发起冲击。

杨玉岗摄影报道

训练间隙，黄一淮为战友们献上即兴表演。 雷 辙摄

值班员讲评

官兵恳谈

记者探营

年终岁尾，记者在第 71集团军某
旅采访时，听说了一个主题教育大课
教案“三易其稿”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是舟桥一营教导员
李广峰。作为一名“老政工”，李广
峰记不清自己曾多少次登台授课，但
在准备这一堂大课时，接连被退稿的
经历着实让他有些“脸红心跳”。

大课题目是《回望初心来时路，
走好军旅每一步》。为了打造精品，
李广峰从网上找来几十份相关题材的
教案参考借鉴，又花了一周时间推敲
文字、制作课件。然而，数个日夜
“磨”出来的成果，却在教育准备会
试讲时被吐槽：“内容华而不实，没
有温度、没有触感，这样的课官兵不
爱听。”

既然“不实”，那就多加“干
货”。试讲结束后，李广峰海量看视
频、读报纸、翻书籍，并特意从网上
搜集一些官兵喜闻乐见的短视频素

材，同时在教案中引入网络语言、热
点事件，通篇看上去“热气腾腾”。

没承想，信心满满的李广峰再次
碰壁。教案送审时，旅政治工作部主
任许瑞刚反馈了这样一段话：教育不
能照本宣科，同样不能一味追求趣味
性而罔顾理论深度，既要让官兵“抬
头”倾听，更要让他们“低头”思
考。能否用理论回答官兵的现实思想
困惑，从而触动他们的内心，是检验
一堂教育课是否具有魅力的“试金
石”。
“讲透了道理，自然会有‘耳朵

候场’。”再次沉下心来，李广峰深入
班排，通过一次次与战士们聊天交
流，他找到了官兵思想上的困惑，并
寻找理论支撑点加以阐释，形成了一
份理论解读深刻、回应官兵思想诉求
的教案。

该旅领导告诉记者，一份教案如
此反复修改，缘于他们在主题教育中
推行的大课共享模式。立足营教导员
政策把握准、理论功底好、基层威信
高的特点，旅里特意安排这些官兵的
“老大哥”担任主讲，反复打磨教

案，力求推出一批官兵喜爱的精品大
课，提升教育质效。

官兵的肯定是对教育者最大的褒
奖。授课结束，战士们告诉李广峰，
这堂课道理讲得透彻、故事很接地
气，让大家意识到原来“身边事”里
面竟有这么多的大道理，听起来真过
瘾。授课当晚，正在野外驻训的勤务
保障营主官还慕名而来，邀请李广峰
前去讲课。

几易其稿，收获几何？李广峰笑
着谈起了感受：青年官兵往往喜欢新
鲜事物，而教育课中那些形式上的
“新鲜”对他们的吸引只是表面和暂
时的，把问题找精准，把功课做扎
实，把道理讲透彻，自然能让战士们
在课堂上怦然心动，从而起到良好的
教育效果。

采访结束时，这个旅今年的主题
教育已经进入尾声。然而，大课共享
的授课模式却在延续，成为他们开展
思想政治教育的特色做法。记者了解
到，新一期的大课又进入了紧张的
“打磨”环节，而官兵们也支棱起耳
朵，等着听呢……

讲透了道理，自然会有“耳朵候场”
—追踪第71集团军某旅一份主题教育大课教案的定稿之路

■本报记者 陈 利 通讯员 杨琪潇 孙鲁鹏

武警株洲支队四级警士长 陈志光：近年来，教育被吐槽
的情况并不鲜见。有的官兵抱怨，一些教育内容交叉重复，低

层次循环；有的反映，本单位教育搞了很多，但仍然存在“空、远、

虚”的现象，能打下烙印的精品课不多。这些缺乏深度、单调乏

味的教育，不仅影响了教育质效，而且损害了教育者的形象。

某部政委 张建武：官兵是教育的主体，受惯性思维的
制约，有的带兵人习惯在教育时总是把自己摆上“C位”，片

面注重资料找得全不全、课件做得好不好、口才发挥佳不

佳，而忽视了调动受教者积极性，让官兵站前台、唱主角。

不可否认，有些授课花团锦簇，让人眼前一亮，但教育走

“新”更要走心，自说自话，不关注官兵思想实际，这样的教

育显然缺乏吸引力和感召力。

某旅政治工作部主任 邢文明：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
宣扬先进思想、播撒真理、塑造灵魂的神圣事业。努力使每

一堂教育课都能留下印记，让官兵听着这一堂、盼着下一

堂，让教育真正展现真理魅力，这是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发

展的必然要求，也理应成为每名带兵人的自觉追求。

武警某支队政治工作处主任 王伙朋：教育之要，在
于奔着活思想去；教育之效，在于解决现实问题。开展教

育前，我们务必要通过座谈问卷、谈心交心、思想形势分

析等方式，真诚倾听官兵的心声，了解官兵的困惑，聚焦

热点、找准难点、敲准鼓点，切实做到把准脉搏，有的放

矢，精准发力，从而使官兵不仅听得进、坐得住，而且思想

上产生共鸣，情感上形成共通。

互联网邮箱：jbjccz@126.com

强军网网盘：jbjccz

“志宽，培训还顺利吧？”参加完火控
系统高级技师培训，刚卸下背囊，我就被
指导员拉进了屋里，谈连队的发展变化，
聊对我的培养任用，指导员的热情让我
有点懵。

回到宿舍，我仍是丈二和尚摸不着
头脑。
“刘班长，恭喜啦！”一天体能训练，营

部文书主动和我搭话。瞅见我一副“喜从
何来”的模样，他压低声音说道：“老刘，听
说人力资源科有意调你到一连的高级技师
岗位，过几天就会征求个人意见。”

听到这个消息，我恍然大悟：怪不得
最近指导员对我格外关心，原来这是在
打感情牌想让我留在连队呀！

仔细一想，指导员这么做也在情理

之中。入伍以来，我多次担负比武竞赛
和演训的通信保障任务，排除过不少险
情，也获得过很多荣誉，称得上是旅里的
技术“大拿”。

然而，现在所在的通信保障岗位没
有高级士官的编制，如果不到一连的高
级技师岗位任职，就意味着已有 15 年
兵龄的我，明年将脱下军装，离开心爱
的部队。一边是对连队的深厚感情，一
边是对军装的无限眷恋，一时间，我犹
豫了。
“志宽，年底接任专业分队长怎样？”

没几天，指导员又找到我，表示组织上准
备对我“委以重任”。看着指导员期待的
眼神，我思考再三，还是将想到一连任职
的真实想法和盘托出。看着指导员的眉

头越皱越紧，我内心十分忐忑。
让我没想到的是，当天晚点名，指导

员竟然当众提起了这件事：“在这里，我
要向刘志宽同志说声对不起，我不该强
加个人意愿，把关爱变成捆绑，把培养当
成筹码……”站在队列里，我觉得心里有
股暖流在涌动。

有一种爱叫做放手，谢谢您，指导
员，我终于可以坦然做出自己的选择。

（王 涵、龙轩磊整理）

有一种爱叫做放手
■第74集团军某旅修理二连四级军士长 刘志宽

不久前的一个周末，某部新兵团新

训班长小王带新兵们外出购物。一名新

兵提议：难得出来一趟，大家聚个餐。小

王欣然应允，然而，餐罢结账的时候，新

兵们却纷纷要求AA制，这让准备独自

买单请客的他颇感不适。

AA制是时下年轻人聚会的通常做

法，即大家均摊消费。那么，战友之间

该不该AA制？赞同的官兵认为：AA

制是一种时尚的消费方式，很多恋人

之间、亲友之间都这样，战友之间也未

尝不可。反对的人直言：别人拿你当

兄弟，你却和人家AA制，这未免显得

有些不近人情。况且，一次请客吃饭

又花不了多少钱。

对AA制的态度犹如一面镜子，映

照出官兵对人际交往的不同看法。一

方是“亲兄弟明算账”，强调AA制是战

友间经济独立、人格平等的体现，同时

也可为别人分担一部分费用；另一方

是“战友，战友，亲如兄弟”，认为战友

之间过分讲究消费均摊，容易使纯洁

的战友情产生隔膜，甚至让彼此关系

变得疏远。

在笔者看来，赞成AA制也好、反对

AA制也罢，孰对孰错不必急于下结论，

我们可以用开放的消费观，根据具体情

况选择合适的消费方式。真正值得注意

的是，在部队这个温暖的大家庭，万万不

可将人际交往复杂化。

庸俗化、功利化的人情交往与至

真至纯的战友情格格不入，它不仅会

破坏清清爽爽的基层风气，还会给团

结、友爱、和谐的内部关系造成伤害，

甚至影响部队凝聚力和战斗力。因

此，对于战友不同的消费理念，我们不

妨多些理解和包容，让健康交往成为

军营时尚。

让健康交往成为军营时尚
■刘葆旭 李建功

基层之声

小咖秀

新闻前哨

听说上级机关将派出工作组进行年
度考核，武警十堰支队执勤中队指导员
牛杰不由心里一紧，想起去年因资料不
齐全被批评的场景，他当即找来文书小
李通宵达旦地准备迎检资料。

写总结、搞装订……加班加点近

两周，看着会议室里码放整齐的各类
资料，牛杰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
地。工作组抵达当天，牛指导员特意
将他们引进会议室。谁知，工作组成
员并没有按套路“出牌”：他们简单翻
看资料后，便兵分两路，一路现场出
题，考察牛杰和中队其他政治工作干
部编写教案、脱稿授课等能力；一路
随机抽问中队战士对理论热点、主题
教育等方面的掌握情况，即时打分反

馈结果。临走前，工作组结合机关平
时对中队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落实情
况的检查记录，给出综合得分，考核
结果经牛杰签字确认后封存。

回到会议室，牛指导员看着桌面上
那一堆迎检资料，耳边又回响起工作组
成员临走时提到的那句“检查看的是实
实在在的效果，而不是那些突击整理出
来的工作痕迹”，尽管看似白费了一番功
夫，但他真心觉得换来这个教训很值！

此次迎检，工作组未按“套路”出牌
■董 伟

12月的一天，武警海南总队新兵团
营区内传来阵阵欢声笑语，伴随着有节
奏的掌声，一名新兵轻盈地舞动起来，他
时而踮脚旋转，时而振臂跳跃，引得围坐
的战友连连叫好。

新兵舞者名叫黄一淮，当兵之前，
他已经度过了近十年的舞蹈生涯。海
南省大学生舞蹈比赛独舞、三人舞双料
冠军，海南省民族歌舞团舞蹈演员，曾
多次代表省里随团赴俄罗斯、菲律宾、
哈萨克斯坦等国演出……翻开履历，黄
一淮的专业水平可见一斑。尽管拥有
稳定的工作和不菲的收入，但听着父辈
军旅故事长大的他，心里早就埋下了从
军的种子。

今年7月，黄一淮所在的歌舞团与驻
三亚某部队举行联谊晚会。置身火热军
营，黄一淮内心报国从军的梦想被再度点
燃。不久，他便毅然辞去工作参军入伍。

前一阵子，黄一淮代表连里参加新
兵团组织的文艺晚会，凭借时尚的舞蹈
和飘逸的舞姿，他迅速在新兵团走红。
之后，每有文艺活动或在训练间隙，总少
不了黄一淮的身影。由于黄一淮踮脚旋

转的舞蹈动作极为优美，战友们给他取
了个亲昵的外号——“小陀螺”。

陀螺虽小，转动不止。在练兵备战
的新舞台上，他“翩跹起舞”：各项体能素
质从排名垫底逐步迈入优秀行列，被选
为连队爱军习武好战士，获评新兵团擒
敌标兵……在追求卓越的道路上，黄一

淮火力全开。
“为了强军事业，我愿做一枚转动的

小小陀螺。”走上新的领奖台，黄一淮这
样坦露心声。

一句话颁奖辞：小陀螺，大梦想。新

兵舞者，“舞”出强军律动。

不停旋转的“小陀螺”
■雷 辙 本报特约记者 蒋 波

值 班 员：武警青海总队某新兵中

队指导员 李 卫

讲评时间：12月20日

周末休息时，我发现一些同志在
“开黑”打游戏《王者荣耀》，为了登上
“王者”段位，甚至还通过观看游戏视频
学习技术，提升游戏水平，劲头十足。

诚然，适度的游戏可以起到放松
身心、舒解压力的作用，但是，沉溺其
中不能自拔，不仅会打乱人体生物
钟，还会影响正常的工作、生活、学习
秩序。试想一下，如果游戏段位上去
了，学习训练成绩下降了，这不是得
不偿失吗？

同志们，真正的“荣耀”在战场！

游戏虚拟世界里的胜利，只能满足虚
荣心，很难带来真进步。真正“荣耀”
的获得，不在于游戏里的排名，而在于
工作中出成绩、比武中夺头彩、战场上
能打赢。希望大家养成健康生活情
趣、积极投身训练学习，在现实生活中
一步一个脚印拼出属于自己的辉煌。

（武 鑫、陈 浩整理）

真正的“荣耀”在战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