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基 层 传 真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１１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张良

“这次集训收获很大，今后我要运

用学到的心理咨询知识，更好服务身边

战友，服务练兵备战。”近日，手捧鲜红

的中级心理咨询师培训证书，郑州联勤

保障中心所属第 984 医院干事、心理骨

干王欣蕾感慨颇深。

前不久，该中心组织为期 5 天的基

层心理咨询师培训，王欣蕾等 80 多名

心理骨干，经过专业机构与院校名师的

理论辅导和案例实操示教，带着满满的

收获返回部队。

近年来，随着部队实战化训练不

断深入和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日趋频

繁，官兵长期处在工作强度大、任务转

换快的环境中，极易引发心理问题，影

响 部 队 战 斗 力 提 升 和 安 全 稳 定 。 为

此，该中心及时建立健全心理骨干培

训机制，积极探索提升心理服务质量

的方法路子，因地制宜加大心理骨干

队伍培养力度，通过举办集训让他们

“回炉”加钢淬火。

培训前，该中心严把入口关，参照

实际岗位、能力素质等标准条件，采取

业务研讨等形式，对心理骨干进行筛

查，科学量化评估他们的专业适配度。

培训中，他们采取军地融合的方式，依

托专业水平较高的培训机构，邀请全军

知名专家教授为参训官兵辅导授课。

培训结束，他们采取线上与线下联动、

集中和开放相结合的形式组织结业考

核，所有参训人员均以优异成绩取得心

理咨询师等级证书。

心理骨干“回炉”加钢淬火
■李燚统 王均波 张彦昕

上个月一次晚点名时，我发现有

好几名战士不在位，询问后得知，他们

去机关加班了。回到房间后我感慨良

多。我们中队作为担负供应保障任务

的分队，保障机关的一些日常业务工

作责无旁贷，但如果因此中队的一日

生活制度都无法落实，那中队岂非成

了一个空架子，长此以往将毫无归属

感可言。

在随后的一堂教育课上，我便以

“公勤人员的‘家’在哪里”为题，组织中

队全体官兵开展了一次大讨论。讨论

一开始，我首先抛出话题：

“在我们中队大家庭，没有哪个成

员大家不认识，没有哪个角落大家不熟

悉，中队完成的每一项任务都凝聚着在

座各位齐心协力的付出。然而，现在这

个家好像没有原先那么温暖了……”

我说完开场白，不少战士踊跃发

言。“有些时候确实把自己当成‘机关

兵’了，总想着机关的事更重要”“因为

忙于机关业务，潜意识里只把中队当成

是吃饭睡觉的地方，和战友们的关系没

有以往那么密切了”……大家畅所欲

言，对待矛盾问题毫不藏着掖着。

精准把脉开良方。在广泛征求官

兵意见建议的基础上，中队党支部与

机关相应股室积极沟通协调、反复论

证 ，共 同 制 定《公 勤 人 员 管 理 有 关 规

定》，结合前期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

就人员集合、教育学习、公差派遣等事

项进行明确，畅通机关股室与中队的

双向联动机制。

很快，中队的向心力凝聚力变强

了，战士们主动向组织靠拢，有啥心事

有啥困难，首先想到的都是中队党支部

和中队干部。

（杜泽飞、李超强整理）

公勤人员也应“以连为家”
■武警浙江总队机动支队供应保障中队指导员 杨 杨

“ 军 人 本 色 ，无 所 畏 惧 ；危 难 之

时，挺身而出——感谢人民子弟兵武

纪勋！”前不久，第 82 集团军某旅作战

支 援 营 指 挥 通 信 连 收 到 了 一 封 感 谢

信和一面锦旗。至此，该连战士武纪

勋 才 将 自 己 三 入 火 海 的 英 雄 事 迹 和

盘托出。

原 来 ，一 天 夜 里 ，武 纪 勋 的 老

家 ——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郇封镇南

柳村东头突然起火，正在休假的武纪勋

看到冲天的火光后，毫不犹豫冲向了火

灾现场。

到达现场后，武纪勋发现有不少群

众在距离着火房屋较近的地方围观，他

一面劝离人群，一面运用在连队学到的

消防知识勘察火情。

“老张两口子还在屋里没逃出来

呢！”就在此时，村民中有人焦急地叫喊

着。武纪勋迅速冲进院内，猛地一脚踹

开着火的房门，喷涌而出的气浪让他险

些摔倒。

“火势太大了，孩子你快回来！”村

长见状赶紧劝阻武纪勋。“不行，我必须

进去！”武纪勋用外套捂住口鼻，向屋里

摸索前进。

“爷爷奶奶，你们没事吧？”借着火

光，武纪勋看到两位老人惊慌失措地瘫

坐在地上。他冲到两位老人身边，连背

带扶将他俩从火海中救了出来。此时，

武纪勋衣服上冒着烟，脸也被熏得黢

黑。

本以为已经脱离了危险，可突发的

情况让众人的神经再次绷紧。老张指着

房里哭了起来：“摩托车刚加满汽油，要

是爆炸了可怎么办啊……”

“所有人往后撤，屋内有易爆物！”

话音未落，武纪勋转身第二次冲入了火

海。此时的摩托车被烘烤得十分烫手，

但他没有半点迟疑，拼尽全力将摩托车

推了出来。

几分钟后，消防车赶到，武纪勋赶

紧迎了上去。“我是一名军人，这里的

火情我最清楚，我给你们带路。”经消

防员同意后，武纪勋又一次冲在了最

前头，第 3 次进入火场协助消防队最终

将火扑灭。

休假战士三入火海
■罗 丹 牟春洋 本报特约通讯员 杨开明

“机关检查基层政治教育，真的不

查教育笔记本了！”最近几次检查，让北

部战区某调度中心勤务保障分队一级

上士潘东宁意识到，机关此前出台的规

定绝非一句空话。

去年 4 月，《军队思想政治教育规

定》下发后，北部战区某调度中心党委

决定，严格按照规定要求，不再把学习

笔记、心得体会等情况作为检查思想政

治教育落实的依据。

不翻笔记、不看登记，并不代表不

注重教育质效。如何有效提升思想政

治教育质效，成了该中心党委落实规定

要求的“下篇文章”。

“ 思 政 课 讲 得 好 不 好 ，关 键 看 内

容 。 如 果 授 课 内 容 不 能 触 及 思 想 灵

魂 ，引 起 共 鸣 思 考 ，那 就 不 是 一 堂 好

课 。”该 中 心 政 治 工 作 部 主 任 姜 光 临

告 诉 记 者 ，在 探 索 如 何 讲 好 思 政 课

时 ，大 家 一 致 认 为 ，会 讲 故 事 、讲 好

故 事 更 能 撬 动 心 灵 。 所 以 ，他 们 在

组 织 教 育 实 施 时 ，更 多 地 注 重 用 红

色 经 典 、英 雄 前 辈 的 故 事 作 为 授 课

切 口 ，使 教 育 内 容 更 加 生 动 鲜 活 ，更

有 感 召 力 。 同 时 ，让 先 进 典 型 走 上

讲 台 ，用 自 己 的 亲 身 经 历 来 引 导 官

兵 、感 召 官 兵 ，从 而 激 励 他 们 在 本 职

岗位建功立业。

为保证教育效果，该调度中心还

结 合 本 单 位 任 务 特 点 ，坚 持 创 新 驱

动，借鉴网络云、慕课、微课等理念和

手 段 ，精 心 打 造 主 官 慕 课 、官 兵 微 课

等教育模式，使官兵可以在网上时时

受教育。

将力气花在如何讲好思政课上，

施 教 者 和 受 教 者 都 受 益 。 该 中 心 政

治工作部干事胡兴惊喜地发现，过去

的一年多来，教育课堂氛围更加活跃

了，官兵们在课上课下也有了更多自

己的思考。

“课讲得好，我们就记；课讲得一

般，我们就不记。没有了定期检查笔记

的压力，我们上课的时候精力更集中。”

二级上士王文学介绍，他记的笔记在内

容上也在悄然发生变化——过去上课，

讲什么记什么，就像二传手，如今更多

的是写一些自己听课的心得体会，都是

实实在在的干货。

王文学的感触道出了大家的心声，

而作为授课者，某军代室主任康健深切

地感到肩头的担子更重了。“抛开了记

笔记的硬性要求，官兵们把更多的精力

放在听课本身，对于教育内容也有了更

高的期待。”康健说，他需要更加用心地

准备教案，才能满足官兵们日益增长的

精神需求。

重质效，检查不翻笔记
■本报记者 宋子洵 通讯员 胡 月 张新玮

机步二连“新时代官兵奋斗青春”

教育课上，中士王洪杰兵说兵事，饱含

真情实感，引发全场共鸣；火力连将手

机 带 入 课 堂 ，利 用 学 习 强 军 APP“ 战

友+”模块推送优质视频，鼓励官兵走

上讲台分享感悟心得……在最近的教

育检查中，海军陆战队某旅宣传科干

事 江 鹏 难 掩 喜 悦 ：“ 走 开 教 育 创 新 路

子，各连队的教育课堂较以往活跃了

不少。”

可在一个季度前，如何提升基层思

想政治教育质效还是让江鹏头疼的问

题。官兵参与度不高、教育形式单一、

课件老旧……面对这些反复出现的共

性问题，他一时也没了主意。

借蹲点之机，江鹏带着问题住进

了防化连。聊起政治教育，指导员陶

佳伟将内心想法一股脑地说了出来：

“现在官兵年龄层次、学历水平、成长

环境、婚恋状况都各不相同，但我们无

论 搞 什 么 教 育 都 是‘ 一 锅 煮 ’‘ 一 刀

切’……所以，我想搞个小创新——明

天的教育是关于婚恋观的，我准备把

战士分为已婚与未婚两组，分两个场

地进行，由我和连长分别组织。连长

石蒙以前当过指导员，搞教育也是一

把好手。”

第二天的教育课上，石蒙围绕如

何处理好夫妻关系讲授经验，引发已婚

军士共鸣；未婚的陶佳伟则把自己正确

交友的经历带上课堂，台下笑声阵阵。

一堂课上下来，不少官兵笑言：“像跑 5

公里一样酣畅淋漓。”

以这堂课为切入点，江鹏和其他蹲

点干部一起对基层思想政治教育展开

调研，不限制授课场地、申请手机带入

课堂、培养军士政治教员等一些好点子

写入蹲点报告，得到该旅政委谢志军认

可。进一步研究后，该旅确立“一统三

分”的教育组织模式，即统一组织主题

教育、专题教育等共同教育内容，区分

层次、对象、时段突出教育重点，根据入

伍时间、认知水平、岗位需求的不同，将

官兵划分为不同类别，进一步明确教育

内容，有针对性地设置相应教育内容，

同时在机步二营展开手机进课堂试点。

路子对了，效果立显。江鹏欣喜地

告诉笔者：“该模式一经实施，一举改变

了过去干部‘吃不饱’、战士‘不消化’、

政治教员抱怨‘众口难调’的局面。”

“像跑5公里一样酣畅淋漓”
■张潇赫

记者探营

机关已经明文规定不检查战士们

的学习笔记了，为啥眼前这名战士还是

记了满满一大本？偶然间看到北部战

区某调度中心勤务保障分队一级上士

郭子赫的教育笔记本时，该中心政治工

作部干事张家明有些不解。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张家明找到郭

子赫，一探究竟。

“真的是有感而发！”郭子赫有些不

好意思地说，有些课讲到了他的心坎

里，让他不自觉地萌生出一些不得不记

在本子上的感悟。

郭子赫告诉张家明，入伍前，他一

直心怀梦想，想在部队干出一番事业。

但来到部队后发现，出车、勤务、站岗值

班等工作占用了大量时间，让他一度产

生了“混日子”的思想。

有一次，某军代室主任王镜凯在上

课时讲到了几十年如一日驻守在边防

铁路线的老典型薛敏峰，讲到了长期坚

守朱日和训练一线的军代表张威伟，他

们的奉献精神深深地打动了郭子赫。

他认识到，其实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

“战场”，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到极致，

并一直坚持下去，是一件很有意义、很

了不起的事。

授课结束，郭子赫将这些感受记在

了自己的笔记本上，写满了整整两页

纸。也是从那天开始，只要有思想政治

教育课，郭子赫就听得格外认真，在听

到感兴趣或对自己有所触动的内容时，

就把内心感受记录下来。

“ 像 郭 子 赫 这 样 ，在 授 课 结 束 后

自 发 将 感 受 记 录 下 来 的 官 兵 不 在 少

数 ，有 的 战 士 没 有 记 那 么 多 ，但 都 会

记一些，一般集中在自己感兴趣或者

印 象 比 较 深 的 课 上 。”军 士 分 队 长 李

长明说。

张家明将这个情况带回了机关，立

刻引起了该中心领导的高度重视。

“官兵是否自觉地记录下心得体

会，可以从侧面反映出教育质效的高

低。作为授课人，一定要为官兵奉上

一 堂 堂 高 质 量 的 思 政 课 。”该 调 度 中

心 领 导 一 方 面 对 授 课 人 提 出 更 高 要

求 ，确 保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课 的 质 量 ，另

一 方 面 鼓 励 官 兵 们 将 听 课 感 受 分 享

出来。

“官兵通过交流心得体会进行思想

碰撞，可以让教育达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张家明说，这既是对授课人的无形

督促，更是对教育内容的二次吸收。

听好课，感悟发自内心
■本报记者 宋子洵 通讯员 胡 月 张新玮

11 月 2 日，空

军空降兵某旅组织

多伞型多课目跳伞

训练，锤炼官兵伞

降技能。

姚十全摄

近日，某信息通信旅组织官兵开展装备应急开设课目训练。 王锡文摄

闪耀演兵场

延伸阅读

身边的感动

伞兵天降

《军队思想政治教育规定》明确，不得把开会发文、教材教案、学习笔记、心得体会等情况作为检
查思想政治教育落实的依据，不得搞简单考背记、痕迹管理等，坚持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请看记者从北部战区某调度中心发回的一组报道——

营连日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