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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 视 点

把写诗的爱好变成
教育的本领

闭上眼睛，张开双臂，静听涛声。王

立康寻找灵感的样子，颇有“文艺范儿”。

王立康刚来单位报到，恰逢基地组

织一场大型演习，连队要派人随舰出海

担负通信保障任务。作为指导员，他要

在部队出动之前搞好教育，统一思想。

那天，王立康没“按套路出牌”，而是

在部队“出征”之时即兴赋诗一首，引得

大家拍手叫好、士气高涨。

“这位新指导员挺有才”，从此成了

他在众人心中的第一印象。这种特殊的

“战前动员”，也一直延续下来。直到今

天，每当连队有人参加演训任务、竞赛比

武，王立康还会写诗助阵。

不过，王立康的诗，并不都是慷慨激

昂的，有时也很“犀利”。

一次，连长李亮半夜查铺时发现上

等兵鲜晨江躲在被窝里看电子小说。李

亮对其进行严厉批评，并没收了电子产

品。

两天后，王立康想着就此事找鲜晨

江谈谈心。当打开连部的柜子他发现，

鲜晨江已偷偷把没收的电子产品拿回去

了。

王立康很生气。在周五的教育中，

王立康专门增加了两个环节——“担当

教育”和“诚信教育”。明白了王立康的

苦心，当晚，鲜晨江敲开了指导员的门，

手里攥着一份刚写好的检讨。

一字一句看完，王立康提笔快速在

检讨书末尾写下一首打油诗。鲜晨江记

得很清楚，指导员笔锋之下，每个字都直

戳他的内心：“东藏西藏，百密一疏；令人

失望，熬夜刷书。错上加错，擅自拿取；

知错改过，方为明路。”

那 一 次 ，王 立 康 与 鲜 晨 江 聊 到 深

夜。回到宿舍，鲜晨江再次摊开检讨书，

将那首诗又仔细读了好几遍，然后折好

夹在了自己的笔记本里。月光透过窗户

洒在床头，鲜晨江那晚失眠了。

后来，鲜晨江沉下心来钻研业务。

在演训任务之前，他主动申请到最苦最

难的岗位。完成任务归来，王立康对他

进行了点名表扬。那次晚点名，鲜晨江

在队伍中昂首挺胸，站得笔直。

慢慢熟悉后，基地许多官兵用“诗人

指导员”来形容王立康。每次听到这样

的话，王立康都不以为然。他觉得，就像

有的人爱写日记，有的人爱写文章，有的

人爱在朋友圈发“鸡汤”……大家其实都

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记录工作和生活。

“诗，只是一种简洁的表达。文字里

的一撇一捺，记录成长的酸甜苦辣。”王

立康说，他喜欢用诗记录连队官兵的成

长点滴。

沿着这个思路，一切好像都有了“诗

意”。在王立康看来，一个连队是一个战

斗集体，也是一支由志同道合的人组成

的创业团队。这里，有训练、装备、任务

等常见词汇，也有关于梦想、情谊、成长

的青春之歌。

王立康独特的思维视角，常常为官

兵带去耳目一新的教育体验。2021 年

临近退伍季时，部分人员思想波动。授

课中，王立康在屏幕上写了一个大大的

“兵”字，让大家阐述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大家的回答五花八门：有的说意味

着使命，有的说代表服从，也有的说承载

着光荣……

王立康微微一笑，鼠标一点，屏幕上

的“兵”字被拆分，一首七言诗跃然而出：

“一撇一竖旗帜扬，踏踏实实‘工’为梁。

当兵哲学须牢记，坚韧品质是宝藏。”

看着台下好奇的目光，王立康进一

步解释，“兵”字蕴藏着军人身份带给大

家的人生哲理：最开始的一撇一竖，像一

面飘扬的旗帜，意味坚定明确的前进方

向；中间的“工”字，代表认真具体的实际

行动；最下面的一撇一点，像两条前进的

腿，寓示永不止步的不懈坚持。

“无论你们留队还是退伍，当兵一

程，这个人生哲理都将伴随你们一生。”

王立康说完，下面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王立康告诉大家：方向、行动、坚持，

也是他的人生信条。

把读书的爱好变成
学习的风气

下午，一阵清脆的哨音响起，官兵们

兴冲冲地走进学习室。

有 趣 的 是 ，室 内 的 桌 椅 被 摆 成 了

“工”字形，大家手中携带的物品各不相

同：有的拿着书本，有的抱着资料，还有

的攥着手机。

这是连队开展群众性学习活动的一

幕，也是王立康最引以为豪的工作之一。

2020 年 ，营 里 购 置 了 一 批 学 习 书

籍，王立康很高兴，专门从中挑选了一部

分对官兵实用的书籍，分发给各班。两

个月后，他找大家交流心得，发现许多官

兵“一脸懵”，打开柜子一看，有些书连封

皮都没拆……

这引起了王立康的担忧：有些战士

抱着手机聊天、刷视频、打游戏从不知疲

倦，一拿起书却“蔫”了半截。

书，在王立康心中有着特殊分量。

小时候，王立康就喜欢读书。每到周末，

他总爱跑到书店，捧着书埋头阅读。

大家眼中如此“文气”的一个男孩

儿，为什么选择了从军入伍，王立康自己

也说不清楚。他琢磨，也许是因为高中

时，爱读武侠小说，更欣赏其中的一句

话：“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书，始终指引着我。”王立康说，有些

书，从你遇见它、品读它、相信它的那一刻

开始，它就对你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那天，王立康向大家讲述了自己的

读书经历。大多数战友听完连连点头，

但还是有一些人“不买账”：都什么年代

了，还抱着书本“啃”？

这 一 点 ，王 立 康 其 实 是 能 理 解

的 ——他的大学时代也深受网络文化

的影响。不过，他始终觉得，“短平快”的

信息汲取，也常常意味着浅层的思考、片

面的理解、快速的遗忘。

上军校以来，王立康断断续续读完

了各类书籍 900 余本，撰写读书笔记 200

余篇 10 万余字。一本《共产党宣言》，他

读了 16 遍。

平时，这位年轻的 95 后，也常常用

时髦的网言网语开玩笑，但一到具体工

作中，王立康总能表现出独特的成熟。

王立康从未放弃读书，那些读过的

书，也没有辜负他。由于全面素质过硬

以及丰厚的政治理论素养，2020 年，他

在选调考核中脱颖而出，如愿走上了自

己心仪的指导员岗位。

“读书和学习，其实都设置了相应的

门槛，心不诚则不能至。”王立康觉得，以

理论学习为例，要让官兵跨过刚学时感

觉枯燥乏味的阶段，必须要让他们真学、

真信，并能够从实践中得到印证。

王立康决定来一场尝试：他在连队

成立起教育、训练、实用技能等 3 类 15 个

学习小组，充分运用各类 APP，每周利用

特定时间集中组织知识学习。

上等兵王大毓一直有个“军官梦”，

但闲暇时间，他一拿起手机就“两耳不闻

窗外事，一心沉浸屏幕中”。活动展开

后，王立康当起了“班主任”角色，帮王大

毓收集教学资源，监督他按计划进行学

习。慢慢地，王大毓“进入了状态”。每

晚，他都主动拿起课本加班复习。

2021 年，王大毓如愿考上军校，成

为 连 队 成 立 以 来 走 出 的 第 一 位“ 准 军

官”。这让大家振奋不已，越来越多战友

重拾学习兴趣，广泛多样的阅读学习活

动在连队蔚然成风。

“学习力，也是战斗力。”王立康趁热

打铁，带着官兵建起装有 400 余册不同

书籍的图书角、微书吧。

周 末 上 午 ，阳 光 照 得 营 房 亮 堂 堂

的。几名战友走到图书角，拿起一本书

惬意地品读。光影中，王立康好像看到

了从前的自己。

“要么读书，要么旅行，身体和灵魂，

必须有一个在路上。”王立康记不清这句

话是从哪儿看来的，他说，“也许我的灵

魂，早就在路上了。”

把走路的爱好变成
砺志的交心

营区南门旁，有一条东西走向的路，

官兵们给它取名“铸剑路”。

王立康喜欢走这条路，是因为这条

路听过他和许多官兵互相讲出的心里

话。

上等兵胡秦剑只想在部队体验一下

生活。平时，他就管自己的“一亩三分

地”，对连队各项事务漠不关心，文体活

动也提不起兴趣。用他自己的话说：“管

好自己，等着熬完两年就退伍。”

一 天 晚 饭 后 ，胡 秦 剑 一 个 人 走 在

路上，王立康大步跟上。寒暄过后，见

胡 秦 剑 还 是 不 爱 说 话 ，王 立 康 主 动 讲

起 了 自 己 的 经 历 ：“ 我 刚 到 军 校 时 ，感

觉 一 切 都 和 自 己 的‘ 画 风 不 搭 ’，甚 至

想要退学……”

王立康告诉胡秦剑，在部队大熔炉

里，他慢慢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爱上了这

里的生活。

胡秦剑见指导员如此诚恳，也说出

了心里话：他觉得自己没什么特长，连队

事务自有骨干去做，文体活动让战友们

参加即可。

王立康引导他，一个连队的建设就

跟拔河一样，每个人出的每份力，都很重

要。了解到胡秦剑入伍前学的是计算机

专业，王立康带着他将所学知识应用到

业务训练中，并在演习时将他安排到通

信枢纽岗位。

那次演习，胡秦剑操作认真细致，准

确无误。事后，上级对通信部位提出表

扬，胡秦剑找王立康申请：“下次还派我

去！”

后来，找到自信的胡秦剑钻研专业、

苦练体能，不仅成功通过留队考核，还成

了连里响当当的业务尖兵。2021 年，胡

秦剑主动申请参加团里的专项比武，与

战友们刻苦训练，一举夺得第一名。

王立康不喜欢坐在办公室里找人谈

心，他觉得那样双方都会拘束。他习惯

在饭后相对轻松的氛围中，与战士走在

路上，吹着海风坦诚交流。那条“铸剑

路”，也被他称为“交心路”。

交心，不只是跟战士们，也跟自己。

每当夜深人静，走在这条查岗必经的路

上，王立康常常问自己，有没有辜负指导

员这个岗位。

答案，写在官兵肯定的目光里——

到连队第 3 天，王立康已经能准确

记住每名官兵的名字、长相、籍贯，并主

动找大家了解，有没有需要解决的问题。

他加班加点学习新的专业知识，跟

着官兵苦练实操。一个月后，即使知道

自己晕船严重，还是主动申请跟任务分

队一起出海执行任务，吐到脸色发白仍

坚守岗位。

任职半年，他结合连队实际，凝练出

连魂、连训，创作了连歌。从此，每天晚

点名前，官兵们唱着自己的连歌，成为营

区一道亮丽的风景……

这是王立康的任职之路，也是官兵

的成长之路。在王立康影响下，大家渐

渐发现，“以连为家”“把战友当家人”真

的不是空话。

下 士 赖 康 是 个“ 游 戏 迷 ”。 以 前 ，

他 沉 浸 在 自 己 的“ 一 机 一 世 界 ”中 ，不

爱 与 战 友 们 交 流 。 去 年 ，赖 康 在 训 练

中 不 慎 受 伤 ，王 立 康 带 着 战 友 们 轮 番

照 顾 他 。 在 医 院 ，赖 康 从 医 生 口 中 偶

然 了 解 到 ，一 名 病 人 因 为 长 期 嚼 槟 榔

而患病。

赖康想起，连队也有战友爱嚼槟榔，

他 给 指 导 员 发 微 信 ，希 望 提 醒 一 下 大

家。王立康感到很欣慰：现在，战士们在

外面还会主动想到连队、想到战友，这说

明连队的教育是成功的。

王 立 康 没 有 转 达 赖 康 的 信 息 ，而

是 让 他 针 对 这 个 话 题 好 好 梳 理 一 下 ，

亲口对战友们说。于是，教育课上，出

现 了 这 样 一 幕 —— 视 频 电 话 中 ，赖 康

腿 上 缠 着 绷 带 ，认 真 细 致 地 给 大 家 讲

了 一 堂 以“ 卫 生 安 全 ”为 主 题 的 微 课 。

另一端，战友们认认真真听完，纷纷朝

他 招 手 ，争 先 恐 后 喊 着“ 早 日 康 复 ，快

快回家”……

“连队每名官兵经历不同、性格各

异，要让他们找到自身的位置，拥有一个

自己的‘英雄梦’。”王立康说，当指导员

后，他常常想起《西游记》中师徒 4 人性

格迥然不同，但合理的位置分配却能让

他们克服重重磨难，最终修成正果。同

时，“让他们成功的，不是那些经书，而是

那条取经的路。”

一名95后指导员的“爱与期待”
■雷 彬

走起！
顺着沿海公路，指导员王立康骑着单车一路飞驰。大海、树木、人群快速向后退去，呼呼

风声回荡耳畔。
王立康喜欢这种感觉。每当工作生活中遇到压力，他都以这样的方式放松自己。
不过这一次，他是因为开心——2021年年终考核中，连队军体优良率提升了 20%，军事

训练综合成绩优良率达到94%，全面建设受到上级肯定。
这一年，是连队官兵拼搏奋斗的一年，也是王立康勇敢冲锋的一年。

4年前，22岁的王立康从陆军院校毕业，分配到海军某防化大队担任副连长。在协助连
长抓军事训练的过程中，王立康多次在组训和比武中展露锋芒，所有人都认为他将成长为一
名优秀的军事干部。

然而，2020年的选调中，王立康主动申请并成功通过考核，来到海军某联合训练基地某
团无线通信连担任指导员。

专业变了，职务变了，人生的方向也随之改变。对于这个过程，王立康这样理解：“生命就像
一场骑行，我们永远都不知道下一个拐角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但我始终保持着热爱与期待。”

有人说，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

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

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在我军政治工作发展史上，一名优

秀的政治干部往往能够一个人凝聚一

支队伍，以“一个灵魂唤醒一群灵魂”。

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场，从解放战争到

朝鲜前线，无数政治干部站在官兵面

前，文能思想鼓动、武能带兵冲锋，为我

军培塑出一支支拖不垮打不烂、战无不

胜攻无不克的过硬部队。

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深刻变

革，强军事业加速推进，官兵思想文化

观念更加多元多样，这对政治干部来

说，是机遇也是挑战。面对新情况新挑

战，政治干部既要有情怀，又要有本领，

才能把官兵紧紧团结起来。

政治干部要有坚守正道的定力。

上海南京路称为“十里洋场”，上海解放

后，国民党预言“上海是个大染缸，共产

党解放军红的进来，不出 3 个月，就要

黑着出去”。八连首任指导员张成志带

领官兵每天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

习《入城公约十大守则》，做到了身居闹

市却一尘不染，让八连的美名代代相

传。当前，各种网络思潮传播度高、迷

惑性强，其中不乏各种与主流价值相悖

的“杂音”，政治干部应当在学习党的创

新理论中走在前列，不断强化理论武

装，让自己面对各种错综复杂的情况分

得清、辨得明、定得住，旗帜鲜明讲好大

道理、弘扬正能量，教育带动官兵守初

心、走正途、担使命。

政治干部要有率先垂范的魄力。

我军政治干部的威信，从来不是靠“官

话”吹出来的，也不是靠“官威”吓出来

的，是靠军政双优、率先垂范的具体行

动立起来的。电视剧《亮剑》火遍大江

南北，团长李云龙一开始认为政委赵刚

只能“管管生活”，后来，他又为什么打

心眼儿里服了“老赵”？是因为他看到

赵刚在战场端起三八大盖，一枪撂倒

500 米外正在架迫击炮的鬼子。赵刚

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很快赢得了全团

官兵的尊重和信服。这启示我们，政治

干部必须努力学军事、学指挥、学科技，

全面提高综合素质，在各类学习、试验、

训练、行动中站排头、当先锋，才能真正

一呼百应，聚力攻坚。

政治干部要有人格魅力。淮海战

役中曾出现过这样“神奇”的一幕：战斗

中，解放军一个连队打到最后，只剩下

指导员李栓牛一个人，即将全员牺牲之

际，12 名俘虏却端起枪，跟着李栓牛一

起冲锋……大家都说，这得益于李栓牛

强大的人格魅力。政治干部的人格魅

力，往往来自有血有肉的自身形象、有

理有据的教育引导、有情有义的待人接

物。

新时代官兵是典型的“网生代”，视

野广、思想活、个性强。对此，政治干部

应该以信任、欣赏的眼光看待，并且要

求自己及时学习“网言网语”，尊重官兵

兴趣爱好，积极参与文体活动，做到知

兵、爱兵，与兵打成一片。这样，才能树

立起一个正派而不迂腐、亲和而不冷漠

的新时代政治干部形象，才能赢得官兵

发自心底的尊重和信赖。

既要有情怀，又要有本领
■郭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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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间隙，指导员王立康（中）与战士谈心交流。 何立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