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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露脸’的兵才是好兵！”这是
新兵班长对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入
伍 6 年，比武、获奖、立功，我没少“露
脸”。当上团里的新闻报道员后，我更
是积极发掘身边优秀战友，希望通过
自己的镜头让他们也多“露露脸”。这
不，正赶上新兵连开展“我的成长，你
来见证”活动，委托我多给新兵拍一些
照片，寄给他们的家人。没想到，一名
新兵拒绝了我。

新兵名叫张瑞，他爷爷是抗美援朝
的志愿军老英雄。大学毕业后，他主动
选择到离家千里之外的边防部队服
役。“有戏！得让他好好‘露露脸’！”得
知张瑞的情况，新训第一天，嗅觉灵敏
的我立即背起相机赶往训练场。

休息间隙，我拉着张瑞“咔咔咔”一
顿猛拍，新战士们见状纷纷投来羡慕的
眼光，新训班长们也围了过来，对着张
瑞好一通夸赞，一时间张瑞成了训练场
上的焦点。我心中暗喜，打算把张瑞作
为新兵典型好好宣传宣传，把这些拍好
的照片洗出来寄给他的爷爷。

当我问张瑞要他的家庭地址时，他
却一脸不情愿：“班长，能不能不往家里
寄照片？”
“为什么，让爷爷看到你现在的样

子，肯定会为你感到骄傲啊？”面对这个
“前所未有”的拒绝，我一时有些发蒙。

“班长，爷爷希望我在部队当个好
兵，可我现在连最基本的队列都走不

好，这不是爷爷想看到的我。”说罢，张
瑞低下了头。

好心好意不被领情，我当时真有点
生气。可回到宿舍一想，张瑞的话的确
有他的道理。第二天，我再次找到张
瑞，为自己的行为道了歉。闲谈之余张
瑞告诉我，爷爷一直是他的榜样，自己
之所以选择参军，就是想成为爷爷那样
的人，扎根边防，建功军营。

那天临走时，张瑞对我说：“班长，
等我干出成绩，你再帮我拍张帅气的照
片吧。”我笑着答应了他。

从那天起，我开始在私下默默关注
张瑞，得知他队列训练一丝不苟，体能

训练也主动加量，从不叫苦叫累。
很快，新兵营组织阶段性考核。考

核现场，只见张瑞精神饱满、动作有力，
看到我走过来时，他还自信地冲我点了
点头。最终，张瑞所在班取得队列课目
第一名，而他自己也在 3000 米跑考核
中力拔头筹。

考核结束，张瑞主动跑到我跟前：
“班长，今天你给我拍照了吗？我想寄
给爷爷！”
“拍了，拍了，我这就去给你洗照

片！”看到张瑞一脸满足，我也格外开心，
不禁畅想他爷爷看到照片时的表情……

（赵丽丽整理）

“这不是爷爷想看到的我”
■新疆军区某工兵团班长 李 江

临近寒冬，国防科技大学某学院
“锤炼-2020”综合演练拉开战幕。

随着学员三队指导员王辛敖一声
令下，参演学员以多班组、多路线、定向
越野的形式向某基地机动。

趁着夜色，五班班长刘睿智带领全
班向江边快速逼近。正当大家准备涉
水渡江时，突然，一架无人机从头顶掠
过。
“快，隐蔽！”转眼间，学员们分成三

组借助江边灌木丛就近疏散，无人机盘
旋几圈后只能无功而返。
“哒哒哒……”学员们刚舒了一口

气，行军纵队突然被一阵急促的枪声打
乱，大家的神经再次绷紧。
“全组注意，防毒！”正当侦察分队

前出驱警掩护时，一阵浓烟阻断了前进
路线。各班长及时组织本班人员穿戴
防护器材通过“染毒”地带，并根据导调
组给出的情况救治“伤员”。

冷雨淅淅沥沥，山路变得湿滑泥
泞，行军更加艰难。“这一路上遇‘敌’巡
逻、反‘敌’搜剿等课目一个紧接着一
个，稍有不慎就会被‘包饺子’”。奔袭
路上，刘睿智气喘吁吁告诉笔者。
“穿插渗透路段长达 42公里，山高

坡陡、道路狭窄、崎岖不平，十分险峻。”
导调组组长陆建勋教授介绍，艰苦的环
境、层层设置的“敌情”，极大地考验了
学员们的战术素养。

进入伏击地段，侦察分队迅速前出
搜集战场情报。在一处无名高地，“敌
情”传来，行军纵队再次隐蔽。学员董
文成戴着耳机，凝神守在电台旁，不停
地记录，脑门上渗出一层细密的汗珠。

红蓝铅笔沙沙作响、指挥尺在地图

上飞快移动……另一块阵地上，该学院
2018级图像判读专业的学员宋恭鲍手
握标图笔，快速标绘要点，不一会儿，敌
我态势跃然纸上。

经过 6个昼夜鏖战，长途跋涉的疲
惫、夜间宿营的寒冷、意想不到的“敌
情”……考验着每名队员心理和生理的
承受极限。

收官在即，演练重头戏“红蓝”对抗
骤然打响。在陌生的山区环境中，学员
们依托单兵对抗系统展开激战。红方
完成对蓝方伏击捕俘作战任务后，采取
多种战法接续进行火力压制。为使演
练尽可能贴近实战，导调组在演练中随
机设置情况，逼着学员们在捉对厮杀中
想对策、出实招。

演练结束后，连长陈树贾感慨地
说：“这次演练，意想不到的‘敌情’纷至
沓来，让学员们的实战指挥、临机处置
能力得到了进一步锤炼。”

想不到的“敌情”纷至沓来
——国防科技大学某学院“锤炼-2020”综合演练目击

■谭鑫培 武晓晗 豆 旺

Mark军营

官兵恳谈

12月9日，某部安排专人来到沂蒙革命老区蒙阴县野店镇，将精心制作的“二

等功臣之家”绶带和牌匾送到了军属伊廷福、赵久莲夫妇家中。得知儿子伊慧今

年因军事训练成绩突出荣立二等功，老两口儿激动不已。 傅家德摄
荣誉送到家

提高军队网络教育质量效益基层之声

探索构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前不久，第 76 集团军某旅宣传科
科长刘阿强来到指挥保障连“推门听
课”。课堂上，指导员龚志鹏正围绕“树
立理性消费观”展开教育授课。

按说这类话题很难讲出新意，可现
场的情形却让刘阿强耳目一新。台下
官兵有的认真记录，有的若有所思，还
有的踊跃发言，现场气氛热烈。
“网购隐患离我们有多远？”“买不

起奢侈品就没‘面子’吗？”……刘阿强
记录下这么几个细节：授课大约 50 分
钟，龚志鹏和半数以上官兵有过互动；
课件中的图片多半取材于连队官兵日
常生活，一张“官兵消费额度分布图”则
是依据几天前的问卷调查结果制作；一
段近 10 分钟的微课短视频，配上幽默
风趣的解说，把“消费主义陷阱”的危害
说到了官兵心坎上。
“这样出彩的一堂课，为啥上个月

的精品课评选，却榜上无名？”刘阿强欣
喜之余，颇感意外。

负责精品课评选工作的机关干事
给出的回答有理有据：“按照精品课评
定标准，龚指导员的教案在内容上略显
单薄，课件中引用了不少热门的网文和

短视频资料，虽符合官兵口味，却容易
冲淡教育主题，因此未被评为精品课。”

当晚，宣传科将这堂课的授课视频
上传到旅强军网思想政治教育平台，受
到广泛关注。

有的官兵评价：“这堂课形式新颖、
寓教于乐，用兵言兵语讲兵情兵事，让
人坐得住、听得进，每分钟都感觉有收
获。”有的机关干部则提出：“一堂课半
数时间都用在讨论互动和观看视频，官
兵的注意力确实被吸引了，但精彩不代
表就是精品。”

对此，龚志鹏也向笔者道出了自己
的心路历程——刚当指导员时，他的授
课内容不可谓不丰富，引用的文件材料
也很厚实，但台下官兵却哈欠连天，一
堂教育课下来，笔记本是记了不少，可
没留下多少印象。“打那以后，为了找准
官兵的兴趣点，每次课前我都会认真开
展思想调研、搜集新鲜素材，着实费了
不少功夫。”

引发官兵热议的这堂课，同样引
起该旅领导的关注。“教育效果的检查
评估不能简单以教案课件、课堂笔记
作依据，更要看重受教育者的实际获

得感，多听听现场官兵的反映。”对照
学习贯彻全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
精神，旅领导的一番话让机关干部深
受触动。

教育效果如何，听课官兵更有发
言权，不能置身课堂之外，用一种纯
专业的视角来评判。旅政治工作部
随后调整修改精品课评定标准，将侧
重点从教案内容、课件制作等转向官
兵实际反映，引导政治教员换位思
考，围绕教育对象下足功夫；规定各
营集中备课时，邀请官兵参与议教组
教施教各个环节，采取战士代表发
言、政治教员互听互评、机关干事一
对一帮带等方式，切实提高授课质
量。此外，他们还利用强军网上的教
育分享平台，采取“普遍备课、集中评
议、择优选取”等方式定期更新精品
课，邀请官兵就改进教育方法手段提
出意见建议。

日前，笔者再次联系龚志鹏时，电
话那头的他满是兴奋：“导向就是指挥
棒，旅里对精品课评定的改进，不仅调
动了基层带兵人的授课激情，官兵参与
政治教育的热情也愈发高涨。”

第 76集团军某旅聚焦官兵实际检验教育质效—

精品课评选，官兵更有发言权
■张石水 刘 毅

解放军仪仗大队指导员 周辉：
透过指导员龚志鹏的亲身经历，有不

少问题值得思考，也有许多经验值得

总结。与过去“一块黑板一张嘴”相

比，网络技术的发展丰富了思想政治

教育的内容、手段和形式。然而，在教

育实践中，部分施教者只注重吸引了

多少眼球，教育课堂逐渐呈现出娱乐

化、浅表化、碎片化的倾向，需要引起

我们高度重视。毕竟唯有奔着官兵的

“活思想”，让教育既有意义、又有意

思，回应需求、答疑解惑、入脑入心，才

能真正发挥教育的作用功效。

中部战区空军某旅政委 陈明华：
如何才能让受教育者乐于接受思想引

导？第76集团军某旅的做法给了我们

启示。一堂课投入再多精力，但如果

不注重方法，联系实际不紧，说不到

官兵心坎里，就等于徒劳无功。因

此，教育者要深入学习领会全军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走好群众路

线，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推动教育模式

变革，树立“用户思维”，充分尊重

官兵主体地位，把官兵是否满意作为

重要评判依据，使教育更有温度、更

有实感。

解放军总医院研究生院学员 张琪：
如果把教育内容比作商品，教育形式就

是它的外包装。外在的华丽精致能够

赢得一时火爆，但如果商品质量不行，

就难以焕发持久的生命力。这说明，无

论什么时候，教育内容始终是衡量教育

质量的决定因素。当前，青年官兵的成

长环境、文化素养、知识结构、经历阅历

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施教者一方面要用

好用活网络手段，调动网生代官兵参与

教育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必须坚持“内

容为王”，着力推动教育内容创新，使官

兵既“解渴”又“解惑”。

前不久，空军参谋部某大队勤务连
公勤分队水电班喜讯频传：2人被表彰
为“四有”优秀个人，班长沈星获评“感动
大队新闻人物”。小小水电班为何能取
得这样的荣誉？这得益于他们近一年来
扎实可靠的服务保障。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为了将闲
置的筒子楼尽快改造成隔离点，水电班
牺牲休息时间，逐个房间重新布线、更换
水龙头、清理热水器残渣、疏通下水道，
有力支持了疫情防控工作；为确保办公

楼通风系统使用卫生安全，他们加班加
点，仅用半个月就完成了对 800 多个空
调机组的清理维护。有一天凌晨，电源
机房突然警报声大作，担负值班任务的
班长沈星和战士赵磊第一时间成功解决
故障，避免办公系统陷入“瘫痪”。
“所有岗位都是战位，保障工作连着

中心工作”“电力抢修、营房维护、管道疏
通，这些事儿虽小，却关系到大队的正常
运行”……年底，勤务连党支部梳理总结
一年来的工作，水电班脱颖而出。

关键时刻显身手，靠的不是运气，而是
平时一点一滴的积累。水电班坚持每日3
次巡视办公大楼，把风险排查在前面，防患
于未然；每名战士将办公楼综合布线图熟
记于心，确保紧急时刻能以最快速度到达
现场、查清故障；深入钻研机房设备维护，
练习“听音辨障”“手到病除”的技能……

揪住水和电，保障不断线。今冬供
暖以来，水电班推出 24小时上门服务热
线，有呼必应、随叫随到、问题清零的服
务态度得到官兵一致认可。

小小水电班，也有大作为
■金思聪 张 瑶

一线直播间营连日志

“没想到一条简单的朋友圈，让我

体会到了满满的获得感！”近日，海军

某舰组织官兵观看完抗美援朝纪录片

《为了和平》后，政治工作干部动员官

兵将网络视频分享到朋友圈，配上自

己精心编辑的点评。朋友圈一经发

表，很快便得到来自领导、战友和家人

的点赞及评论。官兵们欣喜之余，对

立足本职岗位弘扬抗美援朝精神有了

更深的体悟。

看似普通的一条朋友圈，缘何能

产生出人意料的教育效果？笔者认

为，青年官兵内心渴望被认可、被关

注，然而一味灌输的教育模式反馈周

期长，很难让官兵在短时间内看到自

身成长的“进度条”，进而容易产生疲

劳感。

相比之下，“短平快”的网络教育

具有“立竿见影”“即时反馈”的功效。

朋友圈的一条条点评、学习群的一句

句感悟、留言区的一个个跟帖……这

些看似不起眼，却在无形之中使教育

课堂形成了“闭环”：官兵的观点得到

认可、行为受到鼓励，在收获存在感、

成就感和获得感的同时，进一步激发

了主动思考、不断求索的内在动力。

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通过网

络开展教育只是借助一种平台和手

段，关键还在于教育内容的创新，使

官兵保持浓厚的兴趣。其实，网络教

育的“即时反馈”更多体现为一种互

动响应机制，但如果没有好的内容，

如果不是出于对内容的有感而发，久

而久之可能会流于形式，止于“一转

了之”“一赞了之”。因此，在重视用

好网络教育“即时反馈”的同时，也要

关注教育内容的“正确打开方式”，让

转发、点赞、跟帖成为入脑入心的真

实反映。

要重视用好网络教育的“即时反馈”
■万永康 苏浩翔

茅文宽绘

你家地址是什么？照

片洗出来好寄给你爷爷。

班长，我现在连最基

本的队列都走不好，能不

能不往家里寄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