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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电视剧《功勋·能文能武李延年》受到观众广泛好评。李延
年的形象为什么能够得到观众充分认同？因为他展示出我军基层政
治干部应有的样子，更道出我军无往不胜的根本原因——支部建在
连上，正气充盈心间。如何赓续我军优良传统、做新时代“李延年式”

政治干部？“军人修养”专版特约 4名来自不同基层部队的指导员，联
系观看《功勋·能文能武李延年》的感受，结合新时代政治工作实际，
从不同侧面谈如何发挥好基层“党代表”作用、如何立好新时代政治
干部样子，希望能对读者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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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建在连上 正气充盈心间
—基层政治干部谈如何做新时代“李延年式”政治干部

国庆期间，主旋律电视剧《功勋·能

文能武李延年》频上网络热搜榜，收获

了极高的口碑。剧中，李延年在批评处

理“逃兵”小安东时的发言，既让小安东

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更让指战员群

情振奋，义无反顾冲上前线，保卫身后

的家园。有网友看后评论：“感觉热血

直冲脑门，从未见过如此扣人心弦的教

育讲话。”

深谙爱兵之道，把每名战士装在心

里，是李延年能够开展扎实有效政治工

作的基础和前提。每名战士入连，特别

是“解放战士”，其个人经历、家庭情况、

思想状况和优缺点等，李延年都能了解

得一清二楚，并能有的放矢开展思想政

治工作。文书王毓文想当班长带兵打

仗，但李延年知道他只读过《孙子兵法》

并无实战经历，安排其记录战斗日志并

利用作战机会锻炼他；班长陈衍宗拿着

缴获的武器想得到表扬，但李延年深知

他有些个人英雄主义，教育他应尽到班

长职责……正因为李延年知兵爱兵，才

能在战况紧急、困难重重的时候，凝聚兵

心，激发出连队官兵强大战斗力，实现绝

地反击。

爱兵是我军战斗力的生成源泉，更

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感人心者，莫

先乎情。爱兵，首先要把战士当亲人，真

正尊重战士、真正关爱战士、真正帮助战

士，让其获得归属感。电视剧中，李延年

说的“尊重和信任也是战斗力”这句话，

让我感同身受。我所在部队要求每名干

部骨干建立《知兵录》，记录官兵的点滴

经历，营造“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和谐

内部氛围。去年，一营突击车连执行某

次海上任务，指导员根据随身携带的《知

兵录》，了解到一名上士家属即将生产，

及时协调机关部门派人家访照顾，让这

名上士安下心来，最终圆满完成任务。

这名指导员坦言：怀着慈母心、倾注兄长

情，讲暖心话、做暖心事，用真情实意才

能换来上下同心。

当然，作为一线带兵人，更要善于从

政治上关心战士。朱德同志在《革命军队

管理的原则》一文中指出，“关心和爱护士

兵 ，最 根 本 的 是 帮 助 他 们 提 高 政 治 觉

悟”。新时代政治干部要做为官兵解难释

惑的“行家”，注重在官兵心中筑牢理想信

念，引导官兵对党忠诚、矢志报国。像李

延年动员教育那样，“为了完成上级交予

我们的任务”“为了保卫千千万万的二

妞”，与官兵达到“同频共振”，坚定官兵杀

敌报国信念；要做好官兵成才的“阶梯”，

尊重官兵个性、欣赏官兵优点，积极调动

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提供给他们展示

才华的舞台，如同剧中李延年那样充分肯

定罗厚财的能力，设立狙击小组执行作战

任务，引导官兵向成为“战斗英雄”的他看

齐；此外，还应注重严格要求与关心关爱

相结合，强调依法治军、依法带兵，如同李

延年批评陈衍宗没有尽到班长职责、缺失

战场纪律那样，使官兵自觉树立正确价值

取向，在严管厚爱中凝聚和激发战斗力。

时代在变，官兵思想在变，但爱兵之

道不会变。如同坚守在 346.6 高地的李

延年，以爱兵之心牢牢团结七连全体指

战员，既设身处地为官兵着想，又着眼大

局担当尽责。这种爱兵之道，依然值得

我们新时代政治干部学习。

知兵爱兵是政治干部的“基本功”
■海军某部指导员 陶佳伟

在电视剧《功勋·能文能武李延年》

中，李延年作为连队指导员、基层“党代

表”，不仅宣传鼓动有一套，而且指挥打

仗有一手，是官兵思想上的领路人、战

斗中的主心骨。在景仰敬佩之余，我不

禁想，作为新时代的基层政治干部，我

们靠什么担当重任，发挥好基层“党代

表”作用？

靠教育铸魂。党代表，代表党，肩负

着 传 递 党 的 声 音 、为 党 铸 魂 育 人 的 重

任。剧中，面对临战脱逃的小安东，李延

年没有像连长那样想着用军法处置他，

而是以“二妞”的故事切入，将心比心、娓

娓道来，通过共情启发的教育方式，让大

家听完后自己去评判，使全连官兵明白

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意义。

从李延年身上，我们看到了那个年代的

“党代表”们，尽管文化程度不高，却能把

道理讲得明白通透、实在管用，让官兵坚

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时代在变、任务

在变、人员在变，但政治工作铸魂育人的

本质没有变，“党代表”善于做思想政治

工作的看家本领永远不能丢。作为新时

代基层政治干部，要活用教育资源讲好

大道理，多一些有血有肉、有滋有味、有

情有义的启发式教育，少一些空洞无物、

枯燥乏味、不接地气的说教，用官兵听得

懂的语言、好接受的方式，达到教育人、

启发人、激励人的效果。

靠组织聚魂。剧中，面对轮番进攻

的敌人，李延年没有退缩，而是带领官兵

誓死守卫阵地，最终赢得胜利。应当看

到，胜利依靠的不是李延年个人的力量，

而是组织的力量。每一次连队出现人员

伤亡后，李延年都要第一时间整顿组织、

整编力量，这样打散的官兵才有主心骨、

定盘星，才会愈战愈勇。回顾我军历史，

三湾改编开创了我军“支部建在连上”的

先河，这是人民军队伟大的创举，让我军

无论是指挥员牺牲，还是建制被打散，只

要党组织在，就能够迅速组织起来，重新

投入战斗。作为基层政治干部，要明白

支部建在连上，更要强在连上。平时要

善于用组织的力量把部队团结起来、凝

聚起来，通过落实严格的组织生活制度

强化官兵的组织观念，让官兵相信组织、

依靠组织、服从组织，用组织的力量强化

凝聚力、提升战斗力。

靠形象塑魂。剧中有这样一幕让

我动容：李延年承诺只要打掉敌人坦克

的瞄准镜，就给战士罗厚财记上一功。

这名原国民党军队的“解放战士”却诚

恳地问：“能不能推荐我入党？”在这支

崭新的队伍中，罗厚财看到了什么？我

想很大程度上，就是李延年这个“党代

表”的人格魅力，让他真实地看到了党

的光辉形象。这样的政治干部谁能不

爱：为证明战士清白，他冒着风险带领

“解放战士”开展锄奸行动，用信任换取

信任；为通过敌人的炮火封锁区，他只

身一人冒死蹚过危险区寻找规律，用生

命守护生命。作为基层政治干部，一言

一行关乎党的形象，一举一动影响党的

声望。应当看到，新时代的 95 后、00 后

官 兵 ，他 们 看 你 怎 么 说 ，更 看 你 怎 么

做。基层政治干部要想塑好他们的魂，

必先树好自己的形象。要像李延年那

样，争做能文能武的行家里手、身先士

卒的榜样标杆、知兵爱兵的带兵模范，

平时懂政工、能指挥、作表率，战时善鼓

动、能打仗、敢冲锋，切实用良好形象立

起政治工作威信。

发挥好新时代基层“党代表”作用
■北京卫戍区某部指导员 周 辉

●为人处世，当把修养好人
品作为重要课题，把做人与做事
有机统一起来，使二者相得益彰、
相互促进

人品是一个人德行品质的具体反

映，也是成就事业的重要保证。人品

好的人，善良正直、讲诚守信、乐于助

人，说话办事谦虚谨慎、遵规守矩，身

上满满的正能量，也因此拥有良好的

口碑和人缘。

好 人 品 是 打 开 友 爱 之 门 的 金 钥

匙。你付出的每一点善意，不一定马

上有回报，但“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不仅自身会通过做善事提升修养境

界，也很可能会因播下善良的种子而

在将来获得友善的回报。

曾有一个贫穷的小男孩为攒够学

费，挨家挨户推销文具，跑了一整天没

赚到一分钱。于是，饥肠辘辘、满怀疲

惫的他只好去向一户人家讨碗饭吃。

当一位美丽的姑娘打开门后，他怯生

生地问：“能给我一口水喝吗？”这位姑

娘看到他饥饿的样子，大方地递给他

一杯热牛奶。男孩慢慢喝完，问：“我

应该付你多少钱？”姑娘说：“施以爱

心，不图回报。”小男孩向姑娘深深地

鞠了一躬，满怀感激地走了。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这位姑娘得了

一种怪病，到一家医院去治疗。没想到

多年以后，当年那个名叫霍华德·凯利

的小男孩，已是这家医院的著名专家

了。凯利医生查房时，一眼就认出了躺

在病床上的病人，正是当年那位免费为

自己提供牛奶喝的姑娘。经过精心治

疗，这位姑娘痊愈了。大病初愈、经济

拮据的她想，自己的病一定花费不少。

当医院把医疗费账单送到她手上时，她

紧张得不敢看。最后，当她鼓起勇气打

开账单时，竟惊奇地发现上面写着一行

清晰的小字：“当年的一杯热牛奶，足以

抵销您所有的医药费！”

“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世界

是一面巨大的回音壁，你善意对待世

界，世界就会对你温柔以待。那位姑

娘当年一个小小的善举，为自己的将

来存储了一笔无形的财富；而凯利医

生知恩图报，其人品同样值得称赞。

相反，人品差的人心术不正，品行不

端，不但会给别人带来伤害，而且会作

茧自缚，为自己的品行“埋单”。

为人处世，立德为先。在名利这

块“ 试 金 石 ”前 ，人 品 的 好 坏 一 目 了

然。如果不注重修养人品，被私欲控

制了心灵，难免会在名利的考验面前

败下阵来，不但难以做人，也会自毁前

途。所以，为人处世，当把修养好人品

作为重要课题，把做人与做事有机统

一起来，使二者相得益彰、相互促进。

党员干部人品的好坏，不仅事关党

员干部形象，也连着群众威信，影响着事

业发展。党员干部修养过硬人品，需要

以“对党忠诚、善谋打仗、敢于担当、实绩

突出、清正廉洁”为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不断夯实人品之基，做到德才兼备。

（作者单位：中央军委训练管理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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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这上边记着什么不？这

上边写着 346.6 高地上，所有战斗过的

战友的事迹，我们决不能让烈士默默

无闻……”在电视剧《功勋·能文能武

李延年》中，有这样一个“小本子”多次

出现，给无数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它叫情况记录本，也叫战斗日志，

记录着战场上七连每一个指战员的表

现，是李延年用来“评功授奖，考评战

斗经过，吸取经验教训”的。在李延年

看来，“这个本子，关乎每一个战士的

荣誉，每一个班、排，以及七连的荣誉，

一定要记录好、保护好”。在最后决战

来临之前，他安排专人将这个本子送

回 营 部 。 官 兵 们 则 将 之 视 为“ 功 劳

本”，以能被记上一笔为荣，以争当“战

斗英雄”为目标，每个人都英勇无畏，

战斗到最后一刻。

一 本 战 斗 日 志 ，记 录 的 是 身 边

人、身边事，承载的是官兵们对于战

功、荣誉的渴望，折射的是一支部队

始终高昂的精气神。正如朱德同志

所说：“部队中人人精神振奋，你也想

立 功 ，我 也 想 立 功 ，这 样 就 会 打 胜

仗。”我所任职的连队，也是一个荣誉

厚重、看重荣誉的集体。一直以来，

我们都鼓励官兵“人人争先、事事争

优”，持续营造“尖子吃香、精武光荣”

的浓厚内部氛围。去年底，连队 10 余

名被评为“四有”优秀个人的同志，全

部是在大项任务中有突出表现，在日

常工作中数一数二的岗位能手、训练

标兵。今年初，一名同志在备战上级

比武的过程中突发眼疾，左眼视力下

降，但他坚持依靠右眼继续备战、参

加比武，最终一举摘得第一。他告诉

我：“是对荣誉的渴望，让我战胜了身

体的伤痛！”

和很多兄弟单位一样，我所在的

连队也是以 95 后、00 后官兵为主体，

他们大多家庭条件不错、入伍前吃苦

较少，但大家真的怕吃苦吗？事实并

非如此。训练场上，不怕流血流汗，争

着打破老兵纪录的是他们；在急难险

重任务中，不怕危险抢着报名，不辞辛

苦抢着多干的还是他们。恰如一名年

轻战士所说：“我们渴望被看到、被认

可，渴望建立属于我们的荣耀！”

一次战功、一份荣誉，意味着历练

和付出，有时甚至要以鲜血和生命为

代价，但它赋予了青春别样的意义，见

证了一名革命军人的成长。军人需要

崇尚荣誉，军队需要续写荣光。作为

新时代的基层政治干部，需要引导官

兵树立正确的荣誉观，正确对待和争

取荣誉，既高扬革命英雄主义旗帜，在

任何困难挑战面前，坚决做到压倒一

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像剧中

的排长张绍杰一样，为了胜利，以己之

躯引燃敌人的火药库，将自己的名字

留在战斗日志上；也像李延年批评教

育战士陈衍宗时所说的那样，不搞个

人英雄主义，始终树立集体意识、大局

观念。同时，还应教育官兵注重追求

荣誉的过程，看淡荣誉评比的结果，自

觉做到“在荣誉上不伸手”，像文书王

毓文一样，直到牺牲也不肯在战斗日

志上为自己多记一笔，甚至还要叩问

自己，还有哪些不足、如何提高，不断

完善自己。

每一名官兵的“英雄梦”都需要被

点燃。基层政治干部都应做官兵梦想

的“播火者”、成长的见证人：多肯定鼓

励、教育引导，帮他们找准奋进方向；

搭舞台、压担子，让“千里马”在强军征

程中脱颖而出……把官兵的精武故

事、典型的奋斗身影，请进荣誉室、挂

在灯箱上、编入教案中，让官兵“英雄

梦”竞相萌芽，在一路追梦圆梦中，书

写新时代革命军人的荣光。

点燃官兵的
“英雄梦”
■空军某部指导员 杨思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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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文能武”是电视剧《功勋·能文

能 武 李 延 年》中 对 李 延 年 形 象 塑 造 的

关 键 词 。 作 为 连 队 的 政 治 指 导员，李

延年从点醒“逃兵”小安东到深入虎穴

锄奸，从率部发动夜袭到夺回阵地……

环 环 相 扣 的 剧 情 ，不 仅 展 现 了 李 延 年

高 超 的 政 治 教 育 和 动 员 能 力 ，更 显 示

出 他 过 硬 的 军 事 技 能 和 指 挥 本 领 ，一

个 能 文 能 武 、军 政 兼 优 的 指 导 员 形 象

鲜活饱满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这 部 电 视 剧 是 对 历 史 的 真 实 写

照。从革命战争年代开始，我军就大力

倡导军政分工不分家，“上马能指挥打

仗、下马会做政治工作”，政治干部不仅

用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凝聚队伍，也

从未在战斗一线缺席缺位。在艰苦卓

绝的抗美援朝战场上，正是无数个像李

延年一样能文能武的基层政治干部，凝

聚起一支拖不烂、打不垮，“用特殊材料

制成”的铁骨雄师。

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形势任务如何

变化，战士对干部的期待和信赖始终来

自语言的真情感染、行动的有力感召。

每一名战士的英勇事迹，李延年都要求

文书在战斗日志中详加记录，并在战斗

动员中多次提及，用实打实的荣誉载体

激发大家的战斗热情。每一回合敌人

的进攻，从组织狙击小组、利用反斜面

保护自己，到整编队伍恢复战斗力，李

延年都能精准判断战斗形势，果断采取

有力措施，用一次又一次成功的作战行

动 积 聚 起 战 士 们 坚 守 到 底 的 坚 强 信

念。如果说李延年用“卫国就是保家”

的道理阐明了价值追求，统一了思想，

凝聚了力量，那么他身先士卒的行为示

范，则赢得了战士们发自内心的信任，

让战士们自觉景从，成为战场上我军官

兵的制胜密码。

政 治 工 作 者 的 形 象 本 身 就 是 力

量 。 炮 火 硝 烟 的 战 场 上 ，打 仗 本 领 就

是 政 治 干 部 形 象 最 直 接 的 体 现 ，也 是

政治工作威信的重要来源。面对敌人

的炮火封锁，李延年只身试探，摸索出

炮 击 规 律 ，成 功 带 队 增 援 346.6 高 地 ；

面 对 上 级 的 不 相 信 ，“ 解 放 战 士 ”的 不

自 信 ，李 延 年 敢 于 担 当 ，带 队 锄 奸 ，把

政 治 工 作 融 入 军 事 斗 争 ，树 立 起 自 己

在连里的威信。

战 场 上 不 硬 气 ，指 挥 打 仗 没 底

气 ，官 兵 自 然 难 服 气 ，这 不 仅 损 害 了

政 治 干 部 形 象 ，还 会 影 响 政 治 工 作 的

威 信 。 李 延 年 总 是 一 身 战 斗 着 装 ，战

前 会 议 敢 于 建 言 ，任 用 骨 干 敢 于 压

担 ，连 长 调 走 后 能 够 补 位 ，生 死 阻 击

时 勇 于 冲 锋 ，让 人 感 到 革 命 战 争 年 代

的 政 治 干 部 精 业 务 有 定 力 ，懂 军 事 有

底 气 ，政 治 工 作 的 威 信 便 在 无 形 中 孕

育 出 来 ，政 治 工 作 的 威 力 也 在 无 声 中

显现。

连队党支部处在党的工作的最前

沿、战斗的第一线，是与基层官兵最接近

的党的组织。我所在单位地处改革开放

前沿，多元文化交锋激烈，官兵思想比较

活跃。作为党支部书记，没有扎实的政

治理论素养，便难以理直气壮地讲明大

道理，旗帜鲜明地批驳歪歪理；没有过硬

的军事本领，就无法腰杆挺直喊“看我

的”，更无法斩钉截铁让战士“跟我上”。

每 次 自 己 站 上 讲 台 开 展 教 育 ，踏

上 操 场 带 队 指 挥 ，都 强 烈 地 感 受 到 新

时代政治干部的角色定位就是要努力

成 为“ 两 个 行 家 里 手 ”，政 治 工 作 必 须

是 行 家 里 手 ，军 事 工 作 要 争 当 行 家 里

手 。 不 仅 要 在 办 公 室“ 练 笔 杆 ”，更 要

上训练场“练枪杆”。只有把政治工作

当 本 职 、把 指 挥 打 仗 当 使 命 ，具 备“ 笔

杆”“枪杆”都过硬、政治军事都拿手的

全 面 素 质 ，才 能 当 好 连 队 党 支 部 的 领

航员、激励练兵备战的宣传员、遂行多

样化任务的战斗员。

能文能武
军政兼优

■武警某部指导员 谭志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