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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之声

“瞿秋白唱着《国际歌》，缓缓走向
刑场，并微笑着对刽子手说‘此地甚
好’……”一边读《瞿秋白与〈多余的
话〉》故事脚本，第 79集团军某旅坦克
七连指导员王怀杰一边抹眼泪。
“党史故事剧的每一个情节，都饱

含入党初心和信仰信念。”王怀杰说，
他希望这种情感在故事搬上“党史剧
场”舞台的那天，也同样如春雨般浸润
广大官兵的心田。

王怀杰用心创作的动力源泉，来
自该旅抓好基层党史学习教育的创新
之举。
“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

史崇德、学史力行，就必须真正让官兵
在教与学中，把认知认同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该旅领导告诉记者，载体入
眼入耳，效果才能入脑入心。他们在
研究筹划党史学习教育方案时，着眼
新时代青年官兵特点开展“党史剧场”
活动，发动官兵研党史细节、讲党史故
事、演党史剧目，以情感共鸣催生初心
感悟。
“人人自学一个故事，就能迸发百

余个创作灵感。”他们采取“读书会+故
事会”的形式，引导官兵通过自学书目

和观看微纪录片《见证初心和使命的
“十一书”》，寻找故事线索、激发创作
灵感，并由文艺骨干通过艺术的手法，
编写故事脚本，导演故事情节，排练故
事剧目，最终以舞台剧的表演形式呈
现在大家面前，强烈的“代入感”让官
兵在触摸历史中心明眼亮。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

死鬼才乞求‘自由’……”装步八连官
兵正在排练的《“明志书”》，便是从《见
证初心和使命的“十一书”》微纪录片
中获取的灵感。他们把革命烈士陈然
在白公馆与敌人斗争的故事串联起
来，在跨越时空的“思想连线”中，让官
兵感受党性的光辉。
“每一遍排练，都会让我想起自

己入党宣誓时的场景，使我更加坚定
了对党的信仰信赖。”饰演陈然的新
兵党员李国臣在排练后告诉记者，旅
里每个连队都在利用业余时间排练
党史剧目，然后到“党史剧场”轮流
展演。

一个故事，一份精神食粮；一场剧
目，一次红色洗礼。“党史剧场”活动开
展以来，官兵们逐渐认识到旅党委“让
编排者在剧情构思中受教育，演员在

排练中受教育，广大官兵在观看中受
教育”的初衷。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坚定信

仰，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坦克八连上

士赵锋看完支援保障连编排的剧目
《挺身三河坝》后，动情地对记者说，
“这样的党史故事剧很鲜活、有温度，
我们很喜欢。”

第79集团军某旅发动官兵研党史细节、讲党史故事、演党史剧目—

“党史剧场”感悟初心使命
■叶洪林 王力军 本报特约记者 海 洋

对于今天的青年官兵来说，时代

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党的

那些红色历史离他们很遥远，他们的

很多认识来自书本中、课堂上，缺乏直

接体验和感受。如何让他们在触摸红

色历史中感悟初心与使命，成为党史

学习教育的一个重要课题。

第 79集团军某旅发动官兵研党

史细节、讲党史故事、演党史剧目，

支持官兵们利用业余时间自编自导

自演，把学习党史融入剧目创作、排

练、演出、观看全过程，在潜移默化

中引导官兵感知有温度的党史，进

一步坚定官兵的理想信念，这种做

法值得借鉴。

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

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

醒另一个灵魂。要搞好党史学习教

育，必须在改进教育手段、创新教育形

式上多下功夫，让新时代青年官兵读

懂党史、热爱党史，自觉传承红色基

因、主动担当强军重任。

为这样的教育创新叫好
■张科进

春寒料峭，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
团飞行外场寒气逼人，数十个身影正在
紧张地忙碌着。
“发动机汽化器进油管接头怎么会

出现油迹？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一名
机务干部眉头紧锁，一边排查故障，一
边低声与身边战友讨论。他叫胡雷，是
该团一名分队长、工程师。自中午发现
这个问题后，他已经蹲在这儿检查了好
几个小时了。

一旁伴随保障的厂家技术人员
说：“飞机各项仪表数据都显示正常，
少量的渗油不会影响飞行训练正常
进行。”“我们厂家师傅都说了，这样
的小问题完全不影响飞行，你就别费
心了。”

但胡雷不这么认为。从事机务工
作 16 年，遂行重大演习任务 10 余次，
他始终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到外
场就是上战场，绝不能让战机带着任
何隐患上天。飞行员们都说，胡雷的
那股认真劲儿让人真放心，值得托付
生命。

经过数小时地毯式的排查，最终
查明了问题原因。虽然只是小故障，
不至于引发安全事故，但胡雷和战友
们不敢有丝毫马虎大意。
“没有无缘无故的问题，只有未发

生的隐患。”翻开胡雷的业务笔记本，
清楚记载着在机务工作中那些“不起
眼”的数据和工作心得。“如果这个细
节，我没有按章操作会怎么样”，成了
他的“每日必问”。他常常和战友们
说：“规章制度要牢记于心，不当操作
也要心中有数，只有多知道一点，才能
多预防一分。”

停车、换油管、紧螺帽……经过一
段时间的紧急抢修，在成功更换配件
后，再次开机验证，油迹消失不见。随
后，胡雷带人对照检查卡片，又给战机
来了一次全面“体检”，结果显示“一切
正常”，飞行训练继续进行……

一句话颁奖辞：一句“值得托付生

命”，是战友对胡雷的最大认可和最高

褒奖。

绝不让战机
带着隐患上天

■邹 超 本报特约通讯员 徐 喆

大多年轻干部才出校门就入营门，

第一任职多在基层一线，少数干部在与

战士们相处时放不下架子，以致工作、生

活屡屡受挫，从而萌生退意。多年前认

识的一位新排长，毕业时胸怀理想要成

就一番事业，来到基层连队一段时间以

后，却觉得学非所用，认为“庙小屈才”，

干工作老放不下架子，一直到退役都很

不得志。

这名新排长走到如此结局，除了与思

想不端正、作风不扎实有关，更多的是对

基层、对战士缺乏感情。由于担心自身能

力素质欠缺难以服众，担心自己说错话出

洋相，总是摆出一副官架子以势压人、藏

拙遮丑，久而久之，必然与官兵疏远。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我们是靠老

实吃饭，不靠摆架子吃饭。”从校门走入

营门，成为一名带兵人，职务的晋升并不

代表党性修养、思想觉悟、道德水平的自

然提高。相反，与基层许多经验丰富的

战士相比，年轻干部还有差距，端架子不

但无法在战士们心中立起威信，只会让

自己失去融入基层、提升能力的机会。

带兵带的是心，要时刻牢记“摆架子

换不来尊重，更换不来进步”，想要在战

士中立起威信，赢得战士的尊重，就必须

放低身段，与战士打成一片，闻其苦、知

其难、暖其心、励其志，对症下药帮助战

士成长进步。这才是一名基层带兵人应

有的姿态。

新干部千万别摆架子
■韩 宇 潘红宇

营连日志

3月16日，武警广西总队防城

港支队组织开展房屋突击、楼道搜

索、小组战术等课目训练，锤炼特战

队员实战能力。图为特战队员利用

烟雾掩护实施突入行动。

徐世立摄

利刃出鞘

当清晨第一缕阳光照亮山顶的积
雪，正在高原驻训的陆军某旅指挥控制
连炊事班中士向涛已开始了一天的忙
碌。点火起灶，刀与案板的碰撞、冷油下
锅的激情、炉火旺燃的火热，奏响了一首
悦耳的锅碗瓢盆交响曲。
“馒头要想蒸得好，和面细节很重

要，高原手和不均匀，机器和面是个宝，
雪天酵母一勺半，晴天酵母少半勺，泡打
粉量要刚好……”向涛一边念着口诀，一
边手脚利落地忙活着。20分钟后，一锅
既蓬松又有“颜值”的馒头，出现在记者
面前，散发着浓浓的香气。
“其实，馒头也有‘高反’！”回想起刚

来高原驻训时的情景，向涛记忆犹新。
由于高原气压低、温度低、水的沸点低，
连把馒头蒸熟都费劲，更别说让官兵每
天都吃上营养可口的热饭热菜了。
“好的伙食能顶半个指导员，必须

让官兵吃好、吃出战斗力。”该旅领导
介绍，针对高原高寒地区驻训官兵能
量消耗大、热食难保障等问题，旅里联

合地方物流公司建立专属供应组，精
选牛肉、羊肉、菌菇等低脂肪、优质蛋
白食材，以及薯类、谷物、蔬菜、豆制
品，逐渐探索形成了高原野战饮食保
障模式。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吃妈妈做的饭

菜？因为饭菜里有妈妈的爱。”指挥控制
连指导员王帅动情地说，为了让驻训官
兵感受到家的味道，各营连干部和炊事
班起早贪黑反复揣摩，相继探索出“二次
醒面”保温法、“添水回笼”蒸饭法，开发
出“双料胡椒暖身汤”“红柳烤肉”“红色
尖刀鱼”等特色菜品，连同饺子、火锅、煎
油饼、大包子和开胃小菜，一起摆上了官
兵餐桌。

伙食连着战斗力。作战支援营司务
长祝孟怀介绍，旅机关和各营连广泛收
集意见建议，根据训练强度调节伙食营
养搭配，形成了“一营一菜谱，一连一特
色”的伙食保障新景，基本做到了一日三
餐餐餐不重样、顿顿有特色。

晚饭时间到了。记者在高炮连看
到，官兵吃的主食是千层饼、臊子面、酥
脆麻花，菜品有红烧肉炖粉条、清炖羊
肉、麻辣豆腐、素炒青菜等。而在火箭炮
连，官兵吃的则是火锅，餐桌上摆着上海

青、毛肚等数十种菜品。
“真没想到，在这么苦的环境里驻训

也能吃得这么好！”坐在舒适的保温板房
里大快朵颐，上等兵唐豪感到幸福满
满。官兵们说，结束一天的训练后，能美

美地吃上一顿色香味俱佳的大餐，浑身
的疲劳顿时烟消云散。

图为高原食堂一角。

王光耀摄

一营一菜谱、一连一特色，正在高原驻训的陆军某旅想方设法搞好伙食保障—

雪域高原，感受“舌尖上的温暖”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孙浩然 武 帅

“徜徉在历史长廊中，我深刻理解和
体会到我党我军由弱到强的艰辛不易，真
正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英勇和伟大。我的
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伴随着战友热烈
的掌声，战士任子健走下讲台。自党史学
习教育开展以来，空降兵某训练基地警通
汽车连俱乐部内，经常出现这样的一幕。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该连充分发挥
“士兵教员”作用，利用每一次教育正式
开始前的 10分钟，让战士轮流上台讲党
史小故事，既为教育课堂“暖场”，也对大

家学习党史起到了督促作用。
战士任子健从小喜欢历史、热爱阅

读，对我党的峥嵘岁月比较熟悉。他这
次登台，讲的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
故事。“听了他的讲述，我对我党的初心
和使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上等兵张力
介绍说，现在大家学习党史热情高涨，每
次教育课后，都会主动通过各种途径收
集整理党史军史故事题材。

在此之前，上等兵薛浩元一领到手
机就刷视频、打游戏，现在看到战友在台
上把故事讲得有声有色，也把手机用在
了党史学习上。“必须抓紧时间给自己
‘充充电’，传承好我党我军的好传统好
作风。”薛浩元说。

教育课前，故事“暖场”
■侯作霖 范桂颂

值班员：第80集团军某旅二营教导

员 冯 策

讲评时间：3月21日

前段时间，我列席了几个连队的连
务会，了解新同志下连后的状况。期间，
一名排长虽然自称与所有新同志进行了
谈心交心，但细问起来，竟连一些战士的
基本情况都没摸准。由此可见，这名排
长虽然开展了谈心交心，但只走了形式
没走心。

新同志刚下连不久，面对陌生的环
境和任务，心里难免会感到茫然。在这
个关键时期，干部骨干必须贴上去知心、
交心，切实了解他们在想什么、有什么需
求，才能帮助他们顺利度过下连后的心
理转换期。

同志们，大家一定要重视每一次谈
心交心，提前做好准备，把握好时机，灵
活运用方法，帮助新同志们迈好军营第
一步，增添在军营建功立业的信心。

（王 磊、常皓博整理）

谈心要走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