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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连日志

Mark军营

真理总是具体的。指导员高思峰

的这堂课，一个最鲜明的特点便是找

到了一个可触可感的形象，让军人职

责使命教育变得具体生动。相信听过

这堂课，官兵们都会认真思考今后应

该用双手干些什么。

现实中，政治教员在授课过程中

容 易 出 现 一 种 现 象 ， 就 是 在 受 领 教

育 任 务 后 ， 从 网 上 下 载 大 量 资 料 ，

把 和 主 题 有 关 的 诸 多 素 材 罗 列 起

来 ， 一 股 脑 灌 输 给 官 兵 ， 其 实 这 样

往 往 事 倍 功 半 。 官 兵 也 许 会 记 住 其

中 的 一 两 个 事 例 ， 但 还 有 许 多 内 容

没 有 被 官 兵 消 化 理 解 ， 看 起 来 有 价

值 的 教 育 素 材 就 像 散 落 一 地 的 珍

珠，没被串起来。

想要把珍珠串起来，就需要在教

育中找到具体抓手，从大处着眼，小

处着手，通过一件具体的事、一个具

体的形象或是一次具体的活动，将官

兵带入角色，给教育增添实感，把抽

象的概念变具体，让复杂的道理变简

洁 ， 使 教 育 真 正 有 的 放 矢 、 入 脑 入

心、增强实效。

教育要找到“抓手”
■中部战区空军某地导旅政委 陈明华

军人的手，体现着血性与顽强，镌刻着忠诚与
担当。即使前行的路上荆棘密布，即使双手早已
伤痕累累，军人总会在危难时刻紧握钢枪坚守战
位，张开双臂奋勇迎敌。前不久，中部战区空军
某地导旅政治指导员高思峰为官兵讲述了一堂关
于军人双手的教育课，通过一幅幅照片、一段段

故事，刻画出一代代革命军人的样子。这堂课注
重体验、互动性强，不仅调动了官兵的感官，更增
强了代入感，直击官兵心灵。接下来，就请大家
通过报道，近距离感受这堂由浅入深、设计巧妙
的教育课。

——主持人 磊峰

好课大家享

“现在，请大家伸出自己的双手，

观 察 一 下 。 平 时 我 们 都 用 手 来 干 什

么？我最近发现有个别同志的手主要

是用来刷抖音、打游戏，反正没怎么闲

着。”听完中部战区空军某地导旅指导

员高思峰打趣的开场白，台下不少战

士笑了起来，不自觉地伸出手看了看。

“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聊‘军人

的手’。”说着，高思峰在屏幕上放出第

一张照片——阅兵行进中拍枪敬礼的

特写，“第一双手来自阅兵场，我请娄

明瑞给大家讲讲。”

四级军士长娄明瑞参加过国庆阅

兵，对这个画面再熟悉不过：“别小看

这个简单的动作，如果手上没有老茧，

很 难 拍 出 气 势 ，需 要 反 反 复 复 练 习 。

有人为了快速练出老茧，就蹲在地上

拍打滚烫的水泥地面。刚开始时，手

掌又麻又疼，继而由红变紫，到最后就

没了知觉。大家管这叫‘铁砂掌’。”

第一双手的故事讲完，屏幕上接

着出现了一双粗糙不堪、指甲凹陷的

手。大家纷纷猜测这双手的主人应该

是位老者，而高思峰的话却让所有人

感到震撼：“这张照片是我从《解放军

报》上看到的，这双手的主人在阿里军

分区服役，因为长期驻守在高海拔的

‘生命禁区’，官兵不同程度患有高原

病。这是一名上等兵的手，这张照片

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手’护。”

第三张照片是革命前辈贺炳炎和

余秋里的合影。“他们都曾在红军同一

支部队任职。后来，贺炳炎、余秋里都

成了‘独臂将军’，余秋里失去左臂，贺

炳炎失去右臂。”

随着高思峰的讲述，这段历史故

事 在 官 兵 脑 海 中 再 现 ：在 一 场 战 斗

中，贺炳炎右臂中弹，被抬到了医院，

医 生 诊 断 要 保 命 必 须 截 肢 。 临 时 救

护 所 根 本 就 没 有 截 肢 需 要 的 器 械 和

麻醉药品，只能找到木工锯代替手术

锯，找来吗啡代替麻药。但贺炳炎听

说 吗 啡 吃 多 了 会 损 伤 大 脑 影 响 判 断

后 ，将 送 到 嘴 里 的 吗 啡 吐 在 地 上 ，强

忍着疼痛说：“把毛巾塞到我嘴里，把

我绑在门板上，锯吧！我受得了！”就

这 样 ，贺 炳 炎 硬 是 没 用 一 点 麻 药 ，完

成截肢手术后，嘴里的毛巾已经被他

咬得稀烂……

当所有人都在为英雄前辈的选择

震 撼 时 ，屏 幕 上 出 现 了 第 四 张 照 片 。

“没有右手，还可以用左手敬礼。但如

果失去了双手呢？下面这张图，想必

大家印象更加深刻。接受习主席接见

时，扫雷英雄杜富国举起断臂敬礼，他

用这样一种坚强的方式告诉所有人，

不管在什么时候，他都是一名军人，没

有了双手，一样可以坚守使命、守护祖

国。”

“军人的手，是守护的‘守’。”四张

照片看完，高思峰总结道，“峥嵘岁月

里，我们无数的军人，用双手坚守使命

职责，守护祖国安宁。我们军人的手，

是用来紧握钢枪，用来打倒敌人，用来

守护祖国的。最后，请全体起立，让我

们举起右手，面向军旗，敬礼！”

军 人 的 手
■徐立敏 本报特约记者 张 雷

课后赏析

值班员：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

指导员 赵 璐

讲评时间：4 月 29 日

近期随着天气逐渐转暖，大家时常

晾晒个人衣物和被褥，这对身体健康有

益处，值得提倡。

但是，我还发现少数官兵为了图方

便，把个人衣物和被褥晾晒在营门前器

械上，这种做法表面看起来是“小事”，

实则不仅违背有关规定，更有损中队形

象，必须坚决杜绝。

大家听说过“主炮晾衣”吗？清

朝的北洋水师是中国早期近代化海上

力量的代表，甚至一度被称为“亚洲

第一”，但治军不严、纪律松弛。曾有

一种说法：在甲午战争爆发前，日本

海军军官正是通过观察到中国军人在

军舰的主炮上晾晒衣服，由此得出北

洋 水 师 管 理 混 乱 、 战 斗 力 低 下 的 结

论，才敢于挑起战争。

同志们，日常训练、生活的点点

滴滴，都能体现出我们的军人素养，

不可小视。今年以来，中队一直注重

着力提高正规化建设水平，强化官兵

的条令意识和作风养成。下一步，大

家要认真学习贯彻条令条例，从起居

作息、穿衣戴帽、集合站队、礼节礼

貌等“小事”抓起，持之以恒做好，

培养军人应有的精气神。

（李 楠、江泽红整理）

“小事”不可“小视”
值班员讲评

前段时间，在指导连队进行队列

训练时，火箭军某旅通信二连指导员

邢帅发现一个现象：经常被指挥员当

场点出问题需要改进的，往往不是刚

下连的新兵，而是入伍时间不长不短

的年轻士官。

这是咋回事？邢帅在连务会上抛

出这个问题，没想到班长们也颇有同

感。“有的年轻士官与义务兵时相比，

显得有些懈怠，没那么上进了”“小活动

年轻士官不屑于上，大任务用他们又不

放心，发挥作用有限”……

大家反映的问题引起了邢帅的反

思。新兵下连以来，连队工作重心都在班

长骨干和新兵身上，一时间忽略了年轻士

官这个中间群体。随后，他又找来几名年

轻士官谈心，想听听他们的想法。

“班里来了新兵后，班长都是先紧

着让他们参加各种活动，好让他们快速

融入。”下士张龙率先“诉苦”。原来，张

龙所在的一班今年分配了两名新兵，平

时的小竞赛、小比武都被新兵“瓜分”

了，久而久之，他便萌生出混日子的想

法。

“我也很想为连队建设添砖加瓦，

但是在重大任务面前，自己一没经历，

二缺能力，最后只能‘有心无力’。”魏连

政是一名直招士官，之前本来有参加大

项任务的机会，奈何有连队干部认为他

不 能 胜 任 ，最 终 派 了 一 名 老 班 长“ 出

征”。

综合各方面反映的情况，邢帅随

即与党支部一班人深入研究，拿出了

对策：开展专题调研，分析新形势下

士官队伍内在需求，引导官兵明确自

身的发展定位；依据年轻士官特点特

长，将大项任务拆分细化，给他们搭

台子、压担子、交任务，提升他们参

与连队建设的积极性；帮助年轻士官

制订成才目标，让他们奋斗有方向、

成长有动力……

变化发生在不经意间。最近，张龙

代表旅队备战报务专业比武，通过苦练

眼功、耳功、手功，最终斩获个人第二名；

直招士官孔贲发挥写作能力强、擅长摄

影的优势，为连队培养出多名新闻报道

骨干；中士杨子腾，因调整改革转换过多

个单位和岗位，他主动作为，高标准完成

代班文书、代班司务长的工作……

邢帅告诉笔者：“如今，年轻士官

正逐步成为连队建设的重要力量，但

作为一线带兵人，我们要做的工作还

有很多。”

新兵下连，别冷落了年轻士官
■刘 成 焦梦梦

前 段 时 间 ，机 关 采 用 系 统 检 索 普

查、现地随机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对个

人手机购物平台、聊天交友等账号进行

清查。因为普查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加

上平时各级强调得比较多，对后续的抽

查我就没太放在心上。

可是当那天检查人员来队抽查，示

意二排战士小黄将手机递过去时，看着

小黄心虚的表情，我心里顿时咯噔一

下：“要坏事”。

果不其然，经过一番查看，负责检

查的保卫科干事指出，“小黄所登录微

信绑定的手机号，与登记在册的不一

致”。而小黄支支吾吾半天也没说出个

所以然，最后只是低头无语，算是默认

了自己的错误。

强忍着心里的怒火送走机关干事，

我火急火燎回到第一“案发现场”。只

见排里几个班长站在小黄身旁询问着

什么，他本人依然耷拉着脑袋不说话。

看 到 这 一 幕 ，我 顿 时 气 不 打 一 处

来，当即上去一通训斥，并宣布处罚决

定：小黄在连队军人大会上作检查，全

班手机停发一周，全排承担连队夜间的

“二五岗”一个月。

说完，没给他们申辩的机会，我气

呼呼转身就走了。回房间后，情绪慢慢

平 复 下 来 ，我 越 想 越 不 对 劲—— 按 理

说，对小黄的处理意见，怎么也要在支

委会或者连务会上研究再决定；而且这

种“一人生病、全家吃药”的处理方式，

不正是我们平时所反感的吗？都是一

时头脑发热、怒火攻心，才让我武断地

下了决定。

想到这里，我又开始纠结：撤回决

定？那多不严肃，以后再作什么决定，

官兵会出现等我“收回成命”的情况；不

撤回？又不合理，一没研究、二没上报，

除了作检查，其余尽是“土政策”。

“无论怎么选择，自己的威信都会

因为冲动武断而打上折扣，但不能为了

个人的面子而不顾连队长远发展的里

子。”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当天晚点名，

我主动向连队官兵作了检讨，撤销了不

合理的决定，并且表示今后会以此为教

训，带头落实从严治军、依法治军的要

求。对于小黄的处理意见，也要留待集

体研究后再作决定。

事毕，我顿时感觉松了一口气，周

围的空气似乎也没那么凝重了。在成

为一名优秀基层带兵人的路上，我还得

沉住气，付出加倍努力。

（王 涵整理）

不要在头脑发热时作决定
■第 74 集团军某旅火箭炮连指导员 杨 帝

“我宣布，此次新兵擂台赛的冠军

是——李伟才！”听着大家的欢呼，我不

由想起初下中队时的那段经历。

一直以来，我心里藏着个武侠梦，

下队后搏击自然成了我最感兴趣的训

练课目。可是，那时中队有个不成文的

规矩，只有老兵才能登上擂台进行实战

对抗。每次看着擂台上挥汗如雨、拳拳

到肉的激烈场景，自认为功夫到家的我

难免技痒。

有一次，我向班长提出一试身手的

想法。班长只是摆了摆手，半开玩笑地

说道：“等你成为同年兵里练得最好的

那一个再说吧！”得到班长的许诺，我瞬

间燃起斗志，训练更加认真刻苦了。

一次会操比武中，我从所有新兵中

脱颖而出，如愿获评“搏击训练之星”。

“这次我可以上擂台了吧？”信心满怀的

我立马找到班长。没承想，班长平淡回

复道：“你虽然有进步，但还有不小差距，

打打基础再说吧。”面对班长的“出尔反

尔”，我一时难以接受，却又无能为力。

连着好几天走上训练场，我不是出

拳软绵绵，就是踢腿慢吞吞，没心思好

好训练……班长接连说了我好几次，我

完全不为所动。

又是一次训练，班长见我还是提不

起劲来，便说：“是不是不服？那咱俩过

几 招 ，只 要 你 能 打 中 我 ，就 让 你 上 擂

台。”“行！”本就憋着一口闷气的我斩钉

截铁地回应道，心想证明自己实力的机

会终于来了！

穿戴好全套护具，登上搏击台，我便

率先向班长发起进攻。可一连两拳都被

班长轻松避开，我不禁有些急躁起来。深

吸一口气，短暂蓄力后我再次全力挥出一

记右摆拳。只见班长简单一个左闪步，顺

势再接一记下鞭腿就把我扫倒在地。我

不服输地从地上爬起，继续向班长发起挑

战，结果仍被班长一招击倒……

接连几个回合，我都被班长用平时

最常见的招式放倒，一个人颓坐在地上

满脸羞愧。本以为会被嘲笑一番，谁知

班长用有力的大手一把将我拉起，拍了

拍我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不要好高

骛远，基础越牢，实战中战胜对手的把

握才越大。”直到此刻，我才彻底明白了

班长的良苦用心。训练中一招一式看

似简单，但只有经过日复一日的勤学苦

练，才能真正融会贯通。

从那以后，我更加注重打牢基础，一

点一滴、循序渐进。不知不觉间，我逐渐

赢得了班长的认可。这不，现如今，我已

经被中队任命为搏击“小教员”啦！

（贺韦豪、王泽华整理）

班长为啥不让我打擂台
■武警湖南总队株洲支队某中队列兵 李伟才

带兵人手记

近日，东部战区海军某部组织慰问驻地老红军、老战士并收集红色故事，引导广大官兵传承红色基因，坚定听党话跟党

走的理想信念。图为 97岁高龄的新四军老战士鲍奇讲述自己当年的战斗经历。

黎 宇摄

茅文宽绘

授课人：中部战区空军某地导旅政治指导员 高思峰

授课时间：5 月 6 日

你虽然有进步，但还有不

小差距，打打基础再说吧。

这次我可以上擂台

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