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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理论的“阳光”转

化为可触可见的正能量

在基层理论课堂上，没有人是“自带
流量”的。杨光和很多战友一样，也曾遭
遇过“票房危机”。

去年年初，为了给连队上好一堂理
论课，杨光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准备，从教
案到课件悉心打磨。

没想到，他精心“包装”推出的“作
品”，并没激发出官兵太多的学习热情。
他惯用的招法——现场提问，也没能产
生多少碰撞效应。上课期间，有 2名年
轻战士竟然打起呵欠，被他当场点名。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没过多久，一
堂旅里组织的理论大讲堂让杨光找到了
答案。

那天，旅里邀请某军校教授进行理
论授课，官兵通过视频会议系统同步
收看。

授课开始后，杨光发现，教授所讲的
主题竟然与前面自己在连队所讲的相
同。但是，效果截然不同。那头，军校教
授侃侃而谈；这头，官兵听得津津有味。
出于职业习惯，杨光数次将目光转向身
旁的战友看他们的反应。透过官兵们专
注的神情，他看到了大家隔着屏幕的那
种求知渴望。
“同样的理论由军校教授讲，竟能产

生出如此吸引力与穿透力。”这堂精彩的
授课，让杨光意识到问题出在自己身上，
年轻的战友们内心深处是渴求用党的创
新理论引领个人成长、推动强军事业
的。随后，他主动报名加入旅理论骨干
队伍提升自身理论素养。
“官兵心灵需要理论滋养，理论骨干

的任务就是引导帮助官兵从党的创新理
论中获取成长的力量。”有着类似观点的
还有同是指导员的王羽佳。

去年 6月，王羽佳来到被授予“勇于
吃苦奉献红旗连”荣誉称号的一营四连
任指导员。

如何在新时代让“老先进”焕发新活
力？王羽佳决定从传承红色传统入手。
为了讲好“新时代需要接续艰苦奋斗”这
一堂课，他引经据典、整理了大量对“艰
苦奋斗”的解释与论述。

谁知，这堂课推出后，一名老兵直接
告诉他，“你讲的课没有打动我。”

官兵的“吐槽”里往往蕴含着解决问
题的“密码”。一天，旅领导来到连队，了
解到王羽佳的“困惑”后，召集官兵现场
组织了一次座谈。
“老爷岭精神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

富，新时代我们该如何传承？”旅领导没有
像王羽佳那样引经据典，而是对艰苦奋斗
精神条分缕析，从回顾连队先前艰苦创业
的历程中获得今天开展工作的现实启示。

从建连时的白手起家，到模拟通信时
代，再到数字通信时代……一茬茬官兵接
续奋斗的形象浮现在大家脑海中。大家热
火朝天的讨论，将彼此心中“问号”拉直。

王羽佳由此意识到：宣讲理论必须
要“接地气”，这是自己努力的方向。只
有不端架子接地气，理论“阳光”才能转
化为可触可见的正能量；理论“养分”才
能悄然滋润官兵的心田。为此，该连随
后开展了“建红色熔炉、树红色旗帜、当
红色传人”活动。

给人星火者，胸中必

怀火炬

俯身办公桌上,孟祥利时而眉头紧
蹙，时而笑意浮现，时而奋笔疾书。

这堂课其实只有 20分钟，可孟祥利
已经修改了 3次。第一遍阐述不到位，
调整；第二遍解析不深刻，修改；第三遍
梳理得不够全面，补充。

连队其他战友有些不理解孟祥利为
什么要这么“折腾自己”，但旅里其他理
论骨干对此却感同身受。

孟祥利为此打了个比方：就像蜡烛
和火炬能发光照亮他人，因为它们自身
都是能量体。对于理论骨干，反复调整
和修改讲课内容，孟祥利认为，“这就是
给自己积攒能量的过程”。
“给人星火者，胸中必怀火炬。自

身能量足够，才能化作光源，照亮他
人。”从旅里组建理论骨干队伍那天
起，旅领导的这句话就深深烙在孟祥
利心底。

去年 5月，《习近平强军思想学习纲
要》下发基层，该旅决定组织理论骨干集
训。得知集训期间会到驻地一所军校现
地听课，孟祥利“心中有点兴奋与冲动”。

入伍12年曾在各类比武竞赛中摘金
夺银的孟祥利，人生第一次进军校课堂。

邀请军校教授进军营，在这个旅不
是新鲜事，但是，让理论骨干走进军校校
园，这还是头一次。
“给理论骨干充电的方式很多，我们

希望从中找到更为高效的组合培养举
措。”该旅领导如此解释。
“理论宣讲犹如农民种地，先要让种

子落在土里。”军校教授生动的讲述，给
包括孟祥利在内的该旅理论骨干们很多
启发。
“组织我们理论骨干进军校淬火，是

旅里提供给我们难得的学习机会。如何
把集训期间所学转化为能量，则需要靠
我们自己努力。”孟祥利说。

集训期间，每次试讲课，都成了引
发大家热烈讨论的导火索。“这样的讲
法，战友们会感到满意吗？”“这一段的
重复，能达到强调的目的吗？”对于试讲
的理论骨干来说，能提出问题，本身就
意味着成长。
“作为基层理论骨干，时时处处应有

‘蓄能’的意识。”这是该旅理论骨干许佳
冰的感悟。

去年国庆前夕，许佳冰制订了一个
非同寻常的休假计划：重走长征路。

从江西瑞金出发，沿红军长征路线
一路向西，23 天跨过 5 省 12 个城市。
许佳冰边行边看：昔日图片里低矮的房
子变成摩天大楼和商场，泥泞山路变成
柏油马路，一些当年人迹罕至之地如今
熙熙攘攘……若不是道路沿线的一个个
红色遗址时不时地加以“提醒”，她甚至
怀疑自己“是不是走错了线路”。

“我以为自己走错了道，这恰恰反映
出一个事实，那就是祖国的变化翻天覆
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正在变成
现实。”讲台上，许佳冰这些原汁原味的
由衷之言，引发了战友们的强烈共鸣。

用战士看得见的事，

解战士心里的结

“理论之于青春，犹如阳光之于花
朵。”如今，距离姜雨池首次登上理论课
讲台已经过去 1年多了，可不少战友仍
然记得当时她讲的这句话。

姜雨池，“95 后”，喜欢刷抖音、看
直播，主持、演讲、舞蹈样样精通。每
逢旅里组织文艺晚会，舞台上必定有
她的身影。

但没有人想到，上等兵姜雨池竟然
会转型成为一名理论骨干，走上讲台给
大家讲理论课。

从文艺骨干到理论骨干，是什么促
成了姜雨池的这种转变？

那天，全营组织理论学习体会交流，
姜雨池被点名上台发言。在演出舞台上
挥洒自如的她，站上讲台时才真正知道
了什么叫尴尬。硬着头皮说了几句，战
友哑然失笑的反应让她顿时脸红。

随后，理论骨干张怀亮上台，情况完

全不同，台下掌声阵阵。
“同样的讲理论，差距为什么会这

么大？”活动结束后，好强的她找来当天
的交流视频观看，很快找到了原因：张
怀亮所讲的理论体会与战友们的实际
工作紧紧相融。正是这种相融，才让理
论内在的力量得到充分释放，引发大家
强烈共鸣。

由此，姜雨池认识到了理论对人生
成长的重要性。随后，她主动申请报名
参加了旅里理论骨干队伍。

但她没有想到，不久自己就受领了
任务——为全旅官兵讲课。
“文艺骨干也能讲理论课？”对这件

事，其他官兵心里揣着问号，姜雨池自己
一开始心里也没底。

但旅里领导们看得很清楚，基层理
论宣讲需要更多的“播火者”，必须鼓励
战士大胆参与其中。姜雨池如果能成功
“跨界”，本身就是一种“唤醒”。

一番精心准备，上等兵姜雨池站上
了理论课的讲台。不一样的“舞台”，同
样的“观众”，同样热烈的掌声，让姜雨池
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成就感。
“学理论讲理论，让我成长，让我遇

见了更好的自己。”姜雨池这样说。而
通过此事“遇见更好自己”的，不只是姜
雨池。
“要点燃官兵的兴趣，就要讲战士

听得懂的话，讲战士渴望弄懂的道理，

用战士看得见的事，解战士心里的结。”
这是杨嘉乐从姜雨池的首战告捷中得
到的体会。

以前，身为理论骨干的杨嘉乐为一
名年轻的战友“操碎了心”。无论你说什
么，他好像从不往心里去，写心得和发言
依葫芦画瓢、东拼西凑，应付了事。

后来，杨嘉乐尝试着把“强军大道
理”转化成一个个“身边小故事”……结
果，这名年轻战友渐渐地改变了以前的
消极思想，对人生充满了希望。“理论教
育能唤醒和点燃消沉的人。”杨嘉乐说。

理论骨干被“点亮”，

才能“照亮”更多的战友

一场晚会下来，作为总导演的樊明
格，被只是“群众演员”的姜雨池“圈了粉”。

去年年底，旅机关准备组织一场新
春晚会。毕业于原解放军艺术学院的樊
明格，被指定为策划人。晚会的压轴节
目《战鼓催征》让樊明格犯了难。

舞蹈编排合理紧凑，每个动作严抠
细训，似乎“已经很专业了”。没想到，预
演时，台下官兵“没多少反应”。这时，姜
雨池的一句话让她豁然开朗：“是不是太
专业了？”

樊明格心头一动，对舞蹈进行了调

整。最终，这个她认为“不够专业”的节
目，赢得了战友们的广泛好评。
“虽然我们站在舞台上，但中心应该

是台下的官兵。”晚会结束后，姜雨池与
樊明格讨论时这样说。
“一个只有 3年兵龄的战士，竟然能

讲出这么有见地的话。”樊明格很惊讶。
后来，随着接触到旅里更多理论骨

干，她才知道拥有这种“从基层战友视角
分析思考问题”的远不止姜雨池一个人。
“学理论，让我学会了从现象中看本

质，更让我学会了用鲜活的实践去不断
印证科学理论。”理论骨干黄铸佳认为，
自己是“被科学理论点亮的许多盏灯中
的一盏。”

黄铸佳来自湖南的一个贫困山村，
每年一到梅雨季，他就会给父母打电话，
问家里是否因山体滑坡生活受到影响。
这些年，他的心里变踏实了——镇上开
始发放修缮补贴，政府出资启动护坡工
程，彻底根除了隐患。

黄铸佳心里高兴，但他难以表达。
直到成为旅里理论骨干、再次接触到“社
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这个词，他才猛然意
识到这是家中一切变化的根源。

随着他把家乡的变化用于理论宣
讲，他的理论课一下子有了“磁力”。柏
油马路修到家门口，公交车通到村头，村
巷里有了路灯，这一切都成了他理论宣
讲时的生动例证。

黄铸佳被“点亮”的同时，也“照亮”
了身边一大片战友。今年年初，一场火
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直播，让屏幕前的
黄铸佳和战友们热血沸腾。
“这不正是一堂增强制度自信的网

络公开课吗？”以此为素材，黄铸佳在连
队组织了一场理论教育课。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说明了什

么？中国速度、中国力量、中国方案，正
是来源于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
义制度优越性。”黄铸佳声情并茂，台下
掌声阵阵。

点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如今，像
黄铸佳这样的理论骨干，这个旅还有许
多，他们正以自己的智慧和作为，让新时
代党的创新理论之光照进战友心田，照
亮前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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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
—某基地信息通信旅加强理论骨干队伍建设新闻调查

■蒋铭鑫 本报特约通讯员 张少波

在连队，杨光登过很多次台，讲过很
多堂课，但他从没想到“那一天还能听到
大家掌声”。

掌声响起时，杨光有点不太相信自
己的耳朵，那种感觉就像他起初不相信
自己连队真的会被撤编一样。

作为指导员，他意识到，战友们这掌
声不只是一种赞赏，它的背后有“认同”，是
连队官兵对撤编这个现实的认同；还有“通
透”，是那种迷雾散去、重见阳光的通透。

就在这堂理论课的前一天，杨光接
到上级通知：连队要在新一轮改革调整
中被撤编。

他并不惊讶。改革大幕拉开后，改
到谁都有可能。只不过半年来，大家一

直在寻找各种理由为自己“打气”。
有人说，我们任务完成得那么出色，

不可能改到我们头上啊？
也有人说，前几轮我们都挺过来了，

这次连队怎么能说没就没了？
……
当撤编真的变成了现实，学习室里

的气氛顿时沉闷下来。

“越是看上去平静，大家内心的波澜
就越大。”杨光心里清楚。

那天，传达完通知，杨光的声调不由
提高了几分。紧接着，杨光掏心窝子跟
大家讲起了自己对改革强军的认识。

这，是一次计划外的随机教育课。杨
光此前没想过“在这个时候给大家讲改革
强军”，但一切发生得那么自然而然。

讲课结束时，热烈的掌声响了起来。
当晚，他找到在连队服役十几年的

老兵，准备与他们谈心。老兵们对他说：
“指导员，你不用这么辛苦劝我，上午那
堂课你把该讲的理都讲透了！”
“当你把阳光传递给别人时，也会温暖

自己。”当时，他突然想起了几个月前参加
旅里理论骨干集训时教员说过的这句话。

杨光是该旅理论骨干队伍的成员。
该旅近 3年来，定期对基层理论骨干进
行集训和培养，全方位提升他们的理论
素养。几个月前旅里组织理论骨干集
训，探讨的课题就是“深刻理解改革是强
军的必由之路”。

在这次计划外的随机教育课上，杨
光讲的许多内容就来源于他参加那次集

训的收获。只不过，他所讲的比集训教
案上的更多，有很多自己对连队发展现
状及形势的分析。
“理解到位了，有些东西自然就讲出

来了。”杨光很高兴能在第一时间将战
友们心中的问号拉直。

走出连队学习室那一刻，阳光照在脸
上，杨光笑了。他知道自己向着目标又前
进了一步——在战友成长的路上，让自己
成为驱散他们心灵阴霾的一缕“阳光”。

杨光为什么能成为“阳光”？
■本报特约通讯员 张少波

理论之于青春，犹如阳光之于花

朵。

青年官兵正值接受科学理论的最

好年华，对他们及时进行理论武装不仅

必须而且关键。但从一些单位组织理

论宣讲的效果看，还多少存在一些方法

上的问题。如何讲好新时代的理论课，

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采用新时代

的方式方法。

理论课要常讲常新。这种“常新”

来自哪里？一方面来自于理论成果的

创新，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与时俱进，

不断丰富和发展，为讲好理论课提供了

源头活水。另一方面，要做到这一点，

就必须在宣讲中引入当下最鲜活的实

践内容，把先进理论对最新实践的引领

推动作用阐释充分。无论哪种“常新”，

都离不开用新时代的方式讲解新时代

的理论。

首先是要突出重点。理论宣讲所

涉及的内容很多，如果反复去讲官兵已

经熟知的理论，效果就可能适得其反。

因此，一定要抓住重点，通过调研，将官

兵真正存有疑惑的理论难点找出来，把

党“想说的”和官兵“想听的”结合起来，

对官兵渴求解决的问题进行及时阐

释。如此，才能激发官兵学用理论的热

情。

其次是继续做好大众化工作。理

论大众化不是新提法，但理论大众化永

远在路上。新时代背景下，科学理论只

有“飞入寻常百姓家”，才能更好地发挥

作用。毛主席在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解

阶级压迫问题时，边讲边在黑板上画了

一座塔，用来比喻层层阶级压迫。这种

把革命理论讲得具体生动的过程，正是

理论的大众化、普及化。

再次，要找准切入口和发力点。

生动鲜活的实践最受青年官兵关注，

在众多鲜活实践中找出最具代表性、

典型性的来，则需要宣讲者狠下功

夫。一般来说，这种切入口和发力点

找得越准，理论宣讲就越令人信服，

对官兵的武装也就更彻底。如同我

国抗击新冠肺炎的实践，之所以被频

频用来阐释“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就是因为它鲜活而且具有很强的说

服力。

最后，要运用喜闻乐见的形式。对

理论宣讲来说，“‘活’起来才能‘火’起

来”这句话同样适用。当前，“90后”

“00后”官兵成为部队主体。只有走近

他们、了解他们，熟知这代人的爱好和

兴趣所在，掌握并运用兵言兵语，才能

实现与他们的良好沟通，进而使理论更

好地入其脑、入其心。

用新时代的方式讲新时代的理论
■刘志存

新闻样本

聚焦基层理论骨干队伍建设

某基地信息通信旅将理论正能

量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动力，广大官兵

训练热情持续高涨。

图①：该旅官兵进行战术训练。
图②：该旅组织通信业务培训。
图③：该旅着眼实战提升卫生员

战伤救护能力。

张政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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