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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下旬，在第 74集团军某旅政治
教员授课评比现场，指挥通信连指导员
张毓龙聚焦授课主题、瞄准官兵思想疑
点、结合身边典型事迹，讲故事、列数
据，令战士们听得既过瘾又解渴，被评
委们评为“精品课”。

领取获奖证书时，张毓龙又想起几
个月前参加授课评比时的囧事。

今年 4月，为进一步深化主题教育
效果，检验基层政工干部授课水平，该
旅决定定期组织政治教员授课评比活
动。张毓龙铆足劲想抓住这次机会，
在全旅官兵面前露一手，没想到却弄
巧成拙。

比赛前，为了让授课更有新意，他
晚上加班加点，精心制作 PPT、酷炫新
潮动画，并加入大量视频、图片等素
材。10天的授课准备时间，他用了 7天
美化PPT和编辑视频。

授课当天，张毓龙充满自信、满怀
期待，可台下听众的反应却给他泼了一
盆冷水。刚开始大家对酷炫的课件还
感到很新奇，可没过多久就露出了倦怠
的神情，甚至一部分同志开起了小差。
在最终的评比中，张毓龙与“精品课”失
之交臂。

用尽心思制作的精美教育课件，怎
么就遇冷了呢？获悉张毓龙的困惑，该
旅领导认为这个问题有一定的普遍性：
不少年轻的政治教员存在思想误区，把
做好教育课件等同于上好教育课。为
此，他们组织全旅政治教员进行了一场
大讨论：一堂优质教育课，发力点到底
放在哪？

灯越拨越亮，理越辨越明。通过讨
论，该旅政治教员更加深刻认识到，只
有准确把握官兵的思想脉搏，把问题找
精准，把功课做扎实，把道理讲透彻，把
气氛搞活跃，才能上好教育课。

吃一堑、长一智。在备战 7 月的
授课评比中，张毓龙努力在内容上下
功夫，精准吃透教育主题内涵，认真
做好官兵思想调查，搜集身边典型人
物事迹和当下社会热点问题，反复打

磨授课提纲，尽量使用接地气、生活
化的语言，以微道理、微场景等形式

喻理于事、寓教于乐，让官兵们听得
聚精会神，好评连连。

精心设计制作的教育课件，却未取得预期效果。第74集团军某

旅指导员张毓龙的经历引人深思—

一堂优质教育课，发力点到底放在哪
■丁立敏 许生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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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 望 镜

“纠察一定要时刻注意自身言行，
维护好自己的形象，才有资格纠察别
人！”不久前，在连队组织的“岗上岗下
一个样，立起标杆做榜样”讨论交流活
动中，我鼓起勇气重提旧事、现身说法。

连队承担团里的纠察任务，我是纠
察队伍中的一员。在纠察岗位上的我，
工作起来雷厉风行、要求极高，发现问
题便会毫不留情地指出、纠正，并按照
规定上报。每次执行纠察任务，我检查

出的问题最多、最准，获得的表扬也最
多。因此，连队常把重要位置的执勤任
务交给我，还号召战友学习我认真负责
的工作态度。

时间一长，大家给我起了一个“铁
面纠察”的名号，在全团都传开了。在
“光环”的照耀下，我开始有点飘飘然，
虽然执勤时还是作风依旧，但不执勤时
却对自己放松了要求。

一天中午，我发现自己的作训服裤
口没有扣紧，却没当回事，依然走在营区
的主干道上。谁知，没走出多远，就被连
队的纠察拦住了……
“都是一个连队的，不必这么较真，

又不是多大的事！”我一激动，就和执行
纠察任务的战友争执了起来。这一幕，

恰好被经过的指导员遇见，他制止了我
们的争论，问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后，让
战友按照规定对我进行登记，并将我带
回了连队。

晚点名时，指导员对这件事进行了
讲评：“连队担负纠察任务，自己都做不
好，还怎么有资格要求别人？正人先正
己，我们不能砸了连队的牌子！”站在队
列中，指导员的话句句戳在我的心上，
让我又羞又愧，感觉自己对不起连队和
战友们的信任，对不起纠察这个身份。

从那以后，我就下定决心要痛改前
非，从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严起，确保
执不执勤一个样，真正做一名让别人心
服口服的“铁面纠察”。

（李佳鹏、陶国栋整理）

“铁面纠察”被纠察
■新疆军区某团警卫勤务连战士 李志强

“今天把大家请来，主要是想听听你
们对支队抓建基层的看法，希望各位实话
实说，不要遮遮掩掩。”前不久，武警湖北总
队襄阳支队保卫科科长夏安静在特战中队
组织的恳谈会上，诚恳地对战士们说，“也
欢迎大家给机关提意见，再尖锐也不怕。”
“支队领导对基层官兵很关心，前几

天还帮大家解决了几个老大难问题”“机
关指导抓建基层很给力，大家也都攒着一股
劲儿，准备年底争创先进”……一场恳谈会
下来，夏安静发觉恳谈会都快开成了表
扬会，官兵们脸上更多流露的是希望这个
会早点结束的不耐烦神色。

这事有蹊跷！回到机关，他汇总当天
发放的问卷调查，发现上面都是中队官兵
清一色的叫好声，而意见建议一栏中则全
是空白。恳谈会听真话咋就那么难？为

此，他找到中队指导员郭赛超了解情况。
一番交谈过后，郭赛超颇感无奈地

“吐槽”说：“机关此前在中队组织过几次
类似性质的恳谈会，战士满腔热情地提
了很多意见建议，机关现场表态言之凿
凿，结果最后却是不了了之。久而久之，
战士们也就不愿讲真话了。”

郭赛超的话让夏安静意识到，基层不
愿意讲真话，根源在于机关工作作风不
实，随后他便将这一情况向支队领导汇
报。很快，支队组织召开基层帮建部署
会，并提出改进措施：建立支队领导、机关
干部、基层主官多级反馈机制，形成官兵
心声愿意说，基层困难有人应，机关领导
知实情的良性循环。

与此同时，支队还在网上开设官兵意
见箱，拓宽基层官兵的民主渠道，并建立
一事一反馈的机制，做到事事找组织、件
件有落实。如今，支队官兵说的最多的
是：“机关工作作风变得务实高效，遇有问
题，大家都愿意吐露心声了。”

恳谈会听不到心声，整改
■陈梦园

新闻前哨

Mark军营

部队扎营当天就展开实弹射击，次
日便组织实兵对抗演练……虽然已连
续多年参加野外驻训，可对于第 77 集
团军某旅上士申省委来说，这样紧锣密
鼓的安排还是头一次。

号角何匆匆，战鼓何急急？采访
中，该旅旅长白红旺向记者算了一笔
“时间账”。

野外驻训为期 4个月，除去休息、
政治教育及车炮场日等，真正的训练
“净时长”其实很紧巴，而且全旅要完成
10余个专业、数百个课目的实战化训练
内容，以及由班至旅的综合演练。由此
算来，野外驻训时间弥足珍贵，必须分
秒必争，抓紧砥砺部队战斗力。

正因如此，在制订今年的野外驻训
方案时，该旅党委再次做起了“加减
法”，力求让每一个训练小时都达到最
大效益。
“训练时长不会凭空增多，必须把

有限的训练精力投在作战能力检验提
升上。”白红旺告诉记者，野外驻训重点
是突出陌生环境和实战条件下的适应
性、研究性训练，一些在营区内就能练
好的课目，自然没必要带到驻训场。

采访中，记者从某营的一日训练计
划表上看出了新变化。

上午展开红蓝对抗演习，下午进行
某新战法推演，夜间组织某型火炮实弹
射击……在该营的当日训练安排中，不
见体能训练、轻武器操作等基础内容，
取而代之的是对场地要求极高、官兵口
中的“高年级”课目。
“野外驻训机会难得，训练内容决

不能停留在‘一年级’！”说话间，该营营
长樊高飞带领官兵奔向训练场地。

透过一张训练计划表，折射出官兵
对于加快推进新型军事训练体系建设
的思考：“把基础打牢在营区，让能力升
级在野外。”

与训练内容上的“减法”对应，该旅
还注重在训练设置上做“加法”——在
合成四营的演训场，记者便目睹了这样
一道临时“加法题”。
“各战斗单元做好准备，就地转入

防御！”面对“敌”不期而至的渗透破袭，
正在进行指挥所演练的四营营长钱敏
迅速下达指令，组织官兵进行反击。

冲击与反冲击、夺占与反夺占……

经过一番激烈的较量，四营最终艰难完
成了阵地防御。面对接近四分之一的战
损率，钱敏发出感慨：“别看‘敌人’平日里
跟咱称兄道弟，下起手来还真不含糊！”

原来，刚刚的来犯之“敌”，正是该
旅侦察营官兵，而此次战斗，完全在四
营官兵的意料之外。
“训练不仅要落实，更要看落实的

效果究竟如何！”旅长白红旺解释道，在
过去的演练中，有的营每场演练都是同
一个战术背景，每次进攻都是同一座高
地，每次对抗都是同一个“敌人”，尽管
演练轰轰烈烈，但是对于战斗力提升却
难有帮助。

为让演练更加接近实战，他们在今

年的野外驻训中提出“固定背景＋随机
条件”的思路，即在固有的演练想定中，
随机加入若干补充条件，通过组织不同
兵种、不同单位间互为背景、互为条件、
互为对手的对抗较量，不断提升演练的
“陌生系数”，提高部队的“打赢底数”。

谈及发生在演训中的种种改变，白
红旺感慨地对记者说：“以前我们常讲
‘明日从这里走向战场’，现在则变成
‘今天这里就是战场’！”

上图：在对抗演练中，该旅侦察营

官兵扮演蓝军，由一处高山冰川向“敌”

迂回，对红方指挥所实施渗透打击。

薛子康摄

做好“加减法”，皆为实战化
—解读第77集团军某旅野外驻训关键词之“训练效益”

■徐 亮 本报记者 李佳豪 特约通讯员 皇甫秉博

人们常说，效益就是财富。就战

斗力建设来说，合理有效的训练时间

是战斗力生成的基本条件。训练时间

不落实，战斗力就难提升；训练效益不

提高，战斗力生成就难提速。

“事之难易，不在大小，务在知时。”

对于部队而言，野外驻训时间有限，人

员装备集体出动，为部队锤炼战斗力提

供了难得的机会。如果这时候不“知

时”而“务”，训练内容还在上“一年级”，

浪费的不仅仅是时间、人力和物力成

本，还有战斗力生成的“机会成本”。

必须牢牢抓住野外驻训这一难得

的“机会窗口”，合理设计训练内容、科

学创新训练方法，使其成为提升部队实

战能力的磨刀石、助推器。唯此，才能

有效防止训练时间“隐性流失”，真正实

现由训练成绩向实战能力的转化。

算好野外驻训“效益账”
■第77集团军某旅参谋长 滕益权

短评

野外驻训进行时·高原砺兵②

“德森，你妈妈已经做完手术了，不
用担心，替我们谢谢部队的关心帮助！”
盛夏时节，正在驻训的西藏军区某旅油
料运输营下士周德森接到了父亲周从志
打来的电话。

原来，周德森的母亲 2018年 11月被
查出患有宫颈癌，2019 年 2月经手术治
疗后有所好转，可前段时间再次复发，急
需治疗。然而面对 6 万多元的手术费
用，周从志借遍了家中所有的亲戚后，还

有 3万多元的缺口。无奈之下，他拨通
了儿子周德森的电话。

得知消息，周德森强忍泪水找到了
连队指导员杨子健，希望能向单位借钱
为母亲治病。得知周德森的实际困难
后，杨子健立即向营党委报告。

战士有困难，组织来帮忙！营党委
会上，一班人迅速达成共识，以党委名
义向旅里打报告，为周德森申请借款 3
万元。

“特事特办，从速办理！”拿到报告，该旅
领导立即批转财务科落实。不到一天时间，
周德森就收到了财务科转来的借款。

周德森告诉笔者，此前为帮助母亲
治病，组织上已经给他发放了 2万元困
难补助金，此次旅、营两级党委急事速
办，再次解决了他家的燃眉之急。周德
森激动地表示，一定要以实际行动回报
各级党组织的关心和关爱，为强军兴军
事业多作贡献。

战士急需借款救急，速办
■干亚东 乔 可

同样的主题，由不同的教员讲授，台

下听众的反应有可能截然不同。有的教

员娓娓道来，虽然课件朴实无华，但课堂

气氛活跃，官兵们听得认真仔细；有的教

员高谈阔论，虽然课件炫彩夺目，但现场

冷冷清清，官兵们一脸凝重。

究其原因，是个别教员的授课内容

干瘪空洞，缺乏时代性、针对性和感染

力，营养价值不高，官兵们自然不满意、

不买账。

教育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帮助官兵

解决困惑、纠正认识偏差，从而达到凝

聚军心士气的作用。如果简单地追求

形式的翻新，忽略了内容的价值，就难

免会陷入“丢了西瓜、捡了芝麻”的尴

尬境况。

给人以星火者，必怀火炬。教育课

永远要坚持“内容为王”。教育者要吃

透教育的主题，做好调查研究，摸清现

实问题和官兵的活思想，用真理说服

人、用真情感染人、用真实打动人，这样

的教育才能入脑入心。

教育课要坚持“内容为王”
■第74集团军某旅政治委员 叶显斌

盛夏时节，武警浙江总

队宁波支队着眼作战任务

需求，组织官兵开展强化训

练，锤炼艰苦环境和复杂条

件下的综合作战能力。图

为官兵们正在进行战术训

练。

胡 港摄

高 阳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