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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群众性练兵比武活动

广 泛 开 展 ，各 级 各 类 比 武 竞 赛 逐 渐 升

温。然而在这热火朝天的场景背后，一

个现象应引起注意：有的单位“为比武

而组织比武”，竞赛活动仅满足于比完

了 、赛 过 了 、奖 颁 了 ，过 程 看 似 轰 轰 烈

烈，可活动一结束，就如石子投湖，波澜

很快散尽。

赛场上的比拼固然引人注目，可赛场

外的工作同样不可忽视。组织比武竞赛

的目的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树

典型、立导向，让比武中涌现的“尖子”成

为“种子”，真正发挥出示范引领、辐射带

头作用，不断提高比武成果的转化率。

这 就 要 求 各 级 立 起 科 学 的“ 比 武

观”，认真做好比武竞赛的“下篇文章”，

不仅要通过比武竞赛把训练尖子、业务

能手选出来，更要将他们的训练技巧、工

作经验、带兵方法推广到更大范围，让

“一束光”变成“满天星”。

从“一束光”到“满天星”
■胡 璞

以主讲人的身份，登上集团军政工例

会发言席，通过视频向数百名基层政治教

员进行示范授课，对第 77 集团军某旅排

长贾文鑫而言，可谓“想都没想过”。

自从参加集团军优秀政治教员比武

竞赛并取得名次以来，令贾文鑫没想到

的事一件接一件：受到表彰，入选集团军

“云平台”教育团队……一时间，他成为

小有名气的“明星教员”。回顾这些天来

的经历，贾文鑫格外感慨：“我怎么也没

想到，自己参加的不仅是一场比武。”

“不仅是一场比武，这恰恰是我们组

织这次活动的目的之一。”谈及此事，该

集团军领导意味深长地说，“如果将这次

比武竞赛比作一场盛宴，那么比赛本身

仅仅是‘前菜’，‘正餐’还在后面。”

对这个说法，该集团军宣传处干事刘

超深表认同，比武落下了帷幕，他的工作

才刚刚开始——除了要将获奖选手的授

课内容整理上传到集团军“云平台”外，

他还在着手制订集团军政治教员队伍建

设方案，以期发挥获奖选手的辐射作用，

带动基层政治教员队伍水平整体提升。

“之前，政治教员比武也经常搞，可

一些基层单位的思想政治教育骨干队伍

建设却不见起色，究其原因就是没能做

好比武竞赛的‘下篇文章’。”谈及自己正

在做的工作，刘超说，这次他们将工作重

点放在了比武落幕之后。

采访中，记者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

象：凡是在此次比武中取得名次的政治

教员，他所在的班、排、连的全面建设水

平在其本单位也名列前茅。

以贾文鑫为例，他所在排曾是连队

的“吊车尾”。此前两年，排里没有一名

战士立过功。然而自打他任排长以来，

排里各项工作蒸蒸日上，不仅很快摘掉

了“后进”的帽子，还在去年的量化评比

中脱颖而出。

“优秀的单位可以造就优秀的教育

者，而优秀的教育者同样能带出优秀的

单位。”刘超说，从这个意义上讲，相较于

比武赛场上的星光闪耀，如何让这些胜

出者的经验方法，辐射带动基层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质效整体提升，更为集团军

党委所重视。

基于这样的考量，包括贾文鑫在内的

10余名优秀政治教员，走下领奖台不久，

就在集团军部队开始了巡回交流，同更多

的基层政治教员分享工作经验、带兵心得。

“我认为，开展教育还是要坚持‘内

容为王’。”在某旅的巡回交流现场，贾文

鑫道出一段对他影响颇深的经历。那时

贾文鑫刚当排长不久，连队为锻炼新干

部，安排他为官兵讲解理论。

收到任务后，经验尚浅的贾文鑫，匆

匆从网上找了一篇理论文章稍加改造，

把大量精力放在制作课件上。视频、动

画、过场特效……各种多媒体手段轮番

上阵，课件做得极其华丽，最终的授课效

果却让他深受打击——战士们大多数心

不在焉，有的甚至打起了瞌睡。

“包子好吃不在褶上，如果本身味道

不好，就算把包子捏成花，怕是也让人难

以下咽。”在交流中，贾文鑫坦言，这次失

败经历让他意识到：授课内容才是衡量

教育质量的关键。

贾文鑫的“包子论”，让这个旅的政

治教员吴国兵眼前一亮。他在笔记本上

写下：“教育的形式创新必不可少，保证

内容质量更加重要。”

“如果说过去培养政治教员是依靠

各旅的‘单打独斗’，那么现在则是集团

军牵头下的‘联合作战’。”交流活动结束

后，该旅领导由衷地感慨，“这次活动为

广大基层政治教员打开了一扇窗，一扇

看到更远、更美风景的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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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余小议

闪耀演兵场

5月上旬，武警青海总队某执勤支队组织特战分队开展障碍课目强化

训练。图为官兵匍匐快速通过低桩网。

杨 浩摄

是理发室，

更是温馨的家

明亮的灯光、暖色的地板、舒适的

躺椅、贴满官兵全家福的照片墙……

走进西部战区某保障队理发室，记者

瞬间被温馨的氛围所吸引。但最让人

感 兴 趣 的 ，还 是 理 发 室 的 名 字 ——

“26℃”。

“据证实，人体感到最舒适的室温

是 26℃。我们依此为理发室命名，就

是 让 官 兵 一 走 进 来 就 产 生 舒 适 的 感

受。”该保障队政委朱毓姝介绍，去年

西部战区机关积极为基层官兵办实事

解难题，帮助每个直属单位建起了免

费的理发室。在后期装修时，她心里

萌生出一个新想法：“如果只是建一个

理发室，购置一些基本工具，再配一名

理发员就够了。但我们想的是，如何

把这个空间充分利用起来，打造成一

个温暖的家。”

诚如斯言。环顾整个理发室，满

是家的味道，挂满官兵全家福的照片

墙格外引人注目，有与爱人的结婚照，

有与父母的旅游照，有休假探亲的团

聚照……其中，一张战士和父母视频

通话时的截图吸引了记者目光。“这张

照 片 对 我 有 特 殊 意 义 。”照 片 的 主 人

公、中士李昌宏介绍，2020 年，他随队

赴人迹罕至的某地执行任务，因为保

密需要，有长达半年多时间未与家人

联系，后来在回撤途中，才与父母通上

话。“那一刻，我真正懂得了什么是家

国，也明白了军人大忠从来是大孝。”

李昌宏说。

“一般来说，谁会把全家福贴在理

发室里呢？”某分队负责人刘文剑深刻

体会到队领导的良苦用心，“每一名官

兵背后都有一个家庭，作为带兵人，就

应该像家人一样对待他们、关心他们。”

是照片走廊，

更是爱的长廊

走进该保障队，必经一条照片走

廊。每次路过这里，水文保障室主任

程 煜 峰 都 会 停 下 来 看 一 眼 自 己 的 全

家福。

过去 6 年，他与妻子一直两地分

居，由此引发的各种生活不易，都被战

友们看在眼里。全家团聚，不仅是程

煜 峰 的 心 愿 ，也 是 保 障 队 领 导 的 心

事。2020 年底，得知程煜峰一家被评

为全国最美家庭，队机关专门向他要

了一张全家福，挂在走廊里。同事们

打趣道：“组织正在协调帮你爱人调动

工作，这是先让你们团圆着。”今年 4

月，几经努力，一家人终于团聚。

程 煜 峰 介 绍 ，这 些 年 ，他 个 人 和

家里遇到不少困难，都在领导和战友

的 关 心 下 解 决 了 。 他 说 ：“自 己 的 小

家 与 部 队 的 大 家 早 已 融 为 一 体 。 每

次看到这张全家福，我的内心就充满

感激。”

助理工程师施恩的生日照，也挂

在这个走廊里。2020 年生日那天，他

正和战友在边防执行任务，早已把这

事忘得一干二净。令他感动的是，带

队领导却记得很清楚，还偷偷准备了

特别的礼物——因买不到生日蛋糕，

就用小面包拼制了一个，在上面点缀

些糖果。一起唱完生日歌，大家就在

简陋的帐篷里合影留念。施恩告诉记

者，其实，过不过生日，他自己倒觉得

无所谓，但战友们觉得有所谓，“这种

被人惦念的感觉真好。”

照片，记录的是瞬间，浓缩的是情

感。一条长长的走廊，一幅幅难忘的

画面，把真情和关爱定格成永恒。

是“新闻墙”，

更是“加油站”

看着会议室门口的“新闻墙”，下

士柴开旺感慨不已：要不是因为它，也

许自己已经离开了心爱的军营。

为了让官兵了解单位建设发展，

并从中汲取奋进的力量，该保障队在

营房改建之初，就决定设置一面“新闻

墙”，印上二维码，用来集中展示官兵

自发拍摄的视频以及媒体对该队官兵

的报道。

去年 5 月，当时还是上等兵的柴开

旺面临军士选取考核，然而他的体能

成 绩 却 一 直 不 过 关 ，这 让 他 很 沮 丧 。

一次党日活动，干事冯雅组织大家来

到刚刚竣工的“新闻墙”前，扫码浏览

队里的新闻。

在一则反映战友赴西藏执行气象

水文观测任务的新闻里，柴开旺看到了

同年兵吴聪的身影。“我和他是同年入

伍的，他都能上高原、扛大活，而我还在

这里为体能发愁……”柴开旺的斗志瞬

间被点燃了，每天晚上自己加练，终于

突破瓶颈，顺利通过留队考核。

助理工程师安磊感到工作有所懈

怠 时 ，也 喜 欢 到“ 新 闻 墙 ”边 转 转 看

看。“战友们奋战保障一线的事迹激励

了我，我也要像他们那样成为强军故

事里的主角。”去年，安磊成为该保障

队 第 一 个 到 高 原 执 行 任 务 的 文 职 人

员，他距离实现愿望的那天很近了。

图①：“26℃”理发室内，官兵们分

享照片背后的故事。

图②：在照片走廊，程煜峰展示自

己的全家福。

李胜子摄

此 处 无 声 胜 有 声
■本报记者 郭丰宽 杨明月

特别推荐

5月 9日，本版刊发的西部战区某保障队打造“零压力”公共疗愈空间提升

心理工作质效的报道《心情不好？请到这儿来》，引发广泛关注，仅在某军队网

络平台当天就有300多万的阅读量。不少基层带兵人感叹，“没想到部队的心理

工作还可以这么做”，并表示深受启发。其实，“舒怀阁”只是西部战区某保障队

创新开展“三个经常性工作”的“冰山一角”。漫步该保障队营区，记者不时会遇

到一个用心的“小创意”、一道暖心的“小风景”，其彰显的人文关怀和家的氛围

在潜移默化中起到了“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此中深意、不需多言”的教育效果。

请随本报记者一起到该保障队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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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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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不好？请到这儿来》

从“舒怀阁”到“26℃”理发室，再
到照片走廊、“新闻墙”，看得出来，西
部战区某保障队党委对营造拴心留
人、凝神聚力的工作生活环境花了不
少心思，取得显著效果。且听听该保
障队政委朱毓姝怎么说——

记 者：作为一个主要由高学历

官兵组成的单位，做好经常性思想工

作、经常性管理工作、经常性心理工作

有哪些窍门？

朱毓姝：窍门算不上。像我们这

种类型的单位，高学历干部多、重大任

务多、人员外出多 ，这就决定了开展

“三个经常性工作”不能像基层建制连

队那样偏重于“扣扣子”“解疙瘩”。

我当过指导员、教导员、团政治处

主任、政委，过去的主要工作对象是战

士，主要工作方法是动之以情、晓之以

理、导之以行。而现在的单位，官兵文

化程度普遍较高，很多大道理都懂，根

本不需要对他们讲太多。我觉得做他

们的工作，关键就在于“安心”“顺气”

“鼓劲”“解难”。从这个意义上说，工

作环境和氛围就显得特别重要，所以

我们这届班子就在这上面下了很大功

夫，努力给官兵营造出一种家的感觉。

记 者：的确如此，心情好了、心

气顺了，干事创业自然热情很高。您

对“以单位为家”怎么看？

朱毓姝：要求官兵“以单位为家”，

首先要把单位建成家。作为带兵人，必

须像家长那样付出。所以，我们致力于

为官兵们打造如家一般的空间，大到一

个“舒怀阁”，小到一张全家福，都尽量

体现出家的温馨、家的自在，让大家产

生亲近感、舒适感、放松感，时间一长，

他们就在潜意识里把单位当家了，就会

在行动上为建好这个家付出努力。

同时，带兵人要根据官兵特点，采

取相应的领导方式。与高学历官兵相

处，更多的是要当好“知己”和“朋友”，

因为遇到烦心事时，高学历官兵更需

要一个倾听者、陪伴者。有段时间，我

注意到气象保障室的小崔常常一个人

发呆。有一天，看他走进“舒怀阁”，我

就跟了进去，坐在他对面。沏好两杯

茶，一人一本书，他不说话我就不主动

开腔。等到两杯茶喝完，他率先打破

“僵局”，和我聊起了烦心事。整个过

程 ，我认真地听他宣泄 ，偶尔安慰几

句。后来他告诉我，他根本不记得我

当时说了什么，只感到我真心在乎他。

记 者：“真心在乎”，这个评价很高。

朱毓姝：是的。我个人觉得，“真

心在乎”这 4 个字是做好“三个经常性

工作”的逻辑起点。如果一个带兵人，

对自己的下属不在乎或者不真心在乎，

就是根本态度和情感出了问题。实话

实说，我们单位在营造工作生活环境方

面的做法，谈不上多么高深和创新，但

每个细节都努力体现对官兵的在乎。

比如，一个战士可以忘记自己的

生日，但分队队长不能忘记；一名干部

觉 得 自 己 得 了 一 个 奖 没 啥 值 得 宣 扬

的，但我作为单位政委不能也这样认

为；一个文职人员遇到问题不好意思

开 口 ，但 作 为 一 级 组 织 不 能 视 而 不

见。所谓知兵爱兵带兵，就在真心在

乎每一个人的点滴里。这就是我们为

什么把全家福放进理发室、把官兵的

优 秀 表 现 拍 成 短 视 频 的 原 因 。 有 了

“真心在乎”这个前提，搭建成才平台、

帮助纾困解难，进而勠力同心推动单

位高质量发展也就水到渠成了。

有一句话说得好：“你把官兵放在

心上，官兵就会把你举过头顶。”其实，

说一千道一万，还是绕不开这个道理。

“ 要 真 心 在 乎 每 一 个 人 ”
■本报记者 郭丰宽 范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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