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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视点

一线调查

从“抄笔记”到“写

心得”

又是一个周二晚上，连队每月的集
中授课时间到了。

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师某场站
警卫连官兵围坐一堂，认真倾听上等兵
常江的体会发言。

从“抄教育笔记”到“谈心得体会”，
入伍一年多来，常江经历了场站教育模
式创新的前前后后——

今年初，场站教育座谈交流会上，
官兵们七嘴八舌，纷纷“吐槽”日常教育
笔记——
“每个月的教育都二三十课，笔记

抄到什么时候是个头？”
“一想到每次休假回来都有几十课

要补，连休假的心情都没了……”
机关调研后发现，2019年场站官兵

每月思想教育和理论学习次数过多。
警卫连指导员吴银坤说：“有时，一周之
内集中教育好多次，根本来不及备课，
授课效果可想而知。”

联系实际才能解决问题。该场站
常年外出伴随保障，战训任务重，人员
长期多点分摊，教育时间相对紧张。

管理部门检查保密教育，保卫部门
检查法纪教育……上级机关和相关业
务部门的检查一项不会少，哪一项没有
按要求落实，基层都会被通报。
“要落实好这些‘刚性’教育内容，

时间和精力上难免会捉襟见肘。”一名
指导员坦言。
《中国人民解放军思想政治教育

大纲》规定：“旅、团级单位应当从实际
出发，加强统筹协调，搞好结合，在落
实上级指示要求的前提下，行使对教
育内容的调整权、教育时机的选择权、
形式与方法的决定权、经常性思想教
育的自主权。”

细致分析部队当前情况后，该场站
政治工作处逐条逐项梳理教育内容，科
学统筹，规范组教，合并同类项，删减多
余项，聚焦中心项，将授课数量定为每月
“四堂课”。

“我们规定，每周集中授课一次，每
月只上‘四堂课’。”该场站政治工作处干
事闫辉说，“四堂课”中“理论教育”紧盯
创新理论，坚定信仰信念；“思想教育”紧
贴形势特点，搞好引领疏导；“战备教育”
聚焦使命任务，砥砺战斗血性；“管理教
育”着眼单位实际，提升建设水平。

此外，该场站还把安全、法纪、计划
生育等教育任务化整为零，融入“四堂
课”一并组织。

教育不在多，关键在于是否走心入
脑。与 2月份共计 19课“对仗”工整的教
育提纲相比，上等兵常江 3月份只写了 4
次教育作业笔记。在管理教育心得体
会中，常江这样写道：“身边的安全隐患

这么多，我们警卫执勤、应急处突作用
很大，容不得疏忽。”

该场站政治工作处教育干事戴晓
寒深有感触：“官兵们反映，这样的教育
废话少、笔记少、干货多、启发大，很接
地气。”

当“自主权”遇上

“刚性”检查

“四堂课”教育模式运行伊始，该场
站不少官兵心里犯起了嘀咕。有的指
导员感觉心里没底：“愿景很美好，执行
起来阻力可不小！”
“四堂课”教育模式能否经得起实

践检验？
今年 6月，全师安全大检查如期而

至。果不其然，检查防线工作时，师保
卫干事指出：汽车连每季度开展一次防
线教育的规定未能落实。

场站政治工作处副主任周锋解释
道：“我们防线教育是结合‘四堂课’教
育中的‘管理教育’一并组织的。”
“从你们的教育笔记上看，怎么体

现不出开展防线教育的痕迹？”保卫干
事翻看一名士兵的教育笔记本后追问。
“近期行车安全压力增大、官兵休假

愿望较强，容易因工作疏忽造成保障车
辆剐蹭飞机，我们将现实情况融入管理
教育，及时纠偏正向，增强官兵防线安全
意识……”汽车连指导员孔德臣应答道。
“这样虽然也能解释得通，但防线

工作事关空地安全，你们这样做，是不
是有‘打擦边球’的嫌疑？”检查结束，保
卫干事还是将这条“问题”带走，并将情
况报给了师宣传科。

月底，恰逢师宣传科科长黄兴到该
场站检查工作。他借机详细了解了这
个场站探索教育“四堂课”的前前后后。

翻开汽车连 6月份管理教育提纲，
黄兴发现，薄薄 7页纸上涵盖了季节性
事故预防、防间保密、安全法纪等多方面
内容，每一项都与单位实际紧密联系，授
课时间也不长，每堂课不到1个小时。

每次上课前，指导员孔德臣都会
请官兵们和他一起探讨授课内容，把
连队的好人好事等鲜活事例融入教育
课，收到很好效果。现在，汽车连官兵
凝心聚力，正瞄准“安全行车 44 周年”
的年度目标努力。
“你们这个做法与单位实际联系紧

密，统筹有力，我觉得值得肯定！”黄科
长很兴奋。

课时“减”了，质效

“提”了

当笔记、登记不再作为教育考评的
主要依据，教育效果又该如何衡量？

一次回访中，该场站政治工作处干
事黄伟向四站连的官兵连发三问——
“这个月的 4 堂教育课都讲了什

么？”“听了这堂课，你最大的收获是什
么？”“大家的现实反映又如何？”

今年 3月份起，该场站政治机关干
部多次到基层单位上门听课，与官兵一
起讲心得、谈感悟。

如今，该场站“主官谈话看思路、官
兵交流看理解、查阅资料看落实、观察
风貌看实效”的“四看”考评新模式逐渐
成形。直扑基层，查验质效，这一做法
立起了教育考评新风尚。

该场站还将所属基层单位划分为 4
个教育协作区，每个协作区每月负责推
出一堂“精品课”，分享给各单位。如此

一来，“减负”腾出的时间和精力，可以
更好地运用到“提质增效”上。

每到月底，该场站的教育“峰会”拉
开帷幕。会上，政工骨干们反复打磨下
个月的教育提纲。随后，他们采取“点
将”的形式，随机抽选政治教员上台讲
课，集中研究施教方式。

教育协作区负责人、通信营教导员
容合龙说：“经过授课人备课、协作区集
体修改、负责人把关、机关和领导审核
这4个关卡，教案质量大幅提高！”

6月中旬，上级机关在半年工作检
查中发现，该场站一些官兵的每月教育
体会不足 4课。进一步了解情况后，他
们发现，原来是休假归队的那些官兵没
有补笔记。

那落下的课怎么办？
“官兵休假归队后，我们主官集中

串讲补课，搞好谈心教育。大家只要登
记 1次体会式笔记就行。”指导员吴银坤
回答。

前来检查的教育干事说：“以前，受
教育的人疲于抄提纲，机关检查的人忙
着翻本子。没想到，你们一次集中串讲
就基本上解决了问题。”

不仅“有意义”，也

要“有意思”

教育过不了网络关，就过不了时代
关。

这个场站推行每月“四堂课”的教
育模式，“减”的是冗杂的内容、教条的
抄写、老套的手段和官兵的额外负担，
“加”的是科学组教、合理施教的创新方
法和官兵的认同感。

一天晚饭后，官兵们刚领到手机，就
收到该场站医院副院长姜炳乾推送的一
条微信。“我为我是一名人民军医而骄傲
自豪！”姜副院长的推荐语简单直白。

点开链接一看，原来是场站医院结
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在微信公众
号上推出了微视频作品《左臂“红十
字”右臂“空军标”》。

视频中，空军军医的“仁心、仁术、
仁德”贯穿全片。看完这个短视频，一
名士兵留言：大医精诚、厚德博爱，你们
是最美逆行者。

疫情期间，人员“不聚集”防住了病
毒，却也给“信息病毒”创造了空间。那
段时间，一些官兵被网络上虚虚实实的
信息所扰。现实情况是，疫情期间不合
适集中起来开展教育。为解决这个难
题，充分让“四堂课”落深走实，他们在
“微”字上下功夫，在“快”字上见成效。

该场站依托自主研发的“穹窿视听”
平台，搭载“推门听课”系统。打开平台
主界面，“四课教育”“时事热点”“夸兵赞
干”等栏目映入眼帘，林林总总共 6大类
800多条推送内容，非常丰富。连队将教
育内容录制成网课，上传到平台后，各基
层单位官兵在教室就可以打开电视，观
看教育视频，教育开展方式变得更加灵
活。同时，机关还利用这个平台，适时转
发权威声音，及时廓清官兵的思想迷雾。

丰富的教育资源，离不开群众性教
育平台的孵化。该场站各基层单位积
极开展群众性自我教育，主动将士兵请
上“讲台”唱主角。

警卫连的“警卫讲坛”、通信营的
“书香门第”讲堂、汽车连的“强军工匠
讲强军”论坛、场务连的“骨干讲堂”以
及场站医院组织的心理行为训练等，各
有特色。这些基层教育“品牌”，充分发
挥了“酵母”作用，让教育“有意义”的同
时也变得“有意思”。

教无定法，贵在得法。唯有因时而
变、应势施教，才能切实增强思想政治
教育的时代性和感召力，让教育鲜活起
来、务实起来，更好地服务备战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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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四堂课”：一个场站的教育“加减法”
■李鹏飞 王 宇

凌晨一点，宿舍内呼噜声此起彼伏。

像往常一样，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

某师某场站通信连指导员张瞳开始查

铺。此刻，三楼的学习室仍亮着灯。推

门进去，张瞳看到线路维护技师张子辉

正埋头写着什么。

“子辉，怎么这么晚还不睡？”

“唉……这不刚休假回来，落下‘作业’

太多了。”张子辉无奈地说，“白天工作忙，

没时间，只有晚上这会儿来补。”

为了确保每月教育检查时不被通报，

官兵休假归队，任务之一就是要尽快补全

落下的教育笔记。

“这样补笔记，既影响正常工作，又达

不到教育效果，只会给官兵增加负担。”那

晚查完铺回来，张瞳一直在琢磨，能不能找

到一个解决实际问题的好办法。

今年初，场站政工会上，本该汇报连

队年度工作思路的张瞳，将这个问题抛了

出来。这一话题很快引起与会人员的激

烈讨论。

大家一致认为，搞教育不能等同于抄

笔记，更不能让教育成为官兵的负担。现

在，我们最应该探索的，就是如何努力实

现减量增效，确保教育走心入脑。

场站党委常委会上，政治工作处将部

队教育说理性感染力不够、多乱繁杂、抄

笔记代替搞教育等问题摆了出来。党委

一班人认识到，必须下大力彻底解决这个

矛盾。

“机关要深入调查研究，拿出科学可行

的办法，真正将教育负担‘减’下来，将教育

质效‘增’上去，提高教育的时代性和感召

力！”场站领导达成了共识。

一场针对思想政治教育“加减法”的探

索创新开始了。

时代变了，对象变了，教育也必须

跟着变。

思想政治教育是党在军队中进行

理论武装和思想引导的工作，必须紧

跟时代发展、紧贴任务实际、紧扣官兵

思想，与时俱进、主动作为、提高质效。

然而，当前一些部队教案质量不

高、授课形式不活、官兵感悟不深等

现象仍然存在。我们必须主动聚焦

教育任务，着眼发挥教育功能，来一

场思想政治工作的“加减法”探索创

新。

“减”要盯着过度留痕。切实防止

形式主义，不能搞花拳绣腿，不能搞繁

文缛节，不能做表面文章。“重复发提

纲”“月末补登记”等现象之所以还存

在，根源在于求大、求全的形式主义没

有除掉。如果教育落实中走形式、做

样子，不仅占去官兵大量时间精力，还

会让受教育者缺乏获得感，必然降低

教育的“性价比”。

做好教育工作的“减法”，既要果

断减掉纸上的“形”，统筹教育任务，精

简登记内容，更要深层改变思维的

“式”，扭转“迎检式”“登记式”教育局

面，落实“瘦身计划”。

“增”要围绕教育实效。教育从来

以育人明德为根本主旨。当前，世界

疫情和百年变局交织，国际格局深刻

演变，新生代官兵思维理念新颖。教

育工作只有真正聚焦服务中心，才能

不断激发官兵备战打仗热情。

做好思想政治教育的“加法”，就

是要紧贴形势任务实际，落实好“增肌

计划”：增厚教育底蕴，提高教案质量，

练强教员队伍，继承教育传统；增加平

台资源，抢占网络新阵地；增进互动交

流，抓好辩论式、启发式、群众式教育，

组织“兵言兵语”活动，提升教育参与

度、渗透力。

“减”与“增”要辩证统一。“减”是

“增”的前提，只有减掉多余的教育动

作，才能节省更多的教育精力。“增”是

“减”的目的，减去多余的登记统计，是

为了增强教育的实效性，提升官兵的

接受度和满意度。

创新教育模式，力促减量增效，必

须破立并举、久久为功。唯有真正把

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增质提效，方

能走进官兵内心，唤起强军奋进的磅

礴力量。

减
负
不
仅
是
做
减
法

■
李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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