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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课大家享

Mark军营

营连日志

互联网邮箱：jbjccz@126.com
强军网网盘：jbjccz

做好全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下篇文章”，
应抓住提高授课质效这个主抓手，持续深化“好课推
荐、精品共享”活动，激发广大官兵特别是政治教员
参加活动的积极性，打造更多主题鲜明、说理透彻、形
式多样、深受欢迎的优质课，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
时代性和感召力。

从今天起，本版开设“好课大家享”专栏，通过还原
基层精彩授课现场，分享课堂内外的生动故事，提炼创

新教育的理念方法，为新形势下更好地开展军队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提供有益借鉴和思考启示。

首个策划，我们陆续推出中部战区空军某地导
旅政治指导员高思峰的一组授课，看看这位“95 后”
带兵人如何利用身边的素材，将一些看似抽象的教
育概念，转化为一个个生动具体的“走心”故事。敬
请关注。

——主持人 磊峰

课堂实例

开 栏

的 话

上课前，官兵们一脸茫然地看着

指导员高思峰端着一盆剩饭剩菜走进

了俱乐部。指导员的葫芦里卖的是什

么药？

“大家觉得咱们炊事班中午做的饭

菜怎么样？我觉得很美味，有鱼肉有包

子，还有苹果，但是我发现一个不好的

现象，泔水桶里有一些没吃完的苹果，

几个包子皮，还有不少只啃过一两口的

鱼块。”难道指导员是要大家把这些剩

饭剩菜吃了？听完高思峰的开场白，战

士们心里打鼓，有的悄悄低下了头。

“今天我把这些剩饭剩菜拿来，并

不是为了让大家吃掉。杜绝浪费是我

们本就应该做的，但关于这些剩饭剩

菜 ，我 还 有 其 他 的 故 事 想 和 大 家 分

享。”说完，高思峰随手从盆里捞出半

个苹果。

“抗美援朝战场上，为了缓解坑道

内战士们的缺水问题，后方紧急采购

了几万斤苹果，但在敌人的严密火力

封锁下，把这些苹果送进坑道难度极

大，运输人员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当

时有一位叫张计发的连长拿到一个苹

果后舍不得吃，咬了一小口后便传给

下一个战士，传了一圈后，竟然还有大

半个苹果回到了连长手中。”

“一个苹果”的故事大家并不是第

一次听，但那一刻看着高思峰手里拿的

苹果，战士们备受触动：如果当年的志

愿军战士看到这半个苹果，会怎么想？

“再讲讲鱼肉。红军长征过草地

时，有 3 名小战士得了严重的肠胃病，

一路上老班长负责照料他们。粮食很

快就吃完了，有一天老班长挖野菜时

发现一个水塘里有小鱼，便立刻找来

缝衣针，用火烧成鱼钩，钓鱼煮汤给病

号们吃，自己却吃战士们剩下的鱼骨

头充饥。”

高思峰讲到这里，请战士尹鹏继

续补充：“这个故事我知道，叫‘金色的

鱼钩’。最后，3 名小战士走出草地追

上了大部队，老班长却永远留在了草

地里。”

第 三 段 故 事 发 生 在 解 放 战 争 时

期。听着高思峰的讲述，这段故事仿

佛就在眼前：“配水池之战”是辽沈战

役中的关键战斗，国民党守军自诩“守

配水池的都是铁打的汉”。负责攻打

配水池的某部一营喊出“我们就是要

做打铁的汉”。经过惨烈战斗，一营只

剩下几名战士。后续支援部队赶到后

向上级报告：无需工兵支援，战壕已被

烈士遗体填平。

“大家可能会好奇，这场惨烈的战

斗和肉包子有什么关系？就在这场战斗

打响前，一营的一名炊事员为了给战友

加油鼓劲，拿出最好的手艺包包子，但当

他把几百人份的牛肉包子送到前线时，

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全营损失

惨重，已经没剩几个人能吃包子了。”

听完三段故事，战士们已经湿了

眼眶。看着眼前的剩饭剩菜，大家的

心里很不是滋味。“指导员，今天我扔

了一个包子皮，我不但浪费了粮食，更

对不起革命前辈的付出……”授课还

没结束，已经有战士站起身承认错误。

“同志们，时代变了，生活好了，我

们不再面临物质的匮乏，我们不会 8 个

人啃一个苹果，更不会像老班长一样

去吃鱼骨头，但我们不能丢掉艰苦奋

斗的精神，更不能忘了英雄前辈的牺

牲，大家说是不是？”

“是！”官兵作出响亮的回答。

“剩饭剩菜”一堂课
■徐立敏 本报特约记者 张 雷

节 约 粮 食 、 反 对 浪 费 的 教 育 天

天搞，但谁能想到，利用浪费的食

材还能引出一堂生动的军史课。指

导员高思峰的这堂课启示我们：教

育素材就在我们身边，就在现实生

活中，就在历史故事里，如果我们

不善于发现和利用，同样是在浪费

教育“食材”。

有了“食材”，还需要善于烹饪的

“ 手 艺 ”。 有 的 官 兵 喜 欢 吃“ 米 饭 馒

头”，有的官兵更爱“汉堡披萨”，这就

需要授课人提前做好思想调查，掌握

官兵的“口味”，通过“煎炒烹炸”，把

丰富的教育“食材”加工成为美味可

口、营养丰富的大餐，让官兵乐于接

受、易于吸收。

那 该 如 何 评 判 一 堂 课 是 否“ 可

口”？机关可能会抽查教育内容，看

官兵记住了多少；但作为教育者，绝

不能满足于让官兵记住一阵子，应付

抽查提问，而应该争取让官兵记住一

辈子。正如我们吃过的饭菜最终会

转化为营养渗透到骨骼血液中，如果

一堂课中的某一个事例或者观点能

被官兵记住，无形中影响官兵的价值

判 断 或 行 为 ，让 他 们 做 到 学 思 用 贯

通、知信行统一，那这堂课无疑就是

成功的。

珍惜随处可见的教育“食材”
■中部战区空军政治工作部宣传处处长 陈嘉启

课后赏析

图① :4 月下旬，武警甘肃总

队天水支队某中队组织班组战

术训练，提高基层官兵综合战斗

技能。

侯崇慧摄

图② :近日，空降兵某旅组

织跨昼夜实弹射击训练，锤炼官

兵作战能力。图为指挥员发射

照明弹。

罗佰通摄

“昨天夜里，营区围墙外出现情况，

被我连巡逻哨兵及时发现并制止，上级

对当班哨兵提出表扬……”听完连长的

通报，作为这班哨领班员的我，心头一

喜，突然想起此前执勤时的那段经历，

暗自庆幸没有酿成大祸。

前不久，轮到我担任夜间巡逻哨。

连值日员叫了好几遍，我才挣扎着钻出

被窝，穿上厚厚的大衣，带齐巡逻器材与

另外两名战友出发巡逻。

那时的高原，气温低至零下 20 多摄

氏度，刺骨的寒风呼呼地刮着，一个劲儿

地往衣服里钻。出发没多久，我就感觉

困意渐渐袭来，两腿也跟灌了铅似的迈

不开步子。“巡逻路线这么长，点位这么

多，啥时候才能挨个巡完？要是能分身

就好了！”我在心里嘀咕着。

突然，我脑海里迸出了一个“万全之

策”——巡逻哨不就是串哨位、签哨本

吗？何不 3 人分头行动？

“不好吧？巡逻哨不是必须 3 人同

行，督促检查各哨位执勤情况，而且要领

班员确认签字才可以吗？”同行的两名战

友陷入了犹豫。

“我是领班员，听我的没问题。咱们

分头巡逻，各自负责，到了各哨位签上我

的名字，省时又省力，可以早点巡完回去

睡觉。”就这样，拗不过我的再三“动员”，

两名战友只好硬着头皮，按照我给他们

临时划分的路线各自离开。

我正暗自窃喜，不料迎面撞见了查

哨返回的营长。看着我独自一人走在

巡 逻 路 上 ，营 长 瞬 间 黑 起 了 脸 询 问 缘

由。我不敢有丝毫隐瞒，一五一十作了

报告。

“小李，这不是简单的投机取巧问

题。你试想一下，如果按你的办法，一

旦遇到紧急情况，后果会怎样？”营长语

重心长地讲道，“希望你能真正认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举一反三，履行好各项

职责……”

那一刻，我的脸火辣辣的，内心满是

羞愧。随后，我在营长带领下找到那两

名战友，完成了剩余的巡逻任务。

第二天，我主动向连队报告了此事，

并在连军人大会上作了深刻检查，连队

还以这件事为例进行了警示教育。不

久，全营展开“岗哨问题大起底”专项整

治活动，让大家认真梳理自身在执勤站

哨期间存在的问题，切实整改。

如今，再一次走在夜间巡逻路上，我

和战友相互提醒、高度警惕，每一步都迈

得踏实、有力。

（胡世坚、李光瑞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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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员：火 箭 军 某 旅 警 卫 伪 装 连

指导员 王罗宁

讲评时间：4 月 23 日

今天下午，连里组织了 3 公里武装

越野训练，大家都能克服降雨带来的不

利影响，全员顺利抵达终点，优秀率相比

上周也提高了不少。

但是，我也发现一些不好的现象：

训练过程中，个别轮流扛连旗的同志，

几 次 将 旗 面 下 垂 拖 到 地 上 ；抵 达 终 点

后，个别同志休息心切，将连旗随意放

在训练场一旁。这些行为需要引起我

们的警惕反思。

可能有人认为，连旗并没有弄脏或损

坏，这么说有点儿小题大做；有人甚至还

会嘀咕，举着连旗冲刺影响跑步成绩。可

大家是否认识到，连旗代表的是我们的连

魂，它的意义和价值重于泰山、高于生命。

革命战争年代，“人在旗在”的信念支

撑着我军将士浴血沙场、冲锋陷阵。上甘

岭战役中，志愿军官兵经过殊死较量，付

出巨大牺牲，将一面布满 381个弹孔的旗

帜牢牢地插在上甘岭主峰阵地上。

同志们，爱护连旗，就是爱护连队荣

誉。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们要大力

发扬革命传统，像爱护生命一样爱护连

旗，矢志报国强军，苦练打赢本领，用热

血和汗水为连旗增添新的光彩。

（焦梦梦、宋瞬成整理）

要像爱护生命一样爱护连旗

值班员讲评

前不久，武警益阳支队干事邹俊来

到卫生队就诊。卫生员拿药时才发现感

冒药仅剩 1 盒，而消炎药还剩很多，但也

都快过期了。

“早知道当初少买一些这类药品，现

在用不完就要销毁，真是太可惜了！”负

责药品采购的军医张晨告诉笔者：由于

每个季度卫生队药品的消耗情况没有专

门统计，采购药品时很难精准把握，导致

部分常用药品数量不足，而一些不常用

药品采购过多。

正在一旁清点药品的卫生员小李也

感慨道：“要是每个季度都把所有库存的

药品及其有效期清查一遍，太浪费时间，

如果能有一个直接看到药品出库、存储、

销毁记录的软件就好了！”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能不能做一

套适合基层卫生队使用的医疗管理系统

呢？”一个想法在张晨的心里萌生。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张晨利用相

关软件，建立了一套涵盖门诊诊疗、药品

管理、查询统计等多项实用功能的医疗

电子化管理系统，实现了“准医院”级别

的诊疗规范化和药品精细化管理。这套

系统既符合部队保密要求，又解决了药

品追踪、病程溯源等难题，极大提升了办

公智能化和诊疗服务效率。

打那以后，每个季度采购药品前，张

晨就会打开电脑，查看当前卫生队所有

药品的库存数量和有效期，结合近一段

时间各类药品的消耗情况，快速制订下

季度的药品采购计划。相较以往“凭感

觉下单”，采购变得更加精准，再也没出

现过药品数量不足与过剩并存的情况。

上个月，患有慢性胃炎的某中队士

官小王再次来到卫生队治疗。尽管值

班军医梁瑾此前并没有为他诊治过，但

当小王简要说明病情后，梁瑾熟练地打

开系统，输入患者姓名，电脑屏幕上随

即出现之前的门诊处方、病历等信息，

结合这些情况，梁瑾很快就作了诊断、

开了处方。

日前，张晨接到了总队卫生处领导

的电话邀请，希望他能在总队卫生系统

培训班上讲一课，详细介绍卫生队药品

精细化管理的经验做法，张晨立马笑着

答应了下来。

采购药品不再“凭感觉下单”
■何梓源 张 晨

淬 火

茅文宽茅文宽绘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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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课人：中部战区空军某地导旅政治指导员 高思峰

授课时间：4 月 29 日

咱们分头巡逻，各自负责，到了各

哨位签上我的名字，省时又省力，

可以早点巡完回去睡觉。
不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