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必要灌输不可少，走心入

心更重要——

理论接上地气，灌输

才有底气

“我是一个老兵，今天给大家讲讲怎
样做新时代的奋斗者。先来看三个镜头，
第一个就是‘迷糊哥’胡宇的转变……”

一堂《努力奔跑，迎接更好的自己》
示范授课，某旅测试连班长丁毅鹏开门
见山，用 10多个“身边人”的事例讲清了
“为什么奋斗”“为谁奋斗”等道理。官兵
评价说，内容冒热气，话语接地气。
“把理论讲出了兵味，让抽象变得

具体，这样的课肯定受欢迎。”现场聆听
讲课，火箭军工程大学政治工作教研室
主任李斌的话，道出了大家的共同感受。
“普遍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学

习，缺乏对我党我军光荣传统的深入了
解……”破解官兵特别是刚刚入伍新兵
思想政治素养的“先天不足”，单靠个人
自觉不行，外部灌输必不可少。

火箭军政治工作部领导谈到，思想
教育就是要“让官兵知道、让官兵跟上”，
首要的是解决入耳入脑入心入行的问
题，如果把理论讲得索然无味，入耳都做
不到，何谈其他？不要一说网络信息时
代搞教育，就用“小道理”代替“大道理”，
用“配合活动”代替“理论灌输”。

怎么灌输？不少人感到迷茫。
火箭军着眼增强教育时代性感召

力，探索统筹大课、互动小课、媒体微课、
官兵评课“四课”模式，创新金句导学、主
课主学、微课辅学、网文荐学“四学”办
法，激活思想政治教育一池春水。

在改进思想教育的火热实践中，基
层出现了不少值得借鉴的案例。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

岸……”到某导弹旅三营六连听课，人
还没进门，就被一阵雄浑嘹亮的歌声
吸引，原来是指导员崔大千正带领大
家齐声高唱《我的祖国》。
“可是，就在我们歌唱祖国的时候，网

上争夺‘制脑权’的较量一刻也没停……”
音乐戛然而止，崔大千趁热打铁抛出话题：
如何打赢捍卫“红色基因”的战斗？

随后，一个个“意识操控与反操控”
的案例讲述危机、阐释忧患，听得官兵瞪
大了双眼、绷紧了心弦。
“思想的田野，真理不去占领，就

会杂草丛生；精神的空间，阳光不去播
洒，就会霉菌疯长。”充满哲理、富有诗
意的“结束语”直击心灵，官兵们报以
热烈掌声。
“教育者要当‘翻译员’而不是‘搬运

工’，真理之美要有美的表达，才会更
美！”崔大千的话令人深思。

官兵活跃在哪里，教育就

要跟进到哪里——

消除网络“新代沟”，

打造最铁“朋友圈”

火箭军“十大砺剑尖兵”、某旅宣传
科科长容科新《打造最铁军营“朋友圈”》
的一节课，从旅里讲到基地，从基地讲到
整个火箭军，还上了报、扬了名。

刚当指导员那会儿，容科新打定主
意要“跟战士打成一片”。可事与愿违：
上课官兵无精打采，上网大家神采飞扬；
训练时大家跟他站在一起，一喊解散大
家又“回”到网上。

起初，在容科新看来，当指导员把课
讲好就行，上不上网是个人兴趣爱好。
但他很快发现，官兵活跃在网上，他如果
不懂网不用网，就会产生除了职务、年
龄、兵龄之外的“新代沟”。

水往哪儿流，鱼就往哪儿游。容科
新决定当一条活跃在官兵“朋友圈”里的
“鱼”。从此，他在上好教育课的同时，每
天都要到“圈”里遛一遛，从表情包看心
情、从关注点看兴趣，有时潜水摸思想、
有时出来点个赞。渐渐地，容科新成为
连队的“大V”。官兵说，指导员的“朋友
圈”成了知心圈、温暖圈、信任圈。

时代在加速发展，思想教育也得按
下“快车键”，否则就会被隔在官兵的“朋
友圈”外。

火箭军政治工作部宣传局教育处处
长曹疆介绍说，针对官兵习惯上网用网
的特点，他们构建“中国火箭军”“东风
快递”等新媒体矩阵，在强军网上开设
“砺剑讲堂”“长缨微课”等栏目，以二维
码链接方式推荐知名公众号和权威文
章，制作“火箭军的前世今生”“还记得你
的入党申请吗”“用奋斗向祖国表白”等
100余个微视频，成为“永不关门的教育
课堂”。

这些年，某旅教导员霍华也经历过
“怵网”“躲网”“用网”的成长过程，一步
一步成为开展“网络教育”“微教育”的
明白人。有段时间，霍华为官兵各式各
样的快递犯愁，本来想出面制止，有战
士却打趣说：“我们本来就是‘东风快递
哥’嘛。”

他细细观察发现，有的战士喜欢网
购，不是购衣服就是买零食，甚至“秒杀”
不少根本用不上的物品。但是，也有不
少战士经常在网上“逛书店”，网购学习
软件。

怎么面对让人“亦喜亦忧”的网购，
霍华精心备讲一堂教育课《谁动了我的
支付宝》，有数据、有事例，有思考、有分
析，引导官兵“从购物车里看收获、从快
递包裹思成长”。慢慢地，官兵们围着
“网上快递”忙的少了，瞄着“东风快递”
练的多了，备战打仗如火如荼。

用好“显性课堂”，搞活

“隐性教育”——

课上“惊涛拍岸”，课

后“润物无声”

“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教育

之妙不能只在课堂，更多要靠课后发
力。”这是某旅发射连指导员蒋日烈开
展思想教育的“诀窍”。

采访中，他讲起一个故事——
那年老兵退伍前夕，“金牌号手”

李里突然改变主意，向连队递上了退伍
申请书。这是咋了？蒋日烈一头雾水。
一番打听，原来李里的母亲重病在床，
盼着儿子陪在身边。家国天下、忠诚孝
道，李里左右为难，在纠结中艰难作出
选择。

蒋日烈当了 3年多指导员，不仅练
出“叫好又叫座”的口才，还探索出
菜单式点课、视频化预听、投票式评
课的线上闭环授课法，是响当当的
“金牌教员”。

此时，蒋日烈清楚“心病还需心
药治”。他没有找李里“苦口婆心”
做挽留工作，而是找到他父亲李勤
做工作：“家里有什么困难，我们全
连都是你们的依靠，李里是个好苗
子，还立了二等功，他留在部队能
有大出息。”

李勤连夜做通爱人的思想工作后，
给儿子李里写下厚厚一封家信：“大道
理咱讲不好，你最爱唱‘你不站岗我不
站岗，谁来保卫祖国谁来保卫家’，可
不能自个儿遇到事就打‘小算盘’，你

妈有我在，放心吧……”
李里留队了，母亲的病情也逐渐

好 转 了 。 父 亲 李 勤 的 这 封 家 书 被
“搬”进旅“亮剑广播”和“亮剑电
视台”，成为解决官兵“进退去留”
思想难题的生动教材。

教育的时代性不仅体现在内容和手
段上，更体现在教育理念上。

旅政委卫星杰说，做好思想工作不
能满足于教育“主课堂”，更要借助社
会和家庭的“大课堂”，构建起“显性
课堂”与“隐性教育”相互补充、互促
互进的全新格局。

某旅发射营营长尹东带兵有一
套 ， 能 把 思 想 工 作 做 得 “ 润 物 无
声”。老兵于清泳的媳妇带着 4 岁的
儿子到部队，说是来探亲，实则劝
他转业。一天，孩子玩耍时被门挤
破脚趾，缝了 10 来针。打破伤风针
时他们才发现，孩子是过敏体质，
需要注射抗过敏疫苗，部队医院却
没有这种药。

尹东得知消息后，跑了驻地 7 家
医院。一无所获，他又连夜打车赶往
省城。

凌晨 4点，尹东带着疫苗敲开于清
泳家门，小两口感动地呜呜哭了。几
天后，于清泳媳妇收拾行李回家，临

走时说：“这么好的营长，你跟着他好
好干吧！”

教育者先受教育，塑人者

先塑造自己——

既要“传道授业”，更

要“立身为范”

“这次施工会战时间紧、任务重、标
准高，动员教育我也不想讲大话喊口号，
搞掘进我当先锋，有险情我来殿后，打赢
这一仗，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有！有！有！”
“龙宫”深处粉尘弥漫，工兵营营长

沙子呷正在进行临战动员，几句话讲得
官兵热血沸腾。

这位黑黑壮壮的彝族营长，当兵 17
年，14次担任突击队长，10余次带领战
友战胜塌方，13次拿下施工“老虎口”，6
次立功，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他经常用
这样一句话与战友共勉：“我们导弹工程
兵，驾驭的是机械，掘进的是意志，直面
的是生死，扛起的是忠诚！”
“营长就是一本书，行动就是最好的

教育，他说啥我们都信！”三级军士长王

涛说。身先士卒、立身为范的形象和威
信，已成为沙子呷开展思想教育的“品牌
效应”。

教育者必先受教育，这是我军政治
工作的基本原则。人们都知道“舍己而
教人者逆，正己而教人者顺”的道理，可
为啥个别教育者“说功好、做功差”，甚至
出现“台上他讲、台下讲他”现象？
“经师易求、人师难得”。火箭军

考核评比各级优秀政治教员，立起政
治强、情怀深、思维新、自律严、人格正
等道道“门槛”，真正让为人做事从教
统一、学养涵养修养兼备的教育者登
上讲台。

在火箭军部队采访，无论是大漠戈
壁、深山密林，还是岩层深处、发射架
下，总能感受到教育者“知行合一”的巨
大力量。

面对调整改革，某基地把教育融
入“我讲的是我信的、我信的是我做
的”主题活动，用带头服从改革大局、
带头宣传改革精神等“五个带头”树起
好样子，“讲别人的故事激励自己、讲
自己的故事启发别人”成为思想教育
一道新风景线。

某旅执行重大演练任务，发射三营
营长请假不在位，教导员杨俊军政一肩
挑，带领全营出色完成任务，还总结出
“强化营一级前沿指挥所功能作用的十
条具体措施”等经验。

2019 年，杨俊被评为“全军践行强
军目标标兵”，荣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周年”纪念章。官兵说，跟着
这样的带兵人，就能打胜仗。

在幽微处发现美善，在阴

影中看取光明——

“欣赏”之下出好兵，

“信任”磨淬刀尖子

“一个优秀的教育者，应当善于在
幽微处发现美善、在阴影中看取光明。”
这句话，被“常规导弹第一旅”政治工作
部主任李正基深深记在脑子里、用到教
育中。

一段时间以来，新冠肺炎蔓延，社会
上出现“囤货居奇”等消极丑恶现象，很
多官兵对此义愤填膺、深恶痛绝，甚至有
的“由点及面”，如同鲁迅笔下批评的“看
这小悲欢为全世界”。

李正基组织研究疫情防控期间思想
教育工作，明确一个观点：鼓舞引导官兵
“正眼看世界”，学会客观、全面、辩证地
看待形势，让理性之光、正义之光、善良
之光照亮心灵。

思想教育是做人的工作，“眼光”
决定教育成效。年初以来，火箭军筹
备开展深化“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
重任”主题教育推进会，军营处处春意
盎然——

某基地大力推开“我为部属点个赞”
为主要内容的赏识教育，开展“为部属打
CALL、为战友点赞”活动，倡导“用鼓励
代替训斥、用微笑代替冷眼、用体贴代替
责难、用引导代替讽刺”等教育方法，战
友之间“品质优点互相亮一亮、特长绝活
互相秀一秀、工作实绩互相评一评”，部
队正气充盈，官兵信心满满。

某旅“导弹发射先锋营”流行一句
话：“好树靠栽、好兵靠带，进了一营的
门，决不让一个人掉队！”战士周景林，脑
瓜子聪明却懒散孤僻，连队干部与他母
亲写了 20多封信交流，共同温情感化，
最终将“重点人”培养成了“神瞄手”，多
次在比武竞赛中摘金夺银。

被称为“导弹兵王”的二级军士长何
贤达，荣膺“全军爱军精武标兵”，荣立一
等功。他说：“没有组织信任，就不会有
我的今天。”一次，何贤达在操作中发现
异常现象，想动手检修又怕惹麻烦担责
任，营领导给他鼓劲：“大胆去干，有成绩
算你的，有责任我们担！”很快，何贤达找
出了设计缺陷，提高了装备可靠性，受到
上级肯定表扬。

看到一名名导弹精兵在点赞和鼓励
中活力迸发，记者相信，他们会坚定而自
信地按下为青春点火的按钮，带着梦想
在强军征程上阔步前行。

走“心”之行
——火箭军推进基层思想政治教育改进创新的调查与思考(下)

■本报特约记者 李永飞 杨永刚 通讯员 段开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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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 视 点

时代在发展，创新无止境。火箭军

部队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改进创新效果

初见端倪，但这还只是“万里长征第一

步”。随着环境、任务、对象的不断变

化，部队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矛盾问

题不会减少只会增多，我们只有准确解

读和把握时代的“源代码”，教育才能触

动心灵、引发共鸣。

“真”是教育的永恒主题，也是时代

性不变的内涵，更是探“心”走“心”的力

量所在。

只有真正跟上时代步伐，教育才

能有的放矢。时代在发展，教育的内

涵也在变化，我们既会看到波澜壮阔、

风光无限的美景，也会遇到劈波斩浪、

越障排险的挑战。矛盾和问题面前，

容不得抱残守缺、消极应付，唯有发扬

驰而不息的创新精神，激流勇进、乘势

而上，思想政治教育才能打开新境界、

闯出新天地。

只有真正走进官兵心灵，教育才能

深入人心。教育是贯注人的思想、走进

人的内心的工作，是在“人的头脑里搞

建设”，的确十分难做。知兵懂兵，不能

成为和官兵生活工作在一起的“陌生

人”，必须主动融入他们的“朋友圈”，走

进他们的内心世界，用真心来交换真

情，用信任换取信赖，这样才能抓住“活

思想”，让思想问题、心理问题和实际问

题在教育中迎刃而解。

只有真正做到为师为范，教育才能

更有力量。“我讲的是我信的，我做的是

我讲的”，这句话说起来并不难，做好并

不容易。“尊其师、信其言、效其行”，古

人的至理名言，仍是今天教育的真谛。

战争年代的一句“跟我上”，那是用生命

和鲜血写下的教育动员；和平时期的一

句“看我的”，也需要用初心和使命来践

行践诺，这才是思想教育最具感召力和

说服力的根本所在。

“阊阖春风起，蓬莱雪水消”。在万

物生长的春日，思想政治教育犹如嫩芽

出苞，只有早日吸吮新时代的营养，才能

很快发芽抽穗，迎来更加美好的春天。

一 个“ 真 ”字 最 可 贵
■王永孝

新闻聚焦

已是初春，阳光暖融融地照在树枝

上。那些背阴的枝条，还看不出有复苏

的迹象，而那些向着阳光伸展的枝条上，

却已经萌发出翠绿的嫩芽。

阳光的使命，在于唤醒；嫩芽的生

机，来自主动。

思想政治教育如何才能在新时代焕

发新的活力？这是火箭军推进政治工作

探索变革的一道考题。从戈壁到深山，

从密林到雪原，我们一路追寻着官兵们

探索的足迹，感受火箭军思想政治教育

创新发展的春天气息。

他们从实际实效出发、从破解难

题入手，坚持大课讲统筹、小课搞互

动、微课增活力、评课促提高，用“问题

靶标”校正“教育准心”，创新“四课”模

式，打造多维课堂，寻求内容、形式、效

果等深度融合，让思想教育返璞归真，

充满生机。

他们制定下发《关于广泛开展理论

服务走基层的意见》，分级打造独具特色

的理论讲师团、理论轻骑队和理论讲习

所，常态提供滚动式、菜单式等优质理论

服务，让党的声音直达基层一线，让科学

理论的光芒照亮官兵心灵。

他们持续组织政治教员考核评比，

通过理论笔试、技能考核、授课演示、实

际运用、教案评比等方式选拔火箭军、军

师、旅团三级优秀政治教员，让他们像一

颗颗“火种”在基层一线燎原，激发积极

的青春能量。

融 则 通 ，通 则 达 。 导 弹 发 射 架

下，与时代接轨、与官兵连心的思想

教育像一颗颗种子，在基层萌芽生

长，让课堂更潮、更靓、更具吸引力，

教育迸发出的巨大力量化作官兵练

兵备战的动力活力，助推长剑飞天，

划出最美弹道。

写在发射架下的“教育样本”
■本报特约记者 李永飞 杨永刚 通讯员 段开尚

火箭军某部在演训场上进行主题教育授课。 朱 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