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索构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这些天，中部战区空军某装备训

练基地学兵九连新兵张哲格外忙碌。

入 伍 前 曾 做 过 影 视 后 期 处 理 工 作 的

他，参与了一堂教育课的设计，按指导

员王帅峰的要求，就是用最新潮的方

式讲述最朴实的道理。

这堂课的主题是“继承发扬长征

精 神 ”。 受 领 任 务 后 ，张 哲“ 脑 洞 大

开”，借助基地思想政治教育培训中心

的多媒体设备，制作了一幅电子地图，

让指导员在课上带领大家重走“线上

长征路”。

在 纪 念 红 军 长 征 胜 利 85 周 年 之

际 ，这 堂 课 一 经 推 出 ，新 兵 们 好 评 如

潮。课后，王帅峰趁热打铁，让炊事班

把红米饭、南瓜汤端上餐桌，引导大家

在忆苦思甜中进一步领悟红军将士乐

于吃苦、勇于战斗的精神内核。

此外，王帅峰还组织官兵讨论四

渡赤水的战术战法；让声乐基础好的

新兵带领大家学唱《飞越大渡河》《过

雪山草地》等红色歌曲，教育效果从课

堂延伸到了课外。

“一道教育大餐，除了理论灌输这

道‘硬菜’，还需要准备一些‘零食’‘小

吃’，采取见缝插针、灵活机动的方法，

调动官兵参与教育的积极性。”该基地

政治工作处主任张磊介绍，为拓展教

育纵深和覆盖面，他们探索构建思想

政治教育“生态圈”，营造时时都能学

习、处处皆是课堂、人人参与其中的教

育氛围。

教育“生态圈”的想法从何而来？

张磊坦言，“是被逼出来的”。

两年前，学兵一连指导员杨海涵

走马上任。按照计划，他要为刚入伍

的新兵讲授一堂关于“如何缓解思乡

之情”的经常性思想政治教育课。为

此，他搜集了大量素材、制作了精美课

件，从“与战友和谐相处”到“积极适应

部队生活”，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活

泼生动的事例穿针引线，再加上创意

课件、精彩视频的辅助，台下新兵无不

拍手叫好。

然而，这样一堂看似“形神兼备”

的好课却只维持了“三分钟”热度——

课后，杨海涵与新兵座谈，发现大家关

注的焦点依然锁定在“多久能与父母

通话一次”“能否给家人写信”等现实

问 题 上 。 听 到 与 课 前 没 有 两 样 的 答

案，杨海涵就像泄了气的皮球。

“思想政治教育是在人的头脑里

搞建设，其难度可想而知。要想让大

家认可你的观点，只依靠一两次授课

是远远不够的。”张磊认为，必须树立

“大教育观”，把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

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把课堂辅导与课

后拓展联系起来，让教育直抵心灵。

在一次座谈会上，张磊抛出这个

观点，引发与会人员热议——“要让官

兵作为主人翁参与到教育工作中来，

形成自觉接受教育的良好风气”“要建

好 教 育 配 套 设 施 ，增 强 教 育 仪 式

感”……大家各抒己见，但最终都指向

了同一个目标：打造人人参与、“永不

关门”的教育课堂。

会 后 ，机 关 深 入 开 展 调 研 ，在 充

分采纳基层官兵意见的基础上，提出

构 建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生 态 圈 ”的 具 体

办法——

打造全新的教育场地。他们充分

吸收地方专业教育团队的成功经验，

按照体系化设计的思路，创立思想政

治教育培训中心，下设“红色讲习所”

“强军书院”“初心云课堂”以及“好课

工作地”4 个主题突出、功能多样的教

育场地，为广大官兵提供“学、思、践、

悟”的新平台。

提供专业的指导讲评。培训中心

常备辅导老师，采取一对一辅导、集中

评审、分组试讲等方式，对授课教案精

心打磨，在如何选取事例素材、完善理

论逻辑等方面为教育者提供切实可行

的思路办法。

坚持“开放办学”的原则。组织官

兵赴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中国人

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等地现地教学；邀

请《战狼 2》主创人员畅谈军人血性，组

织观看专场电影《夺冠》，与中国女排

教练、队员零距离沟通；邀请优秀新兵

的家长走进军营，见证新兵授衔的光

荣时刻……

记 者 在 采 访 中 发 现 ，《我 们 走 过

的 路》《我 身 边 的 党 史》《这 就 是 机 务

兵》等 精 品 好 课 在 这 里 重 磅 推 出 ，该

基 地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培 训 中 心 已 成 为

官兵追捧的“打卡地”。前不久，该基

地 担 负 战 区 空 军 两 期 基 层 指 导 员 施

教能力培训，不同单位的教育者们带

着 问 题 而 来 ，满 载 收 获 而 归 ，推 动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生 态 圈 ”向 各 基 层 部 队

辐射延伸。

中部战区空军某装训基地通过拓展思想政治教育课堂领悟到—

教育不是“几堂课”，而是“生态圈”
■邱子健 本报记者 张磊峰 特约记者 张 雷

作为基地领导，我既是构建思想

政 治 教 育“ 生 态 圈 ”的 推 动 者 ，也 是

参 与 者 、受 益 者 。 今 年 以 来 ，我 结 合

个 人 学 习 体 会 和 工 作 经 验 ，为 基 地

官 兵 讲 授 了 一 堂 主 题 大 课 。 为 了 备

好 这 堂 课 ，我 充 分 吸 收 基 地 教 育 创

新 的 好 方 法 ，精 心 打 磨 课 程 ，既 赢 得

官 兵 好 评 ，也 加 深 了 对 相 关 问 题 的

理解和认识。

为了让官兵在主动参与、主动学

习中实现自我教育，我们对教育工作

进行长远规划，研究共性绘制“教育树

状图”，瞄准个性制订“成长计划书”，

让每名官兵都能在教育中找准自己的

位置；设计开展各类教育文化活动，把

教育延伸到课堂之外，让官兵始终置

身浓厚氛围当中；注重把教育内容和

现实情况有机结合、与备战打仗紧密

联系，通过打造争相开展教育、自觉接

受教育的新生态，推动形成人人争当

先进、个个谋战备战的新局面。

激发自我教育新动能
■中部战区空军某装训基地主任 管立海

学兵九连新兵 张 哲：初入军

营，思想政治教育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

两个字：解渴。这里有丰富的多媒体教

育资源，有精致的教育产品，有形式多

样的文化活动，满满的任务清单不仅没

有让人产生疲于应付的感觉，反而在积

极主动参与的过程中，不断受益。教育

对我来说，既是铸牢理想信念的主阵

地，也是实现自我价值的大舞台。

学兵四连新兵 徐 浩：入营第

一天，我就收到了一份珍贵的礼物——

《新兵日课》。这本厚厚的蓝色笔记本

把我们的新训生活分解到了每一天，

“强军思想”“军人常识”“心灵高地”等

板块让我们随时随地接受教育，还能在

“战斗日记”中写下自己的成长感悟。

当得知这份礼物是带兵骨干们一点点

收集、一遍遍更新才得以装订成册时，

我更加珍惜和感动。虽然日课本上要

求每天的学习内容并不多，但我相信点

滴的收获也能浸润战士的心灵。

解 渴·感 动

营连日志

教育者说

受教者说

“三班刘凯威，今天参加全营演讲

比赛获得第一名，为连队争了光，其他

同志要向他学习……”点名时，指导员

在全连官兵面前表扬了我，回想起刚

入伍时的几次窘境，我百感交集。

入 伍 前 ，家 里 长 辈 特 意 嘱 咐 我 ：

“ 到 了 部 队 一 定 要 有‘ 眼 力 见 儿 ’‘ 会

来事儿’，主动给班长打水、给领导开

门 ……”我 牢 记 这 些 叮 嘱 ，为 的 就 是

给领导留个好印象，但是接下来发生

的几件事却改变了我对部队的认知。

一 个 周 末 ，班 长 组 织 全 班 去 服 务

社购物。我特意多买了几瓶饮料，回

去送给班长。可没想到，班长不仅拒

绝了我，还当着全班战友严肃地批评

了我。我就想不明白，仅仅只是给班

长多买了几瓶饮料，怎么会惹班长生

气呢？

一计不成，再待时机。一天，早操

结束，我叠好被子端着脸盆去洗漱。路

过连部时，看到连长床上的被子还摊

着，于是我灵机一动，走进去准备帮连

长叠被子。不承想，连长回来恰好看到

这一幕：“刘凯威，你怎么来叠我的被子

了？快放下，我自己来，以后千万不要

这么做！”原本想着，自己这么“会来事

儿”，肯定会得到连长的表扬，谁知又被

批评教育了一番。

几天后，我正在食堂就餐。这时，

看到营长从不远处朝着食堂走来，我的

“眼力见儿”又来了，急忙放下碗筷上前

几步，拉开饭堂的门，站立一侧等候。

谁知，营长不但不领情，还黑着脸说：

“不用你给我开门，我自己有手，赶紧回

座位吃饭去！”这番话又把我弄了个大

红脸。

连续遭遇打击，我越想越不对劲。

家人教我要“会来事儿”，我做到了啊，

为什么还会屡屡受挫呢？

思前想后，我还是鼓起勇气找了个

机会，去向指导员当面请教。

听了我的经历，指导员会心一笑：

“怎么说你好呢？那一套早就行不通

了！现在部队风清气正，你要赢得上级

的欣赏、战友的信赖，绝不能靠‘眼力见

儿’和‘会来事儿’，而要靠刻苦训练，努

力工作，使自己成为一名优秀的士兵，

为集体争得荣誉。”

打那以后，我开始努力训练、认真

学习，遇到各类比武竞赛，都主动报名

参加。这不，获得营里演讲比赛第一名

被指导员表扬的那一刻，我也终于明白

了指导员那番话的含义。

（邹珺宇、张凯虹整理）

“会来事儿”不如“会干事”
■新疆军区某团新兵三连列兵 刘凯威

“看你用力过猛，传动轴都快被拆坏

了，就这技术咋单独完成任务？”

“你不就比我早入伍半年嘛，凭啥总

说我？”

一天，连队组织装备换季保养，库房

里传来一阵争吵。我闻声赶去，只见列

兵小周正在顶撞上等兵阳海波。

细问之下，小周向我倒起了苦水。

原来，今年 3 月份入伍的他，兵龄只比阳

海波短半年，虽然平日里都尊称阳海波

为“班长”，但他心里一直不服气。

起初，对阳海波的提醒，小周还能虚

心接受，即便有时候不理解也会照做。

但慢慢地，他开始觉得阳海波是在“鸡蛋

里挑骨头”，说话还总带着命令的语气，

内心愈发不服。当着我的面，小周说出

了心里话：“他兵龄只比我长半年，凭啥

对我发号施令，更何况能力也没比我强

多少……”

阳海波听后感到很委屈：“我是出于

好心，想让他尽快掌握专业，熟悉连队生

活，平日里多讲了几句，想不到让他产生

了反感……”

小周是班里兵龄最短的战士，阳海

波主动帮带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作

为一名兵龄只长半年的“小老兵”，该如

何同列兵相处？我越想越觉得这是一个

问题。

于是，在肯定阳海波积极性的同时，

我也纠正了他的思想偏差：“帮带新战士

需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能因为兵龄长就

先把老兵的架子端起来，只有做到尊重

理解、以情相待，才能让新战士愿意听你

的话；同时作为一个班的战友，要明白

‘三人行必有我师’的道理，善于发现对

方身上的闪光点，取长补短……”经过一

番劝解，两人都进行了反思检讨，最终握

手言和。

前不久，连队举行汽车维修专业比

武，我特意把阳海波和小周分在了一个

组。第一个课目是“传动轴更换”，初上

比武场的小周明显紧张，光是拆卸传动

轴螺丝就花了不少时间。接过阳海波递

过来的新传动轴，小周竟一时忘了安装

要领，试了好几次都无法正确固定，急得

满头大汗。

“别慌，想想要诀，‘三叉一平面，油

嘴一条线！’”正当小周六神无主之际，耳

边传来了阳海波的声音。这一提醒，让

小周镇定下来，接下来的操作也逐渐得

心应手。随着裁判员哨音响起，他们组

用 时 比 平 时 训 练 最 好 成 绩 还 要 快 1 分

钟，获得了第 3 名的成绩。

在后续的激烈角逐中，两人配合愈

发默契，最终夺得“线路故障排除”“油路

排气”两项第一。抚摸着胸前的奖牌，小

周满心欢喜，向阳海波投去钦佩感激的

目光……

（裴恒悦、刘海平整理）

兵龄长半年，别摆“老资格”
■第 82 集团军某旅修理连指导员 刘厚果

值 班 员：武警周口支队警勤中队

中队长 刘南辉

讲评时间：11 月 8 日

近段时间，官兵休假较多，加上各

类任务交织，中队执勤压力增大，同志

们能够主动克服困难，认真履行职责，

这点值得肯定。但通过检查发现，少数

领班员在下哨后图省事，不组织哨兵汇

报执勤情况就开始讲评，或者干脆不组

织执勤讲评就直接将哨兵带回。

下哨后组织执勤讲评，是规定明确

的步骤，更是及时汇总各哨位执勤情

况、讲评哨兵履职尽责情况、全面掌握

执勤动态的重要举措。通过执勤讲评，

能够及时发现勤务中存在的问题，有利

于中队正规执勤秩序，消除执勤隐患，

科学组勤管勤。

同 志 们 ，制 度 的 生 命 在 于 执 行 ，

落 实 执 勤 制 度 规 定 容 不 得 丝 毫 马

虎。下一步，中队将组织执勤安全教

育和执勤技能培训，同时加大查勤力

度，加强执勤的组织领导。希望大家

发扬“站岗一分钟，警惕六十秒”的精

神 ，履 行 好 自 身 职 责 ，确 保 执 勤 目 标

绝对安全。

（许相鹏整理）

执勤讲评不可“省略步骤”

值 班 员：第 74 集团军某旅指导

员 武圣凯

讲评时间：11 月 15 日

近期，许多同志在休息时间能够放

下手机，参与到球类、棋牌等竞技比赛

中，这是一件愉悦身心、增强集体凝聚

力的好事。但我发现有少数人给比赛

胜负带上“附加条件”。比如，下一盘象

棋，输的同志替赢的同志做一次小值

日；踢一场球赛，败方给胜方买饮料。

同志们，组织益智、竞技类娱乐活动

是为了给大家放松身心。但是，给胜负

带上“附加条件”，就可能让比赛“变了

味”。长此以往，必然会影响战友之间的

关系，破坏良好和谐的氛围，甚至侵蚀连

队风气。因此，我们要坚决刹住这股风。

对于休息时间的这类小竞赛，大家

应该怀着重在参与的心态，愉悦身心、

陶冶情操，无关胜负。希望大家通过参

与这类活动增进感情、调整状态，以更

昂扬的斗志和充沛的精力投身训练场，

这才是正确的态度和做法。

（黎 斌、罗周清整理）

娱乐竞技莫带“附加条件”

值班员讲评

闪耀演兵场

图①：近日，南部战区海军航空

兵某旅开展跨昼夜飞行训练，提升

部队实战化水平。图为机务人员精

心维护战机。

赖 伟摄

图②：连日来，南部战区空军

航空兵某旅组织实战化空战对抗

训练，锤炼部队打赢能力。图为准

备就绪的飞行员杨帅在等待下一

个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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