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8基层传真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６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张磊峰

Mark军营

“ 又 到 了‘ 枯 燥 ’的 教 育 时 间
了！”——这句“砸自己饭碗”的话，就是
我第一次讲课时的开场白。

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但随着时代变迁，如何把政治教育课讲
出“味道”，成了摆在政治工作干部面前
的一道难题。毕竟，有战士曾调侃说：
宁愿出公差，也不愿坐下来听课。

听课的坐不住，讲课的也“站不
稳”。一开始，我对讲课也有抵触情绪，
上学时自己就不爱发言，怕讲不好“丢
面儿”。况且，基层主官一天到晚连轴
转，想要备好一堂课，肯定又得点灯熬
油、搜肠刮肚。

但谁都知道，讲课是指导员的基本
功，如果连课都讲不好，拿什么抓住战
士的“心”？到时候丢的可不光是面子，
而是思想主阵地。

凡事都有第一次，为了摸清门道，上
课前，我找了不少同志聊天，了解大家究

竟喜欢什么样的教育课。一名老班长的
回答让我深受触动：“十年前没有这么多
教育方法，讲课就是指导员和大家坐在
一起唠唠嗑，心贴心交流，我们也爱听。
如今方法多了，却没了当年的味道。”

政治教育的“味道”到底从何而来？
战士的话里就藏着答案。教育的味道，
应该来自真情的感染力。还记得旅政治
工作部主任李志文讲过：如果把教育比
作一道菜，技巧只是其中的花椒大料，而
真情则是提摄百味的盐，教育者如果忘
了撒放感情这味“盐”，教育肯定没滋味。

第一次“下厨”，我准备了一堂党史教
育课——《尝尝信仰的味道》。虽然内容
很短，但都是平时曾经感动自己的故事，
从查阅资料到准备道具，再到对着镜子试
讲，每个环节我都反复彩排。因为准备充
足，讲课比自己预想的顺利，不少战士眼
里都泛起了泪花。

这次经历给了我很大自信，虽然自己

不是专业老师，但每次给大家讲课前，我
都会用心做足准备，不想清楚不开口，不
备好课不上台，绝不糊弄每一堂课。

讲理想，我给每人发了一个信封，
里面装着《追梦赤子心》的歌词，让大家
在背面写下自己的目标；讲安全常识，
我从自己受伤后家人的担心讲起，列举
训练生活中大家视而不见的隐患；讲党
史军史，我从网上买了一套油画明信
片，一张张解读油画背后的故事，从午
饭吃的苹果、鱼肉讲到上甘岭的苹果、
长征中的金色鱼钩……
“又到了‘枯燥’的教育时间了！”

现在讲课前，我依旧会说这句话。每
当这时，大家都会心一笑。为何要拿
这句话当开场白？因为我要时刻提醒
自己：要把每堂课都讲出“味道”，否则
不知道哪天，战士就真会对你说出这
句话。

（付 震整理）

新任指导员如何“烹饪”一堂课？
■中部战区空军地导某营发射保障连政治指导员 高思峰

一截铁丝松动了。
这不是一截普通的铁丝，它将“国门

卫士标兵连”荣誉称号牌匾固定在墙壁
上，支撑起新疆军区某团霍尔果斯边防
连官兵心中的精神图腾。
“奖牌向左下方倾斜了一点。”心里

盘算妥当，指导员胡晓瑞搬来凳子、拿起
工具准备摆正荣誉奖牌。

一只手拿着铁钳，一只手扶着奖牌，
胡晓瑞小心翼翼地拧紧铁丝，奖牌终于
端正如初。
“指导员，你脸上都是灰，身上也沾

了不少……”回到连部，胡晓瑞很快就收
到了文书李坤的善意提醒。

走进洗漱间，望着镜子里自己沾
满灰尘的模样，胡晓瑞陡然生出一个
念头：连队曾经获得的荣誉奖牌、锦
旗等物品，是不是已经落满了岁月的
尘埃？

查看的结果印证了他的想法，连队
门口悬挂的荣誉奖牌和连史馆陈列柜内
的历史文物均沾染了不少灰尘。
“还真没注意到那一块”“荣誉牌挂

那么高，平时一般都不会擦拭”“那些都
是连队的荣誉，碰坏了咋办”……向连队
官兵了解情况后，大家的说辞让胡晓瑞
明白了为何承载连队荣誉的物品会成为
卫生打扫的“死角”。

“荣誉绝不能束之高阁，必须和
官兵生活接轨，才能发挥应有的作
用。”回到房间，胡晓瑞和连长商量
决定：举办一个“为连队荣誉擦灰”
仪式，让官兵通过触摸荣誉激发奋进
的力量。

连歌奏响，连旗飘扬。连史馆前，官
兵们整齐列队，拿着准备好的脸盆和抹

布，对连队所有的荣誉牌、奖杯等物品开
始了擦拭保养，胡晓瑞捧起从楼前卸下
的“国门卫士标兵连”奖牌，轻轻为它拂
去灰尘。

时时勤拂拭，勿使荣誉惹尘埃。捧
着连队曾经获得的沉甸甸的奖杯，连队
文书李坤豪情万丈地说：“我也要力争拿
个回来！”

时时勤拂拭，勿使荣誉惹尘埃
■崔博识 刘郑伊

一线直播间 强化仪式感·激励新作为

互联网邮箱：jbjccz@126.com

强军网网盘：jbjccz

带兵人手记

如果说政治工作是门学问，那么讲

好政治教育课，无疑是其中一项重要的

章节。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官兵的文

化水平更高了，对信息的渴求更强了，

相应的，指导员也应当具备更加全面的

素质。

“给人一碗水，自己先要有一桶

水”。作为新时代的指导员，可不只给

战士提供一碗水这么简单。舆论斗争

激烈，有时得是“浓缩咖啡”，提神醒脑；

成长成才需要，有时得是“新鲜牛奶”，

补充营养；训练任务紧迫，有时得是“功

能饮料”，激发动力。

这样一来，我们不仅要有一桶水，

而且还要往水桶里添加配料和营养元

素。但“一口吃不成个胖子”，想要提高

授课能力，指导员必须留心生活，结合

实际，从一点一滴开始积累，扩充自己

的知识储备，切不可“一瓶子不满，半瓶

子晃荡”，否则时间长了，讲的课就真会

像白开水一般没味道。

想给别人一碗水，不能光有一桶水
■高思峰

借助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政治教育

课堂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在不断增强。

那么，为什么老班长却最怀念以前“坐

在一起唠唠嗑”，认为如今方法更加多

样的教育，“却没了当年的味道”？

到底少了什么味道？文中，旅政治

工作部主任李志文通过形象的比喻告诉

我们，那是真情的味道，它是教育这盘菜

肴里提摄百味的盐，是政治教育的核心

和灵魂，而技巧只是其中的花椒大料。

不可否认，政治教育要讲究一定的

方法，但我们更要清楚地认识到，思想

政治教育是做人的工作，功夫不仅在课

堂里，更在课堂外。试想，一个指导员

如果平时不关心爱护战士，却在课上侃

侃而谈，即使课讲得再动听，又有多少

说服力可言呢？

真情像一把盐，教育就像一杯水，

只有把盐融进水里，政治教育才能有滋

有味，战士们才能从其中汲取营养、补

充能量。用真心爱兵、靠真情带兵，和

战士一起摸爬滚打，共同为连队建设出

力，这样，即使是坐在马扎上唠嗑，战士

们看你的眼神里也都会充满真诚。

技巧虽重要，真情最关键
■徐明章

每次走上讲台，我都想让战士们听得有滋有味，而不是让他们觉得：又到了
“枯燥”的教育时间了——

我思我悟

他山之石

新学期伊始，武警河南总队南阳支队的官兵来到驻地黑虎庙小学，与在校师

生共同开展“喜迎新中国70华诞，军民心系国防情”主题活动。官兵与孩子们共

升国旗、互戴红领巾，部队宣讲员向师生讲述红色故事、普及国防教育，激发了在

校师生的爱国热情。

刘俊耀、高 嵩摄影报道

开学第一课

值 班 员 ：武 警 某 部 机 动 四 支 队

中队长 林 文

讲评时间：9月10日

近期大项任务多，标准要求高，有同
志跟我反映：接二连三的工作使人不堪
重负，老同志的压力尤其大。

这是为啥？深入了解后，我发现，
大到课目演示小到整理物资，只要任
务有点难度，班长骨干就普遍倾向于
安排给有经验的老同志，而新同志由
于经验不足，往往只能“靠边站”。的
确，老同志的“战斗力”比新同志要强

一些，能够把握工作的标准和进度，但
一碰到棘手工作，便让新同志作壁上
观，长此以往，经验丰富者不堪重负，
新人也得不到锻炼，而且不利于单位
的长远发展。

棘手工作不能落下新同志。班长

骨干要敢于给新同志压担子，要耐心
教方法、明确提要求、坚持高标准，
绝不能嫌麻烦。同时，布置任务要注
意新老搭配、以老带新，促进新老同
志共同进步、一起成长。

（姜虎饶、王显朴整理）

棘手工作不能落下新同志

值班员讲评

“班长，咱们这是跑到你家门口驻
训来了”“趁现在演练告一段落，中秋
节回趟家看看呗”……9月上旬，第
73集团军某旅正在某地驻训，训练间
隙，家在驻训地附近的电子对抗连上
士张强强成了官兵们讨论的话题。
“我们可不是来度假的，得抓紧

时间提高训练水平，老想着回家看看
咋能行？”面对战友们的关心，张强
强当场显得并不领情。

然而，表面波澜不惊的张强强内
心却并不平静，入伍 10年，除正常休
假外，他从未在周末回家陪过妻儿老
小，平时只能靠视频电话“遥寄相
思”。虽然明知驻训期间回家显得有
些“不顾大局”，但是头一回在离家
这么近的地方驻训，他还是忍不住奢
望起来。
“要不要请假回趟家？”眼看中

秋临近，虽然没想过能和那些家属
在驻地长期工作或生活的已婚官兵
一样周末轮休回家住宿，但张强强
的内心也不禁有些焦虑起来。“部
队即将转入更为紧张的训练，作为
班 长 骨 干 ， 这 时 候 得 体 现 ‘ 觉
悟’……”思前想后，张强强还是
咬咬牙决定：过家门而不入。

让张强强没想到的是，他本想体
现“觉悟”，上级却没有“领情”。

连主官不仅主动问他是否需要
周末请假回家，在机关基层双向恳
谈会上，指导员荣堂还就“家在驻
训地附近的已婚官兵，周末能否离
队回家住宿”向机关咨询。受其启
发，官兵代表提出“现代交通便
捷，如何廓清‘驻地’概念”“异地
驻训成为常态，驻训期间周末能否
轮休”等一系列问题，引发了热烈

的讨论。
在规定与现实、严管和厚爱之

间，该旅党委认为：周末轮休与严格
训练并不冲突，理应主动作为，满足
战士合理需求，绝不能让家这么近又
那么远。经过征询官兵意见、广泛查
阅资料、充分评估论证，他们以新条
令和上级有关规定精神为依据，明确
规定：配偶未随军又确实在驻地（驻
训地） 附近长期工作生活的已婚官
兵，在不影响在位率以及执行任务和
管理的前提下，休息日和节假日可以
轮流回家住宿。

工作日操课结束后，搭载着旅队
中秋轮休官兵的专车缓缓驶出了驻训
区。想象着即将和家人团聚的温馨一
幕，张强强心里暖意融融，更加坚定
了一个信念：回营之后，更要撸起袖
子加油干！

家在驻训地附近—

已婚官兵能周末轮休吗？
■饶逸君 本报实习记者 徐 鹏

潜望镜

官兵恳谈

上士朱万福：如今，在外驻训时间大大增加，已婚官兵

是否能享受周末轮休已成为一道现实课题。在为该旅党委

主动作为点赞的同时，我们也期待上级早日出台更科学具

体的制度规定。

指导员徐浩：没有在风雨中、血火里接受锻打磨砺，就无

法成为战场上的尖刀利刃；没有日复一日的苦练本领、牺牲

奉献，就没有万家灯火的温馨。驻训不是“住”训，我们必须

抓紧练就真功夫，“过家门而不入”应是军人常态。

某旅人力资源科科长陈桂华：要坚持严与爱的有机统

一，在严格执行条令规定的同时，准确把握官兵所思所想，

找到严与爱的“平衡点”。官兵在维护自身权益的同时，也

必须深刻理解当兵打仗、练兵打仗的特殊要求，把握好个人

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防止出现讨价还价、锱铢必较的现

象。

某旅政治工作部主任邢文明：“晓战随金鼓，宵眠抱

玉鞍”，枕戈待旦是部队生活的常态，和亲人聚少离多是

军人永恒的遗憾。一方面，我们要结合主题教育，加强

战斗精神培育，引导官兵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另一方面，

在符合规章制度、不影响执行任务的前提下，多行暖心

惠兵之举，同样也是为打赢助力。

孙 正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