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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新年开局起步特别推荐

“高压油泵供油不足！”新年伊始，
第 74集团军某旅工兵连工程装备故障
判排示范作业现场，中士吴文杜发动车
辆，仅用指尖试了试喷油力度，就发现
了故障所在。
“好！”示范席上，吴文杜将专业知

识娓娓道来，点问题精准到位，不仅赢
得在场干部骨干的热烈掌声，更让新任
指导员吕雪飞笑得合不拢嘴。
“从去年年终考核‘亮红灯’，到今

天台前赢得‘满堂彩’，小吴的转变既离
不开他自身的努力，也得益于连队开展
的帮带活动。”吕雪飞边说边从口袋里
掏出两张表格：一张是连队的帮带计划
表，表上一一标明了帮带对象和责任
人；一张是连队的训练成绩登记表，数
据显示连队一段时间以来各项专业训
练成绩稳步提高。

说起帮带活动出炉的前前后后，吕
雪飞如数家珍。去年年终考核前，恰逢
连队老兵退伍和官兵岗位调整，负责带
教的骨干和中坚力量不足，导致一些官
兵在装备特情处置和深度故障判排等
高难度课目考核中亮起了“红灯”。
“那次失利也给我和连长苏文郡敲

响了警钟。”通信专业出身的吕雪飞告
诉记者，自去年 11 月正式担任指导员
以来，他感到压力倍增——全连装备众

多，每个岗位都需要行家里手。但培养
一名专业素质过硬、经验丰富的骨干，
不仅要经历严格的培训考核，还需要经
过大项任务淬火磨砺，如果没有长远的
人才培养计划，就很难保证人岗相配和
人才不断档。

不久后，连队进行骨干选配，二排
空缺一名爆破技师。由于该岗位对专
业要求高，数遍全连官兵，竟找不到一
名合适人选。连队最终只能“赶鸭子上
架”，让经验相对丰富的上士唐树文经
过一番“恶补”后匆匆上岗。

一连串的“人才窘境”极大地刺激
了吕雪飞和苏文郡。经过深入调研，两
人一拍即合：决心把人才培养帮带作为
连队工作的重中之重。结合新年度工
作筹划，在充分酝酿和广泛征求意见的
基础上，连队党支部制订推出人才培养
帮带计划。
“建连兴连，育人为先。人才不是

天生的，不能只顾着使用，而缺乏全方
位的教育和培养。”吕雪飞说，这份新年
度人才帮带计划，区分不同专业、不同
岗位，目标明确、内容细化、措施具体，
每名官兵都有专属成长路线图。

记者在计划表上看到，他们结合年
度大项任务，设定帮带关键时间节点，
根据官兵岗位编制和训练作业编组，确

定帮带责任人。同时，他们结合连队军
事训练考核安排，及时组织帮带“回头
看”，压实帮带责任、提高工作质效，确
保一份计划管长远。

人才培养持续发力，结对帮带效果
渐显。上等兵刘曾男从上台发言紧张得
双腿发抖到成为战时政治工作火线入党
课目的示范人，下士余凌峰从刚入伍时
的沉默寡言到担任旅史馆讲解员，中士
何星星从专业课目成绩垫底到登上连队
龙虎榜……一名名官兵的成长足迹，折
射出一支连队向上向好的发展轨迹。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前不久，该旅组织政治工作干部
集训，吕雪飞将连队的育人计划与工
作思路和盘托出，得到了旅领导和其
他参会人员的普遍认可。很快，旅党
委研究决定推广工兵连的做法，成立
帮带育人领导小组，帮助营连细化和
改进人才帮带方案，列出每季度帮带
清单，建立奖优惩劣机制，确保培养帮
带计划持续长效。
“传帮带既是人才和经验的接力，

也是氛围和风气的体现。”谈及连队党
支部育人理念和蓝图被上级采纳推广，
吕雪飞很有底气。他相信，虽然暂时还
看不到累累硕果，但经过一茬茬官兵接
续努力，定会生长起一片“人才绿荫”。

第 74集团军某旅工兵连抓人才培养使长劲，确保一
份计划管长远—

一个党支部的“育人蓝图”
■本报记者 张磊峰 陈典宏 通讯员 李珏宏

某团工程建筑连指导员 索朗罗布：

随着部队练兵备战任务加重、武器装备

更新换代加速，对专业人才的需求越来

越大。反观当下，仍有一些带兵人只顾

任内有人可用，不顾后续长远发展，导致

人才出现短缺；还有的缺少前瞻性，较少

关注新质作战力量人才培养，使单位陷

入人才困境、发展窘境。培养人才需要

放眼长远、久久为功，一方面要加强实践

锻炼，让官兵在任务中淬火加钢；另一方

面要加强帮带指导，针对性制订措施办

法，积极为人才排忧解难，从而开创良性

发展、人才辈出的生动局面。

某旅政治工作部主任 龙旺维：

强军之道，要在得人。人才培养是战

斗力建设链条上的关键环节，新年度

开局起步之际，我们切不可忘了抓人

才培养。要切实遵循人才成长规律，

不断改进培养帮带方式，分岗位、划时

限、定责任，制订翔实可行的帮带计

划，从根本上改变“走捷径”“吃偏饭”

的现象；要坚持长远计划与短期安排

相结合，针对培养对象出现的新问题、

新情况，不断调整帮带计划，使人才队

伍建设呈现“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良好

态势。

某 旅 炮 兵 营 教 导 员 谢 扶 光 ：

基层是干事创业的沃土，每个人都想

干出一番成绩来。然而，有的连队主

官没有树牢正确的政绩观，干工作专

想速成之事，抓建设只做亮点工程，对

人才重使用轻培养，久而久之造成人

才结构失衡、连队建设后续乏力。我

们应该向工兵连党支部和吕雪飞指导

员学习，带兵育人多下“苦功夫”，既要

制订目标搞好帮带，也要积极为官兵

搭建施展才华的平台，真正做到培养

与使用相结合，让人才这股清泉不断

滋润战斗力沃土。

官兵恳谈

“这次按图行进课目考核，率先到达
预定点位的是列兵马中原……”前几天
考核结束后，连长兴奋地向大家宣布。

看着大家投来赞赏的目光，我脑海
里浮现出班长常说的一句话，“不逼自己
一把，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潜力有多大”。

刚下连那会儿，由于掌握新技能较
慢，我逐渐产生畏难情绪。尤其是按图
行进课目，每当地图一展开，看着密密麻
麻的等高线我就头疼。于是，我开始“自
我安慰”：要不算了吧，反正精通的“大
咖”全连也就那么几位，跟着他们“跑龙
套”就行，我一个小列兵没学会，也没啥
丢人的……

一次训练中，已经习惯跟着“跑龙
套”的我一路跟在班长后面。班长一边
往前走一边给我详细讲解要点，但我就
是听不进去，还嘀咕：“班长，我宁愿多跑
几个5公里，也不想搞这个……”

当天晚点名，班长的讲评一针见血：
“有些同志，一遇到困难挑战就找这样那
样的借口往后缩。不逼自己一把，你永
远不知道自己潜力有多大！一旦走上战
场，敌人才不会管你是谁。”站在队列中，
我的脸红得发烫。熄灯前，班长把我叫
到一旁。只有初中学历的他，告诉我只
要足够用心，就没有学不会的技能，没有
完成不了的任务……那晚，躺在床上，我
将班长的话想了一遍又一遍。班长说得
对，只要用心，每个人都能成为“大咖”，

我为什么不能？
从看懂地图到熟练运用，从确定站

立点、规划路线到结合现地找点，每一步
都学得特别艰难，但我努力克服浮躁情
绪，告诉自己必须坚持到底。渐渐地，地
图在我脑海中生动起来，图上量算越来
越快速精准，高地、河谷、山脊等地形地
貌也越来越清晰……

机会说来就来。连里又一次组织按
图行进课目考核，我主动向连长报告，申
请单独作业！大家惊诧地看着我，似乎
是在对我说：“中原，体能好不代表会找
点哦……”看着我坚定的目光，连长顿了
顿宣布：“马中原为第一组组长，作业方
式为单人作业。”

结果出乎大家意料，快速标图、判定
站立点，直奔第一个目标点而去……我
比规定时间提前半小时完成考核！这次
考核让我感受到通过努力获得成功的喜
悦。之后几次考核，连续满分的成绩更
是让我在连队“名声大噪”。久而久之，
战友们都热情地叫我“马教员”。前不
久，我还成了连里按图行进课目的“首席
教练员”。

列兵当“首席”，在连里还是头一
遭。至此，我更加深信班长那句话：不
逼自己一把，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潜力有
多大。
（胡世坚、本报特约记者黄宗兴

整理）

列兵也能当“首席教练员”
■新疆军区某团列兵 马中原

前不久，中部战区空军某场站将

火爆全网的“招飞”宣传片《未来等你

来》搬上教育课堂。授课人结合视频

内容，围绕“未来位于何方”“未来何时

到来”“未来由谁主导”三个部分，对

“未来战争的复杂性”“强军备战的紧

迫性”“未来有我的责任感”等话题进

行深入剖析讲解，有效激发官兵扎根

岗位、建功军营的使命感。一堂课下

来，官兵直呼解渴、带劲。

这部网络宣传片，原本是以地方

青年为主要受众，为何能在军营里叫

好叫座，收获不俗的教育效果？透过

这堂教育课，我们不难发现，背后少不

了教育者对网络资源的“再挖掘”和

“精加工”。

这部宣传片运用了丰富多彩的视

听特效、极具张力的镜头表现、科幻艺

术的剪辑手法、精练厚重的过场台词，

一经发布，备受网友追捧，也成为官兵

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该场站教育骨干

因势利导，针对视频内容进行深度加

工，紧贴单位实际开展授课，透过宣传

片让官兵坚定了理想信念，加深了价

值认同。

当前，网络资源丰富海量，获取

方式简单便捷，为教育者备课授课提

供了很多便利。但是，网络教育倘若

仅仅停留在追逐“热点”，单纯地将信

息从网上“搬运”到课堂上，一转了

事、一播完事，这样就不免陷入“图个

新鲜”“看场热闹”的低层次循环，也

降低了资源本身具有或蕴含的教育

价值。

因此，作为基层施教者，对待网络

教育资源应增强“加工”意识，在做好

信息把关的前提下，少些原封不动的

“包装搬运”，多些精准对味的内容挖

掘，结合任务实际、官兵特点进行深度

思考，给“舶来品”增大“附加值”，从而

最大限度地盘活网络资源，激发网络

教育生机活力。

切忌只做网络资源的“搬运工”
■罗 楠

提高军队网络教育质量效益基层之声

“没想到一句吐槽竟能引来一连
串暖心事！”1月上旬，在西宁联勤保
障中心某基地组织的“2020 年，我最
难忘的一件事”主题分享会上，下士孙
天星的发言引发现场其他战友的强烈
共鸣。

原来，孙天星所在分队营区距体
系医院 80 多公里，而基地机关恰巧
也在医院附近。这就导致去体系医
院看病的官兵，常常被安排“顺路”
去机关办事。按说偶尔给别人帮个
忙也无可厚非，但类似的事情多了
就会不堪其扰。前段时间，去医院

拔牙的孙天星就接到了几项“附加
任务”。
“天星，机关通知要领一批书籍，

你顺路取回来”“我有个证明材料正好
要到机关盖章，你顺路跑一趟”……面
对这些要求，孙天星嘴上没有拒绝，可
内心却暗暗叫苦。那次外出，他大部
分时间都用在“顺路”帮忙上，赶到医
院做完检查、取到报告，还未等拔牙，
就到了归队时间，他只能赶忙返回营
区。回到班里，思来想去，孙天星决定
通过单位强军网上的首长信箱向基地
领导反映这些情况。

“我们要把基层官兵的烦心事，变
成一件件提振士气的暖心事。”此事引
起了该基地领导的高度重视，他们随
即展开调研，搜集官兵面临的各种困
难，并研究出台一系列举措：利用网络
开辟远程办公平台，优化机关办事流
程；边远单位可根据相关规定，先在驻
地医院就医，事后统一报销；为边远哨
位购置羊皮大衣，为部分基层单位配
发一批全新办公电脑……

关爱有温度，练兵燃热度。前不
久，在上级组织的比武竞赛中，该基地
官兵斗志高昂，连创佳绩。

西宁联保中心某基地倾力解决基层烦心事—

外出就医可以专心看病了
■郭佳兵 李 超

1 月下旬的一天，一早把孩子送
到单位开设的军娃“寒假辅导班”后，
第 73集团军某旅作战保障科参谋陈
二祥的妻子便安安心心上班去了。这
是该旅为解决官兵后顾之忧、增强军
人家庭幸福感推出的一项暖心举措。
“我和妻子工作都忙，家里又没有

老人照顾，寒假期间孩子咋办……”前
不久，在该旅机关基层双向讲评会上，
这一问题引起官兵热议。旅领导认
为，只有主动创造暖心环境，减少官兵

后顾之忧，才能让大家以更加饱满的
热情和干劲投入到新年度各项工作。
为此，他们主动作为，在调研论证的基
础上，开设推出军娃“寒假辅导班”。

搭起平台，好戏连台。该旅协调
驻地社工机构内聘优秀教师轮流代
课，区分学龄前儿童和小学生，采取集
体教育、小组教育和一对一教育相结
合的方式，让军娃在辅导班上相互启
发、学习提高。此外，他们还发动随军
家属建立志愿者小分队，通过互帮互

助让更多军人家庭感受到温暖和关
爱。“军娃姓‘军’，办好孩子的事既是
各级党委应尽的责任，也是稳定军心、
提振士气的有力之举。”该旅领导介
绍，针对新年度工作实际，他们还将定
期组织回头看，持续抓好跟踪服务。
“组织时时处处为我们排忧解难，

我们更要心无旁骛地奋力奔跑，集中
精力练兵备战！”刚刚在上级比武竞赛
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合成四营教导员毛
吴平高兴地说道。

第73集团军某旅主动为官兵解忧——

军娃“寒假辅导班”开课啦
■郑祝同 本报特约通讯员 徐明章

东部战区陆军某旅侦察营班长郑丰生（图中身披绶带者）素质过硬，完成任务出

色，被集团军表彰为“强军先锋”，荣立二等功。1月13日，该营举行欢迎仪式，迎接载

誉归来的郑丰生，以此激发官兵精武强能热情。

刘自华摄

分享喜悦

基层暖新闻

茅文宽绘

跟着他们“跑龙套”就行，

我一个小列兵没学会，也

没啥丢人的……

不逼自己一把，你永

远不知道自己潜力有

多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