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基层理论骨干，南部战区陆军某海防旅下士黄启斌（右一）坚信，只要热爱理论学习，心里装着战友，就一定能够在理论宣讲的舞台上大有作为。图为训练间

隙，黄启斌和战友们就社会热点问题展开讨论。 曾梓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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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名基层理论骨

干，都是一盏正在发光的

烛火”

如果不是选择当兵，黄启斌极有可
能和他的多数同学一样，高中毕业就走
进大学校园。
“尽管没上大学心中有失落，但我有

另一种难得的骄傲。”黄启斌说，手握钢
枪，驰骋沙场，保卫祖国，这种热血上涌
的感觉，没当过兵的人体会不到。

来到旅队驻防的海岛，训练日复一
日，海水潮涨潮落。在那些漫长的寂寞
时光里，黄启斌痴迷上了读书。
“既能打发孤独，还能缩小和上了大

学的同学之间的差距。”他说。
因为理论学习成绩直线上升，刚转下

士第一年，他就被营里表彰为“理论学习
之星”。随即，他被连队任命为理论骨干。

就像大多数战士一样，“被认可”的
感觉，让他颇有些“小得意”。

然而，一上任，一份战士关注的热点
话题调查让他深思。调查显示，海岛战
士们关注的热点话题，多达上百个。
“战友们不是不需要理论，相反异常

渴望理论的滋养。”这个调查结果，让“雄
心勃勃”的黄启斌兴奋了好一阵子，他不
止一次在心里憧憬着自己的“宏伟蓝
图”——让战友们都爱上学理论，解开他
们心中的困惑。

但是，现实很快给他泼了一瓢“冷水”。
那天，黄启斌利用训练间隙，将自己

精心准备的微课分享给大家。然而，课
刚讲到一半，还没等来期待的掌声，值班
员的集合哨声就响了。

更让他不好受的是，自己讲得口干舌
燥，有的战友却懒洋洋打起了盹。还有人
小声议论：“让一个兵讲课，还占用我们宝
贵的休息时间”“过去的理论骨干，也没像
他这样啊，我看他就是爱表现”……

独自站在风中，他第一次体会到作
为基层理论骨干的现实尴尬。

尴尬不止一次。一段时间，连队出
现了“高消费”现象，指导员让他围绕消
费观给大家聊聊。

黄启斌按照精心准备的资料开讲：
“最近，我发现有些战友存在过度消费、
盲目消费的现象。有人觉得，钱是自己
挣的，别人管不着……”
“咋管不着了，我妈管呀！”没想到他

的话刚出口，就有战友“抬杠”，引起一片
哄笑。

黄启斌的脸当时就红到了脖子根。
后面讲了啥，他自己也记不清了。

讲课时遭遇“冷场”、组织学习时被
“抬杠”，黄启斌意识到，自己理论骨干的
身份还未被战友们认可。

那段日子，黄启斌默默坚持着。他
始终记得教导员万顷给他们这些基层理
论骨干说的一句话：“每一名基层理论骨
干，都是一盏正在发光的烛火，因为众多
烛火的燃烧，理论的光芒才能照亮基层
的每个角落。”

黄启斌的坚持和努力，让很多事情
慢慢起了变化。战友们有啥开心事，都
愿意与他分享；演习前的动员，班长主动
请他给大家打打气……

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让黄启斌一
次次感到“被需要”的快乐。但他一刻也
没有忘记自己理论骨干的“身份”。聊天
时，他试着将“大道理”变成小故事，把理
论表述“翻译”成大白话。

渐渐地，黄启斌在理论宣讲的舞台上
站住了脚，也收获了越来越多的信任。战
友们还送给他一个“故事大王”的美誉。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召开后，在指
导员徐海桥的鼓励下，黄启斌将课堂摆
在了连队操场上。

茫茫海面上，港珠澳大桥如巨龙蜿
蜒，在雾气中若隐若现。手指远方大桥，
他激情满怀：“全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就
在眼前，我们守望着繁华，也忍受着常人
不知的寂寞……”

为了那堂“透过驻地发展看变化”的
课，他精心制作了思维导图，用时间坐标
串起一个个激动人心的“中国故事”。

一个个触手可及的巨大成就，深深
拨动了战友们的心弦。一时间，大家对
“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
有了直观的感受。
“讲得太棒了！”课讲完，掌声响起，

还有不少战友意犹未尽，私下请他“再多
聊聊”。
“别看基层理论骨干不起眼，但对战

士来说，大家对理论的理解和信服，都是
通过我们开始的。”黄启斌的话语里满是
自豪，“尽管我们有时不被一些战友理
解，但我知道自己扮演的角色很重要，
‘被需要’的感觉就是一种幸福。”

理论学习就像一场

“马拉松”，只有不断向前，

才能看到柳暗花明的风景

理论学习重要吗？
“重要！”几乎所有基层官兵，都会给

出同样的答案。但追问为啥重要，大部
分人却又答不出个所以然来。

黄启斌也为这个问题苦恼。他曾做
过一份匿名调查。结果显示：92%的战
友认为“理论学习很重要”，但有近一半
的战友表示“对理论学习提不起兴趣”
“理论跟自己关系不大”。

“理论虽然不能当饭吃，但理论能回
答为啥吃饭这个问题。”他不止一次给战
士们灌输这样的观点。

为了让大家学习理论知识更便利，
黄启斌精心挑选了几个微信公众号和理
论学习类APP推送给战友们。

他曾尝试组建“理论学习小组”，利
用读书看报时间，带着战友们自学理
论。然而，大家围坐在一起没多久，就有

人刷起了抖音，玩起了游戏。
“初学理论，确实很枯燥。”为了把战

友们的注意力真正吸引到理论学习上来，
黄启斌一直都在探索好方法。他尝试将
重要观点制作成一幅幅生动的漫画，写成
字帖和顺口溜，融进拼图板、扑克牌……

战友们渐渐发现，黄启斌制作的各
类理论学习资料，不仅通俗易懂、话语亲
切，还饱含很多小中见大的人生哲理，
“就像一座座直抵心灵的桥梁”。

在黄启斌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战
友开始沉下心来学习。

周末和休息时间，连队扎堆玩游戏
的人少了，阅览室里时常爆满。

下士邓建武原本内向腼腆，爱上理论
学习后，跟战友们聊天的共同话题越来越
多，性格也逐渐变得开朗；黄启斌的“铁杆
书友”晋世昌，顺利考上士官学校学习无人
机专业，如今已是连队的技术“大拿”……

在理论学习的滋养下，连队每个战
士都有或多或少的收获，也都对“理论学
习为什么重要”渐渐有了自己的答案。

作为理论骨干，黄启斌经常为战友
答疑释惑。但对于理论学习，其实他也
有自己的疑惑和烦恼。
“理论学习周期长，见效不是一天两

天的事。同样的时间花在学其他东西上，
很快就能看到成果。”黄启斌算过一笔“时
间账”：用考取一门技术等级证书所花费
的学习时间，来学习理论，效果并不明显。

在他看来，理论学习就像一场“马拉

松”，只有不断向前，才能看到柳暗花明
的风景。

有时，理论学习指标的“虚无缥缈”，
也“稀释”着官兵学习的积极性，弱化了
理论骨干的“话语权”。

有的单位评选优秀士官时，就有人
提出质疑：“凭啥选他，就凭他笔记抄得
多吗？”

黄启斌坦言，虽然各级对理论学习
越来越重视，每年都会进行理论学习先
进单位和个人的评比，但在评选优秀士
兵、入党提干、选改士官时，由于缺乏像
“米秒环”一样可以量化的标准，理论学
习的好坏往往又成了一个“软指标”。这
让一些理论骨干滋生了“干好干坏一个
样”的消极情绪，也让不少官兵觉得理论
学习没有训练成绩那么重要。

令人欣慰的是，黄启斌提到的这些
问题，已经引起了各级的高度重视，也一
直在上级关注的目光里。

他所在的海防旅正在做出许多尝
试：利用重大教育活动和年度教育总结
等时机，对基层理论骨干和“理论学习之
星”进行通报表彰，形成学理论光荣的良
好氛围；营里每月举办“万山大讲堂”，让
理论学习标兵轮流授课当“明星”；评选
优秀士兵、立功受奖、士兵选晋士官等，
营党委、连党支部都将理论学习成绩作
为重要参考依据……

去年底，黄启斌因为理论骨干作用
发挥明显，受到嘉奖表彰。他相信，随着

各级越来越重视理论学习，自己的烦恼
会越来越少。

“口渴了，基层理论骨

干就要及时端出战友们爱

喝的那‘一碗水’”

随着名气越来越大，黄启斌不仅成
了连队的“理论明星”，还引起了营教导
员万顷的注意。

这天，万顷找他“约课”，让他围绕网
贷风险这个话题，给战友们上一堂大课。

能得到教导员青睐，令黄启斌感到
分外兴奋。然而，随之而来的授课压力，
却让他夜不能寐。

深夜，当大多数战友进入梦乡，他还
在挑灯夜读，伏案疾书。
“P2P”“爆雷”“清盘”……打开电脑

搜索资料，诸多陌生而又晦涩的词汇跳入
眼帘，让黄启斌一时摸不着头脑。连着几
天加班到深夜，他整理了大量资料，还多
次打电话请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他终
于拿出了一份自认为还不错的教案。

然而，这份教案换来的却是教导员
万顷的连连摇头。最终，这项授课任务
还是交给了一名连队指导员。
“有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

黄启斌的话语中透露着无奈。他感到，
面对频繁发生的社会热点问题，特别是
专业性强的知识点，自己很难拿出独到
的见解来回应战友们的关切。他说：“口
渴了，基层理论骨干就要及时端出战友
们爱喝的那‘一碗水’，大家对理论学习
的兴趣才会越来越高。”

一次，一位战友向他请教关于“区块
链”的知识，黄启斌一时语塞。

为了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当
好基层理论学习的“酵母”，黄启斌认为
自己可以把学习的步子迈得更大一点。

在军事职业教育选课时，他专门选了
理论性较强的课程。但随着专家教授授
课的步步深入，他感到学习越来越吃力。
“学到自己怀疑人生。”谈及这种感

受，黄启斌心中五味杂陈。他坦言，自己
用尽了“洪荒之力”，但由于学历不高、阅
历单一，以及学习培训机会少等原因，自
己的理论素养和施教能力提高困难重重。

连队指导员虽然“专业对口”，但指
导员日常任务繁重，难以对黄启斌的理
论学习进行长期的系统指导。
“与‘被需要’的幸福相比，我更渴望

‘被关注’。”黄启斌说，他期盼各级在更
加重视基层理论学习的同时，能给基层
理论骨干们更多关注，让基层理论骨干
有更多机会参加培训学习，加速提高和
成长。

令黄启斌深感振奋的是，南部战区
陆军和旅机关开始定期组织基层理论骨
干集训，旅机关还针对热点话题定期下
发宣讲解读资料，并邀请经验丰富的理
论专家来队授课、面对面传帮带……

随着“充电”机会越来越多，黄启斌
渐渐感到，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有了各级领导机关和团队作为依靠，他
干好理论骨干的信心越来越足。
“那些不为人知的磨砺，是一颗种子

破土必不可少的养分。”黄启斌若有所思
地说。

一名基层理论骨干的内心独白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关 磊 曾梓煌

“故事大王”又开讲啦！

再次站在连队课室“理论大家谈”的讲台上，南部战区

陆军某海防旅下士黄启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尽管这是他的第39次正式“开讲”，但黄启斌的心里还

是有些紧张。为了这堂课，他足足准备了一个星期。

“战友们会认可吗？”黄启斌的目光快速扫过台下，与

一片鼓励和期待的目光对接，一阵激动涌上心头。

“加油！”他心里暗暗给自己打气。

一开口，黄启斌就像变了一个人。他的脸上顿时绽放出自信

的神采，声音突然爆发出来，感染力十足，引发大家的强烈共鸣。

一堂课下来，战友们的掌声热烈程度超乎黄启斌的预想。

虽然掌心已渗出了汗，但黄启斌心里很高兴：这堂课过关了！

自从2年前成为连队的理论骨干，他就对课堂上的掌

声格外敏感。哪次上课掌声多，哪次发言掌声少，他能从战

友们或热烈或寥寥的掌声中，准确判断出大家对自己课的

欢迎程度。

2年过去，黄启斌在课室里送别过老兵，又在课堂上迎

来了新的面孔。一切都在变，一切似乎又都没变。

作为基层理论骨干中的一员，其中的酸甜苦辣，个中

滋味，黄启斌有一肚子话要说。

聚焦基层理论骨干队伍建设(上)

前不久，记者以“关于基层理论骨
干，你怎么看”为主题，在南部战区陆军
部分基层单位，发起了一场匿名调查。
基层官兵参与踊跃，留言真挚。

透过调查，记者深切感受到了基层
理论骨干的酸甜苦辣，了解到他们的困
惑和思考。

调查中的这些反馈，都折射出一个
共识：基层理论学习是一个系统工程，
基层理论骨干是这一系统中的一个关
键环节。

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扛在每一名
基层理论骨干的肩头，落在理论大众化
的每一个坚实的脚印里。

从问卷调查情况来看，战友们因为
任务繁重无暇学、认为“理论无用”不想
学、氛围不浓不愿学等问题，在不少基

层单位不同程度存在。
面对这些问题，基层理论骨干必须

担当抓学组学的“急先锋”。
实践证明，基层不仅需要理论骨干

“讲”，更需要他们身体力行，带头把理
论学起来、用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激
发更多人的学习积极性，推动理论学习
成果不断向实践转化。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

为不成。”光说不练假把式，连说带练
全把式。说得好更要做得好。基层
理论骨干身在兵中，一言一行大家看

得清清楚楚。如果学而不信、信而不
践，就会被身边战友视为“语言的巨
人，行动的矮子”，其理论宣讲必然苍
白无力。

作为基层理论骨干，不仅学理论要
走在前列，更要让自己成为岗位实践的
“示范员”、练兵备战的带头人。只有他
们真心学习、真诚传播、真情实践党的
创新理论，战士们才会真学、真信、真
用。

基层理论骨干的重要任务是向广
大基层战士宣传党的创新理论。而他

们自身的能力素质直接决定了宣讲成
效。

问卷调查中，32%的基层理论骨干
表示自身理论素养和能力水平有限；
38%的人表示外出学习培训机会少，个
别单位理论骨干完全是“自学成才”；
22%的人表示，自己缺乏经验、底气不
足。

理论功底不扎实、方法经验不成
熟、帮带效果不明显等问题，无疑让基
层理论骨干的形象大打折扣。

调查结果证明，提高基层理论骨干

能力素质刻不容缓。这不仅需要充分
发挥他们自身勤学勤思勤悟的主观能
动性，更需要各级切实抓好基层理论骨
干的培训学习。只有基层理论骨干的
理论功底、文化水平、能力素质得到切
实提升，党的创新理论才能通过他们在
基层部队高效普及。

进入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
创新步伐不断加快。官兵们普遍认为，
建立一支思想新、素质高、模范好、能力
强的理论骨干队伍，是推进理论落地的
“关键一环”，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在对 69名基层理论骨干问卷调查
中，19%的人认为，单位选拔理论骨干
程序不够规范、标准不够明晰。在理论
骨干队伍建设方面，有的单位人员不固
定、制度没保障，有的在梯次配置上结
构不合理、覆盖不全面，不同程度存在
队伍不正规、不稳定等情况。

基层理论骨干的优势在于身在基
层、了解基层，与战友朝夕相处。他们
强烈呼吁，选配好一支素质优良、相对
稳定、持续发展的理论骨干队伍，做到
军龄、年龄、学历合理搭配，职务、岗位、
战位科学区分。

记者欣喜地看到，不少单位正通过
严格选拔标准、强化激励措施、搭建实
践平台等举措，不断建强用好基层理论
骨干队伍，使他们的作用得到越来越充
分的发挥。

记者相信，在单位和个人的共同努
力下，理论之光必将照耀进军营每一个
角落。

新时代的基层理论骨干应该是啥样？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关 磊 陈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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