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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 来 ！ 起 来 ！ 起 来 ！’国 歌 中

的激昂乐章，正如中华民族走向伟大

复 兴 的 脚 步 —— 站 起 来 ，富 起 来 ，强

起来……”近日，第 78 集团军某旅二

级上士田圣尚主讲的“好歌微课堂”，

赢得战友们纷纷点赞。

然而一个月前，他的授课还反响

平平。当时，为了完成精品课示教，田

圣尚加班加点搜集素材，精心制作课

件，没少费工夫，但结果大家“抬头率”

不高，“点头率”为零，还有几人打起了

瞌睡。

问题出在哪里？课后，田圣尚与

几名战友交谈，一名老兵道出了心声：

“反反复复都是‘炒剩饭’，耳朵都听出

茧子来了，能不能有点新意？”

什么才算一堂好课？怎么才能吸

引人？田圣尚想到了自己印象最深的

一堂课。那时，田圣尚正在和战友备

战歌咏比赛，越练唱得越差，遇到了瓶

颈。就在大家充满困惑时，教导员李

峰以参赛歌曲《领航》的歌词释义、创

作背景为主要内容，临机上了一堂教

育课。

“曲作者曾多次赴西柏坡体验生

活，实地感悟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

命……”短短几分钟的“微课”，极大增

进了大家的情感认同。田圣尚说，课

后每当再唱这首歌，胸腔中总是不自

觉地迸发出力量。歌咏比赛当天，他

们唱完这首歌后，台下掌声雷动，评委

纷纷打出了高分。

“许多好歌大家都会唱，但背后的

创作故事却鲜为人知，何不以歌曲背

后的故事作为授课的切入点？”作为音

乐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士兵，田圣尚是

大家眼中的“歌王”，不仅唱歌好听，还

对许多歌曲的创作背景了如指掌。“不

妨遴选一批好的歌曲引进教育课堂！”

他的这个想法得到单位大力支持。

吸纳多方建议后，田圣尚策划组

织的“好歌微课堂”系列教育开讲了。

当他讲述《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的创

作背景时，丹东籍的战士高思远深有

感触，他主动站起身，为大家讲述了爷

爷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经历。

随即，理论宣讲员郭智博上台，与

大家共同学习伟大抗美援朝精神、重

温《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原本沉寂

的 课 堂 变“ 活 ”了 ，大 家 眼 中 也 有 了

“神”。在随堂交流中，大家纷纷表示

要忠诚维护核心、矢志奋斗强军，奋力

跑好属于青年一代的接力棒。

“把好歌引进课堂，看似教育切入

点小了，但官兵听课热情却高了。只有

打破传统思维，创新教育手段，才能让

教育真正入脑入心。”该旅领导介绍道，

为释放教育活力，他们在组织开展教育

时，着力向“你说我听”“摘抄笔记”的现

象开刀。通过遴选功底扎实的理论骨

干，结合“红歌我来唱”“热点我来讲”等

活动，用兵言兵语讲好党的创新理论，

帮助官兵学有所得、讲有所悟。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7 月上旬，

正在弹药库执勤的某连官兵接到上级

演训保障任务，他们闻令而动，紧急抽

组兵力，星夜机动 500 余公里，争分夺

秒投入战斗，以优异的表现获得上级

高度认可。

第78集团军某旅二级上士田圣尚主讲的“好歌微课堂”受到热捧—

一首好歌就是一堂好课
■王麒淞 程双泰

“排长，我先上！”执行任务前，战士

麦吾兰江精神抖擞，主动请缨，令我感到

非常高兴，那个积极上进、不甘人后的小

伙子又回来了！

去年 9月，新兵麦吾兰江下连后一直

表现出色。他的军事素质好，对自己要求

严格，性格活泼开朗，能歌善舞，训练之余

积极参加连队文化活动，给战友们带来很

多快乐。没多久，素质全面的麦吾兰江就

在新兵中脱颖而出，得到大家一致认可。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很有发展潜力

的新战士，却在前不久出现了异样：每天

闷闷不乐，曾经成天挂在脸上的笑容消

失了，工作积极性也有些降低。作为排

长的我，很快注意到麦吾兰江的变化，心

里很担忧，赶紧找他谈心了解情况。

原来，麦吾兰江的确有了心结。连

队最近实施了“先让少数民族同志打饭”

的举措，初衷是为了照顾少数民族战士

的饮食习惯。麦吾兰江说：“虽然这一举

措体现了对少数民族同志的尊重，我却

感到不太舒服。大家都是平等的革命同

志，不应该故意排出谁先谁后，这种‘被

照顾’的感觉并不好……”从麦吾兰江这

里听到了真心话，我又找到其他少数民

族战士沟通了解，原来，大家对这个优先

措施深有同感。

我将这一情况向指导员进行了汇报，

指导员立刻召集骨干开会，研究怎样从生

活细节方面体现对少数民族战友的关怀，

同时又照顾到他们的自尊心、发挥好他们

的积极性。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展开热烈

讨论，最后连队决定充分尊重少数民族同

志的饮食习惯，但打饭还是按照义务兵在

先、党员干部在后的原则来进行。

几天后，麦吾兰江对我吐露心声：“和

战友们在一起排队打饭的感觉真好！”

（谭 林整理）

麦吾兰江的心结
■新疆军区某团指挥保障连排长 黑向飞

这两天，副班长底振凯代表队里在

旅组织的蛙泳比武中取得好成绩，他在

微信朋友圈发了一个“开心”的表情，看

到这条朋友圈动态，在欣然点赞的同时，

我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

回想起半个月前，底振凯发过一条

只有一个“裂开”表情、没有任何文字的

朋友圈，我以为是他开的一个玩笑，就没

有在意。

何况，底振凯是队里的“放心人”，模

范带头作用一直发挥得很好，公差勤务

冲在前、体能训练能吃苦、岗位履职很尽

责……对于这样一名表现出色的战士，

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可事情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简单。

“咚咚……”3天后，底振凯敲响了我

的房门：“教导员，我想找您谈谈。”看到

他挂着愁容的脸，我立即感到事情不妙。

我赶紧给底振凯搬了把椅子，倒了杯

水，看到我如此热情，他也打开了话匣

子。“教导员，最近我烦心事比较多。”他刚

开口，我猛然想起了他发的那个“裂开”表

情，看来其背后肯定有不少揪心事。

原来，底振凯家里因为种种原因，父

亲投资赔了钱，母亲丢了工作，再加上自

己要还房贷，家里不到 1 岁的小孩正是

用钱的时候，他每个月的工资经常入不

敷出。繁重的经济压力让他喘不过气，

这才发了那个“裂开”的表情。

一个简单的表情，背后竟有这么多

辛酸无奈！如果我看到朋友圈后，第一

时间找底振凯谈心，或许能帮助他疏导

压力。想到这里，我不禁感到有些惭愧，

还好底振凯主动找到我敞开心扉。

了解事情原委后，我开始对症下药，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困难只是暂时

的，只要你坚定信念、脚踏实地、干好本

职，一切都会变好的，我们也会想方设法

帮助你……”在我的耐心疏导下，底振凯

长出了一口气，心情好了不少。

底振凯离开后，我马上召集干部骨

干商量帮扶对策，大家提出了不少切实

可行的办法。事后，我拨通了底振凯家

属的电话，让她带着宝宝给底振凯拍了

一段鼓励视频。“我把女儿照顾得很好，

你要在部队踏踏实实工作！”看到妻子发

来的视频，底振凯红了眼眶，并在朋友圈

发了一个“奋斗”的表情。

“信息化时代，官兵们的微信朋友圈

是他们表达思想和情绪的‘晴雨表’，带

兵人决不能放弃对这个思想阵地的关注

和占领。”看到底振凯这段时间的积极表

现，我在带兵备忘录里写下这句话，提醒

自己在今后的工作中，要从细微处入手，

经常到官兵们的朋友圈去转转，读懂他

们发的表情和文字，把暖心关爱工作做

得更及时、更贴心。

（本报记者 孙兴维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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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都喜欢被肯定，相比于被表

扬的“甜”，被批评则显得有些“苦”。笔

者在基层调研时发现，少数青年官兵受

到批评后不能正确对待，个别同志“一批

就炸”，当场闹情绪、甩脸色、撂挑子；还

有的同志受到批评后，担心被战友嘲笑，

甚至因此自我否定、不思进取。

在工作、训练和生活中，谁都难免犯

错误，有了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

虚心接受正确的批评。青年官兵切不可

因为怕丢面子意气用事，这样不但无益

于改正错误，也无助于成长成才。况且，

不能正确对待批评，只会让领导、战友产

生不好的观感。

关于批评，陈毅同志讲得很透彻：

“一喜得帮助，周围是友情；难得是诤友，

当面敢批评。”批评虽然有些“逆耳”，但

未尝不是一剂“苦口良药”。如果犯了错

误没人及时提出批评，缺点错误非但难

以改正，甚至还可能愈加严重。

讼 吾 过 者 是 吾 师 ，谀 吾 善 者 是 吾

贼。青年官兵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只

有对单位不负责、对部属不关心的领导，

才会在大家犯错误时不闻不问，而真正

担当尽责、关心同志的领导，一定会在官

兵犯错误时及时提出批评，帮助大家整

改纠正。

对 于 工 作 中 的 批 评 ，青 年 官 兵 不

妨 用 辩 证 的 眼 光 去 看 待 ，把 批 评 当 契

机 ，化 批 评 为 动 力 ，用 闻 过 则 喜 的 心

态 、知 过 就 改 的 姿 态 ，找 准 问 题 症 结 ，

剖 析 自 身 原 因 ，

立 改 立 行 ，从 而

让 自 己 前 进 的

每 一 步 都 走 稳

踩实。

学会正确对待批评
■杨海健

前几天，笔者在基层蹲连住班时看

到，某连在紧急拉动过程中，一名战士因

天气太热便把头盔摘下来用手拿着，而

这一幕刚好被连长看到。只听连长一

声喝止，批评随之劈头盖脸而来。结果

这名战士有些接受不了，接连好几天都

在闹情绪。

一些带兵人

坦 言 ，由 于 部 队

任务重、节奏快，

一 天 到 晚 忙 得

“脚打后脑勺”，

难免出现情绪急躁、批评不讲方法、对战

士不耐心等现象。少数人甚至将工作中

的批评与党内批评混为一谈，认为批评

不带“辣味”，对犯错误的战士产生不了

触动。

现 在 的 年 轻 官 兵 生 活 条 件 更 好 、

文化程度更高、自我意识更强，对带兵

人 不 讲 方 法 的 批 评 很 难 接 受 和 理 解 。

另 外 ，批 评 战 士 是 为 了 让 战 士 认 识 和

纠 正 错 误 ，而 不 是 为 了 发 泄 带 兵 人 的

个 人 情 绪 ，方 式 方 法 不 得 当 很 容 易 事

与愿违。

战友、战友亲如兄弟，带兵人要把战

士当亲人看，即使是必要的批评也应把

握分寸，绝不能带着个人情绪，更不能把

犯错误的战士当成出气筒。批评时要尽

量注意语气、对事不对人，不能搞人身攻

击，更不要上纲上线。

基层战士的心里装着一杆秤，带兵

人的批评中有没有夹杂个人情绪、好恶，

他们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只有真心尊

重战士，学会批评的艺术，批评才会有人

听、愿意听，也才会真正触动心灵、促进

工作。

批评战士要讲方法
■易仲龙

带兵人手记新闻前哨

在 抗 美 援 朝 战 争 中 ，《中 国 人 民

志 愿 军 战 歌》虽 然 只 有 短 短 几 十 个

字 ，却 被 称 为 战 场 上 的“ 精 神 原 子

弹”，鼓舞志愿军将士前赴后继、英勇

杀敌，让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奏响

了不畏任何强敌的战斗旋律。可见，

好歌如同号角，能产生巨大的教育激

励作用。

“前有所稽，后有所鉴。”一首火遍

军营的歌曲，承载的不仅仅是词曲创

作者的情感，更是以音乐的方式讲述

着动人的故事、传递着团结向上的价

值观。以此作为源头活水组教施教，

便不难擦出新的思想火花。

在平时的教育中，我们要善于挖

掘好歌的时代性和感召力，并加以充

分运用，引导官兵在听唱讲中增强家

国 情 怀 、坚 定 理 想 追 求 、强 化 责 任 担

当 ，就 一 定 能 用“ 一 朵 云 推 动 另 一 朵

云”，为汇聚起练兵备战的强大能量注

入新的动力。

听出精气神 唱出责任感
■张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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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八一”前夕，湖南省醴陵市人武部与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开

展“送喜报”活动，为立功军人的家庭送去喜讯和祝福。 江 磊摄

图②：第 74 集团军某旅“三八线尖刀英雄连”在“八一”来临之际

组织官兵重温入伍誓词。 黄嘉轩摄

图③：新疆军区某团红其拉甫边防连官兵前往海拔 5200多米的生

命禁区进行巡逻，以战斗姿态迎接建军节的到来。图为首次参与巡逻

的战士亲吻界石。 姬文志摄

图④：正在进行伞降实跳训练的空降兵某旅官兵以特有的方式庆

祝自己的节日。 盛 超摄

喜迎“八一”

营连日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