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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装备虽然要小心爱护，但绝
不能因此而束缚官兵手脚！”北部战区
陆军某旅三营教导员尚兵说，这样的
道理看似简单，可要想让官兵从内心
普遍认同，也要经历不少波折。

不久前，尚兵所在部队接到换装
命令，看着一门门崭新的火炮被运进
营区，官兵们都很激动。然而，从接
电、加温再到调整车姿，官兵们忙活了
一下午，却连一门火炮都没发动起来。

看着眼前的庞然大物，尚兵和营长
王树刚商量：一边集中技术骨干抓紧破
解装备难题，一边做好爱装管装教育，
防止因为粗心大意损坏装备。

接下来的日子里，尚兵一边结合自
身经历为官兵讲述武器装备的重要性，
同时也反复告诫他们，一定要爱护武器
装备，把它们当成自己的“第二生命”。

然而，在组织训练中，尚兵发现官
兵操作新装备时畏首畏尾，有些放不
开手脚。“这是咱营的宝贝疙瘩，大家
操作的时候都小心点，一定要爱护装
备。”走过训练场，四级军士长杨帆的
话语无意间飘进了尚兵的耳朵。

这让尚兵内心有些纠结：武器装备
的完好与训练成绩的提高，两件事好像
都挺重要。如果继续小心谨慎、按部就
班，虽然能确保装备完好，却要以牺牲
战斗力为代价，自己组织开展爱装管装
教育的初衷明明是为了提高战斗力，可
现在却拖慢了战斗力生成的脚步。

彼时，尚兵想起了前不久连队一位
指导员的尴尬经历。工作中，这名指导
员有将相关的作战方案和资料存在内
网网盘的习惯，网盘的用户名和密码不
少人都知道。一次对抗演习中，“敌军”
营文书在用网盘调取查阅资料时，无意
中在他的网盘中发现了秘密，仗还没打
起来，战局就已注定。

复盘反思，虽然官兵都将问题指向
了保密，可这名指导员却觉得有些错乱：
自己对保密工作一直很重视，平时天天
讲，这次演习前还专门搞了一次保密教
育，结果他这个施教者却成了“灯下黑”。
“对比两次专题教育，教育者都是

在就事论事，虽然教育内容很具体、各
种要求也提了不少，但用战斗力的标
尺衡量，似乎都差了点。”二级军士长
张新昌说。

是继续按部就班，还是打破常规？
反思这两次经历，不少官兵表示，基层日
常事务杂、头绪多，盯着眼前的工作开展
教育、统一思想，无疑作用最直接、见效也
最快。更重要的是，连队的很多琐事小
事，讲了立刻就能整改，说了马上就能见
效，上级看了满意，领导看了喜欢，种种因
素都决定了这样的教育有市场、受欢迎。
“我们的教育不能只满足于完成眼

前工作，而忽略了打赢这个终极目标。”
该旅副政委苏富淼说，必须改进思想政
治教育，提高对战斗力的贡献率。

为此，该旅一方面对教育授课层层把
关，将一些偏离主责主业、聚焦中心不力
的教案赶出课堂；一方面在广泛听取官兵
意见基础上统筹教育计划，加大了备战打
仗、职能使命等5个方面的教育比重，以此
作为年度思想政治教育考评的重要指标，
从制度源头上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含战
量”。

教案和计划调整后，旅里积极协调
装备生产厂家进行技术指导，集中破解
新装备形成战斗力的技术难题。而尚
兵将更多精力放在了激发官兵训练热
情上，坚持每天盯在训练场，在掌握部
队动态的同时深入了解官兵思想变化，
及时做好思想引导和鞭策激励，有效避
免教育与实践脱节的“两张皮”现象。

两次专题教育缘何未取得预想效果
——北部战区陆军某旅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对战斗力的贡献率闻思录

■本报记者 宋子洵 通讯员 刘星楠

10月下旬，北京卫戍区某师官兵来到张思德雕像前，重温人民军队的初心与使命。连日来，该师通

过组织观看英模纪录片等方式，教育引导官兵传承和发扬革命先烈忠诚于党、恪尽职守的精神品质。

周 磊摄

“上周，二班在班长参却加带领下，
完成应急处突演练任务出色，现将流动
红旗颁发给他们！”

周日晚上点名时，参却加从指导员
杨锐锋手中接过“军事训练”流动红旗
时，全连官兵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由于部队调整改革，我所在连队多
名干部和士官骨干被分流到了兄弟单
位，与此同时，兄弟单位也转来几名新
骨干，参却加就是其中之一。

两个月前，士官选取工作全面展
开，我从文书那里得知服役期满的参
却加还没有向连队递交《留队申请
书》。参却加不仅在最短时间融入连
队，还在全团“精武杯”群众性练兵比
武竞赛中，用重机枪打出了远距离射
击 18 发 15 中的优秀成绩。我暗暗琢
磨，“不能让他走！”

为连队保留人才骨干是党支部的
大事，作为一名士官支委，我决定找他
“吹吹风”。没想到，以前无话不谈的参
却加，这次拧着眉头含混不清地应付
着。

我一边给他分析连队转型升级对
骨干的需求，一边回忆大家一起同甘共
苦的经历。然而任我费尽口舌，参却加
始终在“打太极”：“厉班长，我再考虑考
虑！”

无奈之下，我决定去找指导员杨锐
锋求助。得知我的来意后，指导员一脸
郑重地对我说，“保留参却加的事，还是
由你去做做工作！你们都是士官，更容
易沟通，你去了以后，以党支部的名义
跟他谈，摸清他的真实想法。”
“以党支部的名义？”我离开连部，

揣摩着这句话。虽然我是连队唯一一
个士官支委，但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么大
的“权力”，更没想到自己有一天能代表
党支部。

我深吸一口气，再次来到二班，“党
员参却加，我现在代表连队党支部跟你
谈话，希望你如实汇报个人进退走留的

想法！”
这话一出口，我自己都觉得有些生

分。然而，以组织名义产生的效果却是
立竿见影，参却加立即一五一十地向我
“坦白”。

参却加其实想留队，但又担心自己
年龄偏大，以后跟不上连队训练节奏，同
时还惦记着家里安排的相亲……种种顾
虑，让他迟迟没有递交留队申请书。
“我也是士官，这些顾虑我也有，但

是现在连队转型迫切需要你，咱们可以
一起想办法……”一番促膝长谈后，参
却加终于点了头，从文件袋里取出了早
已准备好的《留队申请书》。

与参却加谈话后，我把参却加的顾
虑向连队作了汇报，连队党支部专门为
他开了一次会。
“同意参却加同志晋升为中士的请

举手！”支委会上，看到所有支委都举手
同意，我美滋滋地写下会议记录——这
一次，我以党支部的名义为连队保留了
骨干，我不禁在心里默默地为自己这个
士官支委点了个赞！

（李 康、王海山整理）

这一次，我以党支部的名义……
■新疆军区某团三营八连士官 厉功武

值班员讲评

Mark军营

采访手记

军人生来为打仗，思想政治教育

自然要引导官兵心向战场。但这个

简单的逻辑，却经常在日常教育中被

忽略。究其原因，记者发现，在于一

些施教者满足于课上了、话讲了、理

说了、要求提了，而对于做没做、做得

怎么样、对主责主业有没有用，则缺

乏跟踪问效和检查督导，使教育止于

课堂。

不可否认，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乃

至政治工作对战斗力的贡献率，仍是

一个不能回避的重大现实课题，需要

每名政治工作干部更新观念、创新手

段、勠力担当。一方面，走出自我设

计、自我循环、自我检验的“怪圈”，防

止与官兵思想脱节、与练兵实践脱节、

与时代发展脱节；另一方面，持续探索

政治工作服务保证战斗力建设的作用

机理，把政治工作贯穿到战斗力建设

各个环节，融入到军事斗争准备全过

程，纠正不注重“服务中心”、只满足

“服务任务”的片面倾向，将备战打仗

的导向立起来落下去，使“生命线”与

时俱进焕发蓬勃生机。

教育岂能止于课堂
■宋子洵

值 班 员：西藏军区某团炮兵连连

长 翟 松

讲评时间：10月25日

这几天，我发现大家休息时总喜欢

呆在宿舍里刷短视频、看电影或者组团
玩游戏。不知不觉中，宝贵的时间就从
指尖上溜走了。

休息时间使用手机符合规定，偶尔
玩玩游戏也无可厚非。但手机就是一
把双刃剑，用好了可以获取信息、娱乐
身心、提升能力；可如果沉溺其中，势必
会分散时间精力，甚至影响以备战打仗
为中心的各项工作。

同志们，人生如尺，必须有度，我
们要合理规划自己的休息时间，多走
进学习室充充电、多到健身房出出
汗，让业余活动更加丰富多彩；要把
更多的时间留给学习、留给工作、留
给战友，多分享自己的有益经验、多
学习彼此健康科学的娱乐方式，抓紧
时间补齐知识短板、提升能力素质。

（邬 军、冯亚坤整理）

莫把休息时间浪费在“指尖”上

不要只是在朋友圈里看起来很努力
随着智能手机融入军营生活，在微

信朋友圈晒日常已成为很多官兵的习
惯。可细细观察，发现不少人的这种
“云打卡”似乎变了味。

记得一个周末，有一位战友在朋友圈
晒自己在健身房“撸铁”的照片，并配文“生
命在于运动”，引来诸多微信好友纷纷点赞
评论，夸奖他是个自律的好同志。然而，真
实情况却是，这位战友只是在健身器械旁
用手机自拍了几张照片后，便开始打游戏、
看电影，跟“运动”根本扯不上关系。

其实，这种朋友圈里的“努力”在

我们身边并不鲜见。有的机关干部晚
上在办公室里玩手机，等领导一走，自
己也立刻下班，却不忘在朋友圈感慨
“加班很充实”；有的战士购买了很多
热门图书，又是拍封面、又是做计划，
发一条朋友圈后便将这些书束之高
阁；还有的把朋友圈设置成仅对单位
领导可见，投其所好发文贴图，只为给
领导留下好印象。

透过表象看本质。有分析说，一个
人越缺什么，就越喜欢在朋友圈晒什
么。如果真是这样，这种行为就是一种

“掩耳盗铃”式的自我欺骗、自我满足、
自我麻醉了。郝小兵认为，既然是朋友
圈，圈里都是熟人，不妨真实一些、以诚
相待，大可不必为博人眼球、引人注意
而制造那么多噱头、彩头，去塑造和维
护一个名不副实的个人形象，还是把心
思和精力放在提高本领、踏实工作上为
好。战友们，你们说呢？

主持人：郝小兵

文：殷秀祥、杨紫棋

图：许 鹍、王宏升

金秋时节，一场红蓝对抗演练骤
然打响。

演练一开始，第 74集团军某旅便
遭受重创，不仅信息系统被攻破，进攻
也遇到对手防空火力猛烈压制。

一轮较量过后，该旅决定临阵换
将，派出几名年轻飞行员接任机长。
从飞行履历上看，他们都是刚毕业没
几年的“新面孔”。然而，几名年轻飞
行员上阵后，不仅没有露出新手的生
疏，反而表现出了老将的沉着和风
采。

面对猛烈火力，他们分为两组，
一组正面对峙、边打边退，一组侧翼
迂回、隐蔽绕后。经过仔细侦察和
缜密分析，他们发现“敌人”在取得
部分战果后有所松懈，于是趁夜晚
集中火力发起突袭，最终成功摧毁
“敌”炮阵地，一举扭转整个演练的
战局。
“这几名年轻飞行员都是旅队精

心培养的‘后备机长’，虽然他们飞
行时间略短，但在飞行技术和飞行
战法方面已具备机长实力。”看着蓝
天上“后备机长”们的精彩表现，飞

行教员梁首竞一边抹去脸上的汗珠
一边感慨，“这场翻身仗，打得太不
容易！”

原来，3年前的一场演习，该旅也
曾大胆任用年轻飞行员，却遭遇了一
场失利。

那天晚上，“敌”发动夜袭，该旅野
战机场和飞行员所在的营帐均被流弹
击中。清点完人员装备，大家面面相
觑：虽然每架战机都完好无损，但多名
机长被判“阵亡”。正在此时，该旅收
到命令，要求立即重整部队，准备于次
日凌晨发起反击。

开过短会，该旅指挥员临机决断，
决定冒险一试：空缺的机长岗位由飞
行技术较好的年轻飞行员顶替，剩下
的人临时凑成一个机组。临时机长们
匆匆上阵，但终因经验不足、机组之间
缺少磨合，导致进攻节奏缓慢，错失了
最佳攻击时机。

复盘时，有人吐槽：“这就好比刚
刚取得驾照的司机突然上手开赛车，
还能指望他们弯道超车？”
“大胆任用年轻飞行员本身并没

有错，问题是该如何使他们快速实现
能力进阶，早日胜任机长岗位？”演习
结束后，旅党委一班人陷入思考。

经过多次研究讨论，该旅最终
形成一套“后备机长”选拔培养方

案——打破以往按飞行资质组训的
模式，坚持以老带新，采取定期“过
关升级”的方法，对年轻飞行员进行
考核评估，考核成绩过关的可提前
进入机长岗位实习锻炼，并与副驾
驶进行磨合，加速生成战斗力。经
过 3 个月“蹲苗期”，他们再与飞行
教员组成的“蓝军队伍”展开常态化
对抗训练，击败“蓝军”5 次，才有资
格作为机长参与部队演习演训活
动。
“‘后备机长’不仅是机长力量的

补充，在信息制胜的战场上，他们还能
扰乱‘敌军’原定部署，达到出其不意
的战术效果。”该旅领导介绍，3年来，
共有 12名年轻飞行员成长为“后备机
长”，先后参与 10余场重大演训活动，
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
“与以往担任副驾驶不同的是，

机长不仅要精通技术和战术，还要
时刻准备临机决策、搞好协同。”作
为该旅“后备机长”、此次演练的参
与者，飞行员杨钊深有感触。为了
胜任机长岗位，他一有时间就向老
机长请教、研究战史战例，为能力升
级打下了坚实基础。

如今，像杨钊一样，该旅越来越多
的年轻飞行员正逐梦蓝天，向着机长
的岗位进发。

第74集团军某旅打破按飞行资质组训的模式，加速年轻飞行员能力进阶——

今日机长是个“新面孔”
■本报记者 陈典宏 王雁翔 通讯员 许浩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