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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构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值 班 员：东部战区海军某通信团

十连指导员 曾宪峰

讲评时间：8 月 27 日

上周，我发现连队的下水道堵了，

水漫到洗漱间里。大家在洗漱时，脚

都浸在水里，但因为没有太大影响就

凑合用。最后，还是我带着几名骨干

拿着扳手更换阀门，用铁丝清除沉积

物，下水道才得以疏通。

为什么大家开始时会对这件事无

动于衷？我分析主要有以下原因：一

是 有 能 力 却 不 愿 出 力 。 部 分 同 志 认

为 营 产 营 具 是 公 用 的 ，自 然 会 有 人

管，自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二是心

有 顾 忌 。 一 些 同 志 担 心 当 了“ 出 头

鸟”，以后就成了水电维修专业户，会

分 散 自 己 的 精 力 。 三 是 心 有 余 而 力

不足。有些同志也想疏通下水道，可

是没有掌握相关技能，只好等着别人

去解决。

同 志 们 ，这 里 我 主 要 对 前 两 种 情

况提出批评。连队建设需要每个人的

参 与 ，“ 凑 合 用 ”不 是 推 卸 责 任 的 理

由。下一步，我们将开展“以连为家”

专题教育，增强大家的主人翁意识；邀

请有经验的士官组织开展“五小工”培

训，让战士掌握一些必备技能，使营产

营 具 的 小 修 小 补 不 出 连 ；同 时 ，设 置

“点赞墙”，为主动给连队建设出主意、

想对策的官兵点赞，激励大家齐心协

力推动连队建设发展。

（陈瑞滢整理）

“凑合用”不是推责的理由

“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

有站着死，决不跪下！”

近日，在第 77 集团军某旅“战士

剧场”上，一部名为《革命者只有站着

死》的情景短剧正在上演。

舞台上，几名“刽子手”喝令一位

年轻的“革命者”跪下，那名“革命者”

却高昂着头颅，以屹立的身姿作为回

应。见状，“刽子手”恼羞成怒，一拥而

上，将“革命者”强按在地，举起了闪着

寒光的屠刀……

“就这样，年仅 29 岁的共产党人

陈延年，牺牲在了敌人的乱刀下……”

伴着深情的旁白，舞台灯光渐渐暗去，

帷幕缓缓落下，观众席上传来一片低

沉的啜泣声。

“他因信仰而活，更为信仰而死！”

在登台分享观后感的环节，女兵刘佳

红着眼眶说，“革命前辈在神州浮沉的

关键时刻披肝沥胆，作为新时代革命

军人，我们也要不忘初心、坚守信仰，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教育只有先入眼入耳，继而才能

入脑入心。”谈及这幕情景短剧的由

来，该旅政委陈振中告诉记者，前不

久，他们就主题教育开展情况组织了

一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不少官兵认

为听政治教员读稿子、讲历史、话传

统，总觉得有些干巴巴的，也有一些官

兵就此建议“能否以更加鲜活的方式

将授课内容呈现出来”。

正当该旅党委一班人思考要如何

改进主题教育方式方法时，某连官兵

自导自演的情景短剧《秋白》，为大家

打开了一扇“思想天窗”。

这是一部以瞿秋白为主人公的情

景短剧，该剧通过“八七会议”“留守苏

区”“英勇就义”等镜头，讲述了这位中

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短暂却又波澜壮

阔的一生。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

世界受苦的人……”当瞿秋白高唱着

自己翻译的《国际歌》从容就义的最后

一幕场景出现时，该连上士党员吴洋

洋甚至忘了自己身在剧外。他情不自

禁地随剧中的瞿秋白一同高歌：“这是

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

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演出结束后，吴洋洋在旅强军网

论坛上积极向战友推荐这部自己连队

排演的短剧：“血与火的历史仿佛一下

子跃动在面前，那慷慨激昂的歌声更

像是鼓点一次次敲击着心灵。”就这

样，随后的两周多时间里，短剧参演官

兵受邀走遍了全旅的各个营队，将这

部《秋白》演了一遍又一遍。

“相较于传统的课堂灌输，以情景

剧的方式带领官兵置身英雄辈出的年

代，更能够激发官兵共鸣。”陈振中告

诉记者，受到这部情景短剧的启发，他

们决定开办“战士剧场”，通过“一连一

短剧”的形式，组织官兵以历史上的重

要人物和重大事件为脚本，排演情景

短剧，让官兵在身临其境中感悟优良

传统，传承红色基因。

“你受伤被俘后，趁敌人不注意，

猛地从伤口处掏出肠子，用力扯断，随

后壮烈牺牲……”拿到这部名为《断

肠》的剧本，阅读自己扮演角色的事

迹，某连下士周子杰感到无比震撼。

他暗自思忖：“自己扯断肠子！究竟是

什么样的英雄，敢于以这样的方式结

束生命？”

“你叫陈树湘，原本是一名长工”

“22岁那年，你参加秋收起义，成为人民

军队诞生初期的见证者”“在湘江战役

中，你率领全师与十几倍于自己的敌人

殊死激战四天五夜”“你牺牲后，为了缅

怀你，当地民众立下‘三年不饮湘江水，

十年不食湘江鱼’的誓言”……

读完手中的剧本，周子杰泪流满

面。他对记者说：“在我看来，字里行间

的那一个个‘你’，不仅是对历史之‘他’

的缅怀，更是对今日之‘我’的呼唤。”

《断肠》上演当日，该旅大礼堂内

座无虚席。当炽热的聚光灯投在周

子杰稚嫩的脸庞上，这名年轻的战士

坚信：“这些革命先辈用生命写下的

‘剧本’，必将由新时代的继承者续写

下去！”

主题教育如何更能撬动心灵？第 77集团军某旅官兵
自创情景剧，重返英雄辈出的年代—

走近历史之“他”，唤起今日之“我”
■彭 云 本报实习记者 李佳豪 通讯员 贾文鑫

岭南山地，东方将白。第 74 集团

军某旅装甲驾驶集训场，战车发动机轰

鸣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一个手举指挥

旗的身影挺立在校场中间，从容地指挥

着。没错，他就是张景勇，那个在装甲

车驾驶岗位战斗了 17 年的老兵。

“ 你 的 梦 想 是 什 么 呢 ？”“ 不 负 重

托，努力为强军事业作出自己最大的贡

献……”初次交谈，这个面相严肃的旅

驾驶训练总教练还有点羞涩，仓促间竟

搬出了连队教育课上的内容。

“可不可以再具体一点？”只见他

眼 睛 一 转 ， 嘴 角 微 微 上 翘 ：“ 那 就 是

守好自己的 0.1 平方米。”

“啥意思？”聊到这里，话匣子才算

打开，张景勇的故事也渐渐铺开。

“近 20 年间，装备更新了几代，但

不管怎么换，驾驶座椅的面积始终在

0.1 平方米左右，我的梦想就全部寄托

在这上面。”

入伍后，第一次接触装甲车，张景

勇就迷上了它，甚至有一段时间经常梦

见自己开着装甲车纵横驰骋。他在心里

憋了一股子劲：“我一定要坐上那张座

椅，当一名优秀的装甲车驾驶员。”

这个梦想由此生根发芽，且茁壮生

长 了 17 年 。 这 期 间 ， 装 备 换 了 几 次 ，

他的梦想一直没变。没有厂家师傅现场

指导，通用教材又不够用，他就恳请上

级从工厂借来大量专业书籍加班加点研

读，逐个零件对照摸索学习，直到对哪

怕小到一根弹簧的作用都了如指掌。

在张景勇看来，把装甲车驾驶好，

炮弹才有出膛显威的机会，这 0.1 平方

米关乎整个车组的成败。

有一次，旅里组织抢滩登陆演练，

张景勇所在的连队担任尖刀分队。抢滩

时，战车状态要从“水上工况”切换到

“水陆工况”，由于这个过程用时过长，

战车行驶速度骤然变缓。“敌人”巧妙

地抓住了这个空当发起攻击，多数战车

成了“活靶子”，一炮未发就被判定为

“摧毁”。

“这仗打得真窝囊！”回营后，不服

气的张景勇结合这些年在海上驾驶战车

与风浪搏斗的经验，就动力系统工况转

换 原 理 再 度 深 入 研 究 ， 总 结 出 “ 开 、

挂、转、放”4 字诀，有效缩短了战车

状态切换时间，大大降低了装甲车抢滩

期间被瞄准锁定的概率。

为 了 提 高 驾 驶 队 伍 的 整 体 水 平 ，

张景勇还精心编写了几本教材。他把

近些年遇到过的情况、摸索出来的经

验等，梳理成 《某型战车驾驶训练指

导手册》《海上驾驶安全风险评估与处

置》 等 4 本 教 材 ， 供 本 单 位 官 兵 学 习

使用。听说，上级还要将这些教材推

广到更大范围呢！

一句话颁奖辞：正是无数个如你一

样扎根 0.1 平方米的梦想，坚实地托举起

960 多万平方公里的安全屏障。

第 74 集团军某旅三级军士长张景勇—

0.1平方米的“筑梦空间”
■王 涵

前不久，我临时受命从机关助理员

岗位调整到榴炮三连代理指导员。突然

来到新的岗位，我还是显得有点准备不

足，一时不知从哪里打开突破口。

一次饭后散步，连队驾驶员刘超向

我吐露了最近的烦心事。原来，他前段

时间配了一副眼镜，却因不熟悉报销流

程，跑了好几趟机关都没办成。正好这

块业务我比较了解，于是我安排文书准

备相关材料后，又联系到机关负责办理

人员，很快就解决了问题。

“不愧是机关来的，我跑了好几天

没办成的事，指导员一下子就给解决

了！”事后，我偶然听到刘超跟其他战

友聊天，心里不免乐滋滋的。

受到这件事的启发，我产生了一个

想法：为何不发挥长处，把机关工作经

验用到基层，以便更快打开局面呢？

于是，我很快打出了一套“组合

拳”：看到连队汇报、安排工作不“正

规”，就建议效仿机关建立交班制度，

干部骨干隔三岔五碰头，讲评部署工

作；担心文书值班漏事、误事，要求使

用电话登记本，记录每一个来电内容，

并及时向连队主官呈阅；听说连队新闻

报道力量弱，照葫芦画瓢模仿机关报道

组，要求每天加班写稿……

可没想到一段时间后，事情并没有

朝着预期的方向发展。刚开始交班还有

事说，后来逐渐成了应付，大伙大眼瞪

小眼，不知道说啥；文书每天往我这跑

好几趟，可电话记录本上大多是诸如找

人、核实信息这样的琐事；报道员一开

始还精神振奋，可架不住每天加班写

稿，后续乏力……

机 关 的 “ 经 验 做 法 ” 为 啥 失 灵

了？正当我苦恼之际，一天晚上，连

长蒋凯主动找上门来。“指导员，我想

和你交流一下带部队的思路方法。”寒

暄几句后，他看出了我的窘迫，便坐

下来直奔主题，“你有没有想过，有些

方法在机关行得通，在基层不一定管

用。连队更多的是要直接落实的具体

事，安排、布置工作可以用更灵活的

方式；连队报道员也都是兼职，白天

参 加 教 育 训 练 ， 晚 上 还 要 加 班 写 稿 ，

时间一长，谁也受不了……”

那晚，连长与我聊了很久，他虽

然没有直接否定我的做法，却让我明

白了一个道理：没有万能的经验，只

有符合客观实际的做法。要想更好发

挥自身所长，首先得融入连队、了解

基层。

打那之后，每次政治教育，我都精

心准备；每次军事训练，我都带头参

加；每次安排工作，我都事先掌握好实

际情况……渐渐地，我拉近了和战士们

的距离，对连队也有了更深的了解，我

在连务会上提出的几条建议都得到了骨

干们的一致认可。

上周，我牵头负责全营弹药运输与

装载。这一次，我没有“先入为主”，

而是在详细讲解此项任务的标准及要求

后，与大家一起研究制订具体实施方

案，最终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听到营领

导的肯定，看着战士们信任的目光，我

的心里暖暖的。

(王梦圆、李 健整理)

照搬机关的经验不灵了
■第 73 集团军某旅代理指导员 何仕伟

善于用话剧、戏剧等文艺形式开

展教育，是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的一条

重要经验。

解 放 战 争 中 ， 一 次 文 工 团 赴 前

线演出 《白毛女》。当台上的喜儿哭

诉起自己的悲惨遭遇时，一名深受

触动的战士竟哭着拉栓上膛，瞄准

了黄世仁的扮演者。多亏身边的战

友 及 时 制 止 ， 这 才 避 免 了 一 场 大

祸。此后，前线部队规定：凡是观

看 《白毛女》 演出，官兵一律不准

将子弹上膛。

一部文艺作品何以能让前线士兵

如此激动？当时官兵中流传的一句顺

口 溜 给 出 了 答 案 ：“ 坐 在 操 场 开 大

会，只见稿子不见泪。（教员） 讲课

喝完十杯水，不如喜儿一滴泪。”由

此可见，搞创作与搞教育一样，都必

须打动人、感染人、影响人。

文 艺 是 思 想 的 号 角 。 习 主 席 深

刻指出，要鼓励创作党史题材的文

艺作品特别是影视作品，抓好青少

年学习教育，让红色基因、革命薪

火代代传承。

这启示我们在组织开展教育活动

中，不妨多用善用文艺作品这一经验

做法，以戏剧、音乐、美术、摄影等

青年官兵喜闻乐见的载体，讲好红色

故事、唱响英雄赞歌，让官兵在身临

其境中启迪思想、温润心灵。

搞教育不能“只见稿子不见泪”
■白红旺

值 班 员：第 75 集团军某旅自行

加榴炮营营长 邹 华

讲评时间：9 月 1 日

过段时间，营战术综合演练即将展

开。在没有工厂专家现场指导保障的

情况下，大部分官兵第一次面对新装

备、新弹种和高海拔陌生环境，能够克

服困难、主动作为，在这里提出表扬。

但 同 时 ，我 发 现 也 有 少 数 同 志 产

生了畏难心理，在训练中表现不够积

极。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以下原因

造成的：一是信心不足，一些年轻同志

第一次面对难度大、标准高的大项任

务，没有经验，不知道怎么办；二是压

力较大，部分班排在之前的训练中没

有取得好成绩，这次急于证明自己，导

致适得其反；三是能力欠缺，许多新同

志刚刚下连，接触专业时间较短，能力

素质还不足以胜任本职工作。

同 志 们 ，未 来 战 场 上 我 们 会 面 对

更多的“第一次”。因此，“第一次”不

应成为畏难的借口，相反应该成为挑

战自我、超越自我的动力。下一步，营

里 将 选 出 专 业 技 能 过 硬 的 老 兵 组 成

“帮带巡查小分队”，负责检查训练秩

序、指导训练开展等。希望大家振奋

精神、昂扬斗志，在接下来的训练中取

得更大的突破。

（王 征、唐幼珣整理）

“第一次”不是畏难的借口

带兵人手记

小 咖 秀

9 月以来，西藏军区某特战旅

组织女兵分队开展伞降训练 ，10

余名女兵完成军旅生涯首跳。下

一步，该旅将组织女兵继续向更多

实战课目发起冲击，全面锤炼打赢

能力。

瞄准目标准备着陆。

戴上“首跳光荣”大红花，交

流训练体会。

王述东、本报特约记者晏 良

摄影报道

高原“伞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