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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推荐
潜 望 镜

“听说机动一中队指导员在组织
教育时被政委批评了。”
“真的假的？他们中队的政治教

育课不是刚在支队交班会上被表扬
了吗？”

……
这两天，武警青海总队某支队指

导员刘鹏涛成了大家议论的对象。几
个星期前，他刚因组织政治教育课堂
气氛热烈、官兵满意率高达 97%受到
上级表扬，可没过几天，同样是因为气
氛热烈，刘鹏涛讲授的另一堂政治教
育课却被支队通报批评。

到底怎么回事？上级为何突然
“变脸”？

原来，在发出表扬后，该支队政委
李忠利对此事十分上心，想要探寻一
中队政治教育反响热烈的“秘诀”。于
是，他特意抽出一个上午的时间，利用
查课系统全程观看一中队的授课。结
果“秘诀”没找到，李忠利反而发现了
一个大问题——刘鹏涛在授课过程
中，热搜段子、网络用语层出不穷，形
式虽然新颖有趣，引来官兵哈哈大笑、
掌声连连，但整堂课下来，实质性的教
育内容却少之又少。

李忠利见此情景哪还坐得住，立
即对刘鹏涛进行了批评。

刘鹏涛心里很不是滋味。以往，
机关在检查教育时，不能说只看课堂
氛围，但听课官兵满意度对检查结果
的影响说是“举足轻重”也不为过。为
了提升满意率，他特地就政治教育在
中队开展问卷调查，发现大部分官兵
都偏好网络上“短”“快”“诙谐”的传播
模式。他索性投其所好，采取这种形
式授课，没想到满足战士“需求”反成

了过错。
李忠利在与他的交谈中也感到，

此事责任并非全在授课者身上。机
关干部检查基层教育时走马观花，查
课反馈以偏概全、草率了事才是真正
根源。正是这些，在基层中树立了不
良导向，导致一些政治教员授课“剑
走偏锋”。
“政治教育的目的在于铸魂育

人，决不可重形式轻内容，简单迎
合搞庸俗化，不敢理直气壮地讲好
‘大道理’！”对于此事，李忠利立场
鲜明。很快，一场深挖政治教育问
题积弊的大讨论活动在该支队迅
速展开。

支队党委一班人对照学习全军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坚持

刀口向内、躬身自省，认为一些基层
单位政治教育弱化，与党委平时统
管教育“软、松、宽”和制度落实走形
式密不可分；机关教育统筹不得力，
“蜻蜓点水”式抓工作，导致真实情
况反映不上来；一些带兵人不注重
提升自身施教能力水平，一味讨巧，
教育课堂唱不响最强音……截至目
前，该支队逐股室逐单位查找整理
出 3 类 12 个具体问题，并逐一制订
整改措施。

某机动中队指导员陈浩之前曾找
到刘鹏涛“取经”，在得知刘鹏涛的做
法受到批评后，他再次与刘鹏涛就政
治教育授课交流经验，心生感慨：“教
育方式要力争官兵喜闻乐见，但教育
内容可不能偏向迷航啊。”

气氛热烈的教育课为何挨批？
■孙成立 罗元凯 本报特约通讯员 朱家辉

“全连一共没多少病号，你们三班
上报的占了一半，怎么回事？”前不久，
第 72 集团军某旅组织考核，统计参考
人员时，某装步连三班上报的病号人
数引起了连长陈家福的注意。面对连
长的疑问，班长卢红光面红耳赤答不
上来。

去年底，卢红光被连队党支部推
荐代理三班班长一职，他认为这是组
织对他的信任，立志要带领三班干出
一番成绩。

今年初，得知旅里将组织建制连考
核，卢红光一个激灵，觉得正是展现能
力的大好时机，决心一定要趁此机会，
给全班赢得新年度“开门红”。随后，卢
红光便挑灯夜战制订出融合力量训练、
耐力训练和爆发力训练的“体能套餐”，
并开始带领全班人员利用各种间隙时
间加班加点强化训练。

起初，训练效果显著，“长跑达人”

李鑫哲和“单杠小王子”冯友财的训练
水平都更上一层楼。在连队摸底考核
中，三班的体能平均成绩更是名列前
茅。见此，卢红光更加信心满满：“就这
么练，即使第一名拿不到，进入全连前
三准没跑！”

然而，事情并没有像卢红光设想
的那样发展。经过一段时间的持续高
强度训练，班里战士出现了不同程度
的厌烦心理。一次长跑训练后，李鑫
哲提议休息调整两天：“长时间高强度
训练，大家都很疲惫，大腿小腿都很酸
痛……”但他话音未落，就被板着脸的
卢红光打断：“越是痛苦的时候越要挺
过去，我就是这么练出来的！”见此情
景，大家不敢多说话了。但连续高压
训练带来的问题，终究在考核前集中
暴露出来——两名战士患上了疲劳性
骨膜炎，其他战士也或多或少出现了肌
肉拉伤等情况。

“训练不能急于求成、蛮打蛮干，必
须讲科学、重实效。”了解情况后，陈家
福告诫卢红光，不论生活工作还是军事
训练，不能急功近利、用力过猛，否则容
易事与愿违。想到因为自己的一意孤
行，原本生龙活虎的战友们变得“伤痕
累累”，本就懊恼的卢红光更是羞愧难
当：“如果我当时听了李鑫哲的意见就
好了……”

这件事后，卢红光将自己的“体能
套餐”计划书扔进了垃圾桶，并告诉班
里的战士好好休息养伤，千万不要勉强
训练，以免落下病根。连里也很快开展
各类帮带活动，安排经验丰富的老班长
指导新任骨干，帮助他们熟练掌握科学
训练的方法。

经过调整，三班战士重新打起了精
神，卢红光给自己立下新的目标——尽
早胜任班长岗位，和全班战友一起迎挑
战、创佳绩。

提升成绩防止用力过猛
■陆栋钰 杨孟德

微议录

值班员讲评

值班员：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

勤务保障大队大队长 蹇明星

讲评时间：2月24日

最近我注意到，部分同志在使用对
讲机时比较随意，有的报告完工作就开
始“海阔天空”，有的下发通知时说个没
完没了，甚至有少数哨兵竟然在夜间站
哨时用对讲机聊天气、聊伙食、聊家常，

把对讲机当成聊天工具。
有的同志可能觉得，平时手机使用

不方便，对讲机有呼必应，既省事又快
捷，况且夜间站岗孤单寂寞，用对讲机
聊聊天也情有可原。但大家要知道，对
讲机是指挥员的辅助指挥工具，面向的
是全大队值班人员，所有配发携带对讲
机的都是指挥员、值班员和哨兵，随意
使用对讲机不仅占用公共信道资源，给

指挥联络带来不便，关键时刻还会贻误
战机。

同志们，大家要严肃对待正确使用
对讲机这件事情，各级值班员要用好值
班电话、口令、哨音等值班手段，平时保
持对讲机静默状态，确需用对讲机下达
指令、报告情况要言简意赅、快速高效，
不能扯闲篇。

（陈 杰、周海杰整理）

对讲机不是聊天工具

为确保辖区安全，武警广东总队执勤第三支队一大队采取固定站哨与机动巡逻相结合的方式执勤，实现全线遇有情况

“一分钟到达”。图为执勤战士为走失的小女孩提供帮助。 廖 键摄

最近，新疆军区某红军团班长王
小鹏感觉班里有些“不对劲儿”——

先是下士蒋涛，相识 3年多，他各
项能力素质一直都比较突出，可这段
时间，他就像变了个人，整天闷闷不
乐，只顾自己的事，班里的事一概不
管；然后是上等兵李成杰，他原本活泼
开朗，是班里的“气氛担当”，现在却总
是窝在角落发呆；情况最严重的是上
等兵阿里木，他经常嘴里念念有词、手
舞足蹈，而且“行踪不定”……
“这是怎么了？新兵都适应得挺

好，老兵反而进入‘第二适应期’了？”
仔细回想，这些情况都是在新兵下连
之后出现的，王小鹏心里泛起嘀咕，决
定要搞个清楚。

这天休息时间，王小鹏看见阿里
木又避开众人独自离开，便悄悄跟了
上去，没想到阿里木溜进了学习室。
透过门缝，王小鹏看见他又高举双手

在空中挥舞，嘴里似乎还在念叨些什
么。见此情景，王小鹏连忙冲进屋
内。这个举动也吓了阿里木一跳，两
人大眼瞪小眼半天，阿里木才率先打
破尴尬：“班长，你干啥？吓我一跳。”
“我正要问你在这儿干啥呢？”“我在练
习唱歌打节拍啊……”

原来，之前一次饭前唱歌由阿里木
负责指挥，本来他就不善此道，对上新兵
们的眼神就更加紧张。结果，从开始唱
歌到结束，节拍就没准过。事后，几个同
年兵来打趣他不说，他感觉新兵看自己
的眼神也不一样了。因此，他一有空就
躲起来练习，或者没事就“比画两下”。

同时，蒋涛和李成杰反常变化的
原因也浮出水面：新兵下连后，连里发
起“我为新兵做榜样”活动，大家跃跃
欲试，想在新兵面前证明自己。蒋涛
作为新晋士官，经验不足，在组织训练
时有些吃力，又绷着劲不能在新兵面

前露怯，心力交瘁之下，才整天不在状
态；而李成杰则是由于频繁的内务问
题通报，自己感觉没能做好榜样，还给
老兵丢了人，所以无精打采。
“新兵下连后，新兵需要适应，老兵

也需要调整，团结友爱和谐纯洁的内部
关系，须由新兵老兵一起磨合成就。班
长骨干们大多将工作重心放在新兵身
上，对老兵的关注下降，其实老兵也有不
少困扰啊。”在与其他班长沟通后，得知
各个班都或多或少存在类似现象，王小
鹏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连队。连队很快
组织开展“新兵老兵共成长”活动，除了
要求老兵继续发挥带头示范作用，还突
出强调新兵老兵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虽然“闻道”有先后，但“术业”确实有专
攻，不应苛求老兵事事都要做到最好。

老兵们卸下了思想包袱，重新振作
精神。看着一片其乐融融的景象，王小
鹏坚信，班里的明天肯定会越来越好！

老 兵 的 困 扰
■高 群 崔浩浩

“怎么这么慢？”前不久，中队组织武
器擦拭保养，值班员随口“点”了一下完
成速度较慢的新兵尚泓懿。没想到就因
为这一句话，尚泓懿当场就眼泪哗哗直
淌。直到被班长送回宿舍休息，他也没
有回应大家的询问关心，只是默默流泪。

尚泓懿性格开朗、工作积极，训练
和内务方面也都表现出色，在这批刚
下队的新兵中，一直是干部骨干的“放
心人”，怎么突然就情绪崩溃了？事
后，我找到已经平复心情的尚泓懿促
膝长谈，这才了解前因后果。

原来，新训期间，尚泓懿一直是新
兵中的佼佼者，多次被评为“训练尖
子”，每次班务会都在被表扬之列。但
下队后，他的军事训练成绩在中队只能
排到中等偏下，内务水平比起班里的老
兵也差些“火候”，加之对队里环境不熟

悉，接触陌生事务容易手忙脚乱，就经
常被班长批评。从“众星捧月”一下子
落到“泯然众人”，他心中的挫败感越来
越重，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上次
值班员一句看似无关痛痒的批评，在他
心中却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让他压抑已久的情绪终于爆发。

尚泓懿的自白让我想到了另一名
大学生士兵刘宇轩。刘宇轩也是一名
“新兵尖子”，入伍前已经入党，因为他
年龄较大，平日里的表现比较成熟沉
稳，干部骨干很少找他谈心，认为他没
什么问题。直到一次偶然间听见他和
家人通电话，我才知道他因为年龄问题
对考学提干顾虑重重，甚至心生退意。

两件事情放在一起，我不由把目
光转到了队里的“放心人”身上：战士
的内心世界何其简单又何其复杂，“新

兵尖子”就没有困难烦恼吗？我们是
不是对那些平时表现优秀的新兵放心
太多、关心太少了？
“新兵是队里的新鲜血液，要让每

名新兵都感到组织的关怀，真正融入这
个大家庭。”在随后的队务会上，我对班
长骨干提出要求，同时提醒大家，多些
“交口称赞”，少点“求全责备”，通过引
导鼓励让“新兵尖子”继续“拔尖”。
“这次比赛，你是新兵里的第一名，

希望下次你能拿到全中队的第一名。”
前几天，中队组织武器分解结合比赛，
尽管尚泓懿的成绩在中队并不拔尖，但
我仍在晚点名时表扬他进步速度较快，
并给他颁发了“武器操作小能手”奖
状。尚泓懿上台领奖的那一刻，我明显
感觉到，他身上的精气神又回来了。

（贺韦豪、张博扬整理）

新 兵 的 烦 恼
■武警株洲支队某中队政治指导员 杨 林

战鹰出击

近日，空军航空兵某团开展

跨昼夜飞行训练，通过夜间编队、

对地目标攻击等课目演练，锤炼

官兵全时段作战本领。图为傍晚

时分，参加训练的飞行员登上战

机，准备出击。

徐晨桐摄

新兵下连，新兵要适应连队，老兵也要适应新兵，各有各的心理需求。带兵人

要敏锐发现他们的思想变化，因人施策、平等对待，把工作做到战士的心坎里。请

看下面两则新闻——

写 在

前 面

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而言，无论形

式如何创新，都只是手段，真正起到

实质作用的仍然是内容。

尤其现在，基层部队越来越重视

教育的群众性，越来越注重官兵自我

教育，提倡让官兵唱主角，但决不能

放任自流。无论何时何地，教育者都

不能缺席，教育都不能偏离铸魂育人

的正确方向。

评判教育效果需要建立综合性

系统性指标，官兵满意度只是其中一

个方面。殊不知，既然是教育，就必

须是正向的、正能量的和有目的的灌

输，而部队教育者的工作就是用官兵

喜闻乐见的方式完成这种灌输，进而

影响人、塑造人。这意味着，追求课

堂气氛的热烈、授课形式的新颖、基

层官兵的满意，都是为教育的初衷本

义服务的。而对那些一味迎合趣味、

戳中笑点，甚至不惜用浅薄庸俗的网

络段子博彩头的做法，我们必须予以

坚决反对和及时纠正。

不能一味迎合听众
■徐 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