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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大珠等 22 名勇士组成突击队，手

持短枪，背着马刀，腰挂手榴弹，攀桥栏、踏

铁索，勇猛地向对岸冲去……”日前，武警

乌兰察布支队组织一堂政治教育课，正在

老家休假的某中队理论骨干付强强站在大

渡河畔，通过视频连线，为战友讲述革命先

辈飞夺泸定桥的战斗故事。千里之外的营

区内，官兵们听得热血沸腾。

该支队政治工作处主任王继光介绍，

他们打破“我讲你听”“干部讲战士听”的传

统教育模式，创新开设“士兵讲堂”，定期将

官兵关注的重点内容、热点问题、历史故事

等张榜公布，谁讲得好就让谁登台，既提高

了教育质量，又激发了官兵自我学习、自我

教育的积极性。

开设“士兵讲堂”的创意从何而来？去

年，该支队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中发现，

一些中队虽然想方设法创新教育方式，但

部分官兵对重要历史事件只停留在知道事

件梗概、不熟悉历史背景和重大意义的浅

表层面。该支队党委一班人深入学习全军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感到，一个时

代有一个时代的特点，只有抓住教育的创

新点和官兵关注的兴趣点，才能真正提高

教育质效。

一 周 后 的 教 育 准 备 会 上 ，一 堂 经 过

精 心 准 备 的 试 讲 试 教 课 ，让 官 兵 耳 目 一

新 。 那 堂 课 上 ，休 假 在 家 的 某 中 队 指 导

员 王 哲 与 官 兵 视 频 连 线 ，带 领 大 家 一 起

“ 云 游 ”驻 地 革 命 纪 念 馆 ，围 绕 官 兵 提 出

的 问 题 进 行 互 动 交 流 、答 疑 解 惑 。 这 堂

生 动 的 教 育 课 让 官 兵 回 味 无 穷 、受 益 匪

浅，获得广泛好评。

随后，该支队将“直播授课”方式引入

教育课堂，开设“士兵说党史”“强军故事

会”等形式多样的“士兵讲堂”，举办“我谈

红色家乡”“云游长征路”等主题微课评比

竞赛，让官兵自己选择主题，用兵言兵语讲

述红色故事。

“基层官兵是教育的主体，开设‘士兵

讲堂’的目的，就是要把教育课真正交给能

够讲好故事的官兵。”该支队领导介绍，“士

兵讲堂”每周一讲，既有身临其境的“云端参观”，又有畅谈发展成就的体验故事，讲

的都是官兵喜欢和关注的内容，有效增强了教育吸引力。

如今，“士兵讲堂”已成为该支队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质效的“倍增器”。该支队

领导介绍，今年主题教育展开以来，有 20 多名官兵围绕“争当维护核心排头兵”主

题谈认识、话感受，讲述“红心向党”强军故事，成为激励官兵踔厉奋发、矢志强军

的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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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内容精彩丰富，互动环节

设计巧妙……”5 月中旬，陆军某综

合 训 练 基 地 组 织 教 员 集 训 ， 该 基 地

学 兵 训 练 队 教 研 室 教 员 孙 建 民 的 一

堂 试 讲 试 教 课 结 束 ， 台 下 评 委 集 体

打出高分。

熟悉孙建民的战友都说，为了讲

好每一堂课，他付出了很多心血。

2002 年，从军校毕业没多久，孙

建民被调整到教员岗位，从事制配加

工专业和坦克底盘修理专业教学。初

上讲台，孙建民信心满满，每次授课

都激情满怀，然而台下学兵却听得云

山雾罩。一次课后，一名学兵直言不

讳：这个教员连基本操作都讲不明白。

面对质疑，孙建民暗下决心：“把

技术练精练强，把课程讲清讲透！”从

那以后，他一有时间就“泡”在教室和

操作间，一遍一遍地练习装备操作，不

厌其烦地修改完善教案。把装备学懂

弄通后，他邀请教研室领导和教学经

验丰富的教员听自己试讲试教，再根

据 他 们 的 意 见 建 议 不 断 改 进 教 学 方

法，提升教学质量。

孙建民的刻苦好学，在教研室是

出了名的。他常说，身为教员，只有紧

跟国防和军队改革进程，不断拓宽视

野，完善知识结构，提高专业能力，才

能不被飞速发展的时代淘汰。

正是凭着这股不怕苦、不怕累的

拼劲和韧劲，孙建民熟练掌握了 4 种

车型 8 个专业的操作和维修技能，将

百余个坦克底盘技术参数熟记于心，

归纳总结出“理论化引训、模拟器强

训、训练场带训、个体性补训”的坦

克驾驶教学“四步法”，教学质效明

显提升。

渐渐地，他的课成了学兵们公认

的精品课。

精品，来自汗水的浇灌。孙建民

担任教员以来，始终贴近部队实际做

好 教 学 组 训 工 作 。 面 对 装 备 升 级 换

代 ，他 敢 于 自 我“清 零 ”，以 新 兵 的 姿

态加强新装备新知识新本领学习，把

积 累 的 操 作 经 验 和 方 法 传 授 给 年 轻

的学兵。

一次，该基地组织坦克驾驶训练，

一辆坦克突然“趴窝”。有人建议，把

故障坦克拖回车间修理。孙建民却提

出，把排除故障的过程，变成一堂现地

教学课。

他把学兵们带到修理现场，一边

操作一边讲解，手把手教大家排除故

障、更换零件、调试设备。学兵们纷纷

感叹，这样的现地教学令人印象深刻，

学会就不容易忘记。

在 孙 建 民 心 中 ，讲 台 就 是 战 位 ，

“根”在自身硬，“叶”在多育人。耕耘

讲坛近 20 年，他想方设法把自己的过

硬技能传授给学兵，培养出一大批综

合素质过硬的技术尖子。

第 77 集团军某旅班长穹昂泽仁刚

到该基地时，学习心不在焉，训练无精

打采。孙建民注意到这一情况后，便

主动找他谈心。原来，穹昂泽仁入伍

前 在 一 家 地 方 企 业 工 作 ，待 遇 不 错 。

入伍后，高强度的学习训练和严格的

纪律约束，让他有些不适应。

孙建民并不急着说教批评，而是

结合自己的从军经历耐心开导他，同

时 还 联 系 其 父 母 协 助 做 好 思 想 工

作。在孙建民的鼓励帮助下，穹昂泽

仁重新振奋精神，全身心投入学习训

练，结业时被表彰为优秀学兵。到部

队后，穹昂泽仁不仅成长为装备修理

的 行 家 里 手 ，被 任 命 为 侦 察 班 班 长 ，

还多次在比武竞赛中摘金夺银，荣立

三等功。

从军 20 多年来，凭借过硬的专业

技能，孙建民先后取得多个高级技师

资格证书，2 次获得全军士官优秀人才

奖三等奖，2 次荣立三等功，多次被表

彰为“优秀共产党员”“爱军精武标兵”

“优秀士官”。

“兵教头”是这样“炼”成的
■王林波

提起那次失利，第 71 集团军某旅

摩步三营八连班长李志辉至今感觉脸

上火辣辣的。

前不久，该旅组织一场对抗演练。

定下战斗决心后，担负红方突击任务的

李志辉带领突击二组从侧后方突入。

“无人机抵近侦察、无人车搜索爆

破……”在李志辉的指挥下，突击二组

率先抵达蓝方指挥所附近。双方短兵

相接，战斗十分激烈。眼看就要占领

蓝方指挥所，李志辉突然收到消息：无

人机组被控制，无人车被击毁，红方指

挥所被蓝方小队破袭……最终，导调

组判定红方失败。

“明明使用了先进的无人装备，为

何战绩不佳？”面对出乎意料的失利，

李志辉一头雾水，直到查看监控视频

中显示的画面后，他才找到原因：由于

无人装备需要在开阔地域展开，红方

刚放飞无人机，便被蓝方占据制高点

的狙击手发现，蓝方由此“顺藤摸瓜”，

派出精锐力量破袭红方指挥所；以无

人车为主的无人作战装备与战斗小组

协同不紧密，导致还未靠近目标，便被

蓝方提前设卡拦阻。

复盘总结会上，有人认为，无人装

备过早暴露是演练失利的主要原因。

也有人提出，指挥员忽视人员与装备

的协同，实战意识不强才是主因。

“战场最怕穿新鞋走老路，新装备

训练先从思想过招。”该旅领导总结时

指出，“红方战斗失利，充分暴露出官

兵战场意识薄弱、作战思想保守、作战

方案制订不周密等问题。只有摒弃惯

性思维，强化体系作战意识，才能发挥

新质作战力量的最大效能。”

为此，该旅广泛开展新战法新训

法研讨活动，在官兵中掀起一场“头脑

风暴”，大力推动人装同步升级。他们

遴选技术骨干成立攻关小组，广泛收

集新装备训练数据，对新装备战法训

法进行系统性研究；后续接装过程中，

组织技术骨干向生产厂家专家取经，

缩短新装备学习适应周期；常态化组

织官兵与专业蓝军过招，在实兵对抗

中调整完善人装编组模式，提高人装

同步联动、协同行动的默契。

近期，该旅组织单兵单装检验考

核。李志辉带领班组成员见招拆招、

沉着应对，探索总结的 4 项新战法在考

核中得到有效检验。

第71集团军某旅一场对抗演练引发官兵热议—

新装备训练先从思想过招
■蒋彬垚 周士钰 本报特约通讯员 高骏峰

本报讯 陆原、王轶报道：“观察报

知准、指挥方法活、协同动作快……”5

月上旬，第 82 集团军某旅组织实战条件

下车长专业考核，百余名参考新车长取

得良好以上成绩。这是该旅实施实战型

人才“孵化工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带

来的喜人成果。

“训练与实战脱节，训不实是表象，

教不专才是症结。”在该旅前期召开的议

战议训会上，一位领导指出，随着实战化

演训深入推进，传统教学组训模式难以

满足实战实训要求，必须从“比武型”向

“实战型”转变，培养综合素质过硬的“武

教头”。为此，他们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确立“为战选人、为战用人、为战育人”的

教练员培养思路，实施实战型教练员“孵

化工程”。

该旅遴选一批优秀骨干建立教练

员人才库，确保从源头上选准配强；紧

贴实战需求制订“武教头”集训计划，定

期组织“教学沙龙”，聚焦难点堵点集智

攻关，推动“武教头”能力素质与实战标

准精准对接。

为科学检验教练员教学组训能力，

该旅打破以往评委一锤定音的做法，挑

选战士代表组成“评审团”，现场打分评

判，从参训人员角度评价组训效果，倒逼

教练员精研专业、精心备课，不断提升组

训施教能力。

“武教头”发挥大作用，促进训练效

益倍增。近日，在上级组织的创破纪录

比武中，该旅官兵斗志昂扬，打破多项训

练纪录。

为战选人 为战用人 为战育人
第82集团军某旅提升教练员组训施教能力

本报讯 耿建伟报道：“我操作的设

备是终端分系统，接下来我为大家介绍

工作原理……”近日，海军某总站装备训

练场上，20 名来自不同岗位的操作手为

取得新的岗位资格认证展开激烈比拼。

据该总站领导介绍，随着部队职能使

命不断拓展，他们担负的任务呈现多元

化、多域化特点，加上新型装备陆续列装，

以往的单一岗位人才培养模式难以满足

任务保障需求，制约部队战斗力提升。

为 此 ，该 总 站 创 新 岗 位 人 才 培 养

模式，打破专业壁垒，遴选不同岗位人

员交叉融合培养，按照专业互教、岗位

互学、经验互享的原则，着力打造一专

多能的“复合型”人才队伍。针对不同

岗 位 之 间 训 练 标 准 不 一 致 的 问 题 ，他

们组织机关、基层联合攻关，编写出涵

盖“装备机理、信号流程、组网调试、任

务 演 练 ”等 内 容 的 岗 位 培 训 教 材 。 此

外 ，他 们 利 用 装 备 改 造 、站 点 轮 训 、任

务合练等时机，通过岗位互换、结对帮

带 等 方 式 ，加 快 提 升 岗 位 人 员 综 合 试

训能力。

前不久，针对重大试验任务同步展

开的实际，该总站各岗位官兵奔赴一线

站点，齐心协力，精准保障，圆满完成导

弹发射、靶标建设等任务。

专业互教 岗位互学 经验互享
海军某总站打破专业壁垒融合培养骨干人才

下图：5 月 13 日，陆军某旅

组织泛水编波训练。

赖 坤摄

上图：5 月 11 日，空军某旅

组织实战化训练。

李梓韶摄

探索构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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