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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兵心声

强基瞭望

某连指导员 赵胜之：教育创新要

尊重官兵主体地位。纵观我军历史上

一 些 重 大 教 育 的 成 功 实 践 ，一 个 重 要

特 征 就 是 经 过 强 有 力 的 组 织 带 动 ，将

广大官兵的政治热情转化为普遍的共

同 行 动 。 教 育 者 不 能 高 高 在 上 唱“ 独

角 戏 ”，而 是 要 融 入 官 兵 当“ 领 唱 者 ”。

比如我营组织“战史告诉我们什么”群

众性讨论，发动官兵走上讲台讲述“文

物背后的故事”，就是让官兵在教育中

唱 主 角 ，依 靠 群 众 的 智 慧 和 力 量 燃 旺

教 育“ 炉 火 ”，充 分 发 挥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工 作 在 立 德 树 人 、为 战 育 人 上 的 服 务

保证作用。

某旅宣传科干事 路玉瑾：讲不到

官兵心坎里是最大问题。现在教育授

课的方法手段越来越多，但有时教育效

果却不尽如人意。一方面，授课人把不

准 官 兵 的 活 思 想 ，找 不 准 官 兵 的 关 注

点，不是从官兵出发来确定教育选题和

内容，台上讲得“妙语连珠”，台下官兵

却“昏昏欲睡”；另一方面，授课人自身

学习积累不够，没有打通原理与道理、

理论与实践的关节，说不透“大众化”，

提不出“方法论”，讲起课来只能强塞硬

灌、空喊口号，官兵听得云遮雾绕、不明

所以，达不到说服人、打动人、感染人的

效果。

某装训基地二级上士 蔡春红：加

强教育协作打造精品课堂。今年初，我

所在的战区空军推出基础教育系列视

听 课 ，课 堂 从 线 下 教 室 搬 到 了 线 上 馆

所，由一人讲、满堂灌变为齐参与、众筹

式，作为一名受教者，我觉得这样搞教

育既有意思又有意义。授课中，我能深

刻感受到每个环节的别具匠心，对党的

创新理论的理解领悟也更加深刻。同

时，得益于教育协作区的广泛推开，教

育资源在各单位间相互流动，配置日趋

合理，“好课产品线”开足马力运转，每

名 官 兵 都 参 与 其 中 、从 中 获 益 。 我 相

信，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新时代我军

教育课堂一定能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

机活力。

某营教导员 韩 冬：善用兵言兵

语讲“大道理”。要根据新时代官兵的

心理特点，掌握网络语言的叙事风格，

找准“穴位”、敲对“鼓点”，把“大道理”

讲成言之有物、入情入理的实在话，讲

成关乎人人、契合自身的家常话，讲成

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群众话，从而消

除隔阂、拉近距离。同时，面对网上各

种 不 实 言 论 ，要 敢 于 第 一 时 间 引 导 发

声，加以批驳澄清，并引导官兵讨论辨

析、正本清源，用“军营一堂课”压倒网

上的噪音杂声。

某雷达站指导员 姚奇峰：言传身

教是最朴实的教育。任雷达站主官后，

我感到教育者唯有既重言传、又重身教，

以上率下、言行一致，思想政治教育才能

取得实效。反之，说一套做一套、台上一

套台下一套，就会从“上游”造成污染，削

弱教育公信力。教育者要持续在强内

功、树形象上下功夫，练就过硬的“做功”

与“说功”，身体力行讲好“大道理”“正道

理”“实道理”，以言传与身教的统一，让

官兵不仅明白“是什么”，更懂得“为什

么”“怎么做”，切实增强教育的说服力感

染力，真正让教育走进官兵、引领官兵、

赢得官兵。

（马晓东、刘清超整理）

记者探营

“强军十年，武器装备换代、新式

军装配发、野战食品保障升级，无不让

我们练兵备战更添信心，更有底气。”

12 月中旬，渤海之滨，中部战区空军

地导某旅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教育课上，理论服务轻骑队队员、地

导某营三级军士长张永利手持一份思

维导图分享自己的心得体会，让战友

们深受触动。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该旅第一时间组建理论服务轻

骑队，分赴全旅基层单位开展宣讲辅

导。曾两次参加阅兵任务并担任基准

车驾驶员的张永利，与其他 5 名战友

一道加入这支队伍。

“轻骑队成员来自基层，他们讲的

是真情实感，官兵听得懂、能领会，就

更会真心认可、坚定落实。”该旅政治

工作部宣传科科长张磊道出组建轻骑

队的初衷。

参加宣讲辅导后，上等兵魏云博备

受鼓舞，主动报名参加营里开办的“士

兵讲堂”。分享交流中，他激动地说：

“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是全军

官兵共同的使命任务，具体到我身上，

就是立足岗位练好本领，脚踏实地担当

作为，挺立起新时代革命军人的好样

子！”虽然寒潮来袭，但官兵们迎着凛冽

寒风刻苦训练，阵地上一派火热的练兵

场景。不久前，魏云博所在班报名参加

了旅比武竞赛，在某装备操作协同课目

比拼中创造了新的纪录。

走在该旅营区，火热多彩的思想

政治教育课堂随处可见。

“几十年的战斗历程，年轻的高射

炮兵创造了击落敌机 617架、击伤敌机

846 架的辉煌战绩，117 位战斗英雄壮

烈牺牲……”某营荣誉室里，“英雄炮四

班”第 23 任班长王健为刚刚下连的新

兵讲述前辈的热血青春，围绕“时代各

有不同，青春一脉相承”开展微教育。

他永远忘不了，自己随连队指导员邵凯

辗转千里来到一等功臣金根潭家中的

难忘经历。那一天，两代“英雄炮四班”

班长的深情对话让人动容——

“老班长，在当年那次战斗中，炮

四班 3 名同志牺牲、4 名同志负伤，您

右臂、左额和胸部被弹片击中，依然强

忍剧痛装填数十公斤重的炮弹，让我

们知道了什么是血性、什么是革命军

人……”

“过去，我们用落后的装备打败了

强敌，今天你们有了先进的导弹，一定

要保卫好祖国，打败任何来犯之敌！”

老班长的殷切嘱托，深深地烙印在了

王健的心底。

在该旅，新兵入营的第一课是优

良传统课，雷打不动的党团日是战斗

纪念日，常态开展的教育活动是“战史

告诉我们什么”大讨论。他们编辑制

作《高炮雄风》《守望蓝天》等 30 余个

微视频，在多家军地媒体播发，被很多

官兵收藏在手机里，时常打开观看，接

受红色传统的教育熏陶。

赓续英雄血脉，不是“灰烬”的守

护，而是“火焰”的传递。

“演习中，我们发扬争分夺秒、敢

打必胜的传统作风，集智攻关、连续奋

战，最终啃下了这块‘硬骨头’！”前不

久，该旅举办“利剑标兵”事迹分享会，

地导某营营长王伟男讲起了部队列装

新装备后组织的首次实弹射击，赢得

在场官兵阵阵掌声。

去年，这个营列装首套某型地空导

弹武器系统，部队建设发展站上新的起

点，机遇难能可贵，挑战前所未有。

“班长，新装备咱能驾驭得了吗？”

“这可不好说，学起来可能要费不少力

气！”接装前，面对晦涩的专业理论，有的

战勤人员心里打起了鼓，本领恐慌的背

后，也有人担心跟不上形势而被淘汰。

该营教导员吕本书针对官兵思想

实际，组织“如何继承历史荣誉，怎样

建设新装部队”专题教育，号召全营官

兵弘扬“英雄高炮”精神，迎难而上续

写新辉煌。

紧接着，该旅技术团队下沉到营

连，轮流为官兵授课辅导，深入讲解新

装备知识，研讨操作技术难题。大家

的信心迅速建立起来，思想达到统一，

有时为了弄懂一个问题，会一直探讨

争论到深夜。

“如果说我们是一块生铁，那演训

场就是熊熊燃烧的炉火，在这里我们

才能淬炼成钢，发光发热。”接装仪式

上，“英雄炮四班”班长王健激动万分、

斗志昂扬。他号召全班同志发扬优良

传统，全力研究攻关，争取第一个掌握

装备、第一个通过考核、第一个形成战

斗力。

随处可见的多彩课堂，点燃了思

想政治教育的“一膛炉火”，持续激发

官兵的练兵动力。在 2022 年，这个营

上高原、战戈壁、闯大漠、驻海滩，辗转

万余公里，出色完成多项重大任务，创

下该新型装备多个“首次”，战斗力转

型蹄疾步稳。

“今年，我们建起覆盖全旅的‘网上

推门听课’系统，上下联动打造‘精品一

课’教育平台，为‘生命线’加载‘数据

链’。”某营助理工程师侯晓霞告诉记

者。侯晓霞是该旅优秀政治教员，前不

久，她和战友主创的文化育人课《闪闪

的红星》、史馆沉浸课《营史回眸》被空

军评为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课堂成果。

教育课堂迸发创新活力，离不开

党委机关的模范带头。该旅政治工

作部主任王江宾感慨：“思想政治教

育融入中心工作才有力度，解决现实

问题、回应官兵关切才有温度。”2022

年，王江宾紧盯教育创新开展调查研

究，10 余篇问计基层官兵、指导基层

教育的研究成果在中央军委强军网

“建言献策”栏目刊发，他本人还受邀

为战区空军政治教员施教能力培训

班辅导授课。

“教育不是灌满一桶水，而是点燃

一团火。必须扭住真理真实真情去说

服人、感染人、打动人。”该旅借鉴战区

空军做法，每年举办一期政治教员施教

能力培训，通过思想碰撞激活创新动

能，培养出一批组教抓教的行家里手。

今年培训期间，某连指导员孙崇

伟交流学习体会。2021 年，孙崇伟在

战区空军授课比赛中获得一等奖。受

其影响激励，某营军士刘子石也报名

参加了授课比赛，经过层层选拔，他最

终获得了参加战区空军授课比赛的

“入场券”。

“我们要主动给自己来一次‘革

心’‘换脑’，努力适应新形势，跑出加

速度，展现新时代军士的昂扬风貌。”

站在讲台上，刘子石从自己眼中的士

兵制度改革，讲到连队练兵备战的火

热实践，自信从容、侃侃而谈，赢得评

委和官兵的一致认可，作为参赛的唯

一一位军士政治教员获得优秀奖。

刘子石的经历激发了干部骨干参

与教育的热情，不少军事干部、训练标

兵、技术能手等陆续加入政治教员队

伍，该旅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现从“少

数人抓”向“大家来做”的转变。

中部战区空军地导某旅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多彩课堂燃旺“一膛炉火”
■孙溢玄 本报特约记者 张 雷

闪耀演兵场

连日来，火箭军某部组织驾驶

员集训，提高部队遂行任务能力。

右图：闻令而动，展开训练。

下图：开展“8字路”驾驶训练。

张 峰摄

从活用 VR 设备、AR 技术、“学习

强军”APP、军营唱吧等媒介载体，让

教育形式内容更精彩；到根据任务进

程、阶段转换，打造“阵地讲堂”“车厢

故事会”“理论服务队”，让教育场所平

台更丰富；再到持续改进教育检验办

法、细化教育资源统筹、围绕“三会一

好”组织优秀政治教员评比……回顾

2022 年，全军部队深刻把握思想政治

教育新特点、新规律，坚持守正创新、

靶向攻坚，摸索出一条条新思路，推出

一个个新举措，这深刻启示我们：思想

政治教育是做人的工作，活力在创新、

潜力在创新、未来也在创新。

当前，越来越多的地方适龄青年

涌入火热军营，他们的生活阅历、价值

追求更加多元，思想受外界因素的影

响也更加多样，只有敏于识变、因势利

导，坚持在教育内容、理念、方法、手段

和机制等方面改进创新，不断找准“穴

位”、打到“鼓点”，才能确保教育的质

量效果。

就拿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来说，应充分尊重官兵主体地位，创

新运用信息网络、新闻舆论、典型示

范、文化熏陶等喜闻乐见的学习手段，

充分调动训练标兵、技术尖子、理论骨

干等施教力量，统筹盘活社会、军队、

家庭等各方面教育资源，对党的二十

大精神进行接地气、冒热气的宣传解

读，让官兵愿意听、记得住、能照做，自

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

部署上来，为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

斗目标贡献力量。

同时必须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

创 新 绝 不 能 贪 图 形 式 上 的 热 闹 ，课

堂 上 的“ 声 光 电 ”、课 件 里 的“ 高 大

上”，一旦冲淡了主题、掩盖了内容，

就很难做到入脑入心。教育的对象

是人、核心是人，一切创新都必须以

官兵为聚焦点、发力点和落脚点，紧

贴 活 思 想 和 现 实 问 题 ，不 能 舍 本 逐

末 。 从 目 前 基 层 部 队 的 实 践 来 看 ，

有 的 在 教 育 的 方 法 手 段 上 用 力 很

多，而对教育效果关注不够，也缺乏

检验的手段；有的动不动就搞“堂堂

之 阵 ”，非 得 拉 开 架 势 、轰 轰 烈 烈 才

算高度重视；有的把官兵当道具，满

足 于 完 成 任 务 ，使 教 育 课 成 了 政 治

教 员 一 个 人 的 表 演 …… 这 些 做 法 ，

偏 离 了 教 育 的 本 真 、忽 视 了 教 育 的

主体。

教育贵在“真”“情”“理”，教育创

新也是一道内涵丰富的“综合题”。要

因人而异、因材施教，以事实上的真

实、情感上的真挚、思想上的深刻、逻

辑上的自洽说服官兵、引领官兵、塑造

官兵，使三尺讲台常讲常新、铸魂育人

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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