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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红色基因 担当强军重任·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

“穿上军装，我就要时刻准备战斗，
为了亲爱的你们，更为了祖国人民守护
好这片天空的安宁……”
“军人的天职就是保家卫国。我们

身体尚好，你不要挂念，爸妈是你坚强
的后盾……”

10月上旬，中部战区空军地导某师
遂行任务前，下士杨志杰向家中寄去
“与亲书”，表达自己奔赴战场、奋勇杀
敌的决心意志。与此同时，该师地导某
营排长董立凯收到父母寄来的“嘱托
信”，鼓励他精武报国、安心服役。

这个镜头是该师在备战打仗专项教
育中广泛开展“两书一信”活动的缩影。

着眼备战打仗需要，该师党委机关
聚焦官兵思想实际，着力打通“部队—
官兵—家庭”教育链条，组织官兵递交
“战士就要上战场，不破强敌誓不还”
请战书、写给亲人“假如明天上战场，
我想对你说”与亲书、亲人回寄“假如
明天上战场，我们想对你说”嘱托信，
通过书信这种饱含深情的传统方式，
将自己的真情实感向战友、亲人表露，
加深对使命、对战争、对家国的切身理
解和深度思考，从思想上心理上深化
备战打仗准备。

一封封请战书，让战斗号角在官
兵内心吹响，点燃了思想深处的战火
硝烟。
“我愿意同兄弟们用生命捍卫祖

国领空，让敌机有来无回！”该师地导

某营发射保障连连长任意在全师同
型号兵器专业比武竞赛前夕，用铿锵
有力的话音当众诵读了自己的请战
誓言。

备赛期间，他克服战勤人员技战术
水平参差不齐等困难，打破专业限制、
选配专业班组，量身订制训练计划，全
连官兵深受感染激励，历经精训苦练，
最终两套参赛战勤班组分别摘得课目
桂冠，“比武场就是战场”的观念已深深
融入官兵行动。

一封封与亲书，缩短了营区与战场
的时空距离，让官兵打消“仗打不起来”
的侥幸心理。
“假如明天战争打响，我要第一个

上，请爷爷奶奶放心，孩子一定争气！”
第一次写与亲书，该师某营上等兵米浩
楠经历了反复的心理斗争，每每提笔，
各种情绪交织在一起。

写信的过程，就是反思军营生活和
内心世界的过程。如今，在米浩楠看
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不仅仅是他
与战友们每天喊出的口号，更是烙在自
己身上永不磨灭的“印记”。
“就是要让官兵勇敢战斗、直面

战场、思考战争，将战争观使命观教
育理直气壮讲出来、写下来、传下
去。”该师政委袁航介绍说，把校正战
争观、使命观作为突破口，引导官兵
围绕“战场上遇到危险情况的最坏打
算”“对军人牺牲奉献价值的认识”等

方面内容主动撰写与亲书，官兵每写
一次，灵魂就会受到一次触动，使命
感就会增强一分。

在打通“部队—官兵—家庭”教育
链条的实践中，记者发现该师紧紧扣住
了几个关键词。

一是情怀。他们注重发挥家庭对
培育官兵战斗精神的助推作用，把亲人
对官兵的亲情之爱与报效祖国的深情
大爱统一融合，催生“妻子送郎上战场”
“愿得此身长报国”的大爱情怀。

二是传递。依托板报橱窗、闭路
电视等载体，该师遴选情感真挚、代
表性强的书信向官兵推送，超过 85%
的官兵亲人以信件、语音、视频等方
式真情表达了祝愿寄托。

三是深化。他们坚持问题导向、聚
焦战斗力提升，对接官兵现实问题和
“活思想”，通过开展“强敌离我们有多
近、打赢离我们有多远”“制胜强敌大家
谈”讨论辨析等配合活动，深化“两书一
信”的内涵外延，强化官兵对使命荣光
的渴望与追求。
“守一方国土，护一方百姓平安，当

祖国需要你们，你也自当奋勇向前，我
和孩子一定全力支持。”这是该师地导
某营四级军士长于学君的妻子写给他
的嘱托信，朴素而真挚的感情自然流
露，直抵心灵。

舍家为国寻常事，一片冰心在玉
壶。亲情与战火的考验，让官兵信念
更加坚定，打仗思想更加牢固。收到
妻子的嘱托信后，于学君庄严承诺：
“军人的脚下是阵地、身后是祖国，等
我胜利归来！”

如何打通“部队—官兵—家庭”教育链条激发战斗意
志？请看中部战区空军地导某师—

思想深处燃起战火硝烟
■尹兴达 本报记者 张磊峰 特约记者 张 雷

最近，单位一年一度的群众性练兵
比武活动——“精武杯”又鸣锣开始
了。作为新闻报道员的我，怎能放过这
样的出彩机会。

比武中，我拿起相机一会儿跑到越
野场地拍照，一会儿赶去 400米障碍课
目现场捕捉战友们的精彩瞬间……为了
能给大家留下“最美一刻”，我背着
“长枪短炮”满场飞奔。

“加油，加油！”让人热血沸腾的
4×100 米接力赛开始了，我在终点处
架起摄像机，然后立即赶到“最佳拍
摄点”，等待战友们冲线的那一刻。
“咔咔咔”连拍后，当我正在查看照
片效果时，却听见身后传来一阵议论
声。
“明明是我们二营领先！”“不对，

是我们一营先过线的！”原来，两个营
的战友们对比赛成绩产生了异议。就
在他们争执不下时，我突然想到，终
点线上有“证人”——照相机。于
是，我主动找到该项目负责人，将相
机里保存的照片拿给他看。照片显
示，原本二营队员比一营队员快半个
身位，可就在冲线那一刻，一营队员
的一个压线动作，反超二营队员冲过
“红丝带”。

有图有真相。项目负责人将比赛情
况向团参谋长报告，最终，团参谋长宣
布结果，一营夺得此项目冠军。
“糟糕，我是不是把参谋长得罪

了！”起初，我还沉浸在自己发挥了裁
判作用的喜悦中，可突然想到，参谋长

任现职前一直担任二营营长，对二营有
很深的感情，因为我的“取证”照片，
却让二营与冠军失之交臂……
“首长会不会记住我了？”“他以后

会不会给我‘穿小鞋’？”……熄灯过
后，这些困扰一直在脑海里盘旋。指导
员查铺时发现我还醒着，询问起原因，
我一五一十地将事情原委吐露出来。
“林峰啊，你想得太复杂了。”指导

员笑了笑，让我别多想赶紧睡，便转身离
开了。

第二天吃过早饭，指导员找到我
说：“林峰，参谋长叫你过去一下。”

完了，担心的事终究还是发生了。
我怀揣着忐忑的心情，在参谋长办公室
外犹豫了一会儿，鼓足勇气喊出了那声
“报告！”

“进来！”只见参谋长面色严肃地对
我说：“小伙子，你的事我听说了！”闻
言，我的心更紧张了，手心里全是汗。
就在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时，参谋长却突
然笑了起来。
“林峰啊，我要给你点个赞！公平

公正是比武竞赛的原则。虽然，内心里
我非常希望二营能夺冠，但一营凭实力
取得好成绩，我一样感到高兴。平时训
练比武就应该实打实，不然上了战场，
就要付出血的代价！”

参谋长一番话，让我长舒了一口
气。我暗自下定决心，以后在新闻报道
工作中，一定要做到客观真实、用事实
说话，把战友们最真实、最生动的形象
呈现出来。

（贾国梁整理）

“糟糕，我是不是把参谋长得罪了”
■新疆军区某红军团下士 李林峰

互联网邮箱：jbjccz@126.com

强军网网盘：jbjccz

写 在 前 面

“打卡积分竟然与休假外出挂

钩，那我忘记天天打卡是不是就不能

休假了？”“积分有高就有低，凭什么

积分高者就优先享受外出、休假的权

利？”……近日，某连队开展“网络教

育入连”活动，决定将某款网络教育

APP的阅读积分和打卡制度纳入量化

评比，本是为了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引

导官兵加强自主学习教育，结果却引

来差评。

应该看到，借助网络资源破解学

习教育现实问题，初衷值得点赞，可为

了刻意提升官兵关注度和学习兴趣，

简单以分数论高低，甚至捆绑官兵切

身利益，致使网络教育变形走样，造成

官兵对网络教育“爱”不起来、“走”不

进去、“用”不出效果，则是必须努力避

免和纠治的。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

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

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网络时代，

服务至上、质量为王。新时代青年官

兵大多是90后、00后，属于“网生代”

“拇指族”，“信息人”“个性人”的时

代标识非常明显。基层网络教育的

现状反映出一些基层带兵人把主要

精力放在了改进硬件设施上，而对网

络教育的形式方法却缺少关注，由此

造成了网络教育的形似神离。

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网络教

育的优势在于素材鲜活、形式新颖，能

启发官兵自主学习教育的能动性，但

要想搅活这一池春水，不能仅凭某方

面的硬件改善或者“土法约束”，而更

需要引人入胜的形式方法和精彩内

容。这就要求施教者树牢“用户思

维”，以官兵为中心，依据多样发展需

求、多元兴趣爱好、多种发展层次，使

教育内容既有意义、也有意思，引导官

兵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实现网络

和教育同频共振，真正达到增强教育

实效的目的。

网络教育应树牢“用户思维”
■龙旺维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互联网+”迎面而来。“网生
代”官兵身上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他们崇尚“指尖上生
活”、青睐“虚拟化表达”、喜欢“平等式交流”。

政治工作过不了网络关，就过不了时代关。走在时
代前沿，引领思想和风气之先，这是政治工作的生命力所
在。我们应深刻把握网络时代特点和青年官兵的需求，

努力对接与网络时代相适应的思维理念、运行模式、指导
方式和方法手段，增强政治工作的时代性和感召力，培养
更多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

为此，本版策划一组“基层之声”，用基层带兵人和政
治工作干部的视角，围绕基层部队如何开展网络教育，分
享经验教训和启示思考。敬请关注。 ——编 者

“哨兵同志，张天赐前来接岗！”营
区大门，上等兵张天赐身着笔挺的水兵
服，接过执勤步枪，伫立在哨位上。
“右前方 100米处发现‘敌’碉堡一

座，爆破手迅速做好爆破前准备，前突
爆破！”战术训练场，上等兵张富强手持
爆破筒，以迅雷之势跃进草丛，匍匐接
近“敌”堡，一个箭步，成功爆破目标。

一年前，海军陆战队某旅的新兵训
练结业典礼上，双胞胎兄弟张天赐、张
富强被分往两个不同连队：哥哥张天赐
来到警卫勤务连，担起保卫首长机关的
重任；而弟弟张富强则去往两栖装甲分
队，成为一名装甲步兵。

虽然战位与职责不同，但并没有影
响兄弟俩在新兵连时的约定。
“哥，再有一个月就是新兵连考核

了，或许平时你的训练成绩比我高一点
点，但这次我还是想挑战你，比比谁的
本领更过硬！”面对弟弟的挑战，哥哥爽
快应战，一场兄弟间的“PK”就这样拉
开了序幕。
“张富强，41米。”手榴弹投掷，听

到考核员报出的成绩，张富强心中暗
喜，这下战胜哥哥，有戏！
“张天赐，44米。”哥哥还是更胜一

筹。
“你我之间的‘PK’还没完呢！我

一定会超过你的！”下连后，每逢比武竞
赛，总少不了他俩较劲的身影：从年初
的开训比武，到“刀锋战士”考评，这对
双胞胎兄弟总是活跃在赛场上。

这不，刚刚晋升为上等兵，他俩就
在濒海演训的舞台上，上演了一出精彩
的“龙争虎斗”：这边，张天赐在应用射
击场上百步穿杨，打出一个个“优秀”；
那边，5公里海上长游，张富强勇当排
头，破浪前行。这边，张天赐作为教员

为全旅官兵进行队列示范；那边，张富
强紧跟登陆分队乘冲锋舟向岸滩发起
冲击……

5公里武装越野，哥哥张天赐一马
当先，紧跟其后的就是弟弟张富强。

最后一公里，800米，500米……趁
着冲刺前的间隙，张天赐回头朝着弟弟
大喊：“张富强，再快一点，别让我赢你
太多！”闻言，张富强咬紧牙关，使出全
力，加速冲向终点……
“张富强，24分 39秒。”
“张天赐，24分 33秒。”
“哥，虽然这次你又赢了，但总有一

天我会战胜你！”看到哥哥手里捧着的
比武奖杯，张富强既开心又羡慕。
“好！当兵的日子还长，我等着你

的挑战！”张天赐咧嘴一笑。

一句话颁奖辞：兄弟心怀强军梦，

立志报国好儿郎。相约“PK”龙虎斗，

碰撞火花闪光芒。

双胞胎兄弟“龙虎斗”
■姚冠辰

小 咖 秀

Mark军营

近日，辽宁省军区沈阳第六离职干部休养所精心组织一场集体生日会，为7

位老干部现场颁发佩戴“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并

邀请他们讲述战斗故事，激发休养所官兵工作热情。图为休养所官兵同老干部

一道点燃生日蜡烛。

胡明生摄

点燃烛火

茅文宽绘

值 班 员 ：火 箭 军 某 通 信 团 某 连

指导员 陈 兵

讲评时间：10月28日

本周值班，我发现个别干部在面对
战士敬礼的时候，就简单点点头，或招招
手以示回礼，有的甚至还视而不见。面
对战士的反映，有人还理直气壮地辩解

“都是自家人，没必要搞那么正规”。
敬礼是军队内部礼节。条令规定，

每日第一次遇见首长或者上级或者军衔
比自己高的同志时，应当敬礼，对方应当
还礼。带兵人若每次都草草应付下级的
敬礼，个人形象势必受损，长此以往也会
影响官兵关系和单位的团结和谐。

同志们，营造一个向上向好、正规有

序的内部环境，是每名基层干部应尽的
责任，也是战斗力生成的基本保证。大
家不仅要带头落实制度敬礼回礼，还应
主动在教育管理上教方法、在解难帮困
上使长劲、在攻坚克难上作表率，用真心
对待战士，用人格凝聚力量。
（何 哲、本报特约记者 奉 雷整

理）

请认真对待战士的敬礼

值班员讲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