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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样本

记者观察

一个痛苦，两个人分担，
就减轻了一半；一份快乐，两
个人分享，就变成了双份快乐

“分享的力量有多大？”

倘若回到一年前，中队长邱雨和上

等兵程楠面对这个问题，肯定会面露迷

茫 。 但 如 今 ，他 们 都 找 到 了 各 自 的 答

案。

那时，邱雨时常为中队官兵的教育

管理难题感到苦恼。一次，他精心准备

了党课，没想到，自己讲得嗓子冒烟，官

兵的课堂反应却不温不火。

下课后，邱雨无意间听到两名士兵

小声嘀咕：“为什么上教育课，都是干部

上台讲，我们战士只能坐在台下听？要

是让我讲，未必讲得比他差。”

授课效果固然不能仅凭一面之词

下结论，但士兵的牢骚话可以说明，单

凭“我说你听”的说教，参与感弱、互动

性差、形式枯燥单一，难以让年轻官兵

特别是“00 后”官兵产生共鸣。

就在这时，邱雨所在支队被上级确

定为分享教育机制试点单位，明确提出

要本着信任官兵、欣赏官兵、尊重官兵

的原则，主动给有理想、想成才的官兵

搭梯子、铺路子、压担子，助力官兵在自

我教育和群众性互帮互学中成长进步。

然而，对于如何开展分享活动、分

享什么内容、由谁分享等具体问题，邱

雨心中并无明确方案，只是按照以往开

展教育活动的惯例，事先指定人员上台

分享。

没想到，看似寻常的交流活动，在

程楠这里转了一个“弯”。

这天，轮到程楠登台，只见他颤抖

着双腿走进众人的目光，磕磕巴巴作完

自我介绍，紧张得再也说不出一句话。

其 实 ，程 楠 综 合 素 质 并 不 差 。 那

么，他为什么这样紧张呢？

邱雨望着低头走回座位的程楠，陷

入沉思。

邱雨经过多方了解，获知程楠多次

经历家庭变故，导致性格内向自卑，从

小到大不敢举手回答老师提问，更不敢

主动走到台前发表自己的见解。

几天后，邱雨住进程楠所在班级，

在班务会上，主动向战友们讲述自己的

故事：

“几年前，我的父亲在工地不慎摔

成重伤。为了支付高昂的手术费用，家

里借了很多外债。过重的经济负担，一

度压得我抬不起头。在上级和战友们

的关心帮助下，我才渡过难关。遇到挫

折困难不可怕，积极面对挫折困难、勇

敢寻求接受帮助，就一定能走出困境，

拥有光明的未来。”

邱雨的相似经历和信任坦诚，深深

打动了程楠。程楠眼含热泪，讲起自己

的 心 路 历 程 。 战 友 们 也 你 一 言 、我 一

语，分享各自的成长感悟，鼓励程楠重

拾自信，勇敢面对军旅生活。

“这次情感分享构建起一座信任的

桥梁，把我的世界分为截然不同的两部

分。”程楠说：“过去是忧郁冷寂的灰色，

现在是热烈澎湃的红色。”

自从打开心结，程楠主动报名参加

读书分享活动。很快，他被选为理论骨

干、政治小教员，成为支队“红肩章”宣

讲团成员。在军事训练中，他“加速换

挡”，3000 米跑成绩提高 1 分钟。

其实，邱雨和程楠一样，都在情感

分享活动后，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邱

雨说，分享教育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它

的起点就在每个人的心中脚下、耳畔唇

边——

“一个痛苦，两个人分担，就减轻了

一半；一份快乐，两个人分享，就变成了

双份快乐。”

既要“从 0到 1”起好步，
更要“从1到N”求深化

天色渐暗，采访继续，窗外传来洪

亮的演讲声。

记者循声而去，看到门外列队的官

兵正在开展晚餐前的“一分钟分享”。

“3 年来，我多次参加大学生士兵提

干考核。每一次备考，中队干部都灵活

安排工作时间，让我有更多时间复习功

课。当我未能如愿提干，他们又在第一

时间给予我关心鼓励。”机动支队机动

六中队班长黎桂荣围绕“温暖的集体”

这一主题展开讲述，赢得战友们热烈的

掌声。

会 不 会 是 提 前 安 排 好 的“ 演 示 ”？

指导员陈本健看到记者将信将疑，翻开

花名册，让记者随机抽点。

记者连续抽点数人，发现不论是老

士官，还是新战士，分享内容虽简短，却

颇多亮点。

“曾有一段时间，分享讲台上来来

回回总是那几名‘常客’。”陈本健坦言，

不少人起初只会引经据典、生硬表态，

频率最高的结束语是“我会好好学”“我

要好好干”。

“分享教育活动重在全员参与、自

我教育、互动升华。”总队政治工作部主

任王冲认为，分享活动既要解决“从 0 到

1”的起步始创问题，更要解决“从 1 到

N”的拓展深化问题，仅靠个别干部骨

干分享带动，这条路行不通、走不远。

总队党委调研发现，在不同基层单

位、不同教育阶段、不同的任务期间，分

享教育活动或多或少出现了一些新情

况新问题。经过归纳总结，主要存在于

几个方面：讲“心灵鸡汤”的多，谈实干

方法的少；党员骨干分享多，普通士兵

开口少；性格外向者分享多，内向者登

台少；简单列举事实多，准确表述观点

少……

如何调动官兵参与的积极性、丰富

分享内容、搞火分享平台？怎样形成人

人能开口、个个能展示、次次有收获的

良性循环？

“一年之内，前前后后打了五次‘补

丁’，每个‘补丁’解决一个问题，修补一

个‘漏洞’。”总队宣传处张勇处长告诉

记者：“不拘形式，登台演讲重在观点为

王，制作幻灯片、小视频重在互动体验；

不局限内容，可讲个人经历、读书感悟，

可演示训练技能、执勤经验；不规定场

地 ，在学习室、荣誉室可以讲 ，在训练

场、饭堂前也可以讲；不限制人数，三五

人可以讲，数十上百人也可以讲……”

一语概之，就是坚持让官兵成为分

享教育活动的主体、主力，动态把握思

想政治教育重点难点，不断完善分享教

育的体系结构。

如 今 ，总 队 的 分 享 教 育 活 动 按 照

“强军思想我分享”“强军故事我来讲”

“强军典型我争当”三大主题，拓宽为思

想、任务、训练、读书、才艺、快乐、情感、

成长 8 种类型。

土味、汗味、人情味，才是
赢得“教育流量”的兵味

教育学家认为，真正的教育不是死

守课堂，而是融入生活。

去年 7 月，总队数千名官兵奔赴 12

个地市抗洪一线，全力以赴投入防汛救

灾。

“90 后”“00 后”官兵对产生在自己

身边的典型和道理，更易形成认同感。

针对这一特点，总队党委确定了“两个

至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分享主

题，引导任务官兵把感性认知和理性思

考融入强军实践。

在抗洪大堤上，机动支队机动三中

队上等兵吴啸隽告诉记者：“在抗洪现

场奋战的每一天，我都被感动、被震撼、

被激励……”

“那天，我们去村庄清淤。部队撤

回时，村民自发拿了茶叶蛋、矿泉水慰

问品送行。我们不要，他们一直朝我们

手里塞。”在临时驻扎点，防化中队四级

警士长李大俊说出内心感触：“当那些

在 电 视 里 、书 本 上 看 到 的 军 民 鱼 水 深

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时，我对橄榄绿的

使命和责任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父母看到我在大堤上抗洪，在视

频那边不停流泪。”在中学校园里，作战

支援大队侦察中队排长秦志远眼睛微

红，与战友和学生分享家信内容：“母亲

在 信 中 写 到 ，你 不 仅 是 爸 爸 妈 妈 的 儿

子，也是灾区群众的儿子，我们为你而

骄傲……”

笑声与泪水齐飞，干部与战士“互

粉”。大家都说：“这样的分享活动，可

以多来几场。”

土味、汗味、人情味，才是赢得“教

育流量”的兵味。

机动支队防化中队战士汪泰从小

比较任性，刚入伍时，头几个月都没有

给家里打电话。母亲给指导员王宏愿

打来电话，询问汪泰的军旅生活情况。

为让汪泰和母亲走近彼此，王宏愿

安排集体观看电影《你好，李焕英》。电

影结束，王宏愿和几名战士畅谈观影感

受，分享自己和“李焕英”的故事。

有人谈起站台上母亲的离别赠言，

有人讲到曾经不懂事惹得母亲落泪伤

心。听着听着，汪泰湿了眼眶，主动和

大家提及自己入伍主要是母亲的意愿，

因 此 才 赌 气 不 和 母 亲 通 电 话 的 隐 情 ：

“现在的我已经爱上了部队生活，也理

解了母亲的一番苦心。”

当天的分享会结束，有战友看到汪

泰悄悄躲到一边拨通了电话：“妈……”

从“我分享”到“我争当”，
每个人最大的收获是成长

点 击“ 安 徽 武 警 ”微 信 公 众 号“ 成

长·快 乐·分 享 ”专 题 ，一 个 个 兵 味 十

足 的 标 题 吸 引 着 记 者 的 目 光 ：“ 别 让

‘ 碎 片 时 间 ’悄 悄 溜 走 ”“‘ 三 色 ’碰 撞

的青春”“传递任务经验，共克训练难

题”“战旗飘扬，心之所向”……这些出

自 基 层 官 兵 之 手 的 网 文 ，每 篇 后 面 都

有 一 长 串 跟 帖 ，很 多 都 被 成 百 上 千 次

分享。

一年多来，总队党委不断“深挖细

耕”，从支队主官到普通一兵、从机关处

室 到 偏 远 哨 位 、从 理 论 骨 干 到 新 人 主

播 ，分 享 主 体 逐 步 扩 大 到 总 队 每 名 官

兵，渐渐形成了“处处是课堂、时时受教

育、人人是教员”的新局面，从“我分享”

到“我来讲”再到“我争当”，热潮一浪高

过一浪。

从 皖 南 到 皖 北 ，从 训 练 场 到 学 习

室，记者一路旁听，记录下一个个令人

深思动容的强军故事：

合肥支队执勤一中队列兵杜睿学

过 播 音 主 持 ，但 因 始 终 迈 不 过 高 考 失

利 这 道 坎 ，情 绪 低 落 ，训 练 也 不 在 状

态。指导员叶剑充分利用杜睿的特长

优势，安排他参加“军营朗读者”，推荐

他 为 支 队 军 营 电 视 台 主 持 人 ，点 名 让

他参加“正视挫折 ”分享 ，帮他很快找

回自信。

中队下士孙万里执勤时，成功化解

了一起险情。上级专门安排孙万里到

各 个 执 勤 点 ，与 更 多 战 友 分 享 自 己 的

“执勤秘诀”。

列 兵 谭 垚 均 下 连 时 ，苦 于 体 重 超

标。他在分享活动中，学到了班长张新

龙创破纪录的经验 ，掌握了“差时、差

量、差异”科学训练方法。一个月后，成

功减重 15 公斤，3 公里徒手跑提速 3 分

钟……

每一个分享者都在传递能量，每一

场分享活动都在凝聚力量。

“通过分享，我领悟到‘力量不在胳

膊上，而在团结上’的深刻内涵。”黄山

支队某中队二班班长邓聪感言。去年

底，邓聪连获武警部队“武教头-2020”

比武特战专业第七名、总队“十佳政治

教员”两项个人荣誉，还带领全班荣立

集体三等功。

去年，亳州支队机动中队中士刘海

兵研发的激光射击瞄准模拟器获得国

家专利。今年，他多次在支队、总队分

享研发历程和射击经验，催生了一批训

练尖子，所在支队的快速射击、夜间射

击成绩有效提升。

七月军营阳光灿烂，葳蕤花木茁壮

成长。倾听着官兵的分享，记者记住了

这句口号：“倾听你的分享，我们共同成

长。”

上图：合肥支队“红肩章”宣讲员与

新战友分享个人成长经历。

特约记者 徐 伟摄

战友，把我的故事讲给你
—武警安徽总队创新分享教育机制的探索与实践

■本报记者 吴 敏 特约记者 蔡啸天

“分享”一词，古已有之。武警安徽

总队在实践中不断突破创新、担当试错，

推动分享教育机制从形式到内容渐臻完

善，真正让自我教育在基层开花结果。

分享激发教育动力，推动“三种眼光”

落地生根。鼓励基层官兵主动上台分享

行动背后的原始动力和底层逻辑，是各级

带兵人对基层官兵的关爱、信任、培养，是

落实用信任的眼光、欣赏的眼光、发展的

眼光看待基层官兵的生动实践。各级带

兵人应在充分尊重基层官兵主体地位的

基础上，坚持与青年官兵梦想追求一致、

人格尊严一致、情感交融一致，充分相信

官兵、理解官兵、依靠官兵，把信任、欣赏

转化为官兵的强烈自信和推动基层建设

的强大动力，进一步增强官兵建设基层的

参与度、获得感，引领他们坚定理想信念、

提高打赢本领、投身强军实践。

分享着眼教育本质，推动全体官兵开

展自我教育。进入新时代，“95后”“00后”

成为基层官兵主体，他们入伍前成长条件

相对优越，知识面广、接受能力强、掌握技

能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长与故事。在

集体面前分享一段经历、一项技能、一个感

悟，不仅是基层官兵外在的自我表达，还意

味着士兵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地位得以

回归。分享教育机制让基层官兵在本职岗

位做出的努力、取得的成绩得以展现，既能

树立分享者的自信心，又可通过分享好思

想、好作风、好本领，向身边战友传递正能

量、树立好榜样、激发内动力，帮助官兵在

比学赶帮超中争当“四有”军人。

分享搞活教育形式，展现官兵风采

时代样子。当下，“分享”成为网络时代

的流行词，衍生出分享精神、分享经济等

概念和社会现象，激活了社会发展新动

力。分享教育机制作为一种创新手段，

激活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一池春水，从网

络时代走来的青年官兵不仅乐于分享，

而且善于分享。在实践中可以看到，分

享机制能够激发出官兵的无穷活力，通

过多姿多彩的方式，全面鲜活地展示出

基层官兵的青春姿态、奋进状态，实现分

享者和教育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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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部队思想政治教育·新动能新气象

炊事员傅志成“火”了。

在武警六安支队金寨中队，官兵们

无人不知，傅志成做的大锅菜色香味俱

佳，那是出名的好。但他此次出名，却

是因为另外一道“菜”——

点开短视频，只见傅志成神采奕奕

站在“做新时代红军传人”的标语前，从

容自信地讲述党史学习教育的收获。

“长征途中，红三军团一连没有因

饥饿而牺牲一个人，9 名炊事员却全部

长眠于雪山中。今天，我虽然不知道他

们的名字，但我读懂了他们的精神。”傅

志成讲述完这段历史，亮出鲜明的个人

观点：“战场不分前后，后勤保障也是打

仗。作为中队炊事员，我要立足三尺灶

台，在保障官兵吃出战斗力的同时，实

现属于自己的士兵突击。”

中 队 指 导 员 方 文 斌 告 诉 记 者 ，傅

志 成 的 这 个 短 视 频 并 非 偶 然 现 象 ，也

不是“短期行为”——去年 4 月，总队组

织 开 展“ 强 军 思 想 我 分 享 ”活 动 ，每 名

官 兵 都 要 走 上 讲 台 ，与 大 家 分 享 教 育

学习心得。

那段时间，傅志成眼看着班长骨干

走上讲台侃侃而谈，也想在大家面前展

示一下个人风采。然而，平时掂起炒勺

就能做一桌好菜的他，走上讲台却找不

准“灶眼”。

第一次分享交流，傅志成结结巴巴

背完一段理论知识，加上一句表决心的

“豪言壮语”，就匆匆结束下台。

“常言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

的理论功底不扎实，难免会言之无物。”

方文斌一语中的，傅志成低头不语。

“分享自己的学习心得，说难也不

难，关键是要入脑、走心、见诸行动。”方

文斌引导傅志成从基础开始，一步步攻

克理论关、演讲关、实践关。傅志成一

路成长，从中队讲到支队。今年，傅志

成还录制了理论学习分享视频。一时

间，战友们都叫他“红色主播”。

分享教育不是注满一桶水，而是点

燃一把火。在一次次分享会上，与傅志

成一样拥有难忘心路历程、实现成长跨

越的官兵不止一人。

上等兵马立国的抗洪感受引发众

人共鸣：“那天，我乘坐冲锋舟，从深水

区救回多名被困群众。看到老乡们脱

离危险，听着他们发自肺腑的感谢，我

为自己是守护人民群众幸福生活的忠

诚卫士而自豪……”

下士武云龙讲述的逆袭经历及感

悟 动 人 心 弦 ：“ 新 兵 时 ，我 不 慎 腿 部 受

伤 ，训 练 跟 不 上 进 度 ，一 度 失 去 信 心 。

正在这时，中队长付穷送给我一本书，

让 我‘ 结 识 ’了 金 寨 籍 开 国 中 将 滕 海

清。长征期间，滕海清身受重伤依然拄

着拐杖追上部队，这个故事深深触动了

我。我把这个故事记在笔记本上，时刻

提醒自己激励自己。如今，我已通过上

级考核入选雪豹突击队。不论走到哪

里，我都要为金寨中队争光。”

回顾不同的成长经历，很多官兵都

有共同感触，认为分享活动是他们短时

间内快速成长的动力之一。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什么样的兵

才是好兵？’谁来分享？”指导员方文斌

话音刚落，台下举起一片手臂。

一个情感互动的“教育样本”
■本报记者 吴 敏 通讯员 倪忆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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