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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

锐 视 点

他的军旅生涯似乎

真的按照自己规划的“退

伍倒计时”走下去了

时至今日，回想起 2017 年的夏天，
北部战区陆军某旅下士阿不都赛买提，
仍然清楚地记得当时内心那种躁动不安
的感觉。

那时，刚刚在地方大学读完大一的
阿不都赛买提，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迷
茫。那种对未来的种种不确定感甚至让
他萌生了提前进入社会的想法。

而在那个夏天，千里之外的朱日和
训练基地，一场庆祝建军 90周年阅兵活
动吸引了全世界的瞩目。

看着一排排受阅官兵步伐铿锵，震
撼的场面一次次隔着屏幕，撞击着阿不
都赛买提的心，“当兵去，在部队活出自
己的精彩，才是年轻人该干的”。

就这样，怀着那股热血冲动，阿不都
赛买提来到东北边陲，成为北部战区陆
军某旅的一名战士。

然而，当丰满的理想撞上现实的骨
感后，一切都不如想象中的那般精彩。

枯燥乏味的队列训练、整理不完
的内务卫生、各种各样的平凡琐事，甚
至连“出门上厕所都要报告班长”，阿
不都赛买提感到了无处不在的约束和
“不适应”。

“这些都有啥意思啊……”他还“吐
槽”说：“就拿连队的思想政治教育课来
说吧，讲的道理显得有些枯燥又晦涩，现
在随便刷个知乎、豆瓣、抖音，什么知识
都能了解到，谁还愿意听这些课？”

平日里，阿不都赛买提一次次地跟
身边的战友说起，自己干满两年就退
伍。日常工作中，他也我行我素，以一种
愤青的眼光打量着军营里的一切。

渐渐地，阿不都赛买提越来越不合
群。训练时出工不出力，就连休息时间
也不愿意和战友们一块玩。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过了一年。他的
军旅生涯似乎真的按照自己规划的“退伍
倒计时”走下去了。此时，旅里要举办一
个叫作“强军故事会”的活动，邀请一等功
臣、旅高级工程师晁福奎上台讲故事。
“什么‘故事会’，还不是之前上课那

一套？”阿不都赛买提对此不以为然。那
时的他还不知道，这个活动将彻底改变
他的军旅生涯。

血火历史仿佛一下

子活跃在他面前，撞击着

他的心灵

“在一次捕俘战斗中，敌人突然扣动
了扳机，一发子弹从我的腿边擦过。在
这千钧一发之际，我下意识地将拇指一
下卡进敌人的机匣内，不让子弹再次上
膛。一拉扯，钻心地疼……”讲台上，晁
福奎声情并茂地讲述着自己参加边境作
战时的生死经历。

阿不都赛买提听得入迷，那是他参军
后第一次觉得课堂上的时间过得很快。
晁高工故事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深深震撼
着他的心灵。那一段血火历史，仿佛一下
子活跃在他面前，撞击着他的心灵。
“这个故事会有点意思。”阿不都赛

买提悄悄对身边的战友说。
战友告诉阿不都赛买提，旅里针对

有的基层干部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
的空谈道理、机械灌输等问题进行改
进创新，“强军故事会”应运而生。

这个故事会没有刻意挑选演讲高
手，而是突出官兵主体，让身边官兵登台
站“C位”、唱主角、诉心声，用充满兵味
的语言，第一视角讲述真实可感的故事。
“牛人就在身边啊！”阿不都赛买提

心里暗自嘀咕着。这次经历让他对强军
故事会产生了兴趣。

此后的工作训练中，战友们发现阿

不都赛买提开始发生改变：起床叠被子
的时候，会尽量把被子叠得方方正正；体
能训练时间，不再偷懒“打酱油”；休息
时，试着融入身边战友的圈子……

但也许是已经习惯了“吊车尾”的缘
故，突然改变，奋发向上，不只是身边战
友感到诧异，就连阿不都赛买提自己也
不习惯。“算啦，当两年兵就要走的人，努
力个什么劲呢？”不久，他便放弃了想要
改变的想法。

就在此时，又一场“强军故事会”开
始了。

他想试试看，自己如

果全力以赴，能达到什么

高度

当一名中尉出现在讲台上时，阿不都
赛买提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不是
那个叫王琢琦的排长吗？他也能登台？”

在阿不都赛买提的印象里，这名年
轻排长平时少言寡语，专业也没那么过
硬，用老兵的话来说：挺“面”的。

阿不都赛买提心中不禁画了个问
号：能登上“强军故事会”讲台的，难道不
都是晁高工那样有传奇色彩的人吗？王
琢琦上台能讲啥？

后来，他才知道，开展“强军故事
会”，探索的是官兵自我教育的方法，坚
持的是群众路线：谁有故事谁讲、谁的故
事好谁讲，可以阳春白雪，也可以是下里
巴人；从官兵中来、到官兵中去，官兵无
论职级、专业、年龄，内容无论训练、安
全、保障，题材无论见闻、感悟、心得，都
可以上台说一说。

每个层级都可以去组织，旅营连三
级都搭设讲台，连一级主要讲好小话题、
小观点、小事例，营一级主要讲好训练反
思、经验总结等专题故事，旅一级主要讲
好导向鲜明、影响广泛的主旋律故事。

什么方式都可以来运用，军营电视
台、旅强军网等平台载体，音乐、情景剧
等艺术手段，短视频、电子相册等多媒体
元素，都是演绎故事的好道具。

当王琢琦讲到他先后两次高标准完
成外事活动保障任务的经历时，阿不都赛
买提在内心不由得发出赞叹：真了不起！

王琢琦说，自己以前确实迷茫过，不
知道军旅生涯何去何从，但最终靠自己
的努力实现了自身价值。听完故事后，
一个声音在阿不都赛买提的脑海里久久
回荡：既然他可以，为什么我不行？

那天夜里，阿不都赛买提躺在床上
辗转难眠。他想试试看，自己如果全力
以赴，能达到什么高度。

从那以后，阿不都赛买提开始以从
未有过的专注刻苦训练。虽然比以前累
很多，但是看着成绩不断攀升，他入伍后
头一次有了成就感。

梦想，是一株需要付

出很大代价才能开花结

果的小苗

就在这时，传来陆军要组织比武的
消息。阿不都赛买提二话没说就报了
名。然而，由于急于求成，训练强度一上
来，阿不都赛买提的腿就受了伤，连旅集
训队都没能进去。

这事儿搁以前也就无所谓了，这次
自己全力以赴却一无所获，打击实在有
点大，难道自己的高度就这样了？看着
打石膏的右腿，阿不都赛买提再次陷入
了迷茫。

夏天来临之前，部队开始野外驻训，
“强军故事会”的舞台也从礼堂搬到了野
外。这次的主题是“梦想成真”，4名刚
刚考上军校的战友临行前讲述自己的心
路历程。
“梦想，是一株需要付出很大代价

才能开花结果的小苗……”台上，讲故
事的人动情诉说，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
猛烈地冲击着阿不都赛买提的心。

看着他们脸上洋溢的自信和幸
福，想到他们马上开启新的军旅篇章，
台下的阿不都赛买提有些坐不住了。
军校、军官这两个词像种子一样在他
的心里生根发芽。
“我不想只当两年兵就退伍，我想成

为一名军官，在部队打拼出属于自己的
一片天！”那一晚，阿不都赛买提在日记
本里写下这样一句话。在这句话的末
尾，他又重重地加上3个感叹号。

巧的是，又一场陆军比武来了，阿不
都赛买提誓要打个“翻身仗”证明自己。
他玩命般地训练，终于拿到了代表单位
出征的名额。

比武空前激烈，代表队9名成员一路
拼搏，到最后一项“25公里定向越野”课
目开始前，他们的总成绩已经冲到第一
的位置。但经过连续作战，队员们的体
力已经透支，不少人双腿出现抽筋现象。

距离终点还剩 1公里。双腿发软、
眼前发黑、脑中意识混乱……“我付出了
这么多，不就是为了站在终点、夺取胜
利、实现梦想吗？”随着一声大吼，阿不都
赛买提拼了命地往终点冲去。

梅花香自苦寒来，他和他的战友们
凭着顽强的意志拿下第一。

回到旅里，他们受到了英雄般的礼
遇。阿不都赛买提戴了红花、披了绶
带，年底还荣立三等功，向自己的军官
梦迈出了第一步。

最让阿不都赛买提喜不自胜的是，旅
里要举办新的一场“强军故事会”，以“赛
场争锋”为主题，他被选为讲述人之一。

每次登台讲述自己

的过往，都是朝着圆梦

前进

时隔几个月，再回忆起当时“强军故
事会”的场景，阿不都赛买提说，已经不
记得自己是怎么走到台上，也记不清自
己讲过什么了。
“我只记得，当我的目光扫过台下，

与战友们的一双双眼睛对视的时候，我
仿佛在人群中看到了曾经的自己，迷茫、
稚嫩、不自信……”阿不都赛买提告诉记
者，正如自己一样，每一名战士都曾迷茫
过，但每一名战士都有自己的梦想。

仿佛一夜之间，阿不都赛买提成了
旅里的“名人”。连队让他出任训练小
教员，把他的经验和秘诀倾囊相授；有
一些老班长“不服气”，要跟他比试比

试；营里和连里也举办了几次“强军故
事会”，阿不都赛买提再次登台。

阿不都赛买提还发现，在代表队赛
场争胜的事迹引领下，全旅持续掀起
创破纪录、爱军精武的热潮，练兵备战
氛围更浓了。

此时，他向着梦想继续发起冲刺。
去年，两年服役期满，阿不都赛买提毫不
犹豫地申请选晋士官：“军营是个让我留
恋的地方，我想一直干下去！”年底，他因
年度工作实绩突出，再次荣立三等功。

不知不觉中，那个当初满脑子想着
“干两年就退伍”的落后者，已经成长为
一名优秀士官。一路走来，成就他的，除
了付出的血汗，还有那一场场润物细无
声的“强军故事会”。

入伍近 3年，一场场“强军故事会”
滋养了灵魂、启迪了思想、重塑了行为，
帮助阿不都赛买提完成了从聆听者到践
行者再到讲述者的华丽转变。

又到夏天，又到驻训地，阿不都赛买
提渴望再一次登台为大家讲故事。“这
次，我希望自己讲的主题是——梦想成
真。”阿不都赛买提攥紧了拳头。

上图：“强军故事会”吸引着越来越

多的官兵走上讲台，也在更多官兵心里

埋下梦想的种子（照片左一为阿不都赛

买提）。

王 鑫摄

从聆听者到践行者再到讲述者—

200余名官兵的自我教育课
■刘 毅 本报记者 宋子洵 特约记者 王 鑫

如何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性和感召
力？这个军营里的老话题，如今面临越来越多
的新挑战。

在这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北部战区
陆军某旅主动求变，广泛开展“强军故事会”群众

性自我教育活动。近年来，他们举办了多场“强
军故事会”，形式开放、不拘一格，先后有 200余
名官兵在各级故事会讲台上讲故事、谈见闻、说
感悟，分享强军路上的奋斗经历。

人人有“话筒”，个个想登台，在这个旅已

蔚然成风。那么，官兵们自我教育的效果究竟
如何？

今天，让我们透过该旅大学生士兵阿不都
赛买提的成长经历与心路历程，品味“强军故
事会”引发的教育之变。

1945年，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同志

致闭幕词。此时抗战胜利在即，如何激

励全党坚定胜利信念？毛泽东同志没

有发表长篇大论，而是用通俗的语言讲

了愚公移山的故事。此语一出，无须多

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

争取胜利”的宣言深入人心。

善于用讲故事的方法开展教育，是

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的一条重要经验。

革命战争年代，我军战士文化水平不

高，听不懂深奥的大道理，但一听到白

毛女的故事就怒火中烧，一听到“拼弯

的刺刀”的故事就血脉偾张。正是这种

“接地气”的宣传教育，把革命的火种传

遍四方。

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没有

自我教育就没有真正的教育。不管是

白毛女还是“拼弯的刺刀”，这些故事之

所以感人至深，究其原因，就是官兵在

听故事的过程中，达到了情感默契和思

想共鸣，实现了自我教育。

当前的军营，90后、95后官兵已经

成为主体，他们在个性特点、思想需求

等方面呈现出许多新情况新特点。思

想政治教育如果只是生硬呆板、机械空

洞地灌输道理，“少数人在台上讲、多数

人在台下听”，就会抑制官兵的思维潜

能，限制自主思考、情感体验和探索创

造的空间。

灯不拨不亮，理不辩不明，但问题

是“谁来”和“怎样”拨这盏灯、辩这个

理？“强军故事会”的做法为我们提供了

灵感和启示：官兵对发生在自己身边的

故事有极大认同感，更容易在“亲其品

质”“信其情理”中因共鸣而受教育。正

如习主席所说：深刻道理要通过讲故事

来打动人、说服人。

就像无法拒绝一段动听旋律、一幅

优美画卷一样，没有人愿意错过一个好

故事。好的故事可以“通情”，达到震撼

心灵、激励士气的效果；好的故事可以

“达理”，把深刻的思想、抽象的道理，转

化为鲜明的观点、生动的事例，既接地

气、冒热气，更见精神、显境界。

身边的故事最能打动人，自悟的

道理最有说服力。“不用扬鞭自奋

蹄”，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理想境

界。一个教育者水平再高，也超越不

了集体智慧；一个道理说服力再强，

也取代不了独立思考。一个有温度、

能走心的好故事，往往恰到好处、点

到即止，诱导和启发官兵意会其内

涵，给他们一片松软的土壤，在他们

心中播下思想的种子，从而激发个体

自觉，引导群体行动。

一个故事一个理，一组故事一堂

课。当下的军营，并不缺少好故事，每

名官兵都既是强军征程上的追梦人，

又是强军故事里的主人公。谁的故事

能打动人，谁就能赢得受众、赢得话语

权。只要紧扣时代发展脉动，讲出温

润心田、催人奋进的故事，千千万万强

军故事的微小音符，必将合奏出人民

军队阔步前行的宏大乐章！

自悟的道理来自身边的故事
■郭红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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