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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刘云鹏、吴柏志报道：近

日，武警四川总队内江支队对基层中队

内部关系建设情况进行“回头看”，结果

显示，官兵满意度明显提升。

为构建团结友爱、和谐纯洁的内部

关系，增强基层单位凝聚力战斗力，该

支队在基层中队建立内部关系联络点，

遴选思想骨干担任联络员。这一机制

运行一段时间后，他们发现，联络员反

馈的大都是“公差安排不合理”“哨兵饭

菜不保温”之类的琐碎小事，对内部关

系影响较大的矛盾问题却避而不谈。

问题出在哪里？该支队机关就此

展 开 专 题 调 研 ，发 现 联 络 员 开 展 工 作

存 在 不 少 顾 虑 ：“ 抹 不 开 面 子 ”“ 家 丑

不 可 外 扬 ”…… 这 就 导 致 内 部 关 系 联

络 点 作 用 发 挥 不 明 显 ，没 有 取 得 预 期

效果。

“仅加强联络员的教育管理远远不

够，必须让全体官兵看到我们的决心和

力度。”为此，该支队利用交班会、党委议

教会等时机，大力纠治影响内部关系建

设的不良现象，对整改流于形式、敷衍塞

责的单位点名批评；对敢说真话、敢报实

情的官兵表彰奖励，树立“真讲问题、讲

真问题”的鲜明导向。

同 时 ，该 支 队 持 续 开 展 密 切 内 部

关系专题教育活动，在官兵中叫响“平

时 亲 如 兄 弟 、战 时 生 死 相 依 ”口 号 ；结

合 基 层 中 队 实 际 情 况 ，梳 理 影 响 内 部

关系的常见问题种类，总结管用招法；

定 期 召 开 骨 干 碰 头 会 ，了 解 掌 握 官 兵

思想动态，及时发现问题苗头；紧盯官

兵“ 朋 友 圈 ”的 动 态 变 化 ，及 时 跟 进 做

好“一人一事”工作。

一系列务实举措，让官兵放下了思

想包袱，各联络员工作开展有力，不少矛

盾 问 题 止 于 未 萌 ，内 部 关 系 越 来 越 融

洽。今年以来，该支队官兵积极投身练

兵备战，圆满完成多项任务。

武警内江支队密切内部关系增强凝聚力战斗力

平时亲如兄弟 战时生死相依

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说：“人生如同

故事。重要的并不在有多长，而是在有

多好。”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团战士完德

加的精武故事激励了加华多杰，加华多

杰的励志故事又点燃了更多官兵的精武

豪情……一个个好故事的叠加传递，产

生源源不断催人向上的强大动力。

用讲故事的方法开展思想政治教

育，是我党我军的传家宝。从硝烟弥漫

的革命战争年代，到波澜壮阔的改革强

军时代，那些感人至深、直抵心灵的好

故事，始终具有强烈的震撼力、感染力、

说服力，影响、培育、塑造了无数有血有

肉、顽强奋斗、忘我奉献的平凡英雄。

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和官兵结

构成分的变化，好故事的“打开方式”更加

丰富多元。“兵说兵事”“网红思政课”等系

列微视频，用新媒体手段充分展现身边典

型的榜样力量；线上与线下相结合、传统

课堂与流动战位相衔接的方式，让官兵在

演训间隙、闲暇之余随时随地收听收看强

军故事，于喜闻乐见中接受熏陶和感染。

选定好话题、搭建好平台、传播好

故事、培塑好样子——西宁联勤保障中

心这种充满时代气息、符合官兵需求、

强化教育质效、形成闭合回路的创新之

举，值得学习借鉴。

用好故事培塑好样子
■张磊峰

日前，一条微视频在西宁联勤保障

中心官兵的朋友圈刷屏。视频主人公、

该中心某团下士加华多杰，在上级组织

的战斗体能比武中勇夺冠军，去年底荣

立二等功。

加华多杰的精武故事，感染了身边

无数战友。大家以高昂的士气投身练兵

备战，在演训场上掀起阵阵精武热潮。

“战友完德加跟我是同年兵，还是

我的老乡。一路走来，他的先进事迹不

断激励我前行。”加华多杰告诉记者，中

心创新教育模式，利用网络平台讲好官

兵自己的故事，激励大家立足战位建功

军营，他是受益者之一。

前年，完德加在比武竞赛中夺魁，

并被表彰为“感动中心十大人物”。他

的故事，被制作成微视频，在该中心强

军网推出。这段微视频，激发了加华

多杰精武强能、奋勇争先的热情。通

过不懈努力，加华多杰的训练成绩突

飞猛进，如愿登上领奖台，成为官兵心

中的军营“偶像”。

“时代在变，观念在变，开展思想

政治教育的方式必须跟着变。”议教会

上，该中心党委一班人研究认为，“网

生代”官兵思想活跃、个性突出，抓教

育必须过好网络关，突出时代性和群

众性。为此，他们深入贯彻全军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会议和思想政治教育创

新集训精神，积极探索思想政治教育

新模式，推动教育走深走实。

该中心从选定好话题入手，坚持从

官兵心声中、从成长困惑中、从案例镜鉴

中、从时事热点中挖掘话题，力求贴近官

兵、贴近实际；从搭建好平台着眼，开设

微课讲堂，让官兵登上讲台、走进荧幕分

享参演、参训、参赛体会，把有意义的话

题讲生动，把深奥的理论讲透彻。

前不久，该中心某汽车运输团一连

官兵“吸着氧气翻越达坂”的视频火爆

全网。该连三分队队长冯志威的妻子

任秀梅，在视频中看到了自己的丈夫，

便给他留言：“在新闻里看到你，作为军

属，我倍感骄傲！你守卫祖国‘大家’，

我守护好咱们的‘小家’。”

教育课堂上，冯志威向战友们分享

了妻子的留言，大家感动不已，进一步

坚定了“忠诚维护核心、矢志奋斗强军”

的信念。

该中心领导告诉记者，他们注重发

挥官兵主体作用，发动大家利用“高原

联勤兵”融媒体平台，自主创作微视频，

从受教育者变身为教育者，有效增强了

教育活力。

“边防官兵乘包机返乡、野营住上

保温方舱、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有

强大的祖国做后盾，高原官兵戍边守防

信心更足了！”日前，该中心某医院重症

医学科主任张瑛观看官兵创作的一条

微视频后留言，引起大家强烈共鸣。

作为一名老军医，张瑛在高原驻训

期间能吃苦、敢冲锋，为年轻官兵树起了

好榜样。95后军医薛盛文与张瑛并肩战

斗两个月后，深有感触地说：“我要成为张

军医那样以身作则、默默奉献的人。”

“你的故事，给我奔跑的力量”。在

雪域高原、大漠戈壁，该中心广泛开展

的“帐篷党课”“车厢教育”，被官兵制作

成微视频，一经发布就成为网络爆款作

品。官兵在隔空对话中强化思想认同，

在交流碰撞中释放教育活力，网络成为

提升教育质效的“倍增器”。

西宁联保中心活用网络平台创新教育模式—

“你的故事，给我奔跑的力量”
■雷大伟 本报特约记者 刘一波

探索构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短 评

3月下旬，第 75集团军某旅开展海上射击训练。 李春国摄

本报讯 李光宇、黄子岳报道：清明

前夕，河北省沧州军分区机关 2 名文职

人员到基层单位代职，4 名基层单位文

职人员进入机关“淬火”。截至目前，该

军分区已先后组织 25 名文职人员进行

“双向代职”锻炼，一批复合型文职人员

在实践磨砺中不断成长。

“开展机关基层文职人员‘双向代职’

活动，有利于帮助他们开拓视野、增长才

干，提升岗位任职能力。”该军分区领导介

绍，针对跨兵种现役转改文职人员不熟悉

国防动员系统职能、部分文职人员缺少部

队工作经验等实际，他们研究制订“双向

代职”培养机制，鼓励机关文职人员到基

层单位代职，增加基层阅历，掌握基层实

情，积累管理经验；遴选优秀基层单位文

职人员到机关代职锻炼，学习相关业务知

识，提升统筹协调能力。

同时，为帮助代职锻炼的文职人员

尽快融入工作岗位，该军分区结合他们

的专业特长，组织教学辅导、岗位见习等

活动，帮助他们熟悉机关、基层各项工

作。现役转改文职人员、沧州青县人武

部政工科干事黄平原被遴选到该军分区

机关代职锻炼，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实

践，他很快掌握了机关和人武部工作特

点。代职结束返回基层单位后，黄平原

感到工作起来得心应手。

“基层任务重、事情杂、难题多，这次代

职使我积累了不少宝贵经验。”该军分区机

关文职人员马涛说，通过基层代职锻炼，他

对干好机关业务工作信心十足。

沧州军分区

“双向代职”培养复合型人才

3月底，第 72集团军某旅组织倒滑索降训练。 金富强摄

本报讯 刘运昊报道：日前，东部战

区空军某雷达站组织新兵单放考核，新

兵陈昊哲顺利通过多课目考核，取得值

班资格。陈昊哲说，自己的成绩能够快

速提升，得益于该站探索推行的科学组

训模式。

据该站站长陈粦介绍，前期组织的

新兵考核结束后，他们根据考核成绩系

统梳理短板弱项，为每名新兵建立训练

档案，遴选优秀组训骨干结对帮带。经

过一段时间的补差强训，陈昊哲不仅弱

项课目取得明显进步，特长课目也有新

的突破。

陈粦告诉笔者，为提升训练质效，该

站此前曾探索推行强化训练模式，官兵

热情高涨，积极参与。然而一段时间过

去，总体考核成绩提升却并不明显。

这 一 现 象 引 起 该 站 领 导 的 重 视 。

他们深入调查发现，带兵骨干大多偏重

于“苦练”，缺乏科学系统的组训思路。

为此，他们在摸清训练规律、改进组训

模式上狠下功夫，通过“苦练+巧练”提

升训练效果：分析梳理训练中暴露出的

共性和个性问题，根据训练水平分层施

训，合理规划训练路径；区分状态调整、

备战应考、补差强训 3 个阶段，有针对性

地组织专攻精练；按照“高低搭配”的原

则，为训练成绩较弱的官兵选配训练尖

子指导帮带。

按照新的组训模式，该站注重基础

课目训练，从理论掌握、技能培训、课题

研究等方面入手，帮助官兵打牢训练基

础；任务密集期，利用重大演训和阶段考

核等时机，全面检验训练成果，有针对性

地解决“疑难杂症”、改进训练方法；补差

强训阶段，针对存在的短板弱项组织专

攻精练，提升整体训练水平。

“科学组训激活了军事训练的‘一池

春水’。”该站组训骨干、操纵班班长刘学

晨深有感触地说，以往大家总认为训练

成绩上不去是因为训练量不够，如今通

过掌握训练规律，分人、分层、分阶段精

准施训、科学组训，训练效益明显提高。

该站领导介绍，通过科学组训，官兵

的总体训练成绩跃居全旅前列，空情合

格率和训练合格率取得“双百”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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