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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

锐 视 点

新时代提升思想政

治教育质效，每一个教育

者都应该思考：思想政治

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教育也要防止

“和平积弊”

一年上百次教育，与打仗相关的占
到了近半数！

北部战区陆军思想政治教育座谈会
上，某旅副政委苏富淼公布了这样一组数
据——某连队今年的教育计划中显示，各
项教育共124次，其中战备教育、战斗精神
教育和职能教育等与打仗相关的教育共
57次。
“身为教育者，一定要增强备战打仗

意识。”苏富淼介绍，过去他们在这方面
有所欠缺。如今，他们通过调整教育设
置和安排的方式，逐渐扭转了这种局面，
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含战量。

军队由战而生，军人为战而练。军
人只有打仗和准备打仗两种状态。习主席
多次强调：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
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
胜仗聚焦。

苏富淼说，毫无疑问，我军思想政
治教育的方向和目的非常明确，可我们
有的教育者总是“讲平时多、谈战时
少”，导致了“训练中的教育”少、“枪声
中的教育”少、备战打仗的教育少……

苏富淼的话，引发了大家共鸣：企业
搞教育紧扣着生产，有的基层单位搞教
育，为啥忘了战场？

对此，指导员刘耀东感受深刻。前
不久，他们旅组织开展“和平积弊回头看”
剖析自查活动。

为提升教育效果，刘耀东决定将课堂
设在训练场，让官兵依托装备讲讲和平积
弊的种种陋习。

按规定，教育日不允许动用装备。
刘耀东安排官兵在前一天训练结束时
将火炮调整到位。说来也巧，那天正
赶上厂家来旅里更新装备数据。在厂
家人员的快速操作下，连队一门门火
炮完成数据更新后，按照顺序编队依
次进场。

此时，上士刘环的指挥车因为数据
较多还没有更新完毕。眼瞅其他车都已
就位，刘耀东心里着急，便催着刘环拔掉
了电源，将装备开到了指定位置“列队”。

活动开展得很顺利，教育收到了很
好效果。然而，刘耀东再次联系厂家打
算重新更新数据，却被告知技术人员因
为行程原因，更新数据得等到一个星期
之后。

由于数据只更新了一半，指挥车和
其他装备无法组网，影响了接下来一个
星期的训练。

对此，刘耀东心里很不是滋味：为搞
一次教育活动无意之中影响了训练，这

难道不是一种和平积弊吗？
为了破除和平积弊思想搞教育，自

己却又不自觉做出了和平积弊的举动，
问题的根源在哪儿？

刘耀东围绕这件事进行深刻反思：
为了完成教育任务，却忽视了教育目的，
这无异于舍本逐末。

有一句网络流行语叫“我们走得太
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出发”，如今基
层有的单位搞教育好像也遇到了同样问
题——因为太久没有打仗，个别人就忘
记了政治教育的初衷与目的。

座谈会上，大家达成共识：新时代提
升思想政治教育质效，每一个教育者都
应该思考：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的是
什么？

“和平思想”“和平套

路”越多，对备战打仗的损

耗就越大，对思想政治教

育的牵绊就越多

——比“视觉盲点”

更可怕的是“思想盲区”

思想政治教育也要防止“和平积
弊”。座谈会上，北部战区陆军政治工作
部一位领导提出：“我们一直在破除训练
场上的和平积弊，这一观念早已深入人

心，可用备战打仗的要求来审视思想政
治教育，我们的差距究竟有多大？”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大家查找问题时发现，有的教育开

展浮于表面，很难讲深讲透；有的认为教
育要循序渐进，可讲着讲着就渐渐偏离
了中心；还有的教育者明白教育必须心
向战场，可总感到战争离自己太远，很多
时候避而不谈……

教育的初心是好的，可为什么讲着讲
着就淡忘了初心？座谈会上，不少思想政
治教育骨干对此展开热议。

一位指导员坦言：说一千道一万，干
好眼前是关键。教育者能力素质再强，
眼下的工作干不好也不行，结果导致不
少人重眼前、轻长远，陷入了实用主义，
慢慢忽视了教育的根本目的。
“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最关键的还

是备战打仗意识不强。”某集团军政治工
作部领导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年，全军
上下深入破除和平积弊，官兵们真打实
备的意识明显增强。但反躬自省，有的
单位教育者还存在“战争离我们还远”
“仗一时打不起来”的麻痹思想，导致搞
教育存在“和平积弊”。

第78集团军某旅政治工作部主任赵
广宇认为，缺乏实战的洗礼，思想政治教
育难免会出现一些与备战打仗不相适应
的地方。
“比‘视觉盲点’更可怕的是‘思想盲

区’。”赵广宇说，“看不到可怕，想不到更
可怕！”

思想存在一定维度的盲区，必然导致
战斗力在这个区域的停滞。政治教育同
样如此，忽视或淡忘了心向战场的教育目
的，必然导致教育浮在表面。
“这说明我们有些教育组织者没

有参与到中心工作中去！”北部战区陆
军政治工作部领导说：政治教育缺乏
“硝烟味”“实战味”，说明一些教育者
没有身到、心到演训场，没有结合军事
工作一体筹划、一体组织，没有真想打
仗的事情、真研打仗的问题、真抓打仗
的准备。

心思不在备战打仗上，教育自然远离
战场。这位领导说，不聚焦打仗抓教育，
我们的教育能不偏离方向吗？不为胜战
鼓士气，我们的教育能不浅表化吗？

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在“和平套
路”上花的心思多了，谋战备战自然就少了。

大家越讨论，心里越亮堂：“和平
思想”“和平套路”越多，对备战打仗的
损耗就越大，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牵绊
就越多。

战争年代，人民军队靠着强大的思想
政治工作凝心聚力，打赢了一场又一场硬
仗恶仗。今天，在强军兴军的伟大征途
中，思想政治教育的责任更加重大，方向
更加清晰，目的也要更加明确，那就是服
务打仗、保障打赢！

教育者只有自己绷

紧打仗这根弦，抓教育才

能紧扣中心不跑偏，才能

聚焦打赢不跑题

——教育岗位就是

战位，带兵打仗是教育者

的本职和专业

“假如明天上战场，你会对亲人说

什么？”
3 年前，当这个问题第一次出现

在 某 特 战 旅 时 任 副 连 长 刘 鹏 面 前
时 ，他 盯 着 信 纸 ，愣 是 没 写 出 几 个
字来。

不止是刘鹏，在场的官兵也都觉得
很突然，“几乎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
为，大家都觉得战争离自己很远，觉得没
什么需要写的。

时光荏苒。 3 年后，拆开当年的
信，官兵们心里有了别样的滋味，备战
打仗的意识日益浓厚。

该旅深入开展“从今天开始准备
打仗”主题教育活动，强化官兵打仗
意识。他们不仅在教育中增添了许
多备战打仗的内容，还在每次训练前
要求官兵反复提醒自己，把训练场当
成战场。

渐渐地，思想政治教育充满了浓浓
的战味。

心向战场的意识一旦在官兵的头脑
中形成，每一名官兵心中都有了一个“准
战场”。

平时休息时，官兵之间聊得最多的
也是如何提高训练成绩，同样的训练课
目放到战场上会有什么效果。
“年轻官兵没有谁会天生想打仗

谋打仗，这根弦要靠教育来拧紧。”如
今，已经当上指导员的刘鹏说，3 年来
官兵身上发生的变化原因有很多，但
当年的那场思想政治教育课无疑是关
键因素之一。
“让教育聚焦中心，就是引导官兵飞

出战斗力。”座谈会上，某陆航旅的教导
员朱晨说，有些单位政工领导对部队日
常训练任务了解不够，教育时难免说不
到点上。

朱晨的话引起第 80 集团军某旅政
治工作部主任梅潇的关注。他们旅对政
工干部的军事素质要求很高，平时训练
中指导员经常接替连长指挥训练。“教育
者只有自己绷紧打仗这根弦，抓教育才
能紧扣中心不跑偏，才能聚焦打赢不跑
题。”梅潇说。
“教育岗位就是战位，带兵打仗是教

育者的本职和专业。”北部战区陆军政治
工作部领导说，如今随着这一意识的深
入人心，“战场教育”“战地动员”等已成
为各级思想政治教育骨干探索和思考的
高频词。

许多政工干部带头掀起“头脑风
暴”，不当“和平官”，在教育中拒绝“和
平套路”，树起了聚焦备战打仗的鲜明
导向。

备战打仗的“种子”，在基层部队一
堂堂教育课上找到了“土壤”。

版式设计：梁 晨

备战打仗的“种子”在课堂找到了“土壤”
—从北部战区陆军一场座谈会追问思想政治教育目的

■本报记者 刘建伟 宋子洵 通讯员 刘星楠

紧紧围绕中心、服务中心、
保证中心，既是政治工作的重要
原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
目的和生命力所在。长期和平环
境，容易让有的教育者忽视甚至

淡忘了这一根本目的，导致思想
政治教育偏离了方向、淡化了
主题。

北部战区陆军思想政治教育
座谈会上，连、营、旅、集团军

和战区陆军五级教育骨干刀口向
内，深刻反思和解决思想政治教
育“含战量”不够这一深层次问
题，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回归本
真，服务打仗，保障打赢。

和平是军人最闪耀的勋章。但“和

平病”却是军人最大的敌人。

从战火硝烟中走来，党领导人民军

队一路披荆斩棘，从胜利走向胜利，最

终建立了新中国。如今，战场上的烽火

虽已远去，可人民军队的使命无时无刻

不在拷问我们每一名军人：思想深处的

狼烟可曾有一刻熄灭？如果战斗就在

下一刻打响，你准备好了吗？

人民军队建军初期，没有统一的服

装，没有像样的武器装备，但官兵们却

如一股绳般紧紧地拧在一起。毛泽东

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说：“经过政治教

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

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的常

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

战。”正是解决了“为谁扛枪、为谁打仗”

这个最根本的认识问题，人民军队才脱

胎换骨、焕然一新。

军队的核心职能是打仗，使命是守

护祖国和人民。然而，由于多年没打过

仗，有的官兵备战打仗意识日渐减弱，

滋生了和平积弊。

思想政治教育聚力备战打仗，并不

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

一旦教育者所主张和倡导的在现实中

得不到印证，所讲的道理就会变成空洞

的说教。

教育官兵心向战场、谋战思战，需

要教育者随着时代、环境和任务的变

化，不断改进思路、创新实践。

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及时开展“吐

苦水、挖苦根、查忘本”的诉苦教育，在

战场上发挥了巨大作用；朝鲜战场上，

志愿军官兵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的思想动员，涌现出一大批特级战斗英

雄……如今，各级广泛开展“和平积弊

大起底、大扫除”“和平积弊回头看”教

育实践活动，破除影响部队备战打仗的

顽症痼疾。

思想政治教育聚焦备战打仗的根

本职能始终未曾改变，人民军队保家卫

国的初心使命未曾改变。

历史充分证明，教育中的主张和倡

导同现实工作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思想政

治教育就会产生巨大效益。

如今，我们正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征程上，越是发展壮大，遇到的

阻力就会越多，同各种敌对势力的斗争就

会越激烈。

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体系重

塑、结构重组后的人民军队正加快前行步

伐，为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而不懈努力。教

育引导官兵洗净思想上的懈怠和涣散，增

强忘战必危的忧患意识，我军各级教育工

作者拥有着广阔的实践空间和教育舞台。

提升对备战打仗的贡献率，点燃官

兵思想深处的“狼烟”，是时代赋予部队

广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任务，更是

人民军队履行职能使命的必由之路。

教育，必须让官兵心向战场
■吕运成

第80集团军某旅借助红色资源开展主题教育。

杨五阳摄

第78集团军某合成旅结合练兵实际，创新教育方法，激发练兵热情。 铁彦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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