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5 军营观察E-mail:jbjygc@163.com 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８日 星期三责任编辑/段江山

“传播理论犹如一日

三餐，饭要吃，菜也要吃”

在南部战区陆军某旅，谈心桌是连
队官兵“侃大山”的主阵地。休息时间，
官兵们围坐在一起，聊班排趣事、连队工
作、时政要闻、抖音网红……

因为话题广泛、气氛融洽，谈心桌旁
的聊天一直很受官兵们热捧。

10天建成火神山医院、解放军医疗
队除夕星夜驰援武汉、蔬菜和物资从全
国各地源源不断供给……这天的谈心桌
边，围过来越来越多的人，大家围绕新冠
肺炎疫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人群里，连队理论骨干、大学生上等
兵何园置身其中，看不出和别人有什么
不同。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这不

就是咱们中国的特色嘛！也只有我们中
国才能有这么大的凝聚力和动员能力！”
基层理论骨干何园的话，引来战友一片
赞同声。

直到休息时间结束，谈心桌边意犹
未尽的战友，又把话题讨论带回了宿舍。
“为什么抖音视频、头条新闻那么

火？就因为形式活、内容新，而且很好
地填充了大家的碎片化时间。”大学生
士兵袁兆丰是连队的理论骨干，他每
天都把大家关心的时政热点，嵌入到
聊天中。

话题不多，内容不长，看似云淡风轻
的聊天，聊着聊着，相关知识和理论就悄
无声息地进入了战友的脑海。

谈心桌聊天只是基层理论骨干最传
统、最常用的工作方式。为了让理论学
习的形式活起来，该旅基层理论骨干们
不断尝试新的创新。

从“创意微课”到“理论大家谈”，从
“动漫十九大”到“强军故事会”，从“难题
‘诸葛亮’会”到面对面传帮带……多种
形式的宣讲，正加速推动基层官兵的理
论学习入脑入心。
“理论宣讲需要‘提纯’‘翻译’‘加

工’‘解密’，变成充满趣味的顺口溜、兵
言兵语，甚至诗歌朗诵，让人听得舒服、
听得进去、听得解渴。”某部基层理论骨
干李召峰和战友从未停止探索的脚步，
他们也越来越受大家欢迎。

去年底，一家权威媒体采访某边防
旅。他们把连队看起来很平常的事，制
作成了五条短视频发布在网上。一经传
播推广，这些视频点赞量最高的达到了
180万，迅速在连队引发热议。
“网络诱惑多，但是网络也有利于正

能量传播。”这件事给了某边防连理论骨
干们很大启发。他们举一反三，尝试拿
出最火热的、官兵最关注的内容进行视
频解读，效果出奇的好。

作为一名有“想法”的基层理论骨
干，某警卫勤务连大学生下士李壕建议

连队，把官兵年度理论学习成果按级别
和篇数，折合成分数计入平均分，把平时
的“理论学习之星”评选对象也按分计
入，让理论学习指标由“软指标”变成像
训练成绩一样的“硬杠杠”。
“还别说，效果真不错。”在李壕看

来，理论学习既要激发学习兴趣，还要不
断传导自觉学习的动力。

在他和其他理论骨干的建议下，连
队一直坚持利用点名随机抽问理论知识
点，每周抽点学习心得体会也成为连队
的必修课。连队战友习惯成自然，学习
效果很喜人。
“传播理论犹如一日三餐，饭要

吃，菜也要吃，形式必须要多样。”在某
边防旅政委程昭善看来，青年战士思
想的多样化、多变性，决定了理论传播
必须探索活泼多样的方法，运用战士
喜闻乐见的形式，让战士打心底先接
受、再喜欢。

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战士的身边人、
同龄人、知心人，基层理论骨干有着天然
的优势，往往能发挥出意想不到的作用。

从“知道”到“指导”

之间，还隔着一段长长的

距离

“‘二师兄’火了！受非洲猪瘟影响，
现在猪肉供应紧张了。”去年猪瘟疫情发
生后，某旅一名战士发出这样的感叹。

“哪有那么夸张！国家已经紧急
出手，一方面增加国内供给，另一方
面增加国外进口，还愁吃不上猪肉？”
该旅上士黄磊对战友的担忧迅速做
出回应。

作为连队的理论骨干，黄磊以“懂得
多”“问不倒”“随便聊”闻名全连，号称连
队的“万事通”。
“万事通”并非一开始就“通”，都是

埋头苦学的结果。
“既然是基层理论骨干，自然就得比

别人学得好、懂得多，心中有数、肚里有
货。”黄磊爱学习是出了名的。他涉猎的
书籍无所不包，收集的经典美文、理论金
句剪贴了几大本。

俗话说，给人一碗水，自己先要有一
桶水。“这桶水”从何而来？

黄磊结合自己的学习之路，总结
出几个源头：党的创新理论的基本观
点、基本精神等，主要依靠理论读本、
报纸书籍来学；与履行岗位职责相关
的理论知识，主要依靠专业教材、条令
规定来学；文史、经济、社会和科技发
展等前沿动态需要经常通过读报上
网，阅读经典名著对增加新知识、拓展
新视野也都有帮助。
“想给人一碗水，还不能光有一

桶水，还得有营养充足的‘配料’。”这
是指导员杨盛强对黄磊提出的另一
个要求，“基层理论骨干宣讲理论，不
仅要有打动人心的内容，还需要宣讲
的艺术。”

在基层摸爬滚打多年，杨盛强心里
十分清楚，基层理论骨干从“知道”到“指
导”之间，还隔着一段长长的距离，而“说

理”表达的灵活性，是理论骨干必备的一
项重要本领。
“没点宣讲艺术，肯定是讲不好课

的！”黄磊感情细腻、知识全面，擅长用故
事打动人。这让他每次上课都人气爆
棚，很受战友欢迎。
“基层理论骨干是党的创新理论

的‘播种机’‘宣传队’‘扩音器’，如果
自己肚里没货，就会让理论与大家越
来越远。”某旅领导向记者分析说，随
着智能手机、军营网吧的开放，官兵获
取理论知识的渠道越来越多。他说：
“如果基层理论骨干‘肚里没货’，讲的
都是官兵们在网上已经了解的信息，
谁还听你说呢？”

当然，当好基层理论骨干，并不是
“耍好嘴皮子”就能过关。打铁还需自
身硬，理论骨干说得好，更要做得好、有
能力。

作为基层理论骨干，第 75集团军某
特战旅指挥通信连大学生女兵群体用实
践佐证了这一点。

从“娇娇女”到“通信兵”，从“专业
通”到“特战王”，从“理论迷”到“播火
者”……该女兵群体在学好通信保障技
能的基础上，跨专业学习多项特战技能，
争当特战尖兵，巾帼不让须眉。
“挑战自我，遇见更好的自己。”该

女兵群体成为强军圆梦生动的践行者
和鲜活的样本。凭借过硬的军事素质，
她们赢得了男兵的敬佩，也成为最具说
服力的理论骨干群体，先后有 70余人次
获聘“特邀政治教员”。
“可别小看理论骨干这个头衔，没两

把刷子还真干不了。”该旅领导的话意味

深长。理论在基层的辐射性和影响力，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理论骨干自身能力素
质和理论水准。

一名合格的基层理论骨干，到底是
啥标准？南部战区陆军一位领导给出
了答案：“政治立场坚定、理论基础扎
实、传播理论积极、说理表达灵活、作风
形象良好。”

“活跃在战士中间的

基层理论骨干，润物细无

声的作用无可替代”

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某旅中士陈
海远洗完衣服，像往常一样读起书来。
这是他从去年至今读的第 53本书——
《大众哲学》。

作为一名基层理论骨干，读书是他
获取“精神食粮”的主要方式。

手机铃声响起，这是一个来自西
藏拉萨的来电。电话那头，是陈海远
去年带的新兵郭成洪。每当遇到困惑
迷茫，郭成洪总会第一时间想到请教
老班长。

去年带新兵时，陈海远在自己的柜
子里摆满了书，从《共产党宣言》到《平凡
的世界》，只要一有空闲，他就会翻翻看
看，随手记录所思所感。

班长爱看书，新兵耳濡目染，也不时
找他“讨”书看。为了鼓励大家一起多读
书，陈海远特意规定，到他柜子里拿书不

用打报告，想看啥只管取。
没有什么比习惯的力量更强大。在

这样潜移默化影响下，他带的 12名新兵
中，有 9人如今养成并保持了良好的阅
读习惯。

一传十、十传百。后来，排里其他
班的新兵也前来借书，再后来全连新兵
都来找书看——一股学习热潮就这样
形成了。

新训结束，陈海远带的兵被分配
到不同单位，但他仍然经常接到那几
名战士从各地打来的电话。有与他
讨论考学的、有请他答疑解惑的、有
找他推荐书籍的……因为在大家心
中，身为理论骨干的老班长，学得多
懂得多。

看书，是陈海远最大的爱好，让他学
到知识，长了见识，交了朋友，更为他的
理论骨干身份加分颇多。
“架起联系官兵的‘连心桥’，唱出理

论宣讲的‘好声音’，你们理论骨干的作
用很重要，小岗位一样也可以有大作
为。”当初，陈海远被选为连队理论骨干
时，指导员的一席话，让他感到肩上沉甸
甸的。

压力，往往也是动力。
陈海远刚担任理论骨干没多久，那

天连队上理论课，指导员临时有事，授课
计划调整为自学。他主动请缨：“我来给
大家上一课吧。”

面对战友们质疑的声音，陈海远顶
着压力，还是自信地走上讲台。

他把理论观点讲成大白话、融入到
训练生活，把“有料”和“有趣”巧妙结
合。一堂课，掌声替代了质疑，大家对他
的印象也不一样了。
“原来理论还能这么有趣！”面对赞

扬，只有陈海远自己知道，为了这一课，
他足足准备了一个月。

手游、K歌、运动、刷抖音、打电话……
周末和休息时间，每名官兵都有自己的
小天地。如今，在陈海远的带动下，连队
选择看书的战士越来越多。

在陈海远看来，理论学习是一个日
积月累、水滴石穿的过程，效果虽然不能
立竿见影，但坚持下去，就会有意想不到
的收获。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战友孙新
刚常会找陈海远借书看，看书让他谈
吐和气质都不一样了；上等兵翟思晨
总请陈海远推荐好书，他发现汲取的
理论养分越多，看问题的角度就会更
加全面深刻；战友王满是陈海远的书
友，受其影响也爱上了读书，顺利考上
军校，圆了自己的“军官梦”……实践
中尝到“甜头”，大家看书学理论的氛
围愈发浓厚。
“活跃在战士中间的基层理论骨干，

他们润物细无声的作用无可替代。”某海
防旅指导员吴朋对此感同身受。他说，
一名合格的理论骨干，不仅要在官兵心
中有威信，能让理论变得可亲可信可学，
而且还要用自身的榜样力量，把战士们
带起来。

吴朋说：“对基层战士而言，大家对
党的创新理论的最初理解和最终信仰，
往往都是从离自己最近的人和事开始
的，基层理论骨干就是他们最亲近和信
任的人。”

一群基层理论骨干的“火种效应”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关 磊 姚劲杰

作为基层理论骨干，某特战旅下士文晓曼深知，只有在演训任务中站排头、当标兵，她的理论宣讲才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图①：文晓曼在进行攀岩训练。图②：训练
间隙，文晓曼（左二）与战友谈心。图③：课室内，文晓曼给战友们授课。 林思奇、何 松、张国民摄

站在四层楼高的攀登长绳下，下士文

晓曼被怼得一时语塞。

那天，她应邀给一个英雄连队宣讲

理论，被战士小李给“怼”上了：“别光耍

‘嘴皮子’，你要能当着大家的面‘踩绳

上’到楼顶，我就信你说的！”

给英雄连“上课”，怎么能“掉链子”？

这个掌握通信、装甲等多项技能的

特战女兵，没有丝毫犹豫，麻利地攀登

到了屋顶。目睹这一幕，这群男兵个个

服气了。

行动是最好的宣讲，实力是最好的底

气。走下屋顶，她受到了高规格礼遇——

热烈的掌声持续了1分钟以上。

一“战”成名。作为旅里的“特邀政治

教员”，能文能武的文晓曼，走到哪里都是

一道亮丽的风景，深受战友欢迎。战友们

这样评价她：“不光说得好，更做得好，她讲

的话和她的人一样，让人信服！”

很少有人知道，训练场上，她也曾是

个“菜鸟”。第一次练习倒挂滑降时，她

抓着栏杆迟迟不敢放手，眼泪止不住地

往下掉；第一次讲理论课时，她被“故意

刁难”的战友怼得“梨花带雨”……

“别看我们理论骨干工作不起眼，但对

基层来说，我们的作用不可替代。”尽管有

着许多不为人知的酸甜苦辣，但文晓曼还

是一年年坚持了下来。

作为基层理论骨干群体中的一员，文

晓曼说，每次看到战友们那一双双充满求

知欲的亮闪闪的眼睛，觉得自己肩上的担

子很重，“能被需要是件幸福的事”。

聚焦基层理论骨干队伍建设（下）

锐 视 点

特 稿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基层建设会上

强调，要加强对基层官兵的政治引领，

坚持用党的科学理论建连育人，做好用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新时

代党的强军思想武装官兵工作。把统

帅的指示落到实处，推动党的创新理论

武装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基

层理论骨干责无旁贷。

《军队基层官兵理论学习规定》明

确，理论骨干应当带头学理论，在讨论

发言、帮带互助、解疑释惑中发挥骨干

作用，有授课能力的可以承担讲课辅导

任务。可以说，基层理论骨干扮演着与

老师相同的角色，担当着教育人、引导

人、说服人、改造人的重任。作为基层

理论骨干，可能干不了轰轰烈烈的大

事，但可以当好亮心明目的“兵火种”，

用自己特有的角度和方法，加深战友们

对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让官兵从内心

深处焕发出学习理论的旺盛热情。

然而在工作中，也有个别理论骨

干对着理论说理论，把好端端的“理”，

讲得干巴巴的。其实，理论学习有时

候从排斥到喜欢，只需一个喜闻乐见

的方法，一句接地气的话。比如，让官

兵登台，兵言兵语讲述；采取问答方

式，热点话题碰撞……某特战旅指挥

通信连大学生女兵群体倾心学习践行

传播党的创新理论，无论走到哪里传

播理论都受到热烈欢迎，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她们是在用手上的老茧、用训

练的伤疤、用心中的真情、用比武的实

绩来给大家讲课。“时代楷模”王锐讲

的理论课之所以那么打动人、有共鸣，

就是因为他是一名响当当的精武标

兵，把个人梦融入中国梦强军梦，用拼

搏成就了梦想。

“火种”的意义，在于自身能够燃

烧；骨干骨干，关键要带头去干。基层

理论骨干的优势在于身在基层、了解

基层，每天和战士在一起摸爬滚打，是

战士的“标杆”和榜样，战友们既看你

“讲什么、怎么讲”，更看你“做没做、怎

么做”。抓基层理论武装，营连是主

体，班排是关键，很多时候要靠理论骨

干把头牵起来，把理论运用的触角伸

向基层官兵的工作、训练和生活等诸

多方面。

要想站在台上说得好，先要在

台下做得好。基层理论骨干确实要坐

下能学、静心能思、站起能讲、踏实能

干，既要当好“理论突击手”，更要争做

“模范践行者”，靠知行合一、言行一致

影响人打动人。要彰显“基层理论骨

干”的责任，擦亮“基层理论骨干”的名

片，就要在担当尽责中主动作为，在学

习教育中当好理论观点宣传员、随机

微课讲解员、解疑释惑辅导员、讨论交

流引导员、学情动态信息员，使官兵愿

意学、学得懂、记得住。

基层活跃着成千上万的理论骨干，

如果每个人都能传好“火炬”、当好“火

种”，就会汇聚起星火燎原的强大力量。

当好亮心明目的“兵火种”
■南正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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