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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手套，一摞照片，一段感言……

一堂只有 10 分钟的情景微课，不经意

间走红训练场，成为官兵课余饭后谈论

的热点话题。

初冬寒意袭，练兵正当时。南部战

区陆军某旅训练场上战车驰骋，尘土飞

扬。训练间隙，一连三级军士长唐永建

擦擦汗水，拿着一双手套、一摞照片走

上讲台，为官兵讲述入伍 20 年来 3 次参

加阅兵的难忘经历。

洗得褪色的黑色手套上，有 5 个大

小不一的洞，防滑胶垫被磨得“伤痕累

累”。正当大家诧异之际，唐永建自豪

地扬了扬这双手套，开始讲述：“当时任

务繁重，不到 1个月的时间，这双手套虎

口位置就缝补了 3 次，防滑胶垫也裂开

掉落……感谢那段难忘的青春岁月，感

谢那么努力的自己，这双旧手套至今还

激励着我奋进！”唐永建一边讲，一边小

心翼翼地为官兵展示手套上的“伤疤”。

这堂情景微课，让唐永建那段“激

情燃烧的岁月”如电影回放般呈现在官

兵眼前，令大家深受触动。

“唐永建主讲的这堂情景微课，之

所以深受官兵喜爱，得益于积极创新思

想政治教育授课方式。”该旅领导介绍，

好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不断创新形式，

用心设计每个细节，教育者只有用心用

情，才能使受教育者产生心灵共鸣。

针对青年官兵思想活跃、善于接受

新事物等特点，该旅党委大力推广情景

微课教育，指定“金牌政治教员”全程传

帮带，鼓励官兵主动报名参加情景微课

试讲。他们坚持用“身边人”“身边物”

“身边场景”讲好“身边故事”，以真景实

物引发官兵情感共鸣，从而提升思想政

治教育实效，推动教育入脑入心。

“从细微的生活情景中，挖掘故事

背后的意义。”榴炮二连指导员赵龙的

一句话，激发了司号员曾凡强的灵感：

一场新老冲锋号齐鸣的热血场景在他

的脑海里翻腾，一堂创意独特的情景微

课呼之欲出。

有想法才有办法。曾凡强精心策

划教育方案、布置环境氛围、编写授课

脚本、反复揣摩试讲，最终将一堂精彩

纷呈的情景微课——《冲锋号的交接》，

呈现在全连官兵面前。

一把锈迹斑斑、颜色暗沉的老冲锋

号，静静“横卧”在红色绒布上；另一把

通体金黄、系着鲜艳红巾的新冲锋号守

护在旁。两把冲锋号构成强烈的视觉

冲击，让现场官兵心潮起伏，一下子把

大家的思绪拉回到那个火热的年代。

“号声一响，冲锋如潮！这支老冲

锋号，曾在抗战中频频发出指挥号令。

如今，它虽已完成自身历史使命，但仍

是连队精神的一面旗帜，那就是任何时

候都必须准时、准点、准确，丝毫不差。”

曾凡强的话语铿锵有力。

授课接近尾声，曾凡强右手举持新

号，面向全连官兵和老冲锋号昂首挺

立。旋即，17 种常用军号接连吹响，响

彻连队各个角落。

“军号一响，士气高涨！当激昂的

冲锋号在耳畔响起，先烈们在战场上冲

锋陷阵的画面仿佛重现眼前，让我更加

坚定了献身国防、扎根基层的决心。”课

后讨论中，大学生士兵李世杰说。

一次真实情景的再现，引发官兵内

心的共鸣；一段发自肺腑的感言，激起

干事创业的热情。“我们被情景微课‘圈

粉’啦！”一堂堂情景微课，就像是官兵

心灵的“加油站”，激励他们斗志昂扬走

上训练场。记者放眼望去，演兵场上一

派龙腾虎跃、你追我赶的火热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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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刘奕麟、特约记者汪学潮报

道：近日，沈阳联勤保障中心第 967 医院

收到大连某军校来信，特意感谢该院医护

人员倾情救治学员小杨。此前，小杨突发

重症暴发性心肌炎，第 967医院远程联合

院外专家对小杨实施抢救治疗，让原本昏

迷的他闯过“生死线”，得以痊愈。

“这次救治，不仅集中了院内科室专

家的力量，还通过网络技术争取到院外

权威专家的协助，增强了救治力量。”该

院领导介绍，搭建“云协助”平台，争取院

外权威专家联合会诊，是该院救治危重

症患者的创新手段。今年，该院借助“云

协助”平台，已成功抢救 9 例急难重症患

者，为兵服务保障能力明显提升。

当时，小杨因高烧不退，到该院呼吸

内科就诊。通过对小杨的各项指标进行研

判，接诊医生梅波判断小杨极有可能是较

严重的心肌发炎，便将小杨转至重症医学

科进行生命全体征监测。当天下午，小杨

突然出现血压下降、心律失常、恶心呕吐等

症状，经过急救处理，小杨被确诊为重症暴

发性心肌炎、心源性休克，情况十分危急。

为赢得抢救时间，重症医学科主任刘

宇鹏立即通过“云协助”平台，远程连线解

放军总医院、北部战区总医院相关科室权

威专家，联合讨论制订救治方案。历时 5

天 5 夜，他们联手对小杨进行多次抢救，

小杨最终脱离生命危险。经过 1 个多月

的住院治疗，小杨终于痊愈并重返校园。

第967医院搭建为兵服务保障“云协助”平台

专家远程联手救治重症患者

事务工作并非事务主义，忙忙碌

碌不能碌碌无为。正如习主席所说：

“如果忙忙碌碌，只是机械做事，陷入

事务主义，是很难提高认识和工作水

平的。”

“刀在石上磨，人在事上练。”军队

领导干部肩上有千钧重担，身后有千

军 万 马 ，忙 是 工 作 常 态 ，也 是 职 责 所

系。然而，如果忙不到点子上、抓不到

关 键 处 ，就 会 陷 入 事 务 主 义 的 泥 淖 。

有人曾给事务主义者画像：其一是荒

于学习、懒于思考，只顾埋头琐事，不

愿 抬 头 看 路 ；其 二 是 打“ 勤 奋 球 ”、刷

“存在感”，只满足“苦劳”、不追求“功

劳”；其三是大事想不深、小事放不下，

只会被动应付，不善主动谋划；其四是

重“痕”不重“绩”、留“迹”不留“心”，只

想沽名钓誉，不愿担当作为。

周恩来同志将那些从早到晚忙忙

碌碌，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然而情况不

清 楚 、工 作 无 计 划 、方 向 不 明 确 的 干

部，称之为“无头脑的、迷失方向的、事

务主义的官僚主义”。他毫不留情地

指出：“如果是个普通干部，忙忙碌碌，

有 时 方 向 不 大 清 楚 ，那 还 可 以 谅 解 。

如果是个领导干部，怎么容许他是个

事务主义者呢？”军队领导干部的精力

是有限的，倘若身陷事务主义的泥淖，

必然难以做到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

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

习主席指出：“坚持在干中学、学

中 干 是 领 导 干 部 成 长 成 才 的 必 由 之

路。”只有加强学习、主动思考，坚持干

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坚持学以

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才能增强

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有效

克服“本领恐慌”问题，避免陷入少知

而迷、不知而盲、无知而乱的困境。

“人不明于急务，而从事于多务、

他务、奇务者，穷困灾厄及之。”军队领

导干部就是要一丝不苟钻研战争、一

门心思备战打仗，不能“西瓜芝麻”件

件要、“眉毛胡子”一把抓。“人有不为

也，而后可以有为。”备战打仗是军人

的主责主业。军队领导干部知道轻其

所轻、重其所重，不作无补之功、不为

无益之事，自然会有排除干扰、扑下身

子的精力，也会有静下心来谋战思战

的时间。

邓 小 平 同 志 指 出 ：“ 不 少 机 关 的

负 责 同 志 ，把 自 己 的 绝 大 部 分 时 间 ，

用 在 处 理 文 电 和 不 必 要 的 过 多 的 开

会 上 面 ，很 少 深 入 基 层 ，深 入 群 众 ，

了 解 他 们 的 要 求 和 研 究 他 们 的 经

验 ，这 就 不 可 避 免 地 陷 入 了 事 务 主

义 和 文 牍 主 义 的 泥 坑 。”各 级 党 委 机

关 应 该 带 头 改 进 工 作 作 风 和 指 导 方

式 ，改 进 工 作 的 评 价 标 准 ，树 立 正 确

的 工 作 导 向 ，端 正 事 业 观 、价 值 观 、

政 绩 观 ，把 干 部 从 一 些 无 谓 的 事 务

中 解 脱 出 来 ，真 正 走 出“ 上 面 乱 忙 、

下面忙乱”的怪圈。

跳出事务主义的泥淖
■满孝轩 李昂轩

情景微课之所以能赢得官兵广泛认

可、激发出如火的练兵热情，就在于它契

合了当下青年官兵的兴奋点，触动了心

灵，引发了思想层面的“化学反应”。

“官兵们的大脑不是等待填满的容

器，而是需要点燃的火炬。”构建新时代

思想政治教育体系，需要下大力气改进

教育手段、创新教育形式。灵活多样的

授课方式，往往能让官兵“一看就明白、

一听就能懂、听了还想听”，真正起到

“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形式活起来，教育实起来，学习才能

深下去。对于“网生代”“拇指一族”的青

年官兵来说，思想政治教育只有跟上时

代的步伐，贴近官兵、贴近现实，讲好官

兵身边故事，才能让思想政治教育深入

人心、拨动心弦，进而催生练兵备战的巨

大热情，激发矢志强军的强大动力。

形式活起来，学习深下去
■赵 江

探索构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短 评

强军论坛

11 月 11 日，东部战区海军

航空兵某旅组织跨昼夜飞行训

练，检验部队实战本领。

上图：战鹰待发。

右图：鹰击夜空。

赵宁宁摄

11月上旬，第82集团军某旅组织

伞降训练。 李红玉摄

短 评

南 国 深 山 ，冷 风 阵 阵 。 11 月 上

旬，火箭军某旅年度综合演练鏖战正

酣。面对“敌”侦察卫星过顶、无人机

高空侦察等特情，该旅官兵巧妙设置

假 目 标 ，充 分 利 用 地 形 地 貌 进 行 伪

装 ，成 功 规 避“ 敌 ”方 侦 察 ，顺 利 抵 达

阵地完成发射任务。

“假目标形成了真战力。”面对导调

组这一评价，梯队指挥员陈爱明悬着的

心终于落了地。

在假目标运用上，前不久陈爱明曾

栽过一次跟头。那次演练，陈爱明组织

部 队 向 发 射 阵 地 机 动 时 ，突 然 接 到

“‘敌’侦察卫星过顶，立即设置假目标

应对”的指令。按照惯例，他们只需布

设各类诱骗“敌”方侦察的假目标，即可

被判定为成功躲过“敌”侦察。为尽快

到达发射阵地，陈爱明指挥官兵沿途设

置假目标。而这一次导调组却判定：假

目标无效。原来，由于假目标投放位置

距离公路较近，且部队加盖伪装不充

分，导致机动路线暴露。陈爱明不得不

组织部队临时更换行军路线，最终因延

误时间，错过最佳发射时机。

另一支发射分队在演练中也被伪

装课目“绊了一跤”。接到“人员车辆就

地伪装”的指令，该分队官兵迅速架起

伪装网。但由于伪装网与周围环境不

太协调，导致“敌”侦察卫星成功侦测到

我方车辆位置等信息，最终该分队被判

定“遭‘敌’火力打击”。

“处置各类特情时，必须结合战场

实际灵活调整，绝不能养成惯性思维，

一套方案用到底。”演练复盘会上，该

旅领导以伪装课目为例进行讲评，“平

时组织训练，不仅要关注作业用时长

短、有无遗漏伪装这些‘硬杠杠’，更要

将伪装效果作为考评重点。伪装课目

训练归根结底要落在实战运用上，做

到因时而变、因势而变，才不会与实战

脱节。”

“怎样充分发挥假目标作用”“使用

伪装网还要注意哪些细节”……该旅各

级指挥员一一剖析演练细节上出现的

问题，逐一修订完善方案预案，细化实

施步骤，并举一反三向日常训练中的类

似问题开刀。他们集中购入多种颜色、

不同密度的伪装网，以适应不同地域环

境的伪装需求；组织实战背景下指挥所

搭设、假目标布设、目标变形伪装等课

目的专攻精练，全面锤炼官兵实战运用

能力。同时，他们定期组织实战化演

练，引导官兵牢固树立“细节决定成败”

的意识，磨砺战场制胜的硬招实招。

火箭军某旅聚焦战场细节专攻精练—

假目标也需要真伪装
■陆正辉 苏亚蛟 本报特约记者 岳小林

二战时期，英军动用专业布景道具

和技术，制作了一系列假目标，诱使德

军做出错误判断。其成功的重要原因

之一，就是把“假戏”做真做实。

从某种程度上说，伪装是对战斗意

图的掩饰，示假则是对敌打击力量和方

向的误导，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信息化

条件下，“隐真示假”的难度更大，并非

虚功，必须将其放在实战背景下认真筹

划，让每一个步骤、每一处细节都与实

战要求紧密对接。惟其如此，才能在战

场上真正实现出奇制胜。

“隐真示假”并非虚功
■冯晓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