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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做人的工作，因人而始、

为人而施，目的是引领人、激励人、塑

造人。正如有人说，教育是一棵树摇

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

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90多年前，在福建上杭古田，毛泽东

伏案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时，郑重写下

“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

问题”。90多年来，思想政治教育伴随着

我军成长、壮大，激励将士、凝聚力量，成

为我军的政治优势和看家本领。

恩格斯说，人们酷肖他的时代，远

胜于酷肖他们的生身父母。当下，思

维活跃、视野开阔、善于思考的“95后”

“00后”官兵已成为部队主体，他们注

定对端着架子教育人、板着面孔教训

人、唱着高调教化人的教育者“无语”，

对肤浅没深度、老套没生机、生硬没温

度的教育内容“无感”，对“填鸭式”灌

输、“题海式”背记、“粗放式”考评的教

育方式“无爱”。

如何传承光荣传统，打造与时代

发展同步伐、与使命任务相适应、与官

兵思想相契合，让人“记得住”和“照着

做”的教育，培养忠诚举旗人、打赢领

跑人、强军接班人、血脉传承人、时代

逐梦人，是每名教育者的责任与追求。

教育之要，在于奔着活思想去；教

育之效，在于解决现实问题。反思一些

单位教育搞得不少，但给官兵打下烙印

的不多，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教育不走

心、官兵心不走。要坚持效果导向，找

准官兵思想认识的模糊点、关心关切的

聚焦点、议论较多的敏感点，把理论与

实践、上情与下情、全局与个体、主观与

客观相统一，让官兵主动亲近教育、接

受教育、融入教育。

教育的感召力，来自真情的感染

力。不真不诚，不能动人；不实不新，

不能化人。好的教育课，是把大道理

与身边事、大政策与小故事、讲准与讲

活结合好，通过一个个平凡的身边人、

一件件真实感人的事，用饱含感情、催

人奋进的话语去启发、感染和引导官

兵，让他们在笑声和泪水中收获思考，

在引发共鸣中把红色基因深烙心底。

教育是在头脑里“动土木”，只有因

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才能适应新

形势、取得新成效。要不断改进教育理

念、内容、手段、方法和机制，用好真理的

力量、榜样的力量、传统的力量、文化的力

量、实践的力量，用好用活网络平台，积极

开展网上授课、网上交流和网上谈心，在

走深走实走心上下功夫、见实效。

“好的教育，每一分钟都是丰满

的。”教育与时代同步，必能与官兵共

振，让官兵听得进去、理解信服和产生

思考，继而抚慰心灵、净化灵魂、鼓舞

斗志、升华精神，引领官兵奋进新时

代、阔步新征程。

打造与时代同频的教育
■许 博

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军的政治优势和看家本领。

新形势下，面对思维方式、知识结构、个体需求甚至价值

观念都深深打上时代印记的新生代官兵，怎样让教育充满时

代性和感召力？如何在官兵的内心深处打下烙印，让忠诚的

信仰、英雄的情怀、献身的精神、高尚的人格在心底扎根？

北部战区陆军通过探索实践，找到了答案。他们坚持

着眼现实问题，拓展教育深度，顺应青年官兵认知方式和行

为特点创新教育方法，倾注真情实感开展教育活动，增强了

教育质效。

盛夏时节，记者深入北部战区陆军座座军营，深切感受

到时代环境的变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以及创新教育

所带来的活力。

启人以理——

课藏火炬才能照亮

兵心

时隔 3年，某旅六连指导员刘文同
回想起第一次给连队官兵上课的情景，
当时的画面仍历历在目。

那天，本想“精彩亮相”的他使出了
浑身解数，可台下官兵依旧不在“状态”。

课后，找战士谈“听后感”，有战士直
言不讳：说讲得“好”，有点“夸张”。还有
战士给他“支招”：特里·伊格尔顿的《马
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书中很多事例既生
动又深刻，你再讲马克思主义时可以借
鉴下！
“掉链子”的刘文同明白了一个道

理：并不是多说几个网络新词，做了精美
课件，就是一堂优质课。
“给人星火，课中必藏火炬。”北部战

区陆军政治工作部领导说，思维、眼界、
知识储备发生急剧变化的新生代官兵，
注定对没深度的说教无感。对他们而
言，衡量一堂课好坏的标准，更多的是看
有没有营养、受没受触动、解没解疑惑。

好的教育课，该是让官兵装“一脑
子”，而非简单记“一本子”。为此，北部
战区陆军引导政治教员队伍强化教育课
“内容至上”意识。召开思想政治教育改
进创新座谈会，组织开展“四会”政治教
员比武，在“实战”中提高大家析事明理
基本功……

那天，某合成旅侦察营组织官兵上
战斗精神教育课。令侦察一连下士冯
建恒意外的是，教导员付雪春没像往常
一样大讲先烈在战场上的血性，相反，
他讲的是营长李庆昆出国维和时的
“怂”——

前年，当得知单位要抽组第六批
赴马里维和部队，有过维和经历的李
庆昆打了退堂鼓，他想起马里维和牺
牲的战友申亮亮，想起自己怀孕待产
的妻子……但最终，思虑再三的李庆
昆还是选择了再次出征。
“英勇无畏与热爱生命、热爱生活并

不矛盾。”紧接着，付雪春话锋一转，“但
总有一种东西，值得不惜命，比如‘暴走
母亲’割肝救子、‘最美护士’捐髓救父，
再比如董存瑞舍身炸碉堡……”

就是这堂课，让冯建恒对生和死有
了新的感悟：“我怕死，但作为父母，如果
孩子需要，我会像那位母亲一样割肝救
子；我怕死，但作为军人，如果祖国需要，
我会像营长一样上战场。”

马克思说，问题就是时代的声音。
联系官兵实际，盯着问题做工作，把教育
往深里想、往深里做，是北部战区陆军增
强教育实效的一个着力点。在这样的理
念下，一些社会敏感话题也随之被搬上
讲台。

服人以行——

自带流量才能折服

兵心

亚马逊丛林，危机四伏。
这是一场连续 8昼夜没有任何补给

的魔鬼训练。特战队员刘晓东一次又一
次冲击着自己的极限。在攀越岩壁项目
中，精疲力竭的他在 6米高处，再也抓不
住绳子，重重摔了下来。
“放弃吧，中国士兵！”就在外军教

官认为他的训练已不可能完成时，他
一声怒吼，猛地站了起来，又一次用血
肉模糊的双手握紧攀登绳，一寸一寸
地向上挪动……最终，刘晓东获得总
分第一。

这是某特战旅小队长王少斌来到旅
里听的第一堂课，授课人正是时任副旅
长的刘晓东。那一刻，看到刘晓东撸起
衣袖露出的狰狞疤痕，王少斌内心极为
震撼：军人，就该为荣誉而战，生命不息，
战斗不止！

几年后，“雄鹰突击-2018”中国和

白俄罗斯特种部队联合训练，个头不
高的王少斌发现，同组的对方队员人
高马大、虎背熊腰，丝毫没把自己放在
眼里。

这天，双方进行徒手格斗对抗。对
方派出重量级的“大块头”，互换几记重
拳后，王少斌眼冒金星、嘴角流血。眼
看对方拳脚生风、越攻越猛，王少斌沉
着应对，咬牙还击，进、退、闪、踢……十
几个回合下来，“大块头”鼻青脸肿、主
动叫停。

接下来的直升机滑降、定点伞降、
战斗体能，王少斌凭着自身精湛的技
能和顽强的毅力，像是“开了挂”，一路
快、稳、准，惊得对方由衷赞佩、连竖大
拇指。
“自带流量的教育者，更能打动人，

激励官兵照着做。”据介绍，北部战区陆
军注重运用先进典型教育引导人，编印
《榜样的力量》系列丛书，举办“榜样的力
量”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组织各类先进
典型走上讲台，鼓励官兵见贤思齐、奋发
进取。

刚毕业来到某训练基地的军医于竞
翔，被报告会上模范军医乔风玉的事迹
深深打动——

为练就针灸绝活，乔风玉撸起袖子，
拿自己当“小白鼠”；为帮有心理疾病的
单亲战士走出阴影，他殚精竭虑地开展
心理治疗……后来，他患了癌症，做了手

术后又重返岗位，背着“包袱”为战士卸
“包袱”……

“ 眼 里 看 的 是 病 ，心 里 装 的 是
兵。”深受触动的于竞翔记下了乔风
玉的话。

今年 2月 15日，于竞翔父亲突发心
梗去世。得知噩耗，正奋力洗消抗“疫”、
忙着治病救人的于竞翔泪如雨下，却未
停下手中的工作。次日上午，他面朝家
的方向，含泪三鞠躬告别父亲，然后继续
与疫情抗争。他强忍悲痛、忙前忙后的
样子，打动了在场所有人。

同样是传统课，某团“劈山开路先锋
连”却另辟蹊径。
“这个，是我。”那天，连队邀请老兵

返连讲传统。荣誉室里，一位老兵手指
一张照片缓缓说道。那是一个战士正在
测算的照片，照片下方写着：“硬骨头”战
士孙祥林，曾被哑炮炸伤右臂致残，身上
残留20多块碎石……

谈及 30年前那次爆炸，以及后来拖
着病体重回坑道、伤口破裂送回医院的
一系列经历，孙祥林语气平静。但对连
队官兵来说，孙祥林说的每件事、每句
话、每个字，都给了他们和平日参观荣誉
室、看照片时截然不同的感觉。

看着这些昔日传统课堂上昏昏欲
睡，如今却眼圈泛红的官兵，连队干部也
深有感触：“教育课由谁来讲，有时比讲
些什么更关键。”

育人以常——

日积月累才能撼动

兵心

前些年，河北农村女孩王心仪考上
北大，她那篇《感谢贫穷》的文章在微信
朋友圈“刷屏”。

联想到连队近期接连“冒泡”，某旅6连
指导员孙继伟把此事搬上讲台，用王心仪的
乐观自强来教育官兵正确看待苦难挫折。

最后，他勉励官兵：“其实人跟树一
样，越是向往高处的阳光，它的根就越要
伸向黑暗的地底。”一番话赢得官兵一阵
阵掌声，前排的二班大学生列兵陈文华
巴掌拍得最响。

没过多久，一次闲聊中，陈文华凑
过来说，他看了一期辩论节目，辩题叫
“是否应该感谢生活的‘暴击’”，被反方
的论点深深折服，再细想王心仪那篇
《感谢贫穷》和指导员说的那些观点，觉
得有待商榷。

探一次家变一个样、上一次网换一个
想法、看一篇心灵鸡汤又冒一个念头……
陈文华的经历，在新生代官兵中并不少
见。如何让忠诚的信仰、英雄的情怀、献

身的精神、高尚的人格真正在他们心中落
地生根，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一大难题。
“这是一个知识大爆炸、思想大活

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北
部战区陆军政治工作部领导说，教育应
是一点一滴的灌溉、一刀一斧的雕琢，抓
一时更抓长远，用巧劲更用恒力。

为树立正确的“三观”、把做人做事
的道理根植官兵内心，北部战区陆军区
分忠诚、奉献等 10个方面，历时半年多，
开展系列教育：数百个立德立心的感人
故事、近千句向上向善的名言警句，如静
水细流汩汩注入官兵心田。官兵称其为
“史上最长的‘三观’课”。

文以养人，化以塑魂。文化之力，体
现的不仅是风卷残云、摧枯拉朽的刚劲，
更是潜移默化、水滴石穿的柔韧。教育
中，他们还注重运用文化和传统的力量，
编发光荣传统革命精神学习读本，筹划
新建红色场馆，开展“品读红色书籍、传
唱红色歌曲、讲诵红色故事、展播红色影
视剧”活动。

走进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如今
的北部战区陆军某炮兵旅，全旅晚点名
时第一个呼点的名字是“董存瑞”，新兵
入伍看的第一部电影是《董存瑞》，唱的
第一首歌是《当兵要像董存瑞》。营区
内，成百个灯箱展示的是清一色英雄模
范人物，或是讲述其坚定不移的信仰，或
是描绘其慷慨赴死的决心。

“在我看得见的地方，你在我眼里；
在我看不见的地方，你在我心里。”这是
该旅战士付志兵的感悟。

去年国庆前夕，付志兵父亲生病住
院，他赶往医院照顾。国庆当天，电视里
直播阅兵画面，付志兵看得热血澎湃。
隔壁陪护病人的两个青年却怪腔怪调。

付志兵当场来了段“即兴演讲”，从
“缅怀先烈”到“鼓舞人心”再到“扬我国
威”，赢得满屋子人的掌声。

说罢，这位年轻战士才发现，“爱党
爱军”早已融入自己的血脉灵魂，成为一
种本能。

动人以情——

真情实感才能深入

兵心

一台能够打动观众的演出，必定有
超乎寻常的力量，一堂打到点上、激起共
鸣的教育课，也必定流淌着真情实感。

对驻守深山的某团五连新兵李述羲
来说，军营曾是他最向往的地方，可入伍
后，军营却成了他最想逃离的地方。

连队最大的“主业”就是维护群山中
的一处坑道，而这坑道自落成之日起 40
多年，从未启用过。这让李述羲“烦透
了”，觉得“既没意思又没意义”。

那天，指导员方浩带他来到坑道，在
一个拐弯处，停下脚步。方浩动情地说，
“知道吗？就在你脚下，8名年轻的工程
兵战士牺牲于此……”末了，方浩说，前
辈不惜牺牲生命修筑的战备工程，我们
有什么理由不守好！

如今，已是下士的李述羲，仍无法忘
记那一幕。

谈心时“须站在同志的地位，用诚恳
的态度和他说话”；“官长，特别是和士兵
接近的连上官长，应当随时看视伤病兵，
晚上替他们盖被窝”……

每次重温《古田会议决议》中这些字
句，战区陆军政治工作部领导都深有感
触：党的领导人早已告诉我们增强教育
感召力的方法——解决好对官兵的感情
和态度问题。

在教育中，他们提倡用真情感染人、
用真实打动人，还坚持把化解思想疙瘩
和解决现实问题一起抓、讲道理与办实
事同步做，让教育在真情关爱、真心解难
中焕发威力。

那天，旅改革动员部署大会结束以
后，面对全营官兵，营长刘万里撂下一句
话：革命军人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没多久，他随部队移防到千里之外，可烦
心事也接踵而至，换岗转型、家属随军、
孩子转学，哪个是能举手抹平的沟，哪个
又是能轻易迈过的坎！

令刘万里没想到的是，他的事情很
快就有了着落。针对部队调整移防、改
革重塑后官兵遇到的新问题，战区陆军
在团以上领导机关广泛开展个人成才、
家属就业、转业安置等“六项服务”工
程。经单位出面协调，刘万里家属工作
有了着落，紧接着女儿也顺利转学。
“轻装上阵”的刘万里干劲倍增，去

年参加比武夺得战区陆军第三名，荣立
三等功。

踏访北部战区陆军座座军营，教育
官兵“哪里需要哪里搬”，不忘设身处地
帮助解决后顾之忧；教育官兵“以连为
家”，同时把连队建得像家……这些理念
已在各级教育者心中落地生根。记者也
欣喜地看到，教育者心怀至诚关爱，赢得
官兵共鸣和回应。

那天，看着21年未见的母亲出现在连
队，某旅女兵小卢眼泪瞬间夺眶而出。

小卢刚出生，父母就离婚了。20多
年来，多方打听，母亲音信全无。

入伍后，性格内向的小卢更加沉默
寡言。

指导员徐璐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她
暗下决心，要帮小卢找到母亲。接下来的
2个月，徐璐把战友、亲戚、朋友和同学都发
动起来，无数次碰壁后，终于找到了小卢的
母亲……后来，小卢像换了一个人，工作积
极、学习刻苦，年底被评为“优秀士兵”。

官兵都说，历尽千辛帮小卢找母亲，
是指导员上过的最打动人的一堂课。

思政课凭什么打动人
■刘亮亮 本报特约记者 付晓辉

锐 视 点

记者调查

北部战区陆军某部用传统的力量、文化的力量激活思想政治教育。 张明哲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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