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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时节，记者在中部战区空军

某装训基地采访时看到，该基地思想

政治教育第一课题小组正在对一堂战

斗精神微课进行深度加工。军政教研

室主任曹帅负责梳理理论框架，学兵

一连指导员杨海涵对讲稿文字精心打

磨，学兵六连指导员邓天乐制作“兵说

兵事”微视频……从选题备课到试教

练讲，一堂精品好课在短短 3 天内就已

成型。

“众人拾柴火焰高，抓教育要依靠

团队，充分发挥集群式效应，让‘单打

独斗’成为过去时。”该基地政委沈刚

介绍，这是他们打造思想政治教育协

作区带来的喜人变化。

该基地每年承担着数千人次的学

兵培训任务，随着官兵思想愈加多元，

接受能力、信息需求等不断提升，有思

想 、有 故 事 、有 信 息 量 的 好 课 成 为 刚

需。学兵二连指导员白金禧算过一笔

时间账：一堂 40 分钟的精品课往往需

要 400 小时的精心打磨。

然而，日常工作中，政治教员不只

承担思想政治教育这一项任务，其他

工作也牵扯了很多精力，导致他们备

课时间不足、授课质量不高，官兵的思

想疙瘩难以有效解开。

结果是，不少政治教员习惯待在

“舒适区”——理论功底深的就道理满

堂灌，缺乏形式创新；能说会道的就天

南地北唠家常，一堂课下来“雨过地皮

湿”……这种现象用当下流行的话说，

就是教育“内卷”。

“解决‘内卷’，就要善于‘破圈’！”

沈刚告诉记者，官兵思想在变，教育也

得跟着变，教育者不能“画地为牢”，应

该树立教育众筹的理念，打破建制和

行政壁垒，用“蜂群协作”的模式开展

教育，在充分交流、相互补台中发挥各

自优势、规避自身短板。

为此，该基地根据承训特点和任

务需要，创设“强军思想研究”“新兵入

伍教育”“机务职业道德培训”“带兵骨

干领导力”四大课题组，课题组人员由

不同层次、不同特点教育者组成，有的

负责搭建课题架构、有的负责搜集课

程素材、有的负责撰写教案，定期开展

理论研究、集体备课和试教练讲，实现

资源共享、共建共用。

前不久，警勤连指导员梁新惠准

备围绕“争做军中‘匠士’、建设一流空

军”讲授一堂教育课。协作备课时，军

政教研室教员孙秀峰“先钻进去，再跳

出 来 ”的 思 路 提 点 ，让 梁 新 惠 茅 塞 顿

开。从工匠精神到身边典型，他用精

辟的道理和鲜活的事例，把理想与现

实串联起来，引导官兵找到通往成功

的正确路径。

课后调查显示，官兵对这堂课的

满意度达到 98%，很多战士的军旅目标

更为清晰。自教育协作区推开以来，

像这样的好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一堂课就如一件商品，过硬的质

量是关键，精准有序的营销渠道同样

必不可少。”该基地政治工作处副主任

李磊介绍，他们将教育协作区范围和

成果不断延伸，开设教育“超市”，把各

课 题 组 的 成 品 好 课 推 荐 给 所 有 授 课

人，并指导他们按照个人风格、连队特

点进行个性化修改，节省备课时间、提

高授课质量；把各个选题及其相关介

绍、重点提示摆上“货架”，利用军营网

络 将 录 制 好 的 精 品 网 课 上 传 到“ 云

端”，让官兵根据自身需要选课听课，

并对教育效果作出反馈评价。

“如今，听课不再是一件枯燥、被

动的事。”谈起教育协作带来的变化，

警勤连战士马世强感触很深。前段时

间，马世强观看了电影《长津湖》，怀着

对抗美援朝英烈的深深敬意，他扪心

自问：“假如战争今天爆发，我是否也

能义无反顾？”不承想，没过多久，马世

强 就 在 基 地“ 教 育 超 市 ”看 到 了 题 为

“为祖国而战——从上甘岭战役说起”

的授课预告，开讲时他准时来到教室。

“中国人的爱国，爱的就是风吹稻

花香，爱的就是大河波浪宽，家是最小

国，国是千万家。国家受到侵犯，家庭

也就不复安宁，卫国就是保家……”课

上，学兵一连指导员杨海涵从家国情

怀讲起，用《我的祖国》等三首红歌穿

针引线，让官兵们对勇于战斗、牺牲奉

献有了更加具象的理解。

课后，马世强将更多精力投入到

各项训练之中，手上的茧子越磨越厚，

内心离战场越来越近。

中部战区空军某装训基地打造思想政治教育协作区—

烧旺教育炉火，大家都来拾柴
■本报记者 张磊峰 特约记者 张 雷 通讯员 邱子健 “经验是宝库，教训是财富。”日前，

担负基层建设经验观摩示范任务的第

82 集团军某旅三营，不仅把多年的经验

做法毫无保留和盘托出，还把写满工作

教训的“警示本”拿出来展示，令观摩人

员深受触动。

这些年，三营党委坚持按纲抓建，

积极适应新体制新编制和使命任务新

变化，加快战斗力建设转型升级，多次

被上级评为“基层建设先进营”。前不

久，营里接到机关通知，兄弟单位将组

织人员前来观摩学习基层建设经验。

在 机 关 指 导 下 ，三 营 党 委 依 据 条

令条例和《军队基层建设纲要》等法规

文件，广泛召开“诸葛亮会”，进一步修

订完善《人员岗位职责手册》《日周月

季工作规范流程》，并对全营平时战时

职责、例会组织实施、日常督导检查等

重新加以系统规范，列出权责明细清

单，尽可能让兄弟单位拿来就能用、照

着就能做。

在 准 备 工 作 接 近 尾 声 时 ，有 人 建

议：观摩示范既要正面引导，也要揭短

亮丑，通过正反对比，让大家既学到经

验又得到教训。反对声随之而来：常言

道“家丑不可外扬”，怎么还主动把问题

抖出来？

面对分歧，营党委组织官兵展开讨

论。经过激烈的思想交锋，大家最终达

成共识：敢于把问题短板拿出来“晒一

晒”，不仅有利于更加深刻地认识错误、

汲取教训，还能帮助兄弟单位少走弯

路、避免重蹈覆辙。“成绩不讲少不了，

问题不讲不得了。”随后，他们一口气梳

理出战备训练、安全管理等方面存在的

10 余个问题。

“参加应急演练，一名驾驶员违规

操作，导致车辆动力装置受损，险些酿

成事故”“去年 3 月，新战士小张因为体

能考核不合格，被班长擅自取消外出资

格 ，以 罚 代 管 的 土 政 策 受 到 上 级 批

评 ”…… 面 对 前 来 观 摩 的 兄 弟 部 队 战

友，营教导员高峰主动当起讲解员，不

讲成绩讲问题，不谈经验谈教训。

没 承 想 ，自 曝“家 丑 ”不 仅 没 有 丢

分，反倒赢得掌声一片。现场观摩见

学的一名基层主官深有感触地说：“在

这里，我们不仅学到了实在管用的经

验，更汲取了弥足珍贵的教训，感触良

多、获益匪浅！”

主动揭短亮丑，赢得掌声一片
■党永平 本报特约通讯员 陶 磊

“点 名 时 间 已 经 超 过 规 定 时 限 很

久了，怎么还在讲？”前段时间，我发现

一班班长在连点名结束后，继续将班

内人员集合在一起，情绪激动地说着

什么。

眼见快要熄灯，带着疑问，我不动

声色地靠近他们。“被子叠得像核桃，又

皱又圆没棱角，不是早就说过了吗，多

压一压就好了；整治驻训环境卫生总是

返工，太耽误工作进度，标准高一点不

就行了……”

联想起前阵子一班没有完成好任

务，想必班长求胜心切，因此在讲评工

作时多说几句，我也就没往心里去。但

没想到，后来又多次出现类似情况，而

且反反复复说的就是那几个问题。

“难 道 这 些 问 题 真 的 难 以 解 决？”

找准合适的时机，我与一班战士谈心，

终于了解事情原委。原来，部队驻训

期间机动任务多、时间长，大家的被子

频繁装到背囊里，导致又皱又不好叠；

清整驻训营地时，大部分新兵入伍前

没有使用过相关工具，导致工作标准

受到影响……

“没做好也不能一味批评我们啊”

“有些事情我们没经历过，脑袋中根本

没有概念”……问题整改不力，战士们

也有苦衷。

我听罢转念一想，一班班长带兵经

验丰富，应该不至于认识不到问题症结

所在。然而，他也向我倒出了苦水：“平

时不仅要管理班里的新兵，还要带着老

兵执行警卫工作，经常白天碰不上一

面，哪里还有时间去针对那些小问题一

一帮教？”

班长、战士各执一词，那问题到底

该如何解决？

细 细 想 来 ，连 队 类 似 的 问 题 还 有

不 少 。 我 们 警 卫 勤 务 连 工 作 性 质 特

殊，官兵常年分布在机关、门岗、招待

所等 10 余处点位，聚起来一大片、散出

去看不见。别说各班长了，就连我和

连长有时强调的事情都不一定能及时

落实到位。

“虽然工作起来人员分散，执行有

些任务没有干部骨干带队，但是每个

点位、每个分队都应该有负责人，应该

多发挥他们的作用。”连务会上，有人

说出了看法。进一步研究后，我们一

致认为：班排是连队的基石，要想把连

队建设好，就得先把班排建设好。但

指导帮带不应该是班长一个人的事，

我们应该发动更多的人扛起责任。

随后，我们召开全连军人大会，摆

出矛盾问题，组织大家重温王克勤带兵

故事，学习感悟带兵经验，对骨干、老兵

提出了“心贴心”交流、“手把手”帮带的

要求。打破建制班排限制，广泛开展

“三帮一带”“三互”等活动，引导官兵树

立正确的管理理念，确保“在班里有班

长教，出班排有老兵管，在岗位有骨干

带”，形成了全连上下齐抓共管的良好

氛围。

如今，连队人员依然动态分散，但

类似问题少了很多，连队建设水平稳步

提升。这不，再也没见过一班班长点名

讲评超时了。

（王军杰、徐梓淇整理）

帮带新兵不能全靠班长
■第 81 集团军某旅警卫勤务连指导员 李其权

“终于能痛快洗个热水澡了！”日前，

完成新装备定级考核后，南疆军区某团

中士董世杰一返回营区就跑进淋浴间，

酣畅淋漓地洗净一身泥土。

前不久，该团机关在检查时发现，少

数班排违规存放电热烧水壶。调研得

知，官兵洗漱、饮用的热水，都来自开水

房的饮水机，但由于设备老旧导致电热

水耗时长、水流量小，加之训练强度日渐

加大，官兵训练后用水量也随之增大，天

气转冷后，热水更是供不应求。

“要把解决官兵最期盼的事，作为检

验党史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在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中，该团党

委坚持学史力行，立足实际解决好官兵

的急难愁盼问题，认真倾听基层官兵的

呼声，坚持把实事办到官兵心坎里。

针对热水供不应求这一问题，该团

第一时间邀请地方专家现地检测评估水

质、水压、水量，加紧升级改造水网管道，

利用锅炉房热水集中供应系统，将热水

引流至营区各处，供官兵日常洗漱；他们

还按照有关规定程序，与地方公司签订

合约，为连队安装净水设施，让官兵能喝

上“直饮水”。以此为契机，该团通过问

卷调查、士兵接待日、机关调研等方式，

先后梳理汇总 10余个需要跟进解决的问

题，并利用强军网“首长信箱”及时了解

基层反馈，从而切实提升办实事的质效。

热水暖心窝，训练更有力。连日来，

该团官兵斗志高昂，积极投身练兵备战实

践，演训场上随处可见热火朝天的场面。

南疆军区某团改造营区供水系统为官兵办实事

天冷了，用热水不愁
■李 韬 陈永赛

学兵六连列兵 姜 赣：入伍不到

一个月，我就喜欢上了思政大课，倒不

是因为自己偷懒不想上训练场，而是这

里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真的很吸引人。

教员知识面广，讲道理很有趣，讲故事

很感人。每一堂课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有视频有歌曲、有互动有点评，大家

都全神贯注，生怕错过了精彩瞬间。

都说军营是一所大学校。我切身

感受到，这所学校的“好”，好就好在有

一批像政治教员这样的好老师，让我

在这里每天都很充实，每天都有进步。

学兵一连下士 摆龙辉：这两年，

基地的思想政治教育课越来越好听、

耐听。作为一名受教育者，我觉得自

己很幸福。我是一名班长，也要经常

给全班战友搞教育，也琢磨过怎么上

好课。

打磨一堂好课的元素有很多，但

我觉得不可或缺的就是“用心”。如今

有了思想政治教育协作区，好课生产

的 每 一 个 环 节 都 煞 费 苦 心 、颇 具 匠

心。将心比心，教育者用心授课，受教

者自然用心听课！

遇见好课是一种幸福

“为什么有的战士拿起手机刷个

没完，我们精心准备的授课内容，却抓

不 住 他 们 的 心 呢 ？”一 次 下 部 队 调 研

时，有基层政治教员倒出苦水。置身

网络时代，绝大多数信息来自网上、舆

论热点发端于网上，思想政治教育面

临的诸多考验也源自网上。

备课难，备精品课更难。解决这

个 因 网 而 生 的 难 题 ，也 要 依 网 而 行 。

如何让网络为我所用？对于思想政治

教育这个系统工程而言，是个牵涉多

领域的大课题，各级正在按照构建新

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有关部署和

要求，深入研究探索实践。

令人欣喜的是，有的部队整合网

上网下资源，通过构建教育协作区、开

设教育产品“超市”，建强备课授课大

平 台 ，已 经 向 着 构 建 思 政 教 育“ 资 源

池”迈出了重要一步。

共享才能共赢。唯有团结协作、

整 体 联 动 、攥 指 成 拳 ，下 好 资 源 统 筹

“一盘棋”，奏响备课授课“大合唱”，才

能让新时代的教育课堂焕发出更加蓬

勃的生机活力。

构建教育“资源池”
■中部战区空军政治工作部宣传处处长 陈嘉启

闪耀演兵场

基层暖新闻

教育者说

营连日志

探索构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带兵人手记

10月下旬，新疆军区某火力

团将部队拉动至野外陌生地域组

织实弹射击演练，锤炼部队打赢

能力。

图①：准备射击。

黄飞皓摄

图②：火炮齐射。

帅丽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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