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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长，欢迎回来，你去集训的这 3

个月，我有好多体会想跟你汇报呢！”听

到小张的话，我倍感欣慰的同时，也不由

得想起集训离队前，推荐代理班长遭遇

的那段尴尬经历。

作为小兵种专业，我们班没有副班

长编制，我便打算推荐班里稳重可靠的

中士小张作为代理班长，担负起我离队

期间班里的日常管理工作。向指导员汇

报后，他也很认可。于是，我随即找到小

张：“你要把握好这个机会，担负起责任，

多总结经验，这样更有利于成长进步！”

可小张听罢，并没有想象中那样欣

然接受，反而面露难色，表示自己最近负

责连队卫生消毒工作，恐怕没有更多时

间和精力投入管理。这个情况让我措手

不及，思前想后，我又找到了平日里表现

不错的下士小王征求意见。结果还没等

我开口，小王便急忙说自己是新选晋的

下士，缺少工作经验，说话也没有权威，

恐怕带不好班里其他战友。

明明是一个锻炼自身能力的好机

会，为啥大家都想方设法推脱呢？苦思

不得其解，我还是耐着性子分别找到小

张和小王，通过不断旁敲侧击，这才渐渐

明白了他俩的真实顾虑。

原来，他俩都认为，自己没有得到

组 织 正 式 任 命 ，就 算 当 上 这 个 代 理 班

长，如何开展工作也是一个难题。一旦

班里出问题，自己难辞其咎，肯定会被

上级问责。况且，当前连队“双争”评比

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谁都想评上“四

有”优秀士兵，如果管得严了，影响到民

主评议可咋办？与其当这个吃力不讨

好 的 代 理 班 长 ，不 如 干 好 自 己 的 分 内

事，这样既不会得罪人，也更有机会在

“双争”评比中加分。

一 方 面 是 组 织 需 要 ，一 方 面 是 战

士 的 现 实 顾 虑 ，如 何 才 能 让 代 理 班 长

不 再 遇 冷 ？ 带 着 这 个 困 惑 ，我 又 找 到

了指导员。

“战士们不愿担任代理班长，表面上

是他们怕承担责任，怕影响评优评先，但

也暴露出连队在管理方式和导向上存在

问题。”第二天教育时间，指导员趁机抛

出话题：“作为指导员，我首先要纠正一

个误区，评选‘四有’优秀士兵不是靠好

人 缘 捧 出 来 的 ，而 是 俯 下 身 子 干 出 来

的。只算个人得失的‘小账’，却忽视顾

全 大 局 的‘ 大 账 ’，也 谈 不 上 真 正 的 优

秀。下一步在评比工作中，连队会适当

为表现突出的代理班长加分，让肯干实

干的同志‘香’起来；此外，大家要配合代

理班长工作，连队也会全力支持他们放

下包袱、甩开膀子干！”

“只有顶得住，才能成为顶梁柱！曾

经我也是一名代理班长，也面临过同样

的问题……”听完指导员的话，我随即主

动站起来分享自己的成长经历，鼓励大

家勇于担当重任。

教育结束后，小张和小王都主动找

到我，提出担任代理班长的申请。

最终，经过班排推荐、民主投票、组

织批准，中士小张如愿成为代理班长，我

也得以放心地去参加集训。

听班里其他同志说，我离队期间，代

理班长小张干劲十足，把各项工作安排

得井井有条。“看来这 3个月，对你来说也

经历了一次意义非凡的‘集训’呀！”听完

他分享的代理班长体会，我高兴地说道。

（付善柱、裴恒悦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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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有的新媒体平台依靠

“博眼球”“蹭流量”赢得了短暂的用

户和收益。但事实证明，随着知识的

折旧率越来越高，用户审美疲劳阈值

越 来 越 低 ，那 些 走“ 流 量 为 王 ”道 路

的网络产品开始渐渐失去优势，反而

是 那 些 坚 持“ 内 容 为 王 ”的 优 质 产 品

能持续散发魅力。同理，做好思想政

治 教 育 工 作 ，也 需 要 坚 持“ 内 容 为

王 ”，这 样 才 能 真 正 赢 得 官 兵 、深 刻

启发心灵。

综观上面两则新闻，无论是从形

式上的“读”到内容上的“学”的转变，

还是鼓励官兵带着思考学、带着问题

记，都印证了“内容为王”的重要性。

然 而 ，笔 者 在 一 线 深 入 调 研 发 现 ，类

似单纯以书翻过没有、是否留痕来评

判读书质效和追求统一模式、规范教

育笔记格式等重形式轻内容的做法，

在 一 些 基 层 部 队 和 官 兵 身 上 仍 不 同

程度存在。

某部指导员上任不久，在开展思

想 政 治 教 育 时 ，发 现 官 兵 抬 头 率 不

高。经过询问得知，一些官兵对单一

教 育 形 式 、老 套 配 合 活 动 提 不 起 兴

趣。为改变现状，这名指导员结合官

兵思想特点挖空心思创新教育形式，

将抓人眼球的视频、情节跌宕的案例

统 统 搬 上 课 堂 ，场 面 一 度 热 闹 非 凡 。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他在课下收集教

育反馈意见时得知，不少官兵对这堂

课的印象仅仅停留在那些看似精彩的

声光电上，却没有真正从中接受教育、

得到熏陶。这不由得让人反思：提升

教育的时代性和感召力，做到既“有意

思”又“有意义”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同样从这两则新闻中，我们可以

得出答案。让“有意思”的形式传递出

“有意义”的内容，首先，要把准官兵思

想脉搏，深入基层作好调研，把官兵的

思想疙瘩是什么、内心渴求是什么了

解清楚，把影响官兵消化吸收、共情明

理的原因分析透彻，为针对性开展教

育树好靶子、找准穴位。其次，要采用

恰当的教育方式，既要摒弃干巴巴的

照本宣科，也要避免闹哄哄的伪创新，

多在提升官兵教育参与度上下功夫，

多 在 广 泛 听 取 官 兵 意 见 建 议 上 动 脑

筋 ，多 在 改 进 检 验 教 育 成 效 上 想 招

法。再次，还要精心“烹制”教育内容，

注重结合当下时事热点、任务重点，穿

针引线把道理讲活、讲透、讲实，把官

兵 的 身 边 事 、日 常 事 、烦 心 事 融 入 教

案，在解决思想问题的同时解决实际

问题，如此才能让教育有血有肉，更容

易被官兵接受认可。

从这个角度来看，不论是“改变读

书方式带来的变化”还是“充满魅力的

教育笔记本”，二者背后都反映出立足

官兵实际勇于探索创新的内在逻辑。

立足官兵实际 勇于探索创新
■洪 昂

有魅力的教育笔记本是什么样？

西部战区空军某雷达站官兵用他们的

选择给出了答案。

日前，在该雷达站组织的“最有魅

力的教育笔记本”展示活动中，雷达操

纵员、二级上士黄超的教育笔记本受

到一致好评。

翻开黄超的笔记本，笔者发现，纸

面不算整洁，字迹谈不上工整，记录的

教育内容也有些粗略……显然，这本

“不走寻常路”的笔记本，与我们想象

中的“最有魅力”出入较大。

然而，随着继续认真细看，笔者心

中的迷雾也被慢慢拨开。

“军人就要有血性”“莫让手机变

手雷”……笔记本里，每一次听课学习

后，黄超都会根据教育内容，留下几句

随笔或感悟，形式不一却鲜活生动。

采访中，笔者了解到，为提高教育

质量，该雷达站从教育笔记本入手，强

调学到什么比记了什么重要、问什么

比写什么重要，鼓励官兵带着思考学、

带着问题记，倡导官兵记个性化学习

笔记，把触动心灵的点滴写下来，让教

育笔记本成为官兵的“学习笔记”“成

长日记”。

“评选，更要看重教育的成效。”该

雷达站指导员文永沛向笔者进一步解

读黄超笔记本的魅力所在：文字虽然

不多，但每次教育后的随笔，能从中看

出他对教育内容的真学真悟。同样，

翻 看 该 雷 达 站 其 他 官 兵 的 教 育 笔 记

本，不少人都会在教育之后写下真实

感悟感言。

一段段评语，也架起了施教者与

受教者之间的桥梁。针对黄超的笔记

本中关于主题教育开展方式的建议，

文永沛写下了大段的批语。在该雷达

站，批阅教育笔记被当作掌握官兵思

想动态的一种方式。

“连队当前人少事多，通信专业 24

小时值班，人员三班倒，能不能请上级

抽派人员加强力量”“申请已经上报，

待机关批准后就选派 2 名通信专业军

士支援”……

教育笔记本上，针对官兵提出的

疑问，文永沛都会一一进行点评或答

复，及时拉直官兵心中的“问号”，拉近

施教者与受教者的距离。

“笔记有时就像官兵思想变化的

‘晴雨表’，只要用心阅读就会发现‘蛛

丝马迹’，进而为做好下一步教育引导

工作找准发力点。”雷达站教导员刘宏

磊说，一段段评语，让官兵感受到被尊

重的同时，也让一线带兵人摸清了官

兵的思想底数。

去年，该雷达站一名军士家乡遭

遇强降雨，他因担心年迈的父母难以

应对突如其来的灾情损失，而在笔记

本中流露出忧虑。写者无意，读者有

心。文永沛立即跟进做好教育引导，

并根据有关政策规定及时向上级申请

困难补助。少了后顾之忧，这名军士

训 练 动 力 更 足 ，年 底 还 被 评 为 旅“四

有”优秀士兵。

作 为 大 学 生 士 兵 ，黄 超 不 仅 在

同 批 战 友 中 第 一 个“ 放 单 ”，还 因 武

器 装 备 操 作 熟 练 、空 情 处 置 能 力 较

强 入 选“ 一 号 班 ”，圆 满 完 成 各 类 空

情 处 置 任 务 。 如 今 ，他 又 有 了 另 一

个 身 份 —— 连 队 理 论 小 教 员 ，经 常

为官兵答疑解惑。

“ 这 几 年 ，在 党 的 创 新 理 论 指 引

下，渔民退捕上岸端起了新‘饭碗’，

人 均 收 入 高 了 ，自 然 环 境 好 了 ，水 也

更清了……”前不久，站里组织“兵言

兵 语 看 变 化 ”活 动 ，黄 超 结 合 近 年 来

家 乡 生 态 环 境 的 改 善 ，围 绕“乡 村 振

兴”话题，与连队官兵畅谈体会，引起

战友共鸣。

“施教之前先受教。”黄超一边指

着教育笔记本上的备课记录一边向笔

者介绍，为了这台上 1 小时，他准备了

近半个月，摘抄了大量的理论知识和

案例解析，比起台下的战友，他更受教

育、收获更多。

采访至此，笔者终于找到了他们

所推崇的教育笔记本的魅力所在。

充满魅力的教育笔记本
■王 树 郭 靳

“ 小 小 红 船 承 载 着 人 民 的 重 托 、

民族的希望，穿过惊涛骇浪，最终成

为一艘时代的巨轮……”前不久，第

78 集团军某旅随机抽点基层官兵代表

畅谈读书体会，运输勤务营中士李宏

伟登台脱稿侃侃而谈，一举夺得该旅

当月的“读书之星”。

该营教导员陈仁辉介绍，为了响

应集团军深入开展的“读书明理、励

志导行”活动，旅里将个人读书情况

纳入年底评先评优，营连定期组织官

兵开展读书交流、撰写读书体会，渐

渐形成了常态化读书学习机制。

不 少 官 兵 因 为 读 书 活 动 落 实 得

好，在评先评优中崭露头角，这也让

其 他 官 兵 看 到 了 差 距 ， 立 志 迎 头 赶

上。渐渐地，官兵们普遍加大了对读

书活动的重视程度，大家对读书的热

情持续高涨。

“ 官 兵 喜 欢 读 书 本 是 一 件 好 事 ，

可就怕把读书的初衷搞偏了。”陈仁

辉坦言，今年年初，他们计划在全营

组织一次读书竞赛活动，还从其他单

位请来官兵代表当裁判。当时，几名

裁判在该营重装备运输连讲评时说的

一席话，令指导员王嘉鑫心里很不是

滋味：“你们连的书比其他连的书新

很多啊，还是得加大读书力度，不能

把书放在那当摆设。”

这句话深深刺痛了王嘉鑫，也让

连 里 许 多 战 士 感 到 不 服 气 。 没 过 多

久，陈仁辉发现各连官兵读书方式悄

然发生了改变。

有的战士在读书过程中，不仅坚

持摘抄书中的经典段落，还故意在摘

抄处折上一角，以此证明看过；有的

把每本读过的书都塞进一张写有名字

的书签，以示读过；还有的干脆买来

水彩笔，将书中自认为比较精彩的语

句画上横线，故意留下痕迹……如此

这般，各连的书是越翻越旧，但陈仁

辉发现，战士们写的读书心得却越来

越敷衍。

“读书的目的是让官兵学知识长

见 识 ， 不 能 仅 凭 书 的 新 旧 来 衡 量 读

得 好 坏 ， 更 不 能 为 了 证 明 自 己 读 过

书 就 人 为 做 旧 ……” 于 是 ， 营 里 及

时 叫 停 了 这 种 错 误 做 法 ， 并 向 旅 机

关报告。

纠偏纠错，立行立改。随即，该

旅领导责成相关部门展开专题研究，

举一反三查摆类似现象，探索完善更

加务实走心的读书检验方法：每月结

合 1 次党团活动，由旅机关随机抽点

各连 1 名代表登台畅谈读书心得，由

机关和基层临时抽组裁判现场打分，

按照各连代表得分情况对连队排名，

再 根 据 营 属 各 连 总 平 均 分 对 营 队 排

名；各连每周结合教育日随机抽点 1

个班，让班内成员分享阅读感悟，官

兵进行现场评分。

从形式上的“读”，变成内容上

的“学”。在良好氛围感染下，越来

越 多 的 官 兵 自 觉 投 身 到 读 书 学 习

中 。 走 下 讲 台 ， 李 宏 伟 一 脸 兴 奋 地

说道：“读书不是面子工程，而是看

脑 袋 里 装 了 多 少 知 识 ， 这 才 是 我 们

读书的目的。”

书翻旧了≠书读懂了
—第 78 集团军某旅实事求是规范读书活动的一段经历

■本报记者 牛 辉 通讯员 周俊宇 靖 满

记者探营

营连日志

茅文宽茅文宽绘绘

日前，第 72集团军某旅火力分队远程机动，开展多型火炮实弹射击演练。

刘鎔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