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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手中厚厚的一摞调查问卷，第

73 集团军某旅宣传科科长杨哲的心情

久久难以平复。开展野战文化工作，本

来是为了丰富官兵驻训生活，激发官兵

练兵备战热情，可为什么大家的负面反

映如此强烈？

时间回溯到半个月前，该旅野外驻

训刚刚开始，宣传科就对开展野战文化

工作进行了筹划部署，氛围营造、展板

设 计 、 横 幅 制 作 …… 机 关 “ 拉 单 列

表”，制订下发细则，并将基层完成情

况纳入“双争”评比。

然而机关费尽心思，基层却不太

买账。超过半数的官兵在问卷调查时

反映：开展野战文化工作占用了过多

时间精力，甚至影响了正常训练。为

弄清原委，记者跟随杨哲到摩步二营

一探究竟。

刚进营门，记者就看到全营上下正

干得热火朝天：修改标语内容、调整横

幅高度、更换展板样式……眼前忙碌的

场景令杨哲感到不解，他当即向该营教

导员朱尤志了解情况。

“我营驻训点位分散，前期各连队

结合自身实际已完成了拉横幅、制作展

板等工作，但机关检查组认为过于杂

乱、不够统一，我们只能推倒重来。”

朱尤志的一番话让杨哲颇感意外，再去

其他单位走访，得到的反馈大同小异。

“ 开 展 野 战 文 化 工 作 既 要 因 地 制

宜，更要贴近实战，怎能为了追求整齐

划一，搞‘一刀切’？”了解事情真相

后，该旅党委立即叫停了机关的做法，

明确指出，开展野战文化工作必须为提

升战斗力服务。

向战为战的导向立起来，野战文化

工作开始“大变脸”。记者再次来到摩

步二营，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横幅标语少

了很多。走进某连帐篷，一面色彩斑斓

的“战斗格言墙”尤为引人注目。朱尤

志介绍，墙上的格言都是官兵自己写

的，每一条背后都有一个感人的故事。

不仅如此，该营还鼓励官兵结合演训任

务特点创作快板、小品等节目，突出

“战味”“野味”，使官兵在放松身心的

同时激发训练热情。

一天，该旅开展实战背景下的综合

演练，摩步四营在“敌”强电磁干扰下

进攻受挫，官兵们承受着很大思想压

力。演练间隙，营党委通过开展“连旗

下宣誓”等文化活动给大家鼓劲打气。

再次走上演训场，四营官兵重整旗鼓，

各班组之间密切协同，最终成功夺占

“敌”阵地，打了一场“翻身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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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公示了吗，刘玉权被旅里表

彰了”“真的假的，他之前还总是被拿出

来当反面教材呢”……最近，第 78 集团

军某旅公布第一季度表彰奖励名单，榴

炮三连二排战士刘玉权榜上有名，让不

少人感到意外，因为近半年来，他在连

队里十分“有名”。

对刘玉权来说，这个“有名”并不是什

么好事。他原本是连队骨干，军事素质过

硬，每次考核和比武成绩都名列前茅。但

去年 11月，他违规使用手机被连长抓了

个现行，还在军人大会上作了检查。虽然

刘玉权的认错态度良好，并在事后更加认

真地对待工作和训练，但为了深刻警示全

连官兵，接下来的几个月，连队干部对此

事“逢会必讲”，晚点名时也是一说再说，

刘玉权俨然成了连队的反面典型。

在这样的环境中，刘玉权背负了不

小的压力，变得越来越沉默，不愿和战

友交流，无论训练还是学习都不在状

态。这让二排排长杨光颇为着急，他曾

多次与刘玉权谈心，但成效甚微。

几经思考，杨光在一天晚上敲开了

指导员王明威的房门：“指导员，我觉得

对犯错的战士进行批评无可厚非，在适

当的场合讲一讲，让大家引以为戒，也

很有必要。但盯着战士的一时错误大

说 特 说 ，甚 至 把 他 当 成 反 面 典 型 ，不

仅不利于帮助他改正错误，还会打击他

的积极性，对自尊心造成伤害……”王

明威了解完事情的前因后果，对杨光的

看法十分赞同，马上提醒其他连队干部

改正。

连队干部不再抓着战士的“小辫子”

不放，并且给予表现出色的战士更多肯定

和鼓励，不仅刘玉权逐渐找回了自信，其

他犯过错误的同志也放下了思想包袱，全

连官兵练兵备战的热情更加高涨。

请别抓住战士的错误不放
■秦 明 王一迪 李兴超

前段时间，连队计划重新设计制作

文化墙。下士范梦宇学过广告设计，自

然成为我和连长心中负责这个任务的

不二人选。受领任务后，范梦宇经常在

学习室里加班，我和连长见此情景，便

抓住各种时机对他进行表扬，一方面对

他的付出表示肯定，另一方面希望通过

这种方式树立榜样，激励其他官兵向他

学习。

“看看人家范梦宇，完成任务从不

提要求，你们是同年兵，关系又那么好，

你能不能学学人家……”这天，负责打

草的下士小钟没能按时完成任务，我批

评他时又不自觉地提及范梦宇的出色

表现，没注意到小钟和一旁的范梦宇脸

色都不太好看。

“指导员，您有空吗？我有点事想

和您说。”晚上熄灯后，我路过学习室，

被正在忙碌的范梦宇叫住，“您和连长

能不能别再表扬我了？”原来，范梦宇觉

得完成任务只是自己能力所及、职责所

在，但我和连长的频频表扬却把他架在

了高处，全连官兵仿佛都在盯着他的一

举一动。此外，因为我在批评人时喜欢

拿范梦宇作对比，导致原本关系不错的

战友现在与他相处也开始尴尬起来……

如此种种，让我和连长的表扬成了范梦

宇心中的烦恼。得知事情原委，我不禁

有些羞愧，安抚好范梦宇后，便找到连

长商量如何解决此事。

党团活动日，连队按计划举办以“寻

找身边榜样”为主题的士兵讲堂，大家纷

纷上台为身边的榜样点赞，你一言我一

语，好不热闹。结束前，我走上讲台说

道：“之前我总拿范梦宇说事，原本是为

了激发大家干工作的积极性，没想到不

仅给范梦宇增添了烦恼，还给你们的相

处造成了麻烦。其实榜样就在身边，只

要认真工作、努力训练，人人都值得学习

和表扬。接下来的工作中，我会注意方

式方法，做到奖罚有度。”

从那以后，我再没刻意表扬哪位同

志，而是仔细观察、认真记录每一名勤

恳努力的官兵，并在周日晚点名时逐一

点名表扬。“过度表扬不仅会成为官兵

负担，还可能让战友情谊产生裂痕，凡

事过犹不及，有些表扬大可不必。”深

夜，我把这句话写在工作笔记上，用以

提醒自己。

（董浩浩、蒙华笛整理）

做好“分内事”，不必过度表扬
■南部战区陆军某旅十九连指导员 袁先宏

在 第 77 集 团 军 政 治 教 员 比 武 竞

赛 某 旅 分 赛 场 ，当 听 完 前 几 名 选 手

在 精 品 课 示 教 环 节 的 授 课 后 ，该 旅

某 连 指 导 员 宋 业 群 甚 至 有 了 退 赛 的

想法。

“他们的选题都很‘高大上’，相比

之下，我备的课似乎有些不上档次。”

回 忆 当 时 的 情 景 ，宋 业 群 直 言 不 讳 ，

“你看，他们中有人讲军队光荣传统、

有人讲强化血性作风，而我参赛的授

课题目却是‘手机上网陷阱多’。”

“别紧张，这次比武不是‘一课定

乾坤’，精品课示教成绩在总分中仅占

60%。”上场前，负责组织此次比武的该

旅宣传科干事李春晖看出了宋业群的

不安，出言安慰。在他的鼓励下，宋业

群深吸一口气走上讲台。

然而，结果出乎宋业群的意料，评

委们不约而同地给他打了高分。

“此次比武竞赛旨在考察政治教

员的综合素质，示教环节主要评价他

们的授课能力，无论你呈现的是‘满汉

全席’，还是‘家常小菜’，只要味美可

口，就能够证明你是个‘好厨师’。”一

位评委说，施教如烹饪，对胃是关键。

此外，近期有个别战士因违规上网险

些引发违纪问题，宋业群的授课针对

性很强，符合当前思想教育形势需要。

就这样，本以为自己“没戏了”的

宋业群，意外成为一匹“黑马”。

说 宋 业 群 是“ 黑 马 ”并 非 言 过 其

实。起初，营里倾向于推荐另一名资

历较老的指导员参赛，原因是他曾在

往届政治教员比武中获得过不错的名

次，而宋业群参赛经验明显不足，是个

大家事先不怎么看好的“替补选手”。

然 而 ，根 据“ 三 会 一 好 ”要 求 ，参

赛 选 手 需 根 据 知 兵 爱 兵 民 主 测 评 得

分、军事训练成绩及现实德才表现进

行 排 序 。 在 该 环 节 ，宋 业 群 排 名 占

优 ，最 终 获 得 了 参 赛 资 格 。 随 后 ，宋

业群一路“高歌猛进”，接连在政治理

论考核、官兵现实思想反映调研等比

赛 环 节 中 获 得 不 俗 成 绩 。 凭 借 此 轮

精品课示教中的精彩表现，他更是在

近 20 名参赛选手中名列前茅，令人刮

目相看。

这天晚上，赛程进入到最后一个

也 是 最 受 瞩 目 的 环 节 ：随 机 情 况 处

置。大礼堂内，官兵们整齐落座，期待

着政治教员们的精彩表现。

“我们收集整理了数十个带兵人

在工作中可能遇到的突发情况以及官

兵普遍存在的思想问题。接下来，选

手们随机抽签，当场处置。”谈及设置

这一环节的初衷，该旅领导介绍，思想

政治教育绝不是简单的从道理来到道

理 去 ，最 终 目 的 是 要 解 决 现 实 问 题 。

因此，评价一名政治教员是否优秀，一

条重要标准是看他能否处理好带兵建

连实践中的棘手事、挠头事。

比赛开始，大屏幕上显示出宋业

群抽到的考题：“连队一名军士骨干找

你提出辞去班长职务，请处置。”

“我会向他讲清班长作为‘兵头将

尾’在基层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强化他

的使命感和荣誉感，同时注意了解这

名 军 士 辞 去 职 务 的 原 因 。”稍 加 思 索

后，宋业群给出回答。

“ 如 果 这 名 军 士 请 辞 的 原 因 ，是

妻子突发重病需要照顾，他没有精力

履行班长职责，你将如何处理？”面对

追问，宋业群结合自己在工作中遇到

的类似情况条理清晰地作答：“首先，

我会协调帮助他请假，让他先回家安

心照顾妻子，然后请副班长暂时代理

班长职务，同时与这名军士约定待他

妻 子 痊 愈 后 再 决 定 是 否 继 续 担 任 班

长……”

虽然只是情景模拟，但宋业群的

应对处置打动了在场评委，也收获了

台下官兵的掌声。最终，这匹“黑马”

一黑到底，捧回了优秀政治教员的荣

誉证书。

“如果说过去的政治教员比武是

在‘赛课’，那么这次就是在‘赛人’。”

回顾自己从“替补”到成为“黑马”的经

历，宋业群感触良多，“此次比武竞赛

立起的新导向，将成为我们基层政治

教员培塑自我的新坐标。”

左图：宋业群在比武竞赛中。

月斓霖摄

“替补选手”成了“夺冠黑马”
—旁观第77集团军优秀政治教员比武竞赛②

■林亿涵 贾文鑫 本报特约记者 李佳豪

思想政治工作是做人的工作，同

样也是由人来完成的工作。作为思想

政治教育实施的主体，政治教员队伍

的水平直接决定着教育质效的高低。

过 去 一 些 单 位 组 织 政 治 教 员 比

武，常以授课表现论成败，这就导致了

一个现象：部分政治教员毕其功于“一

课”，只要举全单位之力备好讲好参赛

时的“一课”，哪怕在工作中实绩并不

突出、表现并不抢眼，也能够凭借临门

一脚的发挥，在比武中脱颖而出。

其实，一名优秀的政治教员未必

一 定 是 一 名 合 格 的 基 层 带 兵 人 ，基

层工作直面官兵、千头万绪，比赛中

的“一堂好课”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反

映 政 治 教 员 的 思 维 层 次 和 施 教 本

领 ，但 一 名 优 秀 的 政 治 教 员 绝 不 能

只会上好“一堂课”。

从“赛课”到“赛人”，实则是导向的

转变：期待通过一场场与众不同的比

武，让更多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教育者走

上领奖台，继而带动广大基层政治教员

真正把“会知兵、会施教、会谈心、身教

好”的标准在工作中确立起来。

从“赛课”到“赛人”
■徐 雯

记者探营

编余小议

指导员之家

近日，武警浙江总队机

动支队组织防化分队官兵

开展防化应急演练，帮助他

们提高专业技能、增强防化

保障能力。

左图：快速开设洗消场。

杨 杨摄

下图：对有毒有害气体

采样。

盛相良摄

Mark军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