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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 视 点

参加分享教育，就像
坐在火锅旁，人人都能来
上一筷子

武警广东总队清远支队机动中队被

上级定为开展分享教育的试点单位后，

指导员胡家涛经历了一段心路历程。

一开始，胡家涛觉得这是“负担”。

但很快，他改变了看法：“选我们中队作

为试点单位，是对我们的偏爱！”

看法发生一百八十度转变，是因为

胡家涛发现，大家参与分享教育的热情

高，效果也好。

那天，胡家涛点了上等兵岩应坎的

名，让岩应坎分享一下对于“家国情”的

理解和感受。

站 在 台 上 ，这 位 来 自 西 双 版 纳 的

士兵，先用葫芦丝演奏了一段《月光下

的 凤 尾 竹》，然 后 从 歌 曲 内 容 入 手 ，分

享 了 自 己 的 感 受 —— 美 丽 富 饶 的 家

乡 、令 人 向 往 的 爱 情 、肩 头 的 神 圣 使

命 。 分 享 结 束 时 ，掌 声 热 烈 得 让 胡 家

涛感到意外。

那一刻，胡家涛认定：分享教育有搞

头。

后来，上台分享自己故事的官兵越

来越多，胡家涛渐渐理解了分享教育的

妙处：“参加分享教育，就像坐在火锅旁，

人人都能来上一筷子。”

对此，清远支队执勤三中队指导员

项江宏也感同身受。

去年 7 月，广东清远、韶关等地普降

暴雨，引发洪灾。总队上百名官兵闻令

出动、星夜驰援、日夜奋战。

任务结束后，一堂以“团结就是力

量”为主题的分享教育，让项江宏记忆深

刻。

“排长自己饿着肚子，把熟鸡蛋让给

我吃。平时对我们严格要求的他，原来

是一个暖男。”

“一个浪打过来，我两脚踩空。班长

一把拽住我，我才得以脱险……”

“ 为 啥 奋 不 顾 身 ？ 因 为 使 命 在 召

唤 ；为 啥 无 所 畏 惧 ？ 因 为 身 边 就 是 战

友！”

那天，一个战士讲完，另一个就站了

起来。听着战友们的深情讲述，项江宏

心潮起伏：“那一刻，我突然知道了什么

叫滚烫的教育。”

“人人都往‘火锅’里放菜，人人都从

中感受美味、获得营养。”对胡家涛这个

形象的说法，湛江支队机动中队指导员

马德星表示认同，“分享教育推开后，破

解了一些教育难题。”

一次检查中，部分战士就餐时浪费

粮食的问题再次浮出水面。勤俭节约教

育以前搞了不少，但收效一般。

结合开展分享教育，马德星选定了

“弘扬传统美德、厉行勤俭节约”这个话

题，组织大家分享体会。分享中，二级上

士马弘达等人的顺口溜让人印象深刻：

“ 一 天 省 下 一 两 粮 ，10 年 要 用 仓 来 装 ”

“ 一 星 半 星 聚 成 斤 ，日 省 一 把 换 匹

马”……

之后，上等兵炊事员蔡昌霖发现，泔

水桶里的剩菜剩饭明显减少。

为什么分享教育效果好？马德星

认真琢磨，得出自己的结论：战友们分

享 的 是 自 己 的 成 长 经 历 和 内 心 感 受 ，

分享的过程，既有对内心意识的唤醒，

也有与其他战友观点观念的交融与共

鸣。

倾听战友们的故事，
不少官兵开始重新审视
自己的成长

“这周分享教育的主题是啥？”

“没想到班长也有一段这样的经历！”

像 这 样 的 交 谈 ，河 源 支 队 机 动 中

队指导员郭鹏飞“邂逅”过好几次。他

心 里 暖 暖 的 ，不 仅 是 因 为 战 友 们 喜 欢

这 种 教 育 形 式 ，更 因 为 一 些 变 化 正 在

发 生 —— 倾 听 战 友 们 的 故 事 ，不 少 官

兵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成长。

“整天站哨体现不出自身价值。”上

等兵张昊昊一度打算当两年兵后就退

伍。

听了一级上士夏雷的成长故事后，

张昊昊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夏雷最初想在特战专业有一番作

为，最终天天面对的却是警犬。“心绪纷

乱，充满了纠结。”从夏雷的分享里，张昊

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与其抱怨岗位不好，不如把当前专

业干精。”抱着这一想法，夏雷后来全身

心投入工作，干出了不错的成绩。

“没有不好的岗位，只有不愿奋斗的

自己。”当夏雷用这句话作结语时，张昊

昊心头一震。

此后，张昊昊像换了个人。他想扎

根部队，用奋斗证明自己。

这样的变化，在该总队所属部队随

处可见。

参 加 完 特 战 骨 干 集 训 后 ，上 等 兵

丁 启 文 如 愿 由 河 源 中 队 调 入 机 动 中

队 。 但 几 次 体 能 测 试 下 来 ，丁 启 文 的

成 绩 一 直 靠 后 ，成 了 补 差 队 员 ，“ 也 许

自己就不是干这个的料”。

正 在 沮 丧 时 ，丁 启 文 听 到 了 一 级

上士孙广进分享的故事。

那次，孙广进参加某国际比武参赛

选手选拔。当时，孙广进的初试成绩并

不理想。“机会是自己争取来的！”孙广进

决定拼一拼——每天，他穿着加重背心

参加训练，手掌、肘部、膝盖一遍遍被磨

破、结痂、再磨破……有时太累了，他就

躲在厕所里哭，但抹干眼泪他又冲进训

练场。

那次集训，最终只留下 6 个人，孙广

进恰好是第 6 名。

“我的经历和孙班长当年的经历几

乎一样。”丁启文觉得，孙广进能做到的，

自己也能做到。从那时起，丁启文像换

了个新发条，全身心投入训练中。

“官兵们分享的故事，都是亲身经

历 。”总 队 一 名 领 导 告 诉 记 者 ，“ 正 因

为 是 亲 身 经 历 ，才 更 加 可 信 、可 学 ，所

传 递 的 理 念 也 更 容 易 在 官 兵 心 中 扎

根。”

在分享教育课堂上，阳江支队执勤三

中队上等兵小魏点亮的是亲情的心灯。

小魏小时候父母离异，这让他对父

母心生隔阂。参军入伍后，他很少和父

母联系，工作上也打不起精神。

了解情况后，指导员李信廷有意安

排了《你好，李焕英》《爱在前方》等电影

让官兵观看，随后组织大家分享亲情故

事。

有的战友谈到探亲时看到了母亲的

白发，有的战友回忆起父亲冒着大雨到

学校给自己送伞的情景……听着听着，

很多人湿了眼眶。

此后不久，班长发现，小魏开始和父

母通电话了。小魏的父亲打给指导员李信

廷的电话里满是感激：“部队教育得好！”

分享教育要搞好，后
续工作更关键

“不经意间，我打开了心扉，生命的角

角落落被阳光填满。”参加分享教育后，对

自身发生的变化，深圳第一支队执勤一中

队上等兵李腾辉作了这样的诗意表达。

在战友眼里，李腾辉训练成绩不算

好，有时还跟不上趟。

一次分享教育中，李腾辉勇敢地站

了起来。一开始，他的声音很小，随后越

说越动情：“我的成绩是有些靠后，但我

一直在拼，我也见过凌晨 4 点的跑道，也

不怕手掌磨出血泡。”

这番发自肺腑的话，引起该中队指

导员李昕阳的关注。李昕阳决定与李腾

辉谈一谈。

那次谈心，李昕阳肯定了李腾辉的

努力，并为李腾辉量身定制了训练计划，

突出了臂力、耐力方面的训练。之后的

一切似乎顺理成章，李腾辉的训练成绩

越来越好，说话的底气也越来越足。

“分享教育要搞好，后续工作更关

键。”对于总队领导的这一叮嘱，李昕阳

如今有了深刻理解。

分享教育刚推开那段时间，总队党

委组织调研，发现教育效果并不太理

想：一些官兵嘴上表态多，吐露真实想

法的少；肯定成绩的多，分享挫折的

少；互相表扬的多，讲述问题的少……

这其中，既有教育引导的问题，也存在

后续工作没跟上的深层次问题。

“分享教育的魅力在于让官兵讲真

话，而要想听到真话就必须尊重官兵。”

这一点，最终成为总队推进分享教育的

指导准则之一。

中队长吴勇林对此特别认同。

在一次分享教育中，一位战士谈完

经历后提到：“如果能多点给家人打电话

的时间，会更好！”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吴勇林立即

联想到最近的情况——随着训练强度的

加大，部分休息时间被挤占。随后，他及

时调整，把休息时间还给了大家。

“真心关注官兵的分享内容，做好后

续工作，就会有更多官兵选择打开自己

的心扉。”深圳第二支队供应保障中队指

导员朱晨耕说。

一次，参加分享教育时，下士姚彩

登首先唱了一首歌：《当你的秀发拂过

我的钢枪》。朱晨耕留意到姚彩登唱歌

时眼里的泪花。

联想到姚彩登最近的表现，朱晨耕感

觉到他可能感情上遇到“坎”了。后来一

问，果然是和女朋友分手了。症结找准后，

朱晨耕很快帮姚彩登解开了心中疙瘩。

实践中，朱晨耕由衷感到，随着越来

越多的官兵打开心扉，分享教育的效果

也越来越好。和很多战友一样，朱晨耕

认为可用 4 个字来形容参加分享教育的

感受：如沐春风。

分享教育：把我的真心放在你怀中
■邬安邦 滕福民 本报特约记者 廖彬华

去年，选拔预提指挥警士的成绩一

公布，武警广东总队清远支队机动中队

上等兵雷洪明一下子蒙了。看着理论考

试成绩栏红色的“不及格”，雷洪明好长

时间没回过神来。虽然他知道这次考砸

了，但他没想到“砸”得这么彻底。

“在部队长期干，这个梦碎了！”回想

考核过程中自己的慌乱，雷洪明心里五

味杂陈。

此后，平日里冲劲十足的雷洪明蔫

了许多：“一眼就能看到结果了，能做的

就是等着退伍。”

指导员胡家涛留意到了雷洪明的变

化。

对于雷洪明，胡家涛十分熟悉，这个

士兵平时有 3 个“最”：口号喊得最响、体

能训练最拼、内务整理得最到位。

“这么好的苗子，如果一直消沉下

去，太可惜了！”通过了解，胡家涛知道了

雷洪明失利的原因——心理压力太大，

一些平时会的题目考试时都没答对。

胡家涛决定借上级正在组织开展的分

享教育平台，帮雷洪明走出沮丧和迷茫。

分享教育是近年来武警广东总队力推的群

众性自我教育形式。活动开展以来，不少

官兵走上讲台畅谈体会，分享成长故事，为

其他战友的成长提供了思路和动力。

平 时 理 论 功 底 不 错 ，发 音 字 正 腔

圆 …… 胡 家 涛 推 荐 雷 洪 明 担 任“ 强 军

思 想 我 分 享 ”教 育 活 动 的 示 范 兵 ，“ 让

他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

“ 他 行 吗 ？”不 少 人 对 此 捏 了 一 把

汗。那天上台后，雷洪明开始还有些紧

张，但后来越讲越顺口，越讲越投入。结

束时，战友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讲的是自己的感受，没有太大压

力。”雷洪明说。

胡家涛决定趁热打铁。一次，一级

上士谭日华准备上台分享自己的成长故

事。胡家涛调整了执勤人员名单，特意

留下雷洪明参加这次教育。

曾多次参加比武的谭日华，因年龄

偏大错失提干机会。短暂消沉后，他重

新振作起来，带出了一批特战尖兵，成为

支队响当当的训练骨干。

参加完这次分享教育，雷洪明在笔

记本上记下了谭日华说的一句话：“强

者，就是从挫折中不断奋起、永不气馁。”

胡家涛不失时机地提醒雷洪明：“你

面前可不只有参加预提指挥警士集训这

一条路。”

心头的迷茫渐渐消散，雷洪明开始

重 新 审 视 自 己 ：再 次 起 跑 还 是 坐 等 退

伍？接下来的又一次分享教育，让雷洪

明彻底想明白了。

在题为“破茧与化蝶”的分享教育

中，中士驾驶员赵浩成将自己的经历和

盘托出——因违规使用手机，他被调离

副 班 长 岗 位 ，一 度 在 懊 悔 中 消 沉 。 后

来，他在大家鼓励下重新起跑，顺利走

上驾驶员岗位。

“成功，永远属于那些不惧跌倒并勇

于站起来的人。”雷洪明心底的那个梦，

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不久之后，雷洪明生龙活虎地出现

在训练场上，那个冲劲十足的兵又回来

了！胡家涛的办公桌上，多了一份雷洪

明递交的留队申请书。

今年，已是下士的雷洪明，把目光瞄

准了卫生员集训。不久前，刚在月理论

测试中获得满分的他，再次登上了分享

教育的讲台。

“分享教育为我开启了一扇重新认

识自己的大门。”雷洪明说。

那个冲劲十足的兵又回来了
■滕福民 本报特约记者 廖彬华

面对新生代官兵，部队的思想政

治教育应该怎么搞？

在 武 警 广 东 总 队 的 分 享 教 育 课

堂 上 ，官 兵 们 发 自 内 心 的 笑 声 、真 诚

吐 露 的 心 声 、不 时 响 起 的 掌 声 ，让 人

们 对 如 何 提 升 教 育 质 效 有 了 新 的 思

考。

广 大 基 层 官 兵 既 不 是 教 育 专 业

科 班 出 身 ，也 没 有 太 多 的 授 课 经 验 ，

他 们 的 分 享 为 什 么 能 拨 动 大 家 心

弦？聂荣臻元帅曾说过，用群众的力

量 来 教 育 群 众 自 己 ，是 最 有 效 果 的 。

这 句 话 对 如 今 的 95 后 、00 后 官 兵 同

样适用。

新生代官兵接触信息渠道多，思

想活跃，参与意识强，尤其渴望展现自

我。只有在掌握他们心理、思维特点

的基础上因势利导，才能使教育课堂

活力充盈。反之，如果老是自己攥着

话筒，让官兵想插话都难，效果自然不

会好。

评价教育课成功与否的标准，在

于受教育者是否受到触动和启发。如

何让官兵既想听、爱听，也听得进去、

听 有 所 获 ？ 从 官 兵 身 边 挖 掘 教 育 素

材，便是一个有效方法。实践证明，身

边的榜样对官兵成长的引导作用更加

直接。分享教育之所以能成功，原因

就在于为官兵搭建了一个平台，让他

们找到了可信可学的身边榜样。

分享教育关键在真。只有营造良

好的氛围，才能让官兵既红眼眶也动

真情，坦诚分享自己的心得、经验，让

受教育者听有所感、悟有所获。对组

织者来说，官兵们分享的是心声，其中

也有意见和建议。对那些有利于部队

建设的意见和建议，组织者应做好后

续工作，及时把官兵所思所急所盼之

事办好。只有如此，分享教育的效能

才会进一步释放。

情 感 的 共 鸣 从 何 而 来 ？
■张庆文

图①：武警广东总队广州支队新排长们训练归来。 阳书华摄

图②：操课间隙，武警中山支队官兵分享个人体会。 吴旭航摄

图③：武警广东总队通信大队官兵专心投入专业训练。 任 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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