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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听半小时广播，中午读半小时

报纸，晚上看半小时电视——这是官兵

们所熟悉的“三个半小时”。

这项官兵们习以为常的制度，诞生

至今已有 30 多年，甚至超过了很多官兵

的年龄。

1988年6月，《军队基层建设纲要》（试

行稿）在“活跃基层文化生活”中，明确提出

了“要保证官兵每天有收听广播、收看电视

新闻或读报的时间”。

同年 11 月 9 日，《解放军报》刊发了

一 篇 名 为《“ 试 验 田 ”里 的 新 思 维》报

道 ，在 文 中 首 次 提 出 了“ 三 个 半 小 时 ”

概 念 —— 时 事 政 策 教 育 ，除 必 要 的 集

中 教 育 外 ，主 要 放 到 每 天“ 三 个 半 小

时”（即听新闻广播、看电视新闻、读书

看报各半小时）去解决。

随后这一做法在全军推广，逐渐形

成了基层开展政治工作的一项优良传

统，成为筑牢官兵思想政治防线、提升思

想政治教育质效的重要阵地。

2009年，新修订的《思想政治教育大

纲》第 41 条日常教育制度规定：各级应

当坚持组织收听收看广播电视新闻，组

织读报和上网学习……尽管《大纲》中并

没有明确提出“三个半小时”，但仍强调

运用大众传媒资源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不少兵龄长的官兵对“三个半小时”

都有特殊情怀。在网络不发达的年代，“三

个半小时”是官兵获取外界信息的主要渠

道。它将相对封闭的军营环境与外界连接

起来，成为官兵了解世界的一扇窗。

随着时代变化，部队信息化建设迅

速发展，网络抵达基层班排，“三个半小

时”制度在信息洪流中不可避免地遇到

新问题。

时间久了，有的官兵认为，“三个半

小时”已不适应时代发展和部队实际，应

该 将 其 减 为“ 两 个 半 小 时 ”“ 一 个 半 小

时”，甚至取消这种制度。

坚持？抑或舍弃？

今年4月，中央军委下发《关于构建新

时代人民军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意见》，

关于这一问题给出了“官方”答案——“创

新‘三个半小时’实现形式”。

虽然只是短短一句话，但从制度层

面告诉大家，“三个半小时”在新时代仍

然具有生命力，仍将作为思想政治教育

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实施下去。

新时代的“三个半小时”究竟该怎样

创新形式？如何焕发时代活力？陆军某

部对此进行了尝试和探索。尽管目前仍

有不少问题等待解决，但这些尝试和探

索，值得其他部队思考和借鉴。

“三个半小时”的来龙去脉
■张 涛 刘 程

微观察

“三个半小时”怎么了

秒针嘀嗒嘀嗒跳动。下士张豪扫了

一眼手表，盼着时间再走快一些，屁股在

马扎上扭来扭去。手中的书本，已经停

留在一个页码上长达 10 分钟。

张豪悄悄扭头瞄了瞄连队值班员，

又把目光投向身边战友。大家正襟危

坐，或拿着报纸，或捧着书本，但游离的

眼神明显暴露了他们此时的状态——和

张豪一样，战友们的心思也没在读书看

报上。

这是陆军某部榴炮一连组织读书

看报时的一幕。这种状态张豪并不陌

生。入伍 3 年来，他几乎每天都要参加

“ 三 个 半 小 时 ”。 遇 到 感 兴 趣 的 内 容

时 ，他 会 积 极 参 与 其 中 。 但 也 有 一 些

时 间 ，张 豪 和 许 多 战 友 一 样 ，会 利 用

“三个半小时”放松一下紧张训练后的

疲惫身体。

张豪不知道的是，作为连队值班员，

四级军士长苏晨其实对这些情况心知肚

明。

“ 说 不 上 从 哪 年 开 始 ，‘ 三 个 半 小

时 ’忽 然 没 了 昔 日 的 吸 引 力 。”在 苏 晨

这 位 有 着 15 年 兵 龄 的 老 兵 记 忆 中 ，

“ 三 个 半 小 时 ”曾 风 光 无 限 —— 以 前 ，

许 多 战 友 担 心 无 法 准 时 读 书 读 报 、观

看 新 闻 ，都 不 想 在 午 饭 后 或 晚 饭 后 打

扫饭堂。

一 名 教 导 员 也 坦 言 ：在 网 生 代 官

兵 眼 里 ，形 式 新 颖 、实 效 明 显 、贴 合 兴

趣的教育方式更易被接受，但“三个半

小 时 ”的 传 统 组 织 形 式 明 显 不 符 合 这

些条件。

“三个半小时”真的成“鸡肋”了吗？

该部机关为此做了专项调研——

47.5%的官兵认为，在信息来源渠道

花样纷呈的情况下，传统的听广播、读报

纸、看电视教育形式过时了；

48%的官兵认为，“三个半小时”的

时间较为零碎，学习内容不系统，效果难

显现……

面对新时代的冲击，基层对“三个半

小时”的落实情况似乎也进入了“低谷”。

前不久，某通信站指导员吴骏澜接

到机关电话——需要连队出趟公差。

虽然需要占用看新闻时间，但吴骏

澜还是答应了下来。让他没想到的是，

他们前脚刚走，政治工作处就来检查“三

个半小时”的落实情况。

“一个通报是少不了啦。”吴骏澜心

中颇有牢骚。毕竟，“三个半小时”被占

用，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三个半小时’是一项基础工作，

需要长期坚持。”火力营教导员范厚超

认为，恰恰因为太基础了，反而导致在

日常的落实上打折扣——不少带兵人

觉得，反正每天都要搞，偶尔不搞也没

什么。

随着调研的深入，不少问题浮出水

面——有的连队经常利用早晨听广播时

间搞体能训练；有的连队利用读报、看新

闻时间进行教育补课、开展军事训练、收

看娱乐节目、组织集体活动；有的连队在

执行大项任务时，将需要坚持落实的“三

个半小时”变成了“可串可占、可换可改”

的弹性项目……

数据更好地说明了落实过程中的随

意性：60%的主官都没能坚持每天组织

新闻点评，通常是由值班员代劳或是压

根不组织。

久而久之，“三个半小时”的落实更

像是多方选择性忽视——一方面是形式

化地读了、看了、听了；另一方面是频繁

地占用挪用。

调研数据的出现，让各级带兵人意

识到，创新“三个半小时”的实现形式，刻

不容缓。

打破“三个半小时”
的困局

对“三个半小时”的创新探索，绝不

是件容易的事。

某话务连指导员冯丽华是从战士一

步步成长起来的。考学那年，面对枯燥

深奥的时事政治，“三个半小时”让她获

益良多。

冯丽华坚持每天听广播、读报纸、看

新闻，一直持续了半年多。最终，她在军

考的政治课目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任职指导员后，冯丽华以“过来人”

的身份，坚持组织连队官兵每天读书看

报、收看新闻，并为此想了不少办法。

今年上半年，冯丽华组织连队开展

“月度一书”活动。在她的规划里，每人

每天利用半小时阅读有益的课外书籍，

一年下来积累的知识量绝对可观。

让冯丽华没想到的是，虽然自己进

行了“现身说法”，也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还是出现了一些战友“不买账”的情

况 。 除 了 表 面 敷 衍 之 外 ，有 人 私 下 吐

槽 ：都 什 么 年 代 了 ，还 搞 这 些“ 老 套

路”。这让冯丽华不由地感叹：在这个

快节奏的时代，想静下心来看书读报，

真是件不容易的事。

和冯丽华不同，某支援保障连指导

员徐龙决定从“三个半小时”的组织形式

上进行突破。他认为读书看报是为了获

取信息，“网络上有海量资源，通过手机

组织官兵读书看报，既能激发兴趣，也能

涉猎知识，岂不一举两得？”

同时，徐龙也注意到一个现象，一些

官兵借用手机发放的时机，进行聊天、刷

微信朋友圈、看娱乐新闻……“手机发给

大家的同时，要避免娱乐化倾向。”他说。

随着调研工作的进行，创新探索过

程中的困惑都被纳入了调研报告。一个

结论逐渐明晰：关于“三个半小时”出现

的种种问题，并非是过时了，而是需要一

种适应当前时代的形式，才能实现真正

意义上的时代突围。

“随着实战化练兵、改革转型深入推

进，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形式难以适配

高度动散的客观环境和日益繁重的使命

任务。”该部政治委员董飞认为，通过“短

平快”的方式实现高效教育是大势所趋，

“三个半小时”无疑是个好平台。

经过多次论证，该部《关于创新“三

个半小时”实现形式的意见》出台。文中

明确政治指导员是开展“三个半小时”的

第一责任人，基层连队要结合单位实际，

尊重官兵主体，以实际成效为根本导向，

丰富“三个半小时”组织形式，鼓励带兵

人在制度允许范围内用好互联网，提升

教育质效。

在《意见》的指导下，五连指导员成

广杰从听广播入手。他在连队架起广播

系统，每天早操结束后准时开播。官兵

在整理内务、洗漱过程中都能收听到时

事新闻，改变了以往“室外广播声难入

耳”的状况。

六连指导员李钊从创新读书看报开

始。他精心遴选了 20 款 APP、30 个微信

公众号，作为每日读报的辅助手段，让官

兵在此范围内凭个人兴趣进行阅读，并

每周结合学习情况开展辨析讨论会，以

检验学习效果。

与此同时，一份新修订的《基层一日

作息表》出台，明确了听广播、读书看报、

观看新闻的具体时间。

关 于 这 份 作 息 表 ，机 关 也 有 过 争

论。部队管理部门认为“三个半小时”不

属于《内务条令》明确的一日生活制度，

写入作息表有些不伦不类。但该部领导

态度坚决：要想“三个半小时”不被随意

占用，必须作硬性要求。

于是，一场关于创新“三个半小时”

实现形式的活动，在该部全面展开。

改变的不仅仅是“三
个半小时”

创新“三个半小时”实现形式的活动

开展以来，最直接的改观就是新闻点评。

在突击车连上等兵曹张习的印象

里，以前新闻点评时常出现两种场景：

一 种 是 几 张“ 老 面 孔 ”轮 番 上 台 讲 ，其

他 人 听 得 心 不 在 焉 ；另 一 种 是 随 便 点

几 名 同 志 走 个 过 场 ，讲 得 好 坏 并 不 重

要。

但在 7 月份的一次新闻点评中，曹

张习感受到了变化。他第一个发言，围

绕某国际军事热点新闻阐述了自己的观

点：先进的武器装备是打赢现代化战争

的决定性因素。

随后，下士黄勇主动“打擂”，列举

了近年来多起以弱胜强的真实战例，指

出武器装备固然重要，但使用武器的人

才是根本因素。紧接着，指导员迪力夏

提 引 导 大 家 围 绕“ 面 对 装 备 的 更 新 换

代，我们怎样发挥最大作战效能”展开

讨论。

这次新闻点评后，曹张习意识到，不

论是自己还是战友，大家的知识面都在

逐渐扩大。“三个半小时”构建的教育氛

围，正潜移默化地影响官兵。

前不久的一个周末，四级军士长苏

晨在刷微信朋友圈时惊奇地发现，以往

班里战友常发的游戏战绩、娱乐动态等

信息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建党百

年”“时代楷模”等时政热点。

与此类似的变化还出现在大家空闲

时的交谈中。苏晨发现，不少战士对国

家大事的关注越来越多，平时聊天也更

乐于聊一些有价值的话题。

“ 以 往 的 教 育 模 式 更 注 重 集 体 灌

输，有时还会出现空转虚耗的情况。”在

政治工作处主任金鑫看来，创新“三个

半小时”组织形式，就像在传统的思想

政治教育池塘中丢入了一块石头，漾起

的每一道波澜都是求活求深的契机。

事实上，受到“三个半小时”启发而

改变的，还有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形

式。

半年前的一个教育日，指导员李钊

连续 3 个晚上熬夜加班，精心准备了一

堂网络安全课，但教育现场效果并没有

达到他的预期。官兵们听了、记了，也若

有所思地讨论了、了解了，可是战友们的

眼神不会骗人——眼睛中几乎没有什么

光彩。

问题出在哪里？李钊课后找不少官

兵谈心，发现了症结所在：观点老旧没有

新意、形式单一没有趣味、内容繁杂没有

重点……

针对这些问题，李钊抛开教案，从前

期创新“三个半小时”的思路出发，在网

上精心挑选了 2 条短视频，以“今日说

法”的形式，为官兵揭秘“机器人陪玩”

“暗箱操作”“限制提现”等网络赌博中的

常用套路。

2 条 短 视 频 ，一 经 播 放 便 引 起 轰

动。官兵被网络骗术新潮的手段震撼之

余，对于正确用网有了更深刻直观的认

识。李钊适当地进行理论和实践引导，

赢得了战友的掌声。

“2 条短视频给官兵上了一课，也给

施教者上了一课。”金鑫说，构建新时代

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是

每 一 名 官 兵 都 要 参 与 进 来 的“ 马 拉

松”。唯有持之以恒地更新理念、创新

形式、提升素质，才能在快车道上加速

奔跑。

“ 这 是 一 道 没 有 标 准 答 案 的 开 放

题。”金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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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个 半 小 时 ”的 时 代 突 围
——陆军某部创新开展“三个半小时”新闻调查

■冯 毅 庞双双 杨从榕

思想政治教育，是我们党在军队

铸魂育人的工作，是实现党对军队绝

对领导的根本途径。“三个半小时”制

度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一条宝贵

经验和优良传统，对铸牢军魂有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但在其诞生至今的 30

多年里，社会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伴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资源

的丰富，“三个半小时”制度的落实自

然需要创新。

当前，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敌对

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我军的渗透破

坏不遗余力。他们企图在青年官兵身

上打开缺口，妄想把我军从党的旗帜

下拉出去。面对铸魂与蛀魂、固根与

毁 根 的 激 烈 较 量 ，如 何 让“ 三 个 半 小

时”这样的“老传统”在新时代焕发活

力、重新发挥好占领思想阵地的作用，

是每名一线带兵人都应当慎重考虑的

问题。

不可否认的是，当前部分带兵人

在开展政治工作时，存在思维滞后于

时代发展、理念隔绝于官兵主体等情

况。这就要求我们要给“老传统”注入

新理念，从新时代官兵的思维模式与

认知特点入手，结合我国安全环境、军

事斗争态势和军队使命任务的深刻变

化革新教育理念。用吸引人的内容引

领人，用抓住人的形式打动人，增强教

育的时代性和感召力，立起新时代教

育开展的新样子。

政治工作是一项群众性工作，必须

尊重官兵这个主体，扭住官兵实际诉求

发力。这就要求我们要给“老传统”增

添新内容，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

去，摒弃“假大空”的说教，多些“接地

气”的感召，做到人在哪教育重点就在

哪，把网络这个“最大变量”转换成教育

创新的“最大增量”，依靠官兵的智慧烧

旺教育的薪火，使教育开展有温度、有

实感。

构 建 新 时 代 人 民 军 队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体 系 ，应 该 坚 持 一 切 从 实 际 出

发 ，把 政 治 教 育 服 务 中 心 工 作 的 评

价 标 准 凸 显 出 来 。 这 就 要 求 我 们 给

“ 老 传 统 ”引 入 新 机 制 ，摈 弃“ 摆 阵

势 、看 心 得 、查 笔 记 、考 背 记 ”等 痕 迹

管 理 现 象 ，灵 活 探 索 教 育 组 织 的 考

评 机 制 。 同 时 ，结 合 时 代 特 点 ，倡 导

利 用 碎 片 时 间 开 展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

使 理 论 灌 输 融 入 生 活 之 中 ，把 官 兵

的 精 神 面 貌 、军 心 士 气 作 为 考 评 重

点 ，把 部 队 的 风 气 建 设 、完 成 任 务 情

况 作 为 检 查 依 据 ，用 好 考 评 这 个 标

尺 ，立 起 政 治 教 育 向 新 时 代 转 型 的

良好导向。

让“老传统”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梁五一

官兵利用手机网络读书看报。 董诗薇摄

独
家
原
创

第
一
视
角

34号军事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