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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无法像祖辈那样建立卓越

功勋，但可以将最好的青春年华献给祖

国……”初夏时节，训练间隙，参加过两

次国庆阅兵的南部战区陆军某旅二连

战士宋杰，深情讲述自己一家 4 代从军

报国的真实故事。

“4代传承，15名军人，家国情怀……”

排长鲁鑫顺对宋杰一家 4 代献身国防

的故事耳熟能详，他有节奏地表演说唱

快板，引得战友阵阵喝彩。

“长大后，我要成为你！”宋杰对鲁

鑫顺亲历的故事同样熟悉：“11 岁遭遇

汶川地震，被解放军战士从废墟中救

出。7 年后，他在军校和当年救他的战

士罗伟不期而遇，二人军校毕业后双双

选择扎根边疆，并肩战斗……”

“感人的故事不仅把心里装满了，

更把心灵点亮了！”官兵们深受触动，浑

身充满力量。

宋杰和鲁鑫顺都是该旅 130 多名

“红色讲解员”中的一员。这支以大学

生士兵、军人家庭成员、烈士子女等为

主体的队伍，用“红色养料”春风化雨般

滋润官兵心田。

说起建立“红色讲解员”队伍的初

衷，该旅领导娓娓道来：在红色历史讲

解中，某连大学生士兵钟昌琪巧妙地把

“将军县”——他的家乡兴国县的红色

故事与连队光辉战斗历程相结合，迅速

“圈粉”。

受此启发，该旅在全旅范围内选拔

官兵加入“红色讲解员”队伍，确保每个

连队有 2 至 4 人；将他们个人信息录入

旅人才数据库，通过带教、培训、考核、

竞赛等方式跟踪培养，着力提升知识储

备、讲解技巧、仪容仪态，让他们在讲好

红色故事的同时，成为各连开展思想政

治教育的“编外指导员”。

警卫勤务连下士田光灿擅长软件

设 计 ，他 以 红 色 资 源 为 素 材 ，创 作 动

漫 、短 视 频“ 激 活 ”静 态 历 史 ，成 为 战

士 心 里 的“ 金 牌 讲 解 员 ”。 他 和 大 家

打成一片，及时掌握身边战友的思想

状 况 ，让 连 队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有 的 放

矢、直击靶心。

“他们活跃在官兵中间，用兵言兵

语说兵事，往往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教育

效果。”该旅宣传科科长向奎深有感触

地说，“红色讲解员”队伍已成为全旅政

治教员的左膀右臂。

“战士的鲜血染红了泥土，染红了

花草，生命停止那一刻，他的手里仍紧

紧抓着一束血染的兰花……”这个由

“红色讲解员”和官兵自主编排的情景

舞台剧《老山兰》一经搬上舞台，迅速在

官兵中走红。许多官兵坦言，自己由此

爱上了兰花，因为它是牺牲奉献、品质

高洁的象征，承载着年轻官兵学习前辈

报效祖国的远大志向。

“ 只 有 读 懂 战 士 的 心 ，把 准 战 士

的 脉 ，才 能 理 顺 他 们 的 心 气 ，打 开 他

们的心扉。”该旅领导说，思想政治教

育是走心入脑的精细活，活跃在基层

的“红色讲解员”，能随时捕捉战士的

“ 心 灵 电 波 ”，并 用 战 士 愿 接 受 、易 共

鸣 的 方 式 ，见 缝 插 针 地 开 展 教 育 ，从

而 达 到 集 中 教 育 和 自 我 教 育 同 频 共

振的效果。

如今，越来越多的官兵自觉加入到

“红色讲解员”队伍中来。大家既当施

教者，又是受教者，该旅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呈现出令人欣喜的生动景象。

读懂战士的心，把准战士的脉。南部战区陆军某旅发挥官兵主体作用提
高思想政治教育质效——

“红色讲解员”活跃一线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郭海林

“战车内增压风机突然停止工作，

炮弹射击后尾气无法及时排出，顿时呛

得人嗓子冒烟……”伴着旁白者声情并

茂的讲述，舞台上演员们用对话和动作

还原出比武赛场的一幕。

前 不 久 ，一 部 名 为《决 胜 阿 拉 比

诺》的情景剧在第 78 集团军某旅礼堂

内上演，将官兵的思绪拉回“国际军事

比赛—2020”坦克两项的决赛现场，让

大家在回顾参赛队员取得骄人战绩的

过程中，激发练兵备战的使命感和紧

迫感。

“把身边人身边事搬上舞台，是一

种巧妙引发官兵共鸣的方式。”该旅领

导介绍说，“寓教于剧”在该旅已有 10

多年的实践。

2010 年 9 月，该旅首部反映官兵身

边人身边事的“情景剧”在装步七连出

炉。该连时任指导员李伟发现，个别战

士总是大错不犯、小错不断。为加强战

士们的作风养成，他找来几名文艺骨

干，将连队一些违规违纪现象编成一部

情景剧表演给大家看，然后再因势利导

组织教育讨论。没承想打那以后，连队

违规违纪现象明显减少。

装步七连的“小试牛刀”很快在全

旅不胫而走，尝试用情景剧深化教育效

果的营连也越来越多，这引起了当时旅

党委的重视。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和

检验，他们决定把“原创情景剧”作为创

新教育形式、务求教育实效的全新载

体，在全旅进行推广。

每一部情景剧的背后都有官兵成

长的印迹。该旅副参谋长陈来民回忆

说，他当排长时，各项训练成绩都很好，

但缺少一股拼劲儿，老连长因此总调侃

他“英雄气短”，直到营里一部名为《为

了胜利，拼！》的情景剧上演。剧中，旅

里一名有线兵参加越野比武，因故不得

不脱掉作战靴，硬是光着脚跑到终点，

夺得了奖牌。陈来民被深深打动，训练

中像一个“拼命三郎”，成绩也随之直线

上升，此后他多次代表旅里参加上级比

武并夺魁。

俗话说“十年磨一剑”。如今，该旅

的“ 原 创 情 景 剧 ”已 成 为 一 个 教 育 品

牌。其所包含的内容也由最初的安全

法纪教育、战斗精神教育 2 个方面拓展

到涵盖优良传统教育、心理健康教育、

形势战备教育等 8 个方面。展现形式

也由起初单一的小品模式，扩展为集

说、演、跳、唱，融动漫、微视频等元素为

一体。

记者在采访期间看到，基层营连

教育课堂上的各类情景剧可谓“百花

齐 放 ”：新 兵 营 自 主 编 排 说 唱 结 合 的

舞台剧《我给班长点根烟》，以诙谐幽

默 的 表 演 方 式 让 大 家 对 什 么 是 团 结

和 谐 、纯 洁 友 爱 的 官 兵 关 系 引 发 思

考；合成一营制作的微电影《逆行者》

再 现 解 放 军 医 疗 队 在 抗 疫 战 场 的 冲

锋陷阵，让官兵感悟到军人的神圣使

命 ，激 发 建 功 军 营 的 壮 志 豪 情 ；旅 政

治工作部保卫科制作的普法剧《警惕

网 络 背 后 黑 手》，把 网 络 赌 博 陷 阱 在

哪里、有哪些防范措施和相关规定等

展 现 得 清 晰 明 了 ，帮 助 官 兵 正 确 识

网、依规用网……

教育有活力，练兵添动力。前不

久，该旅接到备战上级比武的任务，他

们将近年来展现全旅练兵备战风貌的

情景剧进行收集整理，并安排文艺骨干

前往集训队开展专场慰问演出，有效激

发了大家的训练热情和动力。在最近

的一次摸底考核中，集训队员们各项训

练成绩均有所提高。

舞台交给官兵，故事触动心灵。第 78集团军某旅用身边人身边事打造
“寓教于剧”教育品牌——

“原创情景剧”凝聚力量
■高 巍 本报记者 牛 辉

记者探营

值班员：第80集团军某旅作战支援营

营长 杨开金

讲评时间：6 月 3 日

今天下午，全营组织轻武器实弹射

击，期间下起了小雨，我看到有的连队值

班员迅速叫停了训练，组织人员用雨衣

盖住枪支，当场叫停了这一做法，要求实

弹射击继续进行。

有人对我的这种做法不解，他们觉

得枪支淋雨可能会对其性能造成损害，

应该及时采取防雨措施。但是，大家有

没有想过，营里组织实弹射击的目的，就

是为了聚焦实战提升射击水平，难道上

了战场会因为下雨而停止拼杀？

我要对大家良好的爱装意识提出表

扬，但需要强调的是，爱护装备不能“因

小失大”，停止实弹射击看似保护了装

备，实则是训练作风不实的表现，不值得

提倡。不论刮风下雨还是烈日当头，恶

劣环境正是磨砺胜战本领的好时机，不

能以“爱护装备”为理由而选择逃避。

同志们，温室里种不出万年松，草

棚 里 养 不 出 千 里 马 。 接 下 来 的 训 练 ，

大 家 要 大 胆 使 用 手 中 武 器 装 备 ，在 各

种 恶 劣 天 气 、复 杂 环 境 中 检 验 装 备 性

能，提升训练质效。同时，也要及时对

武 器 装 备 进 行 维 护 保 养 ，爱 护 好 军 人

的“第二生命”。

（陈厚坤、常皓博整理）

爱护装备不能“因小失大”

值班员：第 82 集团军某旅合成二营

教导员 陈金金

讲评时间：6 月 4 日

今天上午，全营组织过车炮场日，

我检查了各连装备保养整治情况。车

场内，班长骨干带头作用明显，爬上钻

下一丝不苟；连队里，军械员认真检查

保养枪械器材，也很尽责。

但 是 我 也 发 现 ，各 连 普 遍 对 指 北

针、望远镜等小型装备保养不够重视。

询问得知，一些官兵认为这些装备使用

次数少，当下训练阶段暂时用不到，所

以可以适当降低保养标准。

同志们，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保养

装备切莫“顾此失彼”。相信大家都听

说过因一颗小小的马蹄钉而输掉一场

战争的故事。装备有大小之分，但各有

各的作用。指北针、望远镜等装备看起

来不起眼，可一旦在战场上失灵，就可

能让大家找不着方向、瞄不准目标，造

成严重后果。

平 时 你 对 装 备 不 上 心 ，战 场 上 它

就会对你不负责。今后再过车炮场日，

大家一定要克服松懈、麻痹心理，做到

不 放 过 每 一 个 细 节 、不 漏 掉 每 一 个 环

节、不轻视每一个小节，以精细求质量

促 落 实 ，确 保 小 装 备 也 要 保 持 战 斗 力

随时在线。

（布和哈达、赵汉生整理）

保养装备切莫“顾此失彼”

“这事如果搁在以前不可能这么

快。”日前，武警四川总队广元支队执勤

一大队剑阁中队骨干任用名单上报没

两天，新任司务长孙晓龙就走上了工作

岗位。

该大队大队长肖基煊欣喜地告诉

笔者，自从支队还权基层后，各单位在

职权范围内自主研究决定相关事项，工

作效率明显提升，自主抓建的能力也显

著增强。

变化始于去年下半年。该支队第

一批退役工作结束后，出现了部分骨干

岗位空缺的情况，各单位纷纷上报请

示，请求支队为其配备骨干。

新修订的《军队基层建设纲要》明

确，党委机关不得干涉和包办应当由基

层决定的事项，确保基层对日常工作的

统筹安排权，经费、物资、器材的使用支

配权，党员发展、骨干配备、义务兵晋衔

的决定权，官兵外出、探亲休假和权限

范围内士兵岗位调整、奖惩的批准权，

军官军士晋升任用、所属人员送学培训

的推荐权。

骨干配备的决定权在基层，各单位

为何还要报请机关解决？在一次周工

作交班会上，支队领导明确要求：各单

位要严格落实法规制度，放手大胆用

权，该本级决定的事项无需上报机关。

会议结束后，各单位按照职责权限

对绝大部分骨干岗位进行了研究任命，

但在涉及司务长、军械员兼文书等敏感

岗位的骨干配备上，却迟迟不敢决定。

原因何在？一次恳谈会上，基层干

部道出了心中的担忧：以往敏感岗位骨

干配备都是支队集中安排，虽然现在规

定让基层自主研究决定，但如果真研究

任命了，会不会因此得罪了机关领导？

机关干部也表达了他们的担心：敏感岗

位对骨干专业要求非常高，把这个决定

权还给基层，他们能不能把好关，出了

问题谁来负责？

双方的忧虑引起了支队党委的深

刻反思：问题的关键其实不是敢不敢用

权，而是个别干部思想观念陈旧、法纪

意识淡薄、担当作为缺失，由此导致基

层自主抓建能力弱化。

为此，他们结合《军队基层建设纲

要》培训，组织以“机关依法还权、基层

自主抓建”为主题的集中辅导授课，进

一 步 重 申 和 明 确 了 各 级 的 权 力 与 责

任，引导机关干部破除陈规陋习、依法

放手还权，要求基层干部主动担当作

为、科学大胆决策。同时，他们按照党

委常委帮带大队、股室挂钩中队的原

则，制订年度精准帮建计划，定期深入

基层搞好指导，帮助分析部队建设形

势、制订按纲建队规划，帮助解决基层

无力解决的问题；各业务部门按照职

权，积极回应基层关切需求，着力在解

决业务骨干培训、文化生活改善、减少

“五多”等方面下功夫，为提高基层自

建能力添砖加瓦。在此基础上，他们

还加强对基层用权的监督和审查，既

防止有权不为，又避免有权“任性”，进

一步推动还权基层落地见效。

机关科学指导，放权不放任；基层

依法抓建，担当不推诿。近日，在支队

组织的重难点课目考核中，15 个基层

中队成绩全部达到优良以上，3 个单位

在上级检查中受到表扬……基层建设

活力迸发，自主抓建的能力得到普遍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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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空降兵某旅组织空降合

成营整建制集群伞降训练，锤炼部

队实战能力。

谢程宇摄

伞花盛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