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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祖国和人民需要，最后一枚

导弹就是我和我的战机，在生死关头

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前不久，南

部战区陆军组织政治教员比武，第 74

集团军某旅指导员吴涵把时事热点、

身边故事结合在一起，以“案例启发+

情感交流”等官兵喜闻乐见的方式，让

授课既“有意义”也“有意思”，最终从

50 名参赛政治教员中脱颖而出，取得

优异成绩。

让人颇感意外的是，这天距离吴涵

从飞行参谋转任指导员才一月有余，而

此类比武，他也是首次参加。初出茅

庐，一名年轻飞行员缘何能在激烈的政

治教员比武中过关斩将？走下赛场，吴

涵道出原因：“真正助我突出重围的，不

是精美的课件和雕琢的词句，而是和战

友们一起驾机奔赴蓝天、矢志向战而行

的难忘经历。”

“政治工作只有融入作战训练，才

能校准方向打胜仗，凝聚兵心显威力。”

该旅领导介绍，吴涵虽然不是一名有经

验的“老政工”，但多年担任飞行参谋的

战训经验、多次驾机翱翔蓝天的飞行经

历，让他对开展政治工作有了深入思

考，通过旅里大力培养和跟踪帮带，他

才得以在政治教员比武中一鸣惊人。

如今在该旅，这种“新鲜事”并非个

例。该旅通过一系列聚焦备战打仗的

务实举措，培养了一批像吴涵一样既善

谋打仗、又会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政治

干部，他们活跃在练兵备战一线，带领

官兵在火热的强军实践中争创佳绩。

——遴选飞行员充实政治干部队

伍。过去，该旅各级政治主官多由地面

干部担任，很难实时了解飞行员的思想

动态。调整改革后，该旅各直升机营政

治干部岗位增多，他们遴选素质全面的

飞行员担任政治干部，充分发挥其既懂

飞行训练又会做思想工作的优势，在跟

飞带飞、组训施教中把政治工作辐射到

每个战位。

—— 探 索 地 面 政 治 干 部 跟 飞 模

式。以往，该旅地面政治干部跟训只涉

及跟班进场，不了解空中情况。如今，

他们积极探索政治干部跟飞模式，执行

重大任务时，在条件允许情况下，地面

政治干部也随飞行员一起翱翔蓝天，不

仅可直观感受战训情况，摸清飞行员现

实表现、技战术状况，更能获得“空中视

角”，当好飞行员思想的“领航员”，及时

跟进发现、疏导解决训练中产生的各种

思想问题，使政治工作与作战训练同频

共振。

—— 聚 焦 研 战 务 战 开 展 强 化 培

训。以往，该旅开展政治干部培训重在

培养研、说、写、教等专项技能，由于个

别政治干部指挥素质不强、不懂飞行专

业，导致政治工作一度与飞行训练结合

不紧，效能发挥不好。如今，该旅政治

干部练指挥技能、学飞行知识已成常

态，中军帐里飞行营长和教导员一同筹

划、研究、复盘已成常态。

政治工作与军事训练越融合，对

战斗力贡献率越高。随着该旅“政治

干部学军事”活动深入开展，越来越多

的政治干部成长为军事训练的行家里

手。从“天鹰微课”到“机舱议战”，该

旅政治干部在执行演训任务过程中，

探 索 出 一 整 套 开 展 特 色 政 治 工 作 招

法，多项作战中政治工作研究成果落

地开花。

“搏击长空心向党，鹰飞万里不迷

航。”该旅领导朱江告诉记者，这些年，

随着政治工作日益融入作战训练，政治

干部在飞行训练中发挥作用越来越明

显，一批能文能武的政治干部开始涌

现，有效激发了官兵工作训练热情，部

队圆满完成多项重大任务，多次受到上

级表彰。

融入训练，政治干部大显身手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许浩杰

记者探营

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

坤。我军历来倡导军政不分家，政治干

部既会做思想工作又会指挥打仗，是我

军的优良传统。战争年代，政治工作的

阵地在前线战壕中、行军征途上，广大

政治干部在残酷的斗争实践中，总结出

一系列实在管用的政治工作招法，磨炼

出既善于凝心聚力、又善于带兵打仗的

过硬素质。

军队全部工作都是围绕能打仗、打

胜仗来展开的，政治工作也不例外。政

治干部既是战场动员的主角，也是冲锋

陷阵的标杆，必须把学军事、谋打仗作为

主课来修、主业来抓、主责来担。政治干

部的良好形象靠嘴皮子“吹”不出来、靠

任职命令“树”不出来，只能靠军政双优、

文武兼备的过硬本领立起来。政治干部

懂军事，抓大事、把方向才有定力；打仗

在行，参与指挥、助力打赢才有底气。

“纸”上得来终觉浅，言传身教向战

行。奋进新时代、建功新征程，各级要

坚持在遂行重大任务中摔打政治干部，

深入研究作战中政治工作的作用机理、

运行机制和实现途径，按照战斗力标准

选人用人，努力增强政治干部队伍的生

机和活力。同时，政治干部必须深扎一

线战位摸爬滚打，潜心学军事、学指挥、

学科技，精熟谋略、练强本领，在战斗力

建设各方面全过程探索新的政治工作

管用招法，在军事斗争准备中发挥政治

工作威力。只有这样，才能继承政治工

作好传统，立起政治干部好样子。

继承好传统 立起好样子
■张磊峰

短 评

“这次演习，总的来说大家士气都

很高昂，但仍存在战斗部署后跑位路径

较长、侦察取证的动作要领不够规范等

短板……”日前，参加完上级组织的一

次演习后，中队照例召开复盘讲评会。

我率先将演习中暴露出的几个问题精

准地“抛”出来，引发了大家热烈的讨

论。而自己刚履新时，遭遇的却是完全

不同的情景。

“我独挑大梁能行吗？”记得刚从大

队人力资源干事岗位调整任中队教导员

时，恰逢中队长被派往另一驻点工作。

面对新角色新工作新挑战，我心里一度

也没底。虽说以前参加过几次机关“政

治干部学军事、学指挥、学科技”培训，有

一定的军事指挥基础，但真正到基层担

任主官，还是感觉有些底气不足。

不久后，我的担忧变成了现实。在

机关组织的综合演练中，作为舰船指挥

员的我，看着大家热火朝天的操演场

面，自己却说不上话、插不上手。最终，

由于我对“敌情”判断失误，致使己方陷

入被动。

“其实问题也不大，下次也许会好

一些”“可能是个偶然，大家不要太放在

心上”……复盘讲评会上，本想让几名

组训施训骨干分析这次失利的症结所

在，我再根据大家的发言进行总结。没

想到，大家的“支支吾吾”使会议陷入冷

场。无奈之下，我只好将这次开了不到

10 分钟的复盘讲评会草草收场。

“教导员，大家其实是不想让您感到

尴尬。”当晚，我将几名骨干叫到房间，在

我的一再追问下，他们道出了实情，“您

刚任职没多久，就啃了军事指挥这个‘硬

骨头’，大家都理解您，所以不想直指问

题矛盾，怕您失去信心。”“我们都知道您

以前很少接触这方面工作，倘若我们一

五一十地进行复盘分析，担心会把您

‘晾’在一边，让您脸上挂不住……”

面对战士们的“好意”，我心中五味

杂陈。痛定思痛，当即暗下决心：越是

“硬骨头”，就越要抓紧啃下来！

“教导员，您咋能当我徒弟啊？”第

二天，当我找到军士船长徐也，讲明想

拜师学艺时，他一时难以置信。最终，

在我的一再恳求下，徐也决定收了我这

个“徒弟”。从钻机舱、跑战位，到操装

备、排故障，指挥流程不熟练就勤跑勤

问、基础理论不过关就熬夜补课，我如

同新兵一样跟在徐也后面边看边学，既

觉得兴奋又有满满的获得感。此后，又

有 10 多名老参谋、老班长，先后成了我

的老师。

光学懂还不够，更重要的是会用。

为此，我开始着手打通学习成果转化运

用的“最后一公里”。不管是上级组织

的演习演练、难题攻关，还是兄弟单位

开展的专业考核、复盘讲评，我都积极

参与到方案制订、要素模拟、情况导调、

总结检讨等各个环节，在切身体验中全

面提升军事素养。

一段时间过后，我心里越来越有底

气。复盘讲评会上，骨干们“支支吾吾”

的情况也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气氛

热烈的讨论场面。之后的几次任务中，

由于我指挥得力，单位取得了较好的成

绩，受到首长机关的肯定。

时至今天，我仍然经常想起自己

在复盘讲评会上遭遇的“冷场”，引以

自警自省自励。政治干部唯有练就扎

实过硬的军事素养，才能成为“两个行

家里手”，才能真正在练兵备战的岗位

上挺直腰杆。

（本报特约记者 黎友陶、通讯员

万永康整理）

独挑大梁，战士们帮我挺直腰杆
■南部战区海军某大队勤务船中队教导员 邵洪坤

图①：11月 7日，武警安徽总队合肥支队举办主题板报展评活动，进一步浓厚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氛围。 徐 伟摄

图②：连日来，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五支队通过多种形式组织官兵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 时佳龙摄

带兵人手记

①①

“小潘，有个设计旅徽的任务，你

有没有兴趣？”“指导员，包在我身上！”

看着眼前如此积极的小潘，我默默为

他点赞的同时，思绪也不知不觉回到

从前。

刚下连时，小潘体能较弱且性格

内向，与大多数战友都合不来。久而

久之，他竟成了大家口中的个别人。

作为指导员，我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与小潘多次促膝长谈，他也只是支支

吾吾，怎么都不愿敞开心扉。

就在一筹莫展之际，当年老班长

的一通电话点醒了我。电话里，我们

一起回忆我还是义务兵时的青葱岁

月，老班长打趣道：“你当年可是全连

出了名的‘刺头’呀，他们都说你是个

带不好的兵，我偏不信。带兵可是门

艺术，需要多一点耐心。我发现你喜

欢看书，就默默观察你在看啥，然后

也找来读，久而久之咱俩就有共同语

言了……”听罢老班长的话，我眼眶

微微湿润，也终于找到帮助小潘走出

低谷的办法。

一天翻阅战士心得体会时，我留

心 发 现 小 潘 有 一 定 的 文 字 功 底 ，通

过进一步了解，才得知他还有摄影、

视 频 制 作 等 特 长 。 而 这 些 ，他 此 前

从未透露过。兴趣的牵引往往能产

生 不 竭 动 力 ，于 是 我 鼓 励 他 向 新 闻

报道方向发展。

“ 指 导 员 ，我 从 来 没 有 干 过 ，恐

怕……”“不会咱就学，我带着你一起

学！”打那开始，每天晚点名后，我都带

着小潘悟方法、学技巧、挖掘新闻点。

他也从一开始的不太情愿、心存忧虑，

渐渐变得阳光自信、积极主动。

此后，每次驻训演练期间，总会

见到小潘背着“长枪短炮”记录采访

的身影。一篇篇沾满“泥土气”“硝烟

味”的新闻报道也不断见诸媒体，他

凭借出色的表现被评为“旅新闻报道

先进个人”。

多些耐心，才能走进战士内心。

此后，我循着这样的带兵理念在连队

开展各项活动，不仅让战士们充分发

挥出自己的优长，更取得了大家的信

任，连队建设也蒸蒸日上。

（刘 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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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班 员：北 京 卫 戍 区 某 警 卫 团

指导员 徐 天

讲评时间：11 月 1 日

最近我发现，对于连队值班员的晚

点名讲评表扬，大多数同志都会受此激

励、鼓足干劲，但也有少数兵龄较长的

同志不以为意、不为所动。深入了解得

知，这些资历较老的同志，觉得讲评表

扬“分量”太轻，只有立功受奖才是真正

的荣誉。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一方面，

如果不注重一点一滴的小进步、日常讲

评的小表扬，只盯着立功受奖干工作，

不仅会滋生眼高手低的惰性思想，也会

给连队整体建设带来负面影响。另一

方面，连队值班员每天讲评好人好事，

目的是希望大家能在日常工作生活中

发现身边战友的闪光点，营造“比学赶

帮超”的浓厚氛围，老同志更应主动发

挥模范带头作用。

下一步，连队将加强对日常工作表

现的考察，把每天讲评被表扬的个人记

录备案，区分训练、内务、作风等方面每

月评选标兵个人，让身边先进上龙虎

榜、光荣榜，同时将讲评结果纳入季度

双争评比参考。希望大家都能珍惜荣

誉、崇尚荣誉，努力提升能力素质，为连

队建设贡献力量。

（孔子龙、赵思嘉整理）

荣誉再小也应看重珍惜

值 班 员：武 警 第 一 机 动 总 队 某

支队教导员 左向阳

讲评时间：11 月 3 日

近期，大家备战训练考核的热情

很高，不少同志利用训练间隙主动背

记理论要点，值得表扬。但是，我也发

现个别同志在背记装备操作相关理论

时，仅仅停留在知识点背会了、考核题

做对了，而在实际操作使用过程中，为

了追求速度、成绩，不按规程完成相关

动作，这不仅削弱了理论学习成果的

有效转化，还会对武器装备产生不利

影响。

学 习 的 目 的 在 于 应 用 。 如 果 不

能 用 所 学 理 论 指 导 实 践 ，那 就 失 去

了 理 论 学 习 的 意 义 ；如 果 不 能 把 学

习 与 训 练 紧 密 结 合 ，就 会 使 练 兵 备

战 质 效 大 打 折 扣 。 换 个 角 度 思 考 ，

我 们 在 考 核 中 设 置 理 论 课 目 的 目

的 ，并 非 只 是 简 单 检 查 背 记 是 否 牢

固 ，而 是 为 了 让 大 家 通 过 理 论 学 习 ，

更 加 熟 悉 操 作 使 用 流 程 ，把 相 关 技

能掌握得更扎实。

下一步，支队将完善对理论学习成

效的检验方法，突出考察实践运用。希

望大家能端正学习态度，真正瞄准练强

本领、提高素质加强理论学习，切实做

到知行合一。

（丁 一、李德松整理）

理论学习贵在知行合一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