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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毕业季，一批怀揣梦想

的军校学员，即将告别校园、奔赴火热

军营，开启人生新篇章。

毕业，意味着学员们将踏上新的

征程，接受新的洗礼和挑战。在军校

学习期间，他们将大部分精力用在了

读“有字之书”上，但“纸上得来终觉

浅”，对军营这本“无字之书”，必须躬

耕践行，用心去读、去悟，才能读出收

获、悟出真谛。面对新岗位、新角色、

新挑战，如何走好“官之初”的第一步，

读懂、悟透、用活“无字之书”，是每名

新毕业学员的必答题。

习主席指出：“时间之河川流不

息，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

缘，都要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下谋

划人生、创造历史。”在强军兴军的舞

台上，没有可有可无的旁观者，只有必

不可少的参与者。即将走上新岗位的

军校学员，只有抱定从平凡小事干起、

把能力基础打牢的信念和决心，不怕

苦、不怕累，干好主业、尽好主责，才能

在广阔的军营舞台上建功立业、大展

宏图，肩负起强军兴军的时代重任。

“天下无难能不可为之事，而有能

为必可成之人。”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

代。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行动

是青年最有效的磨砺。在适应新环

境、胜任新岗位、迎接新挑战的过程

中，必然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拦路虎”，

遭遇这样那样的“减速带”，但不能因

此而畏首畏尾、止步不前，更不能因为

“ 理 想 太 遥 远 ”而 放 弃 追 求 、停 止 奋

斗。一位古人曾说：“越不可越之山，

则登其巅；渡不可渡之河，则达彼岸。”

对新毕业学员来说，“躺平”不可取，

“躺赢”不可能，奋斗正当时。每个人

都应鼓足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

精气神，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全力跑

出新时代奋斗强军的加速度。

勤于思考、勇于实践、敢于担当，

年轻干部才能拔节成长。一滴水只

有放进大海里才永远不会干涸。新

毕业学员就好比一滴水，只有融入大

海一般浩瀚广阔的基层营连，才能汇

聚起排山倒海的力量、获得生生不息

的能量。冰封雪裹的边防哨所、飞沙

走石的大漠戈壁、枕海听涛的远洋岛

礁……都是新毕业学员补钙壮骨、能

力升级的阵地。千锤可成利器，百炼

方为精钢。真正把自己融入军营这

座大熔炉，就一定能找到施展才华、

放飞梦想的舞台，就一定能在平凡中

创造非凡，在平凡中成就伟大，书写

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军旅、无愧于青

春的人生答卷。

（作者单位：内蒙古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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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

本报讯 丁顺、熊博超报道：“这

里是抗日战争时期冀鲁边军区机关旧

址……”6 月底，中部战区空军某旅二

级上士彭文兴利用演练间隙，与战友

分 享 红 色 故 事 。 这 是 该 旅 广 泛 开 展

“学英雄、讲传统、铸忠魂”专题教育的

一个缩影。

该旅所属部队常年分散在外执行

任务，点多线长、人员流动是常态。为

有效解决教育统筹难、集中授课难等

问题，他们广泛开展群众性自我教育

活动，按照“主线清晰、内容丰富、形式

多样”的原则，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整

合资源、拓宽载体，探索创新“小班化

教学”“班站式讨论”等教育方式。

执行任务期间，该旅各分队统一

制订教育计划，安排随队参谋、技术军

官、普通战士自主备课、灵活授课，变

“一人讲”为“大家谈”；充分利用任务

地域红色资源，根据任务进程、阶段转

换，周密安排教育内容，推动教育进帐

篷、上阵地、到方舱，让官兵时时受教

育、处处有收获。

前 不 久 ，该 旅 某 任 务 分 队 圆 满

完 成 演 训 任 务 ，多 项 战 法 训 法 得 到

有 效 检 验 。 随 后 ，该 旅 依 托 线 上 渠

道 ，将 他 们 的 演 训 经 历 和 先 进 事 迹 ，

与 各 任 务 分 队 和 留 守 官 兵 共 享 ，极

大 鼓 舞 了 官 兵 聚 力 备 战 、精 武 强 能

的练兵热情。

“ 一 堂 教 育 课 ，就 是 一 次 精 神 洗

礼。”该旅某营理论骨干蒋庆凯介绍，

随着群众性自我教育活动不断走深走

实，官兵对使命担当的认识更加深刻、

岗位建功的信念更加坚定，在演训场

上掀起阵阵练兵热潮。

中部战区空军某旅

自我教育走深走实接地气

本报讯 陈星、王超报道：6 月下

旬，武警警官学院教员薛天以一堂紧

扣热点、直击心灵的思政示范课，顺利

通 过 考 评 ，取 得 思 政 教 育 授 课 资 格

证 。 该 院 大 力 提 升 教 员 队 伍 授 课 能

力，打造出一批深受学员欢迎的精品

课，有效提升了思政教育质量。

为提升思政教育质效，打造过硬

教员队伍，该院按照“专家领衔、课题

驱动、科研哺育、宣讲淬炼、金课评比、

擂台牵引”的思路，邀请军地高校思政

专家成立“思政教学顾问团”，科学规

划思政教员成长路径，遴选思政教员

“苗子”到基层扎根锻炼。同时，他们

建 立 思 政 教 学“督 课 、评 课 、晒 课 ”机

制，不定期选取官兵代表参与思政课

教学考评，推动思政教育走深走实。

文职教员任凯丽刚开始给学员上

课时，总感觉讲不到“点”上。前不久，

她被推荐参加武警部队理论服务小分

队 ，赴 雪 域 高 原 为 官 兵 开 展 理 论 宣

讲。“20 多天的边关之行，与一线官兵

深入交流，让我找到了专业教学与思

政教育的契合点。”任凯丽说。

“鲜活理论融入生动事例，这样的

思政教育入脑入心！”日前，该院组织

思政教学擂台赛，参赛教员使出十八

般武艺，赢得学员点赞。该院领导介

绍，擂台赛结束后，他们筛选出多堂精

品课程，在全院范围内推广。

武警警官学院

思政教育入脑入心聚人气

本报讯 郭昀博、吴昊阳报道：近

日，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场站油料仓

库监控室内，油料保管员邓相文轻轻敲

击键盘，库区内多个储油罐的相关数据

便立即显示在大屏幕上。“有了这套物

联网管理信息系统，官兵足不出户便可

完成过去费时费力的油料存量检测工

作。”该场站领导介绍，他们借助物联网

技术改进油料管理方式，油料保障效能

显著提升。

近年来，随着部队实战化训练深入

推进，战机出动频率加快、飞行架次增

多，油料保障压力随之增大，如何提高保

障效率成为该场站党委关注的一个重要

课题。经过调研论证，他们决定从油料

管理入手，引入物联网管理信息系统，将

油库巡检、消防报警、安防监控等系统有

机整合，实现油库业务数字化管理。

同时，该场站选派业务骨干赴厂家

学习进修，熟悉掌握系统操作和维护流

程；通过物联网管理信息系统梳理统计

单件装备油料使用情况和消耗数量，精

准测算每个环节的数据，推动油料保障

从“经验型”向“精确型”转变。此外，他

们加强油料专用装备维护管理，组织业

务骨干集中研讨优化保障流程，细化完

善特情处置演练方案，确保物联网管理

信息系统发挥最大效益。

近期，该场站组织油库区应急消防

演练，巡线员发现“火情”后，依托物联网

管理信息系统“一键报警”。抢险分队闻

令而动，迅速处置“火情”。

海军航空兵某场站

物联网技术助力油料保障
上图：6 月下旬，陆军某旅组织

实兵实弹战术演练。

何 飞摄

下图：6 月上旬，武警兵团总队

执勤第六支队组织特战队员进行

攀登训练。

毛 松摄

“干得漂亮！”

得知上等兵张志超在旅群众性练

兵比武中取得通信综合项目第三的好

成绩，他的班长、东部战区陆军某旅“红

军营”中士谢培滨特别高兴。

这场比武，“红军营”收获颇丰，一

举夺得 4 个综合第一、17 个单项第一，

打破旅队 5 项比武纪录。更令该营领

导感到欣喜的是，参加此次比武的官

兵，绝大多数是下士以下军衔。张志超

和其他“苗子”的出色表现，让该营干部

骨干看到了年轻战士身上蕴藏的巨大

潜力。

前不久，该旅筹划组织一场群众性

练兵比武，要求各营区分专业选拔推荐

人选。接到通知，“红军营”支援保障连

便着手挑选参赛选手。

对于专业数量多但人员规模小的

支援保障连来说，选出优秀选手并非难

事。经过讨论酝酿，连队很快确定了初

步人选。作为一名多次在比武中摘金

夺银的技术骨干，谢培滨毫无悬念地被

列入参赛名单。

得知消息，谢培滨向连队领导提出

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建议——将参加比

武的机会让给上等兵张志超。谢培滨

说，在前期的通信专业集训中，小张刻

苦努力、进步明显，参加重大比武对其

成长进步十分重要。

连队对谢培滨的建议进行了认真

研究。考虑到张志超是个很有潜力的

技术骨干苗子，连队最终决定，选派他

参加此次比武。

比武结果揭晓，张志超果然不负众

望。

“多给年轻战士提供机会和平台，

不仅有利于战士个人发展，更有利于部

队战斗力建设。”支援保障连指导员袁

鑫强介绍，在“红军营”，老兵甘当“铺路

石”的现象屡见不鲜。

“老兵愿搭台，新人敢争先。”看到

多名年轻战士载誉归来，该营营长黄

宏伟总结经验时说，营里连续几年参

加比武均取得骄人战绩，靠的是压茬

推 进 、接 续 培 养 了 一 大 批 尖 子 人 才 。

近年来，该营结合自身实际科学制订

人才培育方案，突出尖子人才选拔培

养，为年轻官兵提供更多锻炼机会、更

大成长空间。

在 此 过 程 中 ，乐 教 徒 弟 真 功 夫 、

甘为徒弟让舞台的老兵们，堪称幕后

英雄。“都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但

在‘红军营’，每一个年轻‘苗子’的成

长 背 后 ，都 有 老 兵 们 毫 无 保 留 、不 计

回 报 的 默 默 付 出 。”支 援 保 障 连 连 长

张敏捷说。

在此次比武中夺得通信专业第一

名的上等兵杨韬，备战期间得到老兵黄

恺志的无私帮助。

黄恺志是连队通信专业技术骨干，

岗位任职时间长、大项比武经验丰富。

得知杨韬被推荐参加比武，参赛课目又

是自己的“拿手戏”，黄恺志主动与他结

成帮扶对子。由于担负着繁重的通信

值班任务，黄恺志只能利用休息时间为

杨韬提供指导帮助。尽管如此，黄恺志

不仅坚持每天为杨韬进行一次模拟考

核，还带着他深入研究影响考核成绩的

每一个细节。

比武那天，看到杨韬一路过关斩将

勇夺第一，全程观赛的黄恺志兴高采

烈。

然而，不是每一个“苗子”都能像杨

韬那么幸运。该营装步十连战士张满

意，前年参加轻机枪综合比武时，在实

弹射击环节出现失误，成绩不够理想。

那次失利，让张满意陷入了深深自

责，总觉得辜负了班长的培养和连队的

厚望。察觉张满意情绪低落，班长苗发

敏想方设法做通他的思想工作，通过心

理训练等方式锤炼他的抗压能力。此

后只要有比武竞赛，苗发敏总是大胆推

荐他。

在班长的耐心开导和积极鼓励下，

张满意重整旗鼓，在训练场上拼命追

赶。功夫不负有心人。此次比武，张满

意再战赛场，在强手如林的激烈比拼中

遥遥领先，最终如愿以偿取得第一名。

走下领奖台，张满意一把将班长紧

紧抱住，泪水夺眶而出。看着彻底走出

失败阴影的张满意，苗发敏深感欣慰：

“他的成长，就是我的荣耀！”

东部战区陆军某旅“红军营”参加比武夺得 4个综合第一、
17个单项第一，摘金夺银的年轻战士都说—

谢谢你，甘当“铺路石”的老兵
■陆栋钰 吴晨伟 杨振鸣

探索构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