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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沁草原，一片翠绿。记者从沈阳出

发，搭火车再转乘汽车，向沈阳联保中心某

部进发。一路颠簸数个小时，终于抵达群山

环绕中的目的地。

走进营区，现代、时尚、科技感十足的军

营文化，令旅途疲倦的记者顿时精神为之

一振。

大课学习从“无感”到“共鸣”

直播互动叫好又叫座

“各位战友，大家好，欢迎参观位于乌兰

浩特市的内蒙古民族解放运动纪念馆。下

面请跟随我的解说，一起踏上我党早期在少

数民族地区开创的革命征程……”

一个星期四的下午，该部按计划组织党史

学习教育。课堂里，官兵端坐在大屏幕前，负

责授课的政工处干事兰济民却在几百公里外

的红色场馆。“通过互联网交互平台，实现了

远程现地教学，还能实时互动。”该部领导说。

“兰干事，内蒙古自治区怎么比新中国

的成立还早两年？”有战士向兰济民提问。

“1945 年 8 月，我党出于对全国革命的

战略考虑，决定首先解决内蒙古这个解放区

的大后方问题。同时也为探索少数民族地

区的治理经验，中共中央决定在内蒙古率先

实行区域自治。1947 年 5 月 1 日，我党领导

下的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区，在乌兰浩

特宣告成立。”

远程授课时，兰济民还邀请了纪念馆讲

解员当“外援”，一同为官兵厘清思想疑惑。

“顺应新时代官兵的学习习惯很重要。”

直播互动学习叫好又叫座，让兰济民对引领

“Z 世代”官兵成长有了新的认识。

“Z 世代”（泛指在 1995 年至 2009 年间

出生的一代人，也叫“网生代”）热爱新鲜事

物，追求个性表达。眼下，这一代青年正逐

渐成为基层部队的主体。这一变化对军营

文化建设提出了新要求。

去年 3 月，该部把兰济民从连队排长岗

位调整到政治工作处当干事，负责宣传教育

和文化工作。

当干事没几天，上级要求组织学习“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系列宣教材料。组织学习时，

兰济民除了按照常规动作提要求、做宣讲外，

还加班加点做了个自认为很酷炫的 PPT。本

以为能赢得官兵认可，没想到课后私下了

解，不少官兵反映“授课有点听不进去”。

出师不利，让兰济民“很受伤”。

一 次 闲 聊 中 ，战 友 告 诉 兰 济 民 ，“Z 世

代”最常逛的社区是 B 站，偏爱“边玩游戏边

练脑”，还爱“种草”各种学习类 APP，对线上

学习、沉浸式学习情有独钟。

平时喜欢研读《孙子兵法》的兰济民认

为，组织学习教育其实就是在打一场“心脑

战”。尽快摸清“Z 世代”官兵的学习偏好和

兴趣关注点，在“供给侧改革”上做文章，或

许就能找到“进攻的突破口”。

一周后，兰济民重整旗鼓，再次组织“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教育。这次，他先将“疫情

防控地图”中的实时数据播报一遍，又播放

了一批抖音等视频平台上关于武汉、驻地、

官兵家乡抗疫主题的热门短视频，而后再开

始组织学习活动。兰济民没想到，新颖的授

课方式很快得到官兵的认同。

初战告捷，兰济民有了种“逆袭”的成

就感。

为在今后的学习教育中始终与官兵在

一个“频道”上，兰济民先是让自己与基层官

兵“玩”在一起，融入“Z 世代”官兵的“朋友

圈”，了解他们的需求。这一想法得到该部

领导的大力支持。

设 置“ 士 兵 小 讲 坛 ”，让 战 士 走 上“C

位”，用他们熟悉的语言讲红色故事、赞强军

典型；改善军职教育“一网一室”学习条件，

把优质网课从“云端”嫁接到山里，让官兵在

APP 上就能实现自主学习；借鉴热门手游晋

级模式，依托“一起学党史”网上答题对战平

台，开展党史知识战队赛、小竞赛……一系

列活动陆续推开，为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提供了有力抓手。

“顺应官兵的学习喜好，让官兵主动参

与到学习教育中，就像帆船借了东风，不仅

增添了官兵的学习动力，还激发了他们思考

的热情。”该部领导钟建龙说。

军事训练从“打狼”到“逆袭”

战斗游戏“玩”出战斗力

张 皓 是 典 型 的“Z 世 代 ”大 学 生 士 兵 。

初入军营时，最大的爱好就是玩游戏，遇到

体能训练就想逃。每次组织体能测试，张皓

的成绩总是殿后。班长李宝新找他谈了几

次，但收效甚微。

“体能考核总‘打狼’，拖了全班后腿。

如何才能把张皓从游戏中‘拎’出来，让他迎

头赶上？”一天，李宝新找到老排长兰济民

“诉苦”。

那个周末，兰济民与李宝新就张皓沉迷

游戏耽误训练的问题，研究了多个方案。“要

是能引进一套兼具体能训练与游戏竞技功

能的训练器材，把游戏和训练统一起来，问

题或许能迎刃而解。”李宝新说。

“想法很好，但为一个人采购一套设备，

不大可能。”

为摸清底数，兰济民展开了一次小型调

研。结果显示：休息时间玩游戏是很多“Z

世代”官兵的共同爱好。

“购置 VR 仿真战斗游戏训练设备，既

能满足官兵游戏娱乐需求，又能同步开展战

斗体能和战术意识训练，不妨试试看。”兰济

民的提议得到该部领导的支持。

去年下半年，一批仿真战斗游戏训练设

备随同军营唱吧、跑步机等健身器材，一并

落户文体中心。

“军旅骑行”是一款通过 VR 设备操控

的 3D 空战游戏。要想飞得高、飞得快、打得

准，不仅要使劲蹬自行车，还要瞄得准、打得

快、避让及时。设备安装调试完毕，李宝新

立即动员张皓体验了一番。

骑上仿真自行车，戴上 VR 眼镜，张皓

仿佛置身于武装直升机的驾驶舱内。化身

飞行员的他奋力蹬起自行车脚蹬，战机缓缓

起飞……一场“空战”还没打完，张皓已经汗

流浃背。沉浸式体验让他喜欢上了“战斗”

的感觉。

走出游戏室，张皓给自己制定了强化训

练计划。一有时间，他就钻进体能训练馆给

自己加训，或是泡在图书室里学习相关知识。

3 个月后，张皓不仅把仿真战斗游戏玩

得炉火纯青，体能考核成绩也达到了优秀，

战斗意识和反应速度有了明显提升。去年

底，上级机关组织群众性练兵比武活动，张

皓不仅主动报名，还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张皓的转变，成为带兵人顺势引领“Z

世 代 ”官 兵 成 长 成 才 、建 功 军 营 的 成 功 范

例。如今，不管是学习教育，还是训练管理，

带兵人能够因人而异、因势利导、顺势而为，

让这个驻守在艰苦偏远山沟里的官兵快乐

训练、快乐生活。

读书筑梦从“围观”到“分享”

“草原夜读”读出成就感

草原入夜，安静得没有丁点声响。

打开“草原夜读”读书分享群，点开战友分

享的夜读体会《沉淀初心》，顿时间，悠扬的马

头琴声伴着磁性男中音一同响起——“品读中

国现当代史，方志敏的清贫、焦裕禄的勤廉、刘

胡兰的不怕死都是一种坚守，他们守住了共产

党人的初心，挺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还没播完，官兵就陆续分享起各自的

看法。

“军人生来为胜战！这是我参军时的初

心，也是我坚守的信仰！”

“只要坚守理想信念，不管外面世界如

何变幻，在强军兴军的征途上，都能做到宠

辱不惊、心境淡定……”

大家分享的读书体会，文字或长或短、

认识或深或浅、风格或严肃或轻松，都是认

真思考后得出的感悟。

“如此火热的读书交流场景，放在以前，

想都不敢想。”兰济民说。联勤保障部队成

立之初，该中心党委就发出了“读书铸就联

勤梦”群众性读书倡议，一年设定一个读书

主题、一年评选表彰一批“读书之星”。这几

年，机关和基层分队、哨所采购了不少新书，

并定期举办读书交流活动。

分享《沉淀初心》夜读体会的宋亚鑫，是

典型的“Z 世代”大学生士兵。起初，班长安

排他参加读书活动，他可不像现在这般积极。

“我来当兵就是想练强身板，可别让我

上台发言交流。”面对班长的邀请，宋亚鑫一

口回绝。

“跟我有类似心态的战友不在少数。”宋

亚鑫说，“我们喜欢在网上读书，读自己感兴

趣的书，喜欢在社交平台与同龄人自主交

流，在网络世界里‘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不愿意被‘催着赶着’读书，上台谈体会、写

读后感。所以，遇到这样的任务，我能推就

推，能躲就躲。”

那一次，宋亚鑫没推掉也没躲掉。被

“赶鸭子上架”的他，读书体会不走心，交流

也不在状态，效果可想而知。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认识是行动的动

力。在兰济民建议下，该部党委领导大力营

造读书学习氛围：升级图书阅览室的环境，

更新一大批新鲜出版读物的同时，建成了存

量 5000 多册书籍的电子图书馆。在电子图

书馆里，官兵遇到感兴趣的书，扫个二维码

就能把图书存档到电子阅读器里。不仅如

此，他们还在文体中心设置了一间小型录播

间，贴上了“草原夜读”的牌牌，还建起了“草

原夜读”读书分享群。

“小宋，你声音这么有磁性，能不能帮我

录篇短文？”

“好啊！这个我擅长！”

一天，兰济民带着宋亚鑫走进了“草原

夜读”录播间。配乐声响起，宋亚鑫很快进

入“夜读”状态。

充满哲理的读书感悟配上富有质感的

嗓音，第一篇“草原夜读”刚被兰济民分享到

读书分享群，立即收获官兵好评。

一夜“爆红”之后，宋亚鑫开始自主选书

读书，并录制发布个人的“草原夜读”音频。

“他能行，我也可以试试。”看到宋亚鑫

因读书、评书越来越“火”，士兵们跃跃欲试，

也跟着主动学习、分享起来。

一股学习热潮就这样形成了。录播间

里、夜读分享会上，年轻官兵成了主角，碰撞

出的思想火花也越来越多，成长的枝蔓正在

不断地向上蔓延。

“‘Z 世代’士兵的变化启示我们，战士

们不是‘拒绝融化的冰’，只要真正走进了他

们的内心，寻找到他们的‘燃点’，就能收到

热切的回音。”兰济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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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官兵，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

他们的生活、学习、工作都离不开互联网，思维方式

也带有明显的互联网特征，就连聊天交流也爱用

“网言网语”。到基层调研时，我时常听到一些带兵

人“吐苦水”：现在的兵越来越难带，想做思想工作

却找不到深入交流的切入口。

诚然，新生代官兵已经逐渐成为基层部队的主

体。如何找准新生代官兵的思想“接口”，已成为各

级政治机关和基层一线带兵人亟待研究解决的课

题之一。

及时更新传统滞后的思维方式。一代人有一

代人的特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思维方式。著名学

者钱理群曾说：“每一代人都被上一代人所不满，最

后还是接了上一代的班。”我理解，之所以“不满”，大

抵还是因为上一代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没有及时

跟上时代的变化发展，对新生代的一些思想观念、价

值追求及行事风格不明白、不理解、不研究，认为他

们脱离实际，有悖传统。当带兵人用传统办法教育

管理新生代官兵，效果不佳时，切忌盲目否定。因

为，时代变了，对象变了，教育必须跟着变。对一线

带兵人来说，新生代官兵都上了岸，你不能还在河

中摸石头，要抓紧学习新知识，尽快更新自己的思

想观念和思维方式。

主动融入新生代的朋友圈。将一名社会青年

锻造成为一名合格的“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是基

层一线带兵人的职责。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成长起

来的新生代官兵，兴趣爱好广泛、社会经历丰富，他

们以兴趣、经历、地域等因素结成的“圈层”，客观上

对一线带兵人融入其中形成了阻碍。全面细致了

解和掌握官兵身上鲜明的时代特性，是增强思想政

治工作针对性、有效性的前提条件。一线带兵人要

主动融入新生代官兵的朋友圈，和他们交朋友，用

信任的眼光、欣赏的眼光、发展的眼光看待他们，客

观理性地将他们的兴趣爱好、思维方式、行事风格

等特性摸准摸透。

找准思想对接的切入口，顺势引领。谈心交心

是我军开展经常性思想工作的重要法宝。当老传

统遇上新生代，如果找不到能同频共振的话题，谈

心就会变成例行公事，收不到应有的效果；如果观

点相左，更会适得其反，产生副作用。鸡蛋从外部

打破是食物，从内部打破才是生命。做人的思想工

作也一样，必须要找准思想对接的切入口。明者因

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针对新生代官兵“‘键对

键’畅所欲言，‘面对面’金口难开”的特点，一线带

兵人要善于及时从新生代官兵“发文心情、状态分

享、点赞习惯”等方面切入，将智能手机当作走进官

兵心灵的桥，进而顺势走进新生代官兵的内心。以

心换心，当好新生代官兵成长成才的引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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