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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员讲评

微议录

值 班 员 ：第82集团军某旅四营营长

岳玉宝

讲评时间：1月25日

昨晚夜训，大家带队克服严寒天
气，按时按量完成训练任务，都表现
得很好。但是我去检查晚点名秩序
时发现，有的连首长讲话太啰嗦，明
显是准备不足，使点名时间远远超过
了 15 分钟。
《内务条令》明确规定：点名的内容

通常包括清点人员、生活讲评、宣布次日
工作或传达命令、指示等，每次点名不得
超过 15分钟。这条规定具有很强的现
实针对性，必须认真遵守落实。再说，点
名时间过长效果也不好，会让官兵产生
逆反心理。

点名如点睛，重在说到位。今后组
织点名前，要想好说什么、怎么说；点名
时，要善于归纳总结、长话短说，说到
“点”子上，不要拖沓冗长，讲空话、废
话、没有意义的套话。如此，才能起到
应有的效果。

（陈佩琪整理）

点名不得超过十五分钟

高原腹地，山高谷深。春节前夕，
几辆分别载有 10余吨货物的重型装载
车正行驶在蜿蜒起伏的“搓板路”上。
突然，“嘭”的一声巨响，只见其中一
辆车的车身剧烈扭动起来。道路两边，
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深谷，处置稍有不
慎就有可能导致车毁人亡。
“不好，右前轮爆胎了！”驾驶室

内，新疆军区某团运输连驾驶员、上士
班长张权刚反应过来，车辆已向右侧峭
壁冲去。千钧一发之际，他迅速握紧方
向盘，慢慢左转，稳住车辆，同时采用
连续“点刹”方式轻踩制动踏板，降低
车速……不到10秒，险情解除了。
“天路难行，‘稳’字当头。”趁着

抢修车辆的空当，张权对记者打开了话
匣子。听得出来，这样的险情，他已经
遇到多次了。

2019 年，张权远赴俄罗斯参加国
际军事比赛。第一次场地适应性训练，
路面每隔 20厘米就有一个 18厘米高的
突起，求快心切的张权狠踩油门猛冲，
结果汽车在碰到第一个突起后直接腾
空，重重摔下，导致车轮爆胎。出师不
利，张权心头蒙上一层阴影。

两天后，比赛正式打响，其中最难
啃的“硬骨头”是指挥车“通过限制路
段”。限制路段仅比车身宽 30厘米，两
侧布满标志杆，稍不小心就会碰到罚
分，而中途一个直角弯更增加了通过难
度。

过往的出糗、观众的喧嚣、代表中
国出战的压力……张权心绪浮动，但很
快便稳定心神。“真正来到起点，心中
就只剩下赛道。”出发那一刻，他抛开
种种杂念，凭借着千锤百炼形成的肌肉

记忆，顺利完成赛程，不仅获得该课目
分组第一，还在整个单车赛排名榜首。
载誉回国，单位给他记二等功。

赛场有赛场的难，高原有高原的
险。虽然见过很多大场面、取得不少荣
誉，但张权始终对驾驶怀有敬畏之心。
开了 10余年的军车，按说也是一名经
验丰富的老兵了，但每次执行任务，他
还像第一次出车那样谨小慎微：绕车检
查，察看轮胎、制动、转向、传动等关
键部位……

轮胎换好了，张权重新发动车辆，
起步、加速，记者看他开车，感觉就是
一个字：“稳”。

一句话颁奖辞：一个看似普通的

“稳”字，是老兵张权对战友生命和军

人使命的高度负责。

新疆军区某团运输连上士张权——

“稳”，是对驾驶的敬畏
▇本报记者 李三红 闫 延 通讯员 曾 超

“基础课程与专业教学、部队岗
位结合不紧密，着眼军事应用讲理
论、搞教学还有差距……”日前，陆
军装甲兵学院士官学校党委组织提
醒式集体谈话，让基础部主任张宏
壮有些坐不住。谈话结束后，张宏
壮立即组织大家针对存在问题“解
剖麻雀”，抓紧整改。
“提醒式集体谈话，旨在为单位主

官敲警钟、点不足、提要求，达到‘抓早
抓小、防微杜渐’的效果，避免出现一
对一谈话‘进门心头紧，出门脑后抛’
的现象。”该校党委书记刘文彦介绍
说，以往谈话效果不明显，主要原因是
抹不开面子，点问题不尖锐；拉不下
脸，缺乏震慑力；没有见证人，问题整
改容易落空。

谈话戳不到痛处，就起不到“治病
救人”的效果。为此，该校有针对性地
组织开展提醒式集体谈话，并研究制
订了具体办法：讲出优点、点全问题、
说准根源、抓实整改；从不同层次、不
同职务、不同岗位干部中遴选代表列
席旁听；重点谈带有苗头性、倾向性的
问题，也要点到具体单位具体人，不护
短遮丑。

不仅谈话时要让主官红脸出汗，
谈话后更要抓好整改问题。张宏壮
告诉笔者，截至目前，基础部采取教
员参加车场日、集中备课试讲、课后
调查问卷、编写军事案例集等方法，
下大力整改教学与军事应用脱节的
问题，得到学校领导和学员们的一致
好评。

陆军装甲兵学院士官学校组织开展提醒式集体谈话

戳到痛处，见事见人
■王步云

“一篇新闻稿，让原本想退出现
役的几名技术骨干选择申请留队，厉
害吧！”春节前夕，记者在南部战区
陆军某旅“钢刀二连”采访时，指导
员李思锐向我们聊起他运用新闻开展
工作的心得时，又一次提到几个月前
的“得意之作”——
“钢刀二连”驻地在艰苦边远地

区，每到士官选晋，一些关键岗位的技
术骨干面对走留都会犹豫不决。为此，
李思锐精心策划了一堂“走留课”，目
的是鼓励大家立下扎根边疆的志向。
“排长鲁鑫顺 11岁遭遇汶川大地

震，在废墟中被一名解放军战士救
出，从那刻起他立志献身国防。7年
后，鲁鑫顺和当年救他的那位解放军
战士罗伟在军校不期而遇，两人成了
亲密无间的战友。2019 年毕业分配
时，罗伟去了新疆阿勒泰边防连，鲁
鑫顺来到驻滇边防部队……”

李思锐把鲁鑫顺的故事写入教案、
带上课堂。连队官兵分享指导员写的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这篇新闻故事
时，大家无不为排长鲁鑫顺矢志报国、
扎根边防的坚定信念所触动——
“人最重要的是找到属于自己的

世界”“边疆就该多一些像鲁鑫顺这
样仰望星空的军人”“‘钢刀二连’
个个都是好样的，点赞”“平时勇争
第一，战时敢打头阵”……翻阅媒体
平台上饱含深情的留言，“钢刀二
连”官兵心中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通过这堂课，我更加深刻地认识

到军人的使命职责，认识到卫国戍边
的光荣和意义。”课堂讨论时，大学生
士兵李令的发言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虽然文章里的主角是鲁鑫顺，

但连队的每名官兵都能感受到强烈的

使命感和荣誉感。”看着官兵的思想
反映，指导员李思锐深有同感。课
后，连队多名技术骨干向他递交了留
队申请书。

思想教育如何聚焦官兵的“关注
点”，把准官兵的“兴奋点”？“有时
候，我们往往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新
闻宣传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教育资
源池。现代大众传媒具有传播快、覆盖
广、影响力强的特点，这就要求我们积
极发挥新闻舆论的宣传、教育、动员功
能，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及时引
导官兵的思想和行为。”该旅政治工作
部主任曾令剑告诉记者。
“外曾祖父常对我们说：你一定要

记住自己是军人的后代，要有奉献精
神，要有家国情怀，要知道有国才有
家……”在一次旅里组织的“红色故
事分享会”上，两次参加阅兵、家族四
代从军、多次被媒体报道的上士宋杰

一上台就受到官兵热捧，成为不少战
士眼中的“明星”。
“其实，像宋杰这样活跃在官兵中

间的‘新闻名人’有不少，他们的事
迹感人过硬，让他们在教育课堂现身
说法更能让官兵信服。”该旅宣传科科
长向奎告诉记者，今年春节因防疫需
要，各级倡导官兵就地过年，他们利
用新闻报道中丰富的“防疫资源”，引
导大家正确看待防疫部署要求，在军
营欢度佳节。

近年来，该旅先后推出“典型说
话”“开放启迪”“光环造势”等数十
堂运用新闻资源开展的系列教育课，
坚定了官兵扎根边疆、建功军营的信
念。在该旅担负的战法训法集训、山
岳丛林专项攻关等重大演训任务中，
数十名战士因表现突出，被表彰为
“爱军精武标兵”和“练兵备战先进
个人”。

一篇新闻稿留住多名技术骨干
■郭海林 本报记者 钱晓虎

前不久，曾受到警告处分的小宋在
连队民主测评中名列前茅，让不少人颇
感意外。

小宋个性很强，平时不太服从骨干
的管理，常挨批评，是连队的“后进
兵”。一年前，小宋违规使用手机被发
现后，不但拒不认错，还顶撞骨干，造
成十分恶劣的影响。经连队支委会研究
决定，给予小宋警告处分。

面对纪律处分，小宋深受震动，同
时也产生了自暴自弃的情绪。那段时
间，他整日晃晃悠悠无所事事，集体活
动带头捣乱喝倒彩，骨干与他谈心也总
是爱答不理，还常常因为一些生活琐事
跟身边战友找茬闹脾气。

小宋认为，受到了处分也就被贴上
了“标签”，留队、入党、立功等梦
想，都与他渐行渐远。找他谈心的人换
了一拨又一拨，可态度转变就是不明
显。对于小宋的精神状态，我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一次，我无意间发现小宋关注了
很多汽车类的公众号，他的微信朋友
圈经常发与汽车有关的内容。“看来他
对车的话题很感兴趣。”在那之后，我
找他聊天时经常往汽车的话题上引，
我注意到，刚刚还心不在焉的小宋，
聊起汽车立即打开了话匣子。
“既然小宋喜欢汽车，已考取了驾驶

证，何不送他去学军车驾驶重新证明自
己？”我随即向营里汇报了情况，很快就

得到了同意。我再次找到小宋：“营里计
划选派一批人到汽车连学习军车驾驶，
不知道你是否有意向？”
“我愿意！”我的话刚说完，小宋便

着急地站了起来，要求报名。“指导
员，你一定要帮我想办法，我很愿意
去……”借这个契机，我和小宋把话
彻底谈开了，既指出他身上的问题和缺
点，也开导他“只要以后好好干，就没
有过不去的坎儿”。

集训的 3 个月里，卸下思想包袱
的小宋不但表现得十分出色，而且
彻底改正了身上的毛病。结业考核
中，他以优秀的成绩顺利毕业，如

愿 拿 到 了 军 车 驾 驶 证 。 学 成 归 来
后，小宋成了营连的预备驾驶员，
工作积极性明显提高，车辆维护刷
漆抢着干、军事训练拼劲儿十足。
在去年全旅“全能号手”岗位练兵比
武中，小宋接连取得多项比武课目第
一名。由于表现突出，他被连党支部
推选为入党积极分子。

这件事让我明白，对“后进兵”决
不能态度上歧视、生活上漠视、工作上
忽视，只要充分发掘和擦亮他们身上的
闪光点，一定有机会帮助他们重拾自
信，在军营成长成才。

（李恒宇、徐 喆整理）

擦亮“后进兵”身上的闪光点
■北部战区海军某旅政治指导员 张 浩

思想政治教育是“在人的头脑里

搞建设”，只有适应教育对象的思想、

心理和行为实际，才能有的放矢，取

得实效。

优秀的新闻作品有思想、有温度、

有品质，官兵爱听爱看、容易引发共

鸣，是难得的思想政治教育好教材。

从新闻中找到思想“共振点”，巧妙利

用传播媒介和新闻舆论为教育助力，

能达到鼓舞士气、振奋精神的目的。

“钢刀二连”的故事启示我们：

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以引人入胜的内

容启迪心灵，以喜闻乐见的方式学

思践悟，通过官兵日常关注和频繁

接触的事物传道解惑，而新闻宣传

完全可以满足上述要求，且较其他

形式手段更具时代性和感召力，不

妨多用、巧用。

有温度的新闻作品就是好教材
■邹雪峰

基层之声

新闻前哨

带兵人手记

Mark军营 近日，第80集团军某旅榴炮二连组织400米障碍训练，在全营开训比武中取得该课目第一名的中士

陈鹤主动上前，为战友们示范如何快速翻越矮墙。 黄靖沂摄

记者探营

汪 洋绘

为了搞好思想政治教育，有的基

层政治干部投入了很大精力，但效果

并不理想。笔者由此想到本单位一

名指导员，他组织开展教育很受官兵

欢迎，因为他有一个特长——善于讲

故事。

教育课堂上，由故事引出话题、

串起内容；日常谈心中，用故事讲清

道理、阐明观点；甚至有的战士犯了

错，他在批评时也喜欢用故事打头。

“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成了他的口

头禅。战士们反映，他们很爱听指导

员讲故事，从故事中收获了许多启发

与感悟。

爱听故事是人的天性。故事中有

人物、场景和情节起伏，当教育者带着

个人情感、结合亲身经历，以朴实的语

言娓娓道来时，官兵很容易沉浸其中，

这不仅拉近了施教者与受教者双方的

距离，也使教育内容更加可信有力。

习主席指出：“深刻道理要通过

讲故事来打动人、说服人。”作为从

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基层干部，

要把会讲故事、讲好故事作为一种

重要能力进行培养，注意观察身边

人和身边事，多积累和整理有积极

意义的小故事，常用讲故事的办法

深化沟通交流、解决问题矛盾、帮助

官兵成长。

讲好故事不容易，不仅是技巧问

题，还有态度问题。这要求各级带兵

人既要结合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善

于寓理于事、以事析理，也要带着对

官兵的深厚感情，做到于事共情、与

兵共鸣，从而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

效性。

搞教育要善于讲故事
■闫 宝

小 咖 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