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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钱晓虎、通讯员付善柱

报道：日前，第 82集团军某旅组织心理服

务骨干技能培训，首批上岗的心理服务骨

干呼小雪，登台分享自己开展心理咨询服

务的心得体会，令参训骨干获益良多。

“面对训练任务和家庭困难等带来的

压力，官兵容易出现心理亚健康现象。”该

旅保卫科科长庄俊超告诉记者，他们通过

组织心理服务骨干技能培训、开通心理咨

询服务热线等措施，进行科学疏导服务，

帮助官兵保持积极乐观心态。

呼小雪告诉记者，旅里开通心理咨询

服务热线后，深受基层官兵欢迎。为提高

心理服务水平，该旅在继续做好心理咨

询服务工作的同时，着力建立一支业务

过硬的心理服务骨干人才队伍，提升营

连自主抓好心理服务工作的能力。他们

打造“发掘、培养、使用”的人才培养链

路，研究制订心理服务人才培养计划，将

一批综合素质过硬的官兵，纳入旅队心

理服务人才培养体系，着力培育一批专

兼结合、梯次配备、素质过硬的心理服务

骨干。

截至目前，该旅已初步实现“班排有

心理骨干、营连有心理咨询师、旅队有心

理服务站”的目标，基层官兵“烦恼有处

讲、困难有人帮”，练兵备战的主动性、积

极性明显提升。

第82集团军某旅

健全体系培养
心理服务人才

本报讯 余朝义报道：“感谢支队机

关倾心解难！”日前，武警安徽总队亳州

支队组织法律服务宣讲会，某中队下士

李艇分享机关帮助解决家庭涉法难题的

经历，引起官兵共鸣。

近年来，该支队常态组织法律服务

宣讲、法纪警示教育活动，增强官兵办事

依法、遇事找法的行动自觉；联合驻地司

法部门开展“送法进军营”活动，组织法

律服务骨干和保卫委员接受法律培训，

提升基层骨干依法解决问题的能力；与

驻地司法部门、律师事务所签订法律援

助服务协议，拓展法律服务渠道和资源。

不久前，某中队指导员孟令端发现，

平时性格开朗的李艇情绪低落，训练积极

性有所下降。经过谈心得知，李艇父亲在

上班途中遭遇车祸住院，肇事司机却拒绝

赔偿。得知事情来龙去脉，孟令端当即向

支队机关汇报了情况。支队机关随即与

李艇父亲工作所在地人武部、司法局等单

位联系，协调推进依法解决问题。

在该支队，类似情况并非个例。为

增强官兵依法维权意识，该支队定期组

织法律服务宣讲会，让官兵登台分享自

己依法维权的经历，为战友解决涉法问

题提供借鉴。同时，他们通过开通服务

专线、设立首长邮箱等措施，进一步提升

法律服务水平。

机关服务贴心，官兵后顾无忧。近

期，该支队多名官兵通过法律服务热线

咨询的个人和家庭涉法涉诉问题，均得

到有效解决。

武警亳州支队

多管齐下提升
法律服务水平

近日，海军航空大学某团组织跨昼夜飞行训练。 蓝鹏飞摄

暮春时节，东部战区陆军某旅组织

航渡装卸载演练。 张照洋摄

探索构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我是一名步战车车长，也是‘老西藏

精神’的新传人。我的使命是保卫祖国边

关……”近日，素有“高原铁骑”之称的西藏

军区某旅二营，与数千公里之外的第 81 集

团军某旅四营官兵通过视频连线，共同组织

“我和我的部队”主题教育活动。

普通一兵的强军故事，在相距遥远的两个

部队课堂间传递，表达听党指挥、奋斗强军的

信念，引发官兵强烈共鸣。

西藏军区某旅二营，常年驻守雪域边关，

忠诚履行戍边卫国的神圣使命，曾被上级授

予“英勇顽强模范营”荣誉称号。而被誉为

“防空利剑”的第 81 集团军某旅四营，则担负

着守护祖国领空的光荣使命，曾在保卫边境

战场上英勇战斗。

记者了解到，为分享教育经验、共享教

育资源，两个各具特色、互补性强的单位决

定探索建立跨区域教育协作机制。他们按

照“优势互补、资源互享、交流互通、难题互

解”原则，走开“主题教育同堂上、要点知识

网上比、课后讨论连线讲”的协作教育路子，

初步形成共商教育模式、共用优质资源、共

享精品好课、共建教员队伍的良好局面。

“建立跨区域教育协作机制，有效整合了

区域间优质教育资源，实现了教育质效最大

化。”西藏军区某旅二营教导员谭天冬告诉记

者，随着跨区域教育协作机制的逐步完善，他

们开展教育不再“单打独斗”，而是共享双方

优势教育资源，让两家教育力量形成合力，推

动教育从内容、形式到质效都得到拓展提升。

通过共享红色资源，第 81 集团军某旅四

营把革命先辈参加战斗和西藏军区某旅二营

官兵在高原奋战的故事，以视频、图表和课件

等形式展示出来，成为联合开展主题教育的

生动教材；通过联合组织“我和我的部队”主

题教育活动，两个单位的先进典型纷纷走上

讲台，介绍各自部队的光荣传统，分享自己的

强军故事，促进互学互建、共同提高。

视频连线活动中，一张来自雪域高原的

老照片背后的感人故事，深深打动了第 81 集

团军某旅四营官兵：当年第 18 军进藏时，时

任军长张国华高举手臂，大声喊出“一切听从

党安排”，带领官兵义无反顾进军高原……了

解这段红色历史后，四营官兵对奋战在雪域

高原的驻藏官兵感到由衷敬佩，对“绝对忠

诚”有了更深的感悟和体会。大家感慨地

说，建立跨区域教育协作机制后，教育内容

更丰富、课堂气氛更活跃了。

前不久，在双方联合组织的“戍边担日

月，砺剑写忠诚”营连旗线上展示交流活动

中，第 81 集团军某旅四营某连指导员郑志

杰，讲述了老部队二炮手李昭才在战场上

“一个人打响一门高炮”的传奇故事。听完

先辈的战斗故事，西藏军区某旅二营战士雷

新林激动地说：“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是我

们共同的精神财富。我们一定以先辈为榜

样，发扬光荣传统，守好祖国边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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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感言 ■刘建伟 郭丰宽

一个驻守边关，一个地处内地；一

个戍守国门，一个保卫领空。相隔万水

千山，西藏军区某旅与第 81 集团军某

旅，探索建立的跨区域教育协作机制，走

出一条行之有效的教育路子，取得“1+

1>2”的效果，令人欣喜更引人深思。

进入新时代，“95 后”“00 后”日渐

成为基层官兵的主体。他们思维活

跃、视野开阔，为部队注入生机活力的

同时，也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的

更高要求。西藏军区某旅二营与第

81 集团军某旅四营开展教育协作，使

教育从“就近就便”开展变为“跨越万

水千山”线上同步，有利于打通共享链

路、发挥各自资源优势，有效破解师资

力量、教材教案、场地设施等资源分布

不均衡、利用不充分的问题，让官兵能

够从更多教育资源中汲取精神养分、

凝聚奋进力量。

我们坚信，随着“大教育”理念不断

深入人心、扎实推进创新实践，各部队

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和效果必将

“水涨船高”。我们相信，随着构建新时

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探索不断深入，

类似跨区域教育协作机制这样的新举

措，在部队会越来越多甚至成为常态。

协作共赢打开教育新天地

“‘野战银行’帮我解了燃眉之急。”

近日，得知家人及时收到汇款，火箭军

某旅二级上士张万福松了一口气。父

亲长期卧病在床，张万福需要定期给家

人汇款为父亲治病。野外驻训期间，该

旅开通的“野战银行”，为他解决了汇款

难题。

去 年 底 ，张 万 福 随 队 来 到 大 漠 戈

壁驻训。由于驻训地远离城市、手机

信 号 时 断 时 续 ，转 账 汇 款 成 了 难 题 。

该旅机关调研发现，像张万福一样在

驻训期间遇到金融服务难题的官兵还

有不少。

“ 为 兵 服 务 无 小 事 。”为 此 ，该 旅

向 火 箭 军 后 勤 部 相 关 部 门 提 出 申 请

并 经 批 准 后 ，在 做 好 保 密 工 作 、签 订

保密协议的基础上，协调中国工商银

行某分行，将移动金融服务车开到驻

训场，设立可随时为官兵提供金融服

务 的“ 野 战 银 行 ”。 入 驻 以 来 ，“ 野 战

银行”已为数百名官兵办理了转账汇

款等金融服务业务。

该旅在前期调研基础上梳理发现，

官兵急需的金融服务中，“定期向家人

汇款”占比较高。为此，他们详细统计

人员名单，并与上级财务部门协调，试

行“家庭汇款机制”，经官兵本人授权同

意后，将工资按月按需分别汇入个人和

家人两个账号。

“ 把 官 兵 的 冷 暖 放 在 心 头 ，官 兵

才 能 把 使 命 责 任 扛 在 肩 头 。”据 该 旅

领 导 介 绍 ，执 行 驻 训 任 务 期 间 ，他 们

还购置智能净水设备，改善官兵用水

条件 ；指定专人帮助任务官兵家属解

决 看 病 就 医 、托 管 看 护 等 急 难 事 ，让

官兵后顾无忧。

件件寻常事，事事暖兵心。官兵练

兵备战动力更足，在训练场上掀起阵阵

练兵热潮。

火箭军某旅─

大漠戈壁开通“野战银行”
■本报记者 栾 铖 通讯员 张 峰 张督都

“自从有了‘野战超市’，我们再也不

用担心生活物资储备不足了。”4 月下

旬，第 73集团军某旅下士涂月鹏走下训

练场，和战友一起来到驻训地“野战超

市”选购生活用品，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该集团军保障部门领导告诉记者，

由于所属各单位驻训地大多比较偏远，

缺少社会依托，“网上购物无法送货”

“外出购物交通不便”等驻训保障问题，

一度给官兵带来困扰。

为此，该集团军机关深入了解官兵

需求、针对性开展驻训保障工作。他们

按照上级下发的《新型军营超市建设运

行规范》等相关规定，与地方企业签订

协议，在符合保密要求的前提下，通过

自主招投标，由中标企业在部队驻训期

间为官兵提供保障。

这 一 制 度 推 行 后 ，“野 战 超 市 ”逐

步落户该集团军各部队驻训地，所售

商品以生活用品、食品等为主。为确

保官兵放心购物，他们还将商品价格、

进货来源等相关信息进行公示，接受

官兵监督。

同 时 ，该 集 团 军 要 求 军 需 营 房 部

门牵头，常态化收集官兵对商品种类、

质量和超市服务质量等方面的意见建

议 ；深入驻训地连锁超市调查同类商

品零售价，确保“野战超市”各类商品

物美价廉。

“‘野战超市’还为大家提供寄取快

递 、缝 补 衣 物 等 服 务 ，真 是 贴 心 又 暖

心。”每年野外驻训长达 8 个月的该集

团军某旅“特战尖刀连”官兵表示，有了

“野战超市”随营保障，大家生活更便

捷、训练劲头更足。

第73集团军─

驻训一线设立“野战超市”
■本报记者 赖文湧 特约通讯员 廖晓彬 通讯员 杨烨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