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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堂堂授课深入透彻、一场场讨论

凝聚思想、一次次瞻仰触动灵魂……党

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单位精心策划

组织，创新方式方法，力求讲好故事、讲

深道理、讲出军味，引导官兵学出新境

界、干出新风貌。

军队思想政治教育，是党在军队铸

魂育人、引领思想的工作，历来追求因事

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思想政治教

育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动力和活力也在

于创新。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教育对象

在变，只有常讲常新，才能使思想政治教

育更鲜活动人、入脑入心。

我军历来注重创新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比如，

战争年代，一堂诉苦课能让俘虏调转枪

口，一个战斗口号能激励官兵赴汤蹈

火。当前，在传承好经验好做法的同

时，也应紧跟时代发展，紧贴青年官兵

特点，在守正创新中有所作为。

“老年人相信一切，中年人怀疑一

切，青年人什么都懂。”作家王尔德的戏

言，投射到当前的网络语境中，未尝不是

一幅简笔画。“网生代”青年官兵文化素

质普遍较高、民主意识较强，擅长从多种

渠道获取信息、多元视角看待问题。而

对思想政治教育者来说，要做到“学高为

师”和常讲常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网络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者思想不新、

本领不强、办法不多是影响教育质效的

主要因素。

“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

力。”习主席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提出

“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

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的标准要求，我

军思想政治教育者不仅要做到，而且标

准应更高。然而，当前能上台讲课的不

少，但能让官兵叫好、信服的还不多；在

一线搞教育的不少，但真正知兵懂兵还

有待加强；思想工作做得不少，但实现打

开官兵“心门”、撬动心灵、激起共鸣还要

下功夫。

思想政治教育者应当挚爱和深研

本职工作，像春蚕吐丝那样竭尽心力，

像蜡炬成灰那样发光发热，像和风细

雨那样浸润心田，像孺子牛那样甘为

人 梯 ，走 近 官 兵 、引 导 官 兵 、感 化 官

兵。按照“会知兵、会施教、会谈心、身

教好”的标准，坚定理想信念，丰富学识

素养，增强人格魅力，提升教育技能，既

要坚持高格调，又要注重接地气；既要

讲得有意义，又要讲得有意思；既要学

会“键对键”，又要学会“面对面”，真正

让思想政治教育如春雨润物般直抵官

兵心田。

（作者单位：32737部队）

常讲常新才能入脑入心
■辛 源

强军论坛

本报讯 聂运义、记 者王凌硕报

道：4 月中旬，以“百年大党：重整行装，

从 古 田 再 出 发 ”为 主 题 的 古 田 会 议 精

神 研 讨 会 ，在 福 建 省 龙 岩 市 古 田 干 部

学院举行。

在全党全军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 、庆 祝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100 周 年 之

际 ，研 讨 会 聚 焦 古 田 会 议 精 神 的 历 史

意义和时代价值，从百年党史的角度，

深 入 解 读 古 田 会 议 精 神 这 一 跨 越 时

空、历久弥新的宝贵精神财富，研讨古

田 会 议 精 神 对 新 时 代 加 强 政 治 建 设 、

强化理论武装、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实

事求是、践行群众路线、勇于自我革命

等方面的重要意义。

研讨会由国防大学政治学院、中央

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中共福

建省委宣传部、中共龙岩市委等 8 家军

地单位共同承办。来自全国各地的专

家学者、国防大学学员等 200 余人参加

会议。

军地联合举办古田会议精神研讨会

本报讯 耿华、蔡萧南报道：“那

年，我经地下党组织介绍光荣加入共产

主义青年团，一次次冒着危险深入敌后

送情报……”4月下旬，南部战区总医院

病房内，103 岁高龄的胡正先老人向医

护人员讲述抗战时期的斗争故事。

胡正先是一名老红军，曾受邀参

加国庆 70 周年阅兵庆典。前不久，胡

老因突发疾病被紧急送往南部战区总

医院治疗。在该院医护人员的精心治

疗下，老人身体状况逐渐好转。

“ 革 命 前 辈 见 证 了 党 的 峥 嵘 岁

月。”该院领导介绍，党史学习教育开

展以来，医院在为老红军、老革命全力

做好医疗服务的同时，根据他们的健

康状况，适时邀请他们为医护人员讲

述党史故事、重温战斗经历，引导大家

向革命先辈学习，强化使命担当，进一

步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为兵服务水平。

一次讲述就是一堂生动党课、一次

精神洗礼。“我们担负着新时代的使命任

务，更应当志存高远，发扬好优良传统，

担当起强军重任。”聆听完胡老的讲述

后，该院一名医务人员深有感触地说。

南部战区总医院

百 岁 老 兵 讲 战 史

本报讯 丁福辉、特 约 通 讯 员

刘振宁报 道 ：“ 我 院 前 身 是 中 央 红 色

医 院 ，从 革 命 战 争 年 代 一 路 走 到 现

在 ，一 心 向 党 的 红 色 基 因 代 代 相

传 。”日 前 ，沈 阳 联 勤 保 障 中 心 第 969

医 院 组 织 了 一 次 特 殊 的 教 育 活 动 ，

引 导 新 入 职 人 员 赓 续 红 色 血 脉 、当

好红色传人。

“我院历经长征、抗日战争、解

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厚重红色院

史 是 开 展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的 生 动 教

材。”该院领导介绍，党史学习教育

开展以来，他们结合院史学党史，组

织“发扬优良传统、争当红色传人”系

列活动，采取观看专题教育片、赴革命

圣地开展“寻根之旅”活动等方式，帮

助医护人员从历史中汲取精神养分、

矢志强军兴军。

前不久，在该院组织的“学党史、忆

初心”演讲活动中，官兵讲述的老院长傅

连暲参加红军、到江西瑞金参与创建中

央红色医院的故事，让大家深受触动。

勤务保障分队战士宋馨雅说：“老院长妙

手仁心救伤员，一心一意跟党走，是我们

学习的榜样！”

随着党史学习教育不断深入，该

院官兵强素质的紧迫感、保打赢的使

命感不断增强。近日，在上级组织的

服务保障专项调查中，该院综合满意

度大幅提升。

沈阳联保中心第969医院

红 色 院 史 励 传 人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进 行 时

深入学习贯彻全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精神

上图：“五一”前夕，东部战区

海军航空兵某部组织飞行训练。

谢宇飞摄

左图：4月中旬，第73集团军

某旅组织装甲车驾驶训练。

林佳裕摄

编者按 开展仪式教育是我军思想政治教育优良传统之一。当前，
部队使命任务艰巨，官兵思想活跃，发挥好仪式教育的特殊作用，有利于
激发官兵投身强军实践热情。新疆军区某工兵团认真学习贯彻全军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积极开展仪式教育，为官兵精武强能鼓干劲、
添动力，促进了部队战斗力提升。

虽 已 暮 春 ，天 山 脚 下 依 旧 寒 风 凛

冽。5 公里武装越野、负重深蹲、冲刺

跑……新疆军区某工兵团训练场上，经

常能看到下士邱思佳挥汗如雨的身影。

“去年年底，我在团‘白龙马杯’比武

中夺得‘全能战士’季军。表彰仪式上，

团领导亲自为我颁发‘白龙马’徽章，我

要珍视这份荣誉！”邱思佳语气坚定。

“甘作革命骏马，驮着革命走向胜

利。”一代代工程兵扎根、建设、戍卫边

疆，形成了以“不计名利、埋头苦干、不

怕牺牲、忠勇向前”为主要内容的“白龙

马精神”，成为该团宝贵的精神财富，为

先进典型颁发“白龙马”徽章是该团发

挥仪式教育激励作用的举措之一。

“一场刻骨铭心的仪式，往往能点

燃官兵精武强能的激情。”该团着眼任

务实际，发挥仪式教育精神激励、形象

塑造等功能，注重在仪式感召下将红色

基因融入官兵血脉。

“‘白龙马精神’，是工兵团官兵和

他 们 身 后 默 默 奉 献 的 家 人 共 同 创 造

的。”该团领导说。

筑城二连连长王世彬和妻子宋楠

始终记得那次颁奖。

在该团组织的“最美军嫂”颁奖仪

式上，一对对模范夫妻手捧鲜花，深情

告白。台上，当王世彬回忆起妻子的付

出时 ，这位多次在比武中摘金夺银的

“硬汉”连长红了眼眶。宋楠动情地说：

“能够成为一名军嫂，我很幸运。他永

远跟党走，我一生陪伴他……”一位是

扎根边疆的优秀军官，一位是远居东南

的海归博士，夫妻同台吐露心声，现场

官兵深受触动。

线上线下同向发力，仪式教育效能

倍增。该团将颁奖仪式录制成视频，通过

审核后上传新媒体平台，模范夫妻们的感

人故事，不仅坚定了更多官兵建功军营的

信念，也赢得了许多军属的理解支持。

后勤保障股股长吴恩虎和他的家

人始终难忘那次表彰。

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吴恩虎一

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保障任务，即便

累倒住进医院，仍牵挂着团队的建设、

官兵的生活保障。

在强军标兵“云”表彰仪式现场，痊愈出院的吴恩虎站上领奖台，远在山西

老家的亲人通过视频连线，见证他的“高光时刻”。

这次表彰，该团区分精武标兵、保障尖兵、专业能手等类型，按照群众推荐、民

主评议、党委把关审批等程序进行评选，创新采取视频连线方式组织表彰，既提升

了获奖官兵的仪式感、荣誉感、获得感，更增强了先进典型的榜样示范效应。

三级军士长梁应坤和大学生士兵寇一博始终铭记那次宣誓。

“传承‘白龙马精神’，向老班长学习，争当修理尖兵……”一场特殊的宣誓

仪式在该团某连举行。墙上的连旗鲜红夺目，下方摆放着一个擦得锃亮的工具

箱，梁应坤带领寇一博等 10 名列兵，整齐列队、庄严宣誓。

这个工具箱陪伴梁应坤的老班长薛纪元数十年，老班长退役之际郑重地将

它交给了连队。聆听薛纪元坚守战位 30 载的故事，列兵们深受触动，建功军营

的决心更加坚定。

“‘白龙马精神’内涵非常丰富，特定的时间场合、特定的环节设计，能够产

生特殊的教育效果。”该团领导告诉记者，他们结合新兵入伍、誓师大会等时机，

探索多种仪式教育形式，引导官兵进一步坚定履行使命的信念。

官兵争当“白龙马”，凝魂聚气向战行。近日，该团机动千里执行驻训任务，

仪式教育贯穿全程，官兵始终以高昂士气拼搏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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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春，第 82 集团军某旅特战分队千

里机动，奔赴中原腹地参加训练考核。

此次考核，特战队员要连续行军 40

公里，昼夜连贯完成侦察引导、要点夺控

等多个课目，考核全程融入敌情背景，临

机构设导调情况，旨在检验复杂条件下

特战队员战场应变能力。

“左翼袭扰，中路使用手雷进行火力

突击……”进入作战地域，分队指挥员温

满仓指挥特战队员立即展开行动。手雷

投掷时，12 名队员有 8 人投出 3 枚 3 中的

好成绩，命中率较高，却因出手不够迅速

且人员未能依托地形隐蔽，最终被考核

组判定为“不合格”。

在“牵引横越”课目中，特战队员配

合密切、动作迅速，成绩达到平时训练优

秀标准，却又被考核组判定为“不合格”，

原因是渡河过程中大声指挥，严重脱离

战场实际要求。

到达“战场救护”课目考点，队员们

迅速呈战术队形展开，卫生员包扎伤口

动作娴熟，但在搬运伤员时被考官叫停，

再一次被判“不合格”。原来，队员们使

用的搬运方法虽然快速，却没有充分考

虑伤情，很可能在搬运中对伤员造成二

次伤害……

“这一仗，不要脱离实战的高分！”考

核组态度鲜明。考核表现看似可打高

分，但按战场标准衡量被判“不合格”，这

样的结果让队员们警醒。

平时训练成绩不错，缘何上了考场

却遭遇“滑铁卢”？复盘检讨中，官兵反

思盘点训练与实战脱节的问题：平时训

练注重一招一式练，却缺乏敌情意识、战

场思维；满足于训练场上拿高分，却没有

对标战场实际查不足。

为此，该旅组织官兵围绕暴露的问题

进行检讨反思，举一反三查摆剖析类似情

况问题，制订出台针对性训练措施。他们

还组织重难点课目的实战化训练攻关研

究，综合运用多种保障手段，科学设置逼

真战场环境，倒逼官兵提升实战本领。

第82集团军某旅剖析典型事例强化官兵实战意识—

这些课目为啥被判“不合格”
■李红玉 黄仁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