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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员讲述内容有误，没给他投

票有问题吗？”“不说也没人知道，这是

胳膊肘往外拐！”那天，我们几个战友

梗着脖子面红耳赤地争了起来。

事 情 经 过 说 来 也 简 单 。 前 段 时

间，旅里组织“好课评选”活动，全旅的

政治教员纷纷紧张备战，我所在连队

的指导员丁于峻自然也在为之努力。

查阅资料，确保选题方向符合评

选要求；开展调研，紧贴连队实际争

取深接地气；征求意见，广采众人之

长……那些天，指导员的点滴努力我

们都看在眼里。

事 实 证 明 ，一 分 耕 耘 ，一 分 收

获。指导员的授课及其教案《从北纬

38°到北纬 22°，我们如何接过先辈

手中的战旗？》脱颖而出，被机关收录

到“好课库”并上传至旅强军网共享

平台。

都是好课，那也有个先后之争。

后续的“好课排位赛”比拼更为激烈、

组织更加严谨。因为理论学习功底比

较扎实，平常也频频在营连的“士兵讲

堂”露脸，经过推选，我成为了“大众评

审团”的一员。

亲 眼 见 证 指 导 员 一 路“ 过 关 斩

将 ”，走 到 最 后 的 冠 军 之 争 ，我 也 与

有 荣 焉 。 最 后 关 头 ，指 导 员 暂 列 第

一 ，得 分 虽 然 与 二 、三 名 相 差 甚 微 ，

但 按 当 时 形 势 ，只 要 指 导 员 在 评 委

的 现 场 提 问 环 节 稳 定 发 挥 ，冠 军 应

是囊中之物。

回答评委提问时，指导员讲到连

队战斗历程，说了这样一句话：“18 小

时挺进 150 里，依次攻下赤木里、官厅

里、巨林川、加平北桥据点。”可问题就

出在这里，我敏锐地发现其中顺序有

误，按战斗史实应是先“巨林川”再“官

厅里”。

看似是个小失误，而且只要我不

说别人也不会发现，但我坚定地认为

这是应该避免的错误，反映出授课者

掌握历史不准确、授课准备不细致等

问题。

于是，我把手里的票投给了同样

表现优异、且与指导员势均力敌的“黄

草岭功臣连”指导员朱星辰。结果，朱

指导员最终反超夺冠，我们指导员则

屈居第二。

回到连队后，大家纷纷为指导员

感到惋惜，我索性说出了事实。有的

战 友 觉 得 我 做 得 对 ，做 到 了 公 平 公

正；也有人觉得，是我让指导员错失

第一——这才有了本文开头双方争

执的一幕。

争 吵 声 把 指 导 员 吸 引 了 过 来 。

了解事情原委，他哈哈一笑：“我觉得

会涛做得对，我们不是说相声，一个

‘ 逗 哏 ’，一 个‘ 捧 哏 ’，错 了 就 是 错

了。大家试想一下，如果他当时用那

关键一票把我捧到第一，那多胜之不

武啊。”

指 导 员 深 刻 而 不 乏 幽 默 的 一 段

话，帮我解了围，引得战友们纷纷为指

导员叫好：竞赛场上没拿冠军，但您永

远是我们心中的冠军。

（王 涵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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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兵人手记

“对于继承发扬伟大建党精神，你

有什么看法？请大家扫描二维码参与

讨论。”日前，某部组织官兵深入学习

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时，利用二维码生成

线上课堂。进入课堂，手机屏幕上滚动

出现了官兵的看法和评论，大家竞相陈

述观点，气氛十分活跃。

“有意义”和“有意思”是一堂优质

教育课需要兼具的特点。然而，在实践

中不少教育宣讲却被吐槽“有营养、没

味道”。究其原因，“照本宣科”“形式单

一”“沉闷无趣”是共性问题。

为什么当下一些教育课堂上，“有

意义”的教育难以通过“有意思”的形式

手段来承载体现？分析起来，一方面因

为一些涉及路线方针政策的内容，对授

课人的综合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另一

方面授课人对创新教育方法手段知之

不多、应用不活，或者干脆把思想政治

教育当成了业务工作，只顾简单落实，

没有考虑如何提升质效。

让思想政治教育生动活泼起来，进

而使广大官兵兴趣盎然、听得入耳、学

得进去、知行合一，是值得各级思考和

探索的问题。“有意义”的教育，尤须开

展得“有意思”，如此，才有利于通过开

诚布公地探讨问题、积极启发官兵思考

等方法，拉近课堂主题和官兵的距离，

达到良好的教育激励效果。

如何实现“有意义”和“有意思”的

有机融合？笔者以为，需要做到以下几

点：授课者平时要注重丰富自己的知识

储备，在课堂上做到旁征博引、深入浅

出、融会贯通；利用互联网特点和优势

推进教育的理念、内容、手段、机制等全

方位更新，激活课堂一池春水；合理安

排教育时间，以实际成效作为衡量评判

教育的重要标准，引导施教者用因人制

宜、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教育。一言以

蔽之，只有让官兵乐在其中、融入其中，

教育才能入脑入心、落地见效。

让“有意义”的教育“有意思”地开展
■赵 琛 赵炫竹

“ 机 关 借 调 舰 艇 干 部 岗 位 津 贴 超

标发放问题已纠治完毕”“选晋士官后

军衔标志发放不及时的问题正在整改

中……”日前，南部战区海军某扫雷舰

大队召开问题台账“清零”推进会，对

照 前 期 记 录 的 问 题 台 账 逐 一 核 销 ，并

对拖延整改的机关部门和个人追责问

责，受到基层官兵点赞。

喜人的变化，源于官兵的呼声。

该大队孝义舰教导员柴箭告诉笔

者 ，以 前 他 去 机 关 询 问 申 领 舰 务 器 材

等 业 务 办 理 进 展 情 况 ，看 到 业 务 部 门

问 题 台 账 记 录 得 清 清 楚 楚 ，感 觉 机 关

办事思路清晰、工作用心。然而，时间

一长却发现，问题仅仅停留在纸面上，

没了下文。

一些基层官兵开玩笑说：“机关加

班加点‘晒’台账，机关干部成了‘台账

干部’。”

发 现 不 足 ，立 改 立 行 。 该 大 队 党

委 一 班 人 随 即 展 开 调 研 ，发 现 个 别

机 关 干 部 认 为 制 订 一 份“ 辣 味 ”十

足 、条 目 明 晰 的 问 题 清 单 ，就 能 体 现

为 基 层 服 务 ，而 忽 略 了 问 题 的 解

决 。 他 们 对 照 学 习 新 修 订 的《军 队

基 层 建 设 纲 要》认 识 到 ，机 关 重 视

“ 晒 ”台 账 、忽 略“ 清 ”台 账 的 背 后 ，是

形 式 主 义 在 作 祟 ，必 须 抓 住 问 题 关

键 点 发 力 ，用 制 度 的 刚 性 约 束 加 快

解 决 难 题 的 进 度 。

他们一方面改进台账“清零”方法，

对问题台账进行汇总梳理后拟制整改

工 作 备 忘 清 单 ，逐 条 逐 项 明 确 责 任 单

位、责任人、整改措施和销账时限；另一

方面，探索建立问题纠治整改效果评估

机制，结合机关基层双向讲评，对机关

各部门问题台账整改情况进行检查督

导，防止出现“磨洋工”“放空炮”等现

象。

罗列的问题减下来，官兵的满意度

提上去。日前，按照问题台账登记的事

项，战勤参谋胡经纬反复与驻地快递公

司协商，如期开通了快递进营区的绿色

通道。据悉，该大队改进台账“清零”方

法以来，已先后解决 20 多个涉及备战打

仗和官兵切身利益的问题。最近一份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基层对机关满意率

达 98.5%以上。

从加班“晒”台账到抓紧“清”台账
—南部战区海军某扫雷舰大队纠治形式主义的一段经历

■王 栋 夏慈航

问 题 是 时 代 的 声 音 ，是 工 作 的 导

向，是实践的起点。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有些人热衷

于总结分析提问题、检查剖析摆问题、

拉单列表晒问题，制订“问题台账”整整

齐齐、清清楚楚，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

却没了下文。基层官兵对此意见很大。

问 题 要“ 清 楚 ”，更 要“ 清 除 ”。 发

现问题，意味着找到了有的放矢的“靶

子”，可研究解决问题才是检验工作实

效的“硬杠杠 ”。机关在建立“问题台

账”的同时，应逐条逐项明确时间表和

责任人，对能够解决的问题马上解决，

对 一 时 解 决 不 了 的 问 题 坚 持 上 下 联

动 、跟踪督办 ，对拒不整改 、应付交差

的 单 位 和 个 人 要 严 肃 追 责 问 责 ，真 正

做 到 问 题 不 解 决 不 松 劲 、解 决 不 彻 底

不放手、群众不认可不罢休。

从“清楚”到“清除”，既彰显能力，

更体现担当。

问题要“清楚”，更要“清除”
■韩旭豪 倪子纯

微议录

“那些任务我都有信心干好，可每

次都安排我当‘配角’……”在“吐槽大

会”现场，上等兵小李终于吐露出烦心

事，这也让我松了一口气。

前段时间，我发现向来积极乐观的

小李，突然像霜打的茄子——蔫了，训

练场上无精打采，休息时一个人蜷在角

落里愣神，多次与其谈心始终无果。对

此，我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周末休息时，当看到网上一档知名

的吐槽节目后，我突发奇想：连里何不也

召开个“吐槽大会”，用这种接地气、冒热

气的方式让官兵敞开心扉、一吐为快？

说办就办！周日晚上，我在连务会上

提出这个想法，得到连队骨干一致认可，第

一期“吐槽大会”就这样新鲜出炉了。可结

果出乎意料，现场任凭我怎样号召大家畅

所欲言，却始终氛围凝重、无人登台……

面对“出师不利”的局面，我冥思苦

想，找来骨干一番交流，问题症结越来

越 清 晰 。 原 来 ，大 家 都 不 想 当“ 出 头

鸟”，有的担心自己一时说错话，事后被

“穿小鞋”；有的担心自己反映的问题没

有“含金量”，说出来被人取笑……

为此，我和骨干们精心细化了方案：

活动现场，播放网上的吐槽视频，激发官

兵兴奋点；事先和各骨干通气，让他们现

身说法、活跃气氛，引导大家“翻箱倒柜”

找问题，说出自己内心的想法……

第二期“吐槽大会”开场后，一班班

长张龙率先发言：“指导员，你晚点名时

总喜欢传道授业解惑，导致我们洗漱哨

音都快赶上熄灯号了！”此言一出，现场

气氛立马活跃起来。

上等兵李大卫接过话茬：“检查内

务卫生，副连长对一些老兵和骨干格外

关照，这么做难以服众。”

骨干带头吐槽，我一一认真记录，

其他官兵见状也纷纷打开了话匣子。

“政治教育还没开始，看到指导员

抱着一沓厚厚的材料，就不自觉犯困”

“体能训练‘老三样’，长跑冲圈拉单杠，

啥时咱能换换花样”……

看着大家都放下顾虑，小李也终于

敞开心扉，将自己的压力和困惑一股脑

倒了出来。

“ 基 础 打 得 牢 ，工 作 才 能 干 好 ，以

后安排任务让你当‘主角’，期待你的

表现……”听到我的详细解答，台下的

小 李 瞬 间 明 白 了 连 队 的 良 苦 用 心 ，感

动得当场流下了眼泪。

趁热打铁，当天通过“吐槽大会”我

总结出 17个“槽点”，形成一张负面清单，

逐一对照整改：晚点名简明扼要，时长严

格控制在 15 分钟以内；出台内务卫生量

化积分制度，制订检查细则，做到“一碗

水端平”；政治教育力求生动感人，由官

兵代表现场打分；为官兵绘制动态训练

成绩曲线图，及时调整训练内容……

“有意见，就要勇敢说出来！”如今，

连里的“吐槽大会”已经开到了第 8 期，

还在全营范围内得到推广。前几天，经

过激烈角逐，小李在连队组织的雷达干

扰 专 业 训 练 考 核 中 名 列 前 茅 ，被 评 为

“训练先进个人”。

（王 旭、刘晓帅整理）

有意见，就要勇敢说出来
■第 80 集团军某防空旅六营二连指导员 邵文龙

值班员讲评
值班员：第 82 集 团 军 某 旅 轻 高 机

步兵连连长 范文杰

讲评时间：6 月 25 日

今天下午，我们组织了单杠引体向上

训练，各班组训有序，能够针对人员素质

差异分组细训，在此对大家提出表扬。但

同时，我也发现个别同志在训练时存在

“下巴不过杠”“手臂不放直”等现象。这

种自我降低训练标准的做法必须杜绝。

“导弹司令”杨业功生前曾对部属

说：“差不多是差多少？差一丝一毫都不

行！必须绝对精确！”这种标准要求，是

干好一切工作、完成一切任务、打赢未来

战争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未来战场上，

一丝一毫的偏差、一分一秒的疏忽、一举

一 动 的 失 误 ，都 可 能 为 此 付 出 沉 痛 代

价。上次考核，有名战士就是因为动作

不符合标准，被考官判定不及格，这样的

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同志们，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平时

工作高标准，战时才能高敌一招、胜敌一

筹。希望今后大家在训练工作中，多问“差

多少”，少讲“差不多”；不断追求“做得更

好”，不能满足“已经很好”，努力把“手中

活”练得更精、把“必杀技”练得更强。

（罗 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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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空降兵某旅直升机团

组织部队开展跨昼夜飞行训练，对

地突击、超低空突防、快速起降等

多个课目连贯实施，飞行人员技战

术水平得到有效提升。图为一名

飞行员起飞前信心满满地竖起了

大拇指。

邓晓宁摄

自信出征

茅文宽茅文宽绘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