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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坐、静听、沉思、记录……这是我

们对教育课堂的传统认知。武警广西

总队打破常规，以一堂“走着上”的党史

教育课，赢得官兵“既有意思，更有意

义”的好评，这种做法值得肯定。

每一座红色场馆，都蕴藏着许多

生动的历史故事，都能为官兵提供丰

富的精神滋养。时代在发展，技术在

进步，开展教育的思维模式和方法手

段也必须因时而变、因势而变。近年

来，各级积极利用数字技术赋能红色

场馆，为红色基因的传播做出有益探

索。武警广西总队党课始终在动态下

互动进行，借助全息影像、线上红色展

厅、线下沉浸式体验等方式，将一个个

感人至深的历史故事和经典瞬间，用

数字化技术、剧本式编排进行生动还

原，引导官兵在可看、可听、可感、可互

动的多维课堂中“穿越时空”，感悟信

仰伟力、践行初心使命，就是一个教育

创新的有益探索。

教 无 定 法 ，贵 在 得 法 。“ 网 生 代 ”

官 兵 个 性 鲜 明 、自 我 意 识 较 强 ，教 育

方 式 不 创 新 ，就 难 以 触 动 灵 魂 、打 动

人心；教育手段不丰富，就难以铸魂育

人、成风化人 。 只 有 紧 跟 时 代 步 伐 ，

紧贴官兵需求，创新教育方法，改进教

育手段，才能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官兵

感 悟 真 理 力 量 、传 承 红 色 基 因 、激 发

强军斗志。

教无定法 贵在得法
■张磊峰

“这里是广西第一个党支部——梧

州党支部秘密筹备地。今天，我们要完成

上级党组织赋予的一项重要任务……”

6 月上旬，武警广西总队组织官兵走进

驻地红色场馆，参与体验当年地下党组

织传递信息、破译密码的过程。

该总队政治工作部领导告诉记者，

让官兵以角色扮演的方式生动再现党

史经典红色故事，是他们与驻地红色场

馆联合探索的党课教育新模式。

“梧州党支部的代号是‘伍竹枝’，

大家手里的报纸上，含有伍、竹、枝的段

落，隐藏了上级的重要指示，请破译。”

讲解员的话音刚落，官兵就开始协力搜

寻报纸上的信息，结合梧州党支部的历

史，很快便破译了上级关于发动群众声

援“省港大罢工”的指示。

“您所在的右江革命根据地遭到敌

人反扑，党中央命令红七军北进中央苏

区，请规划行军路线。”随着讲解员的引

导，官兵又进入红七军北进的战斗历程

中。只见现场全息影像闪动，枪声不绝

于耳，时刻牵动着官兵的心。

“红七军艰苦转战桂、黔、湘、粤、赣

五省，突破敌人重重封锁……”讨论交

流环节，几名官兵登上讲台，根据自己

扮演的角色，分别以红七军战士和当代

军人的身份畅谈战斗体验、共话军人使

命，引发现场官兵共鸣。

“当我看到战火硝烟中人民遭受的

苦难时，对革命先辈的牺牲奉献有了深

刻理解，对‘英雄’二字的分量有了更深

的感悟。”该总队宣传处干事唐荣辉的

发言，让台下官兵深受触动。

“我反复问自己，如果我的家境像

苏曼那样优渥，会在危急时刻甘愿以牺

牲自己的方式向党发出报警信号吗？

如果我像雷经天那样 3 次蒙冤，还能不

能坚定不移跟党走，以一名‘伙夫’的

身份走完长征路？今天的我们不用经

常面临生死考验，但也必须时刻做好

战斗准备，坚决捍卫英烈用牺牲换来

的和平……”该总队作勤处参谋解宇希

的发言，道出了现场官兵的心声。

该总队领导告诉记者，近年来，他

们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探索推行沉浸式、

互动式教学模式，依托驻地红色资源，

把党的奋斗历程变为细节丰富、有血有

肉的“亲历者说”，变单向灌输为可看、

可听、可感的多维互动，让官兵走进历

史、走近英雄，在触摸历史中感悟信仰

伟力、践行初心使命。

“这堂‘走着上’的党史教育课，既

有意思，更有意义！”该总队组织处干事

王乐原感慨地说，没想到党课也能这么

“年轻态”。

该总队领导介绍，他们不仅常态化

组织官兵走进红色场馆接受革命传统

教育，还定期邀请英雄模范和先进典型

深入基层单位开展授课。在近期组织

的“卫士忠诚永向党”主题党日活动中，

他们邀请“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李延年、

“感动中国十大人物”杜富国登台授课，

让官兵在与英雄模范的近距离对话中，

感悟初心使命、凝聚奋进力量。

日前，该总队组织官兵到红军长征

湘江战役纪念园参观见学。官兵们在红

色长廊中交流讨论，在党史展板前驻足

思考，于潜移默化中接受红色历史熏陶。

一堂“走着上”的党史教育课
—武警广西总队借助驻地红色场馆组织党课互动教学见闻

■李海潇 许 东 本报记者 宋子洵

强军论坛

本报讯 特约记者李兵峰、通讯员

王秦报道：“科研攻关他独当一面，多次

在大赛中摘金夺银”“人民群众遇到危险

时，他敢于挺身而出”……6 月中旬，火

箭军某部助理研究员陈文学的先进事迹

引发该部官兵热议，成为开展思想政治

教育的鲜活教材。

前不久，休假在家的陈文学外出途

中 ，偶 遇 祖 孙 二 人 不 慎 落 水 。 危 急 关

头，他毫不犹豫地跳入水中，一手抱紧

孩 子 ，一 手 托 起 老 人 ，奋 力 游 向 岸 边 。

在周围群众的协助下，陈文学成功将二

人救起。返回部队后，陈文学从未对身

边战友提起此事。直到近日，获救祖孙

二人的一位亲人给该部送来一面锦旗，

陈文学勇救落水群众的事迹才在官兵

中传开。

出生于军人家庭的陈文学从小品学

兼优，研究生毕业时曾获全军优秀博士

学位论文奖。分配到该部工作后，他很

快便崭露头角，在全军组织的一项大赛

中夺得一等奖，荣获军队科技进步奖一

等奖、二等奖，被评为“四有”优秀军官，

荣立三等功一次。

“陈文学危急时刻舍身救人的事迹，

彰显了军人本色，是践行人民军队性质

宗旨的生动体现。”该部领导介绍，他们

以此为契机，深入开展“学先进、树典型、

当标杆”活动，通过召开先进典型事迹报

告会等形式，激励广大官兵拼搏进取、创

先争优。

身边典型就是最好的榜样。现场聆

听先进典型事迹后，该部助理研究员刘

先一感慨地说：“我一定以身边典型为榜

样，在科研战场上奋力冲锋，用实际行动

助推部队战斗力提升。”在身边典型的激

励下，该部官兵立足岗位精武强能，在平

凡战位上掀起创先争优热潮。

火箭军某部开展“学先进、树典型、当标杆”活动

身边榜样激励官兵创先争优

本报讯 刘仁浩、特约通讯员高骏

峰报道：“遭‘敌’炮火打击，车队紧急避

险！”6 月中旬，陆军某旅汽车驾驶训练

场 上 ，一 场 通 用 车 辆 驾 驶 比 武 火 热 进

行。与以往不同的是，参赛选手除了该

旅官兵，还有联勤保障部队某汽车团选

派的优秀驾驶员。

该旅领导介绍，为解决通用车辆驾

驶专业组训模式固化、教学手段单一等

问题，他们与联勤保障部队某汽车团建

立联教联训机制，通过参观见学、联合训

练等方式，定期组织研讨交流活动，集智

破解教学组训难题，锤炼官兵专业技能。

比武中，运输车在高速行驶状态下突

遭“敌”火力打击。危急时刻，该旅驾驶员

马瑞立即驾驶车辆小半径调头，成功避开

炮火打击。另一边，联勤保障部队某汽车

团官兵凭借娴熟的驾驶技能，圆满完成比

武课目。走下比武场，马瑞说：“与友邻单

位高手同场竞技，我们受益匪浅。”

比武结束后，联勤保障部队某汽车

团一级军士长陈新文走进该旅运输连，

与该连教学骨干共同探讨帮助新训驾驶

员补齐训练短板的方法，并现场进行教

学演示，交流教学组训方法。

据介绍，联教联训活动开展以来，该

旅与联勤保障部队某汽车团官兵协力攻

关，探索出多种战法训法。在近期上级

组织的创破纪录比武中，该旅官兵取得

多项佳绩。

陆军某旅与联保部队某团协作提升教学组训水平

联 教 联 训 锤 炼 专 业 技 能

“夜袭阳明堡”“奇袭白虎团”……

夜战曾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在长

期的战争实践中，我军积累了丰富的

夜战经验。在未来战争中，掌控“制夜

权”仍不失为制胜之道，我们依然要发

扬夜战传统，提高夜战能力，锻造现代

战争条件下的“夜老虎”。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

胜，不可先传也。”回顾人民军队的战

史，很多战斗是在夜间打的。土地革

命战争时期，红军充分利用黑夜作掩

护，一次次突围，一次次摆脱敌人的围

追堵截，化被动为主动；抗日战争时

期，八路军、新四军善于利用夜间行

动，与敌人展开生死较量……近年来，

世界范围内爆发的多场局部战争都是

夜间打响的，许多作战行动也是在夜

间发起的。这充分表明，无论战争形

态如何演变，武器装备如何发展，各国

军队始终高度重视夜战。未来战场

上，“制夜权”的争夺将会更加激烈，夜

间作战甚至可能多于白天作战。

打仗要懂“夜的黑”。夜幕对于交

战双方来说，既是天然的掩护，也可能

成为作战的障碍。谁具备强大的夜战

能力，谁就能掌握战争主动权，进而赢

得胜利。在传统的夜战中，武器装备

较弱的一方，可以利用暗夜掩护，采取

夜间近战等战术来抵消对方的装备优

势。朝鲜战场上，志愿军的“月亮攻

势”就打得美军谈“夜”色变，以至于感

叹“ 太 阳 是 我 们 的 ，月 亮 是 中 国 人

的”。现代战争中，夜视、侦察、信息、

情报等技术的不断发展，撕破了夜幕

的天然屏障。掌握先进技术的军队可

以利用装备和技术优势，在夜战中实

现“单向透明”，形成不对称优势。

然而，“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先

进的武器装备提高了部队夜间作战能

力，但并不能完全改变黑夜对战斗行动

的影响。装备和技术相对劣势的一方，

可以紧盯高技术武器在夜间作战中的

盲区和漏洞，从而扬长避短，弥补与对

方装备和技术上的差距。

兵因习而勇，战因练而胜。夜战

夜训保障难度较大、安全风险较高，官

兵在夜间的反应速度、记忆能力、精神

状态等也会有所下降。越是如此，越

要加大夜战夜训力度，避免战时患上

“夜盲症”。这就要求各级应按照新大

纲要求，坚持夜战怎么打，夜训就怎么

练；夜战跟谁打，兵就盯着谁练；夜战

需要什么，就反复练什么，不断推动训

练理念、训练内容、训练方法、训练手

段和训练机制创新。具体来说，必须

大抓实战化夜训，熟知装备战技术性

能，熟练掌握装备操作流程，以优良的

战术素养和先进的战法弥补“装备差”

和“技术差”，实现人与武器装备的最

佳结合，提高部队在夜间的“走打吃住

藏、观听判通防”能力，锻造出更多适

应夜间作战环境、具备夜间胜战能力

的“夜老虎”部队。

（作者单位：71345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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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6 月 6 日，海军某驱逐舰

支队开展实战化训练。

杜江帆摄

下图：6月上旬，第80集团军某旅

组织飞行训练。

谷林飞摄

探索构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短 评

本报讯 常军、蒋彬垚报道：“从这

次考核成绩来看，这批新兵对装备理论

知识掌握较好，进步明显。”日前，第 71

集团军某旅新兵阶段性训练考核成绩

揭晓，让该旅作训科科长王学其颇感欣

慰。他说，新兵训练成绩的进步，得益

于机关前期组织编写的一套《理论知识

集锦》。

前不久，该旅机关在调研中发现，不

少新兵存在重操作技能、轻装备理论知

识学习的情况。这些新兵认为，装备理

论教材篇幅冗长、内容繁杂，学习掌握费

时费力。为夯实新兵装备理论基础，该

旅组织经验丰富的专业技师、教学骨干，

以理论教材为蓝本，结合新兵训练实际，

筛选装备训练中的重难点问题，编写出

一套涵盖 20 余个专业领域的《理论知识

集锦》。

笔 者 翻 阅《理 论 知 识 集 锦》看 到 ，

原 本 复 杂 枯 燥 的 装 备 理 论 知 识 ，经 过

教 学 骨 干“ 加 工 提 纯 ”后 ，以 思 维 导

图 、顺 口 溜 、漫 画 等 形 式 生 动 呈 现 ，更

加 便 于 掌 握 。 参 与 编 写 侦 察 专 业《理

论 知 识 集 锦》的 该 旅 无 人 机 技 师 邱 道

鑫 介 绍 ，他 们 注 重 将 理 论 要 点 与 训 练

实 操 相 结 合 ，用 亲 身 经 历 、真 实 案 例

阐 释 重 难 点 问 题 ，确 保 新 兵 听 得 懂 、

学得会。

该旅领导介绍，这套《理论知识集

锦》是官兵群策群力、集思广益的成果，

对规范装备操作流程、提升训练质效具

有较强的指导意义。《理论知识集锦》在

该旅推广后，新兵学习训练热情高涨。

在近期组织的全要素战备演练中，某分

队新兵与老兵齐心协力、默契配合，装备

操作速度显著提升。

第71集团军某旅组织技术骨干破解装备训练难题

群 策 群 力 夯 实 理 论 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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