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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部队已进入到如火如荼的演
训阶段，郝小兵发现一些现象：个别单

位为了不影响演训成绩，利用勘察时
机提早组织人员构设掩体；为了防止
演训“掉链子”，前一天晚上提前把背
囊打好……少数单位在演训中预先准
备的做法，偏离了演训的初衷，也是一
种和平积弊，必须清除。

演训要达到效果，贵在实打实，最
忌走过场。那种“怕出丑”、提前进行
准备的演训，看似反应迅速、行动有
序、应对得法、进入情况较快，实则脱
离实战，不符合战斗力标准。长此以
往，就会导致官兵紧张不起来，实战意

识淡薄，难以保持“箭在弦上”的战备
状态。

演训来不得半点虚假。提升训练
实效，磨练实战技能，必须利用好每一
次演训机会，把每一场演训都当作实
战。同时，演训组织者也必须严格按照
真难严实的标准，锤炼官兵在各种复杂
情况下的应急应战能力。如此，才能保
证当那一天来临的时候，部队能够拉得
出、上得去、打得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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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上旬的一天，作战支援营指
挥通信连指导员杨超伦以“莫要沉迷
手机游戏”为主题组织授课，官兵们整
齐端坐、发言积极，时而若有所思、时
而埋头速记……
“这才是杨超伦本来的水平，他第

一次备课试讲时本想用‘传家宝’蒙混
过关，然而却没逃过战士们的眼睛，让
他又‘回炉’了两遍。”听教导员刘东半
开玩笑地介绍，记者不禁好奇，这“传
家宝”究竟从何说起？

原来，一个月前第一次备课试讲
时，杨超伦所讲的内容与上一位指导
员讲授的“谨防抖音中毒”基本相同，
当时听课的上士屠志伟拿出去年的笔
记一对照，发现小标题全部一致，就连
最后的身边典型都是沿用去年退伍的
技术能手。
“上次授课前，由于心理骨干集

训、演讲比赛、连排战术考核等事项
冲突，自己分身乏术，便想‘借鉴’下
老指导员留给我的教案本。”杨超伦
挠挠头，红着脸道出原委。这本在多
名指导员手中流转的教案本就是他
们口中的“传家宝”。

翻开教案本，从 2013 年至今的
精品教案都汇编在内，从安全法规
到心理疏导、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到主题教育、从党史解读
到热点追踪……堪称指导员们的教
育资料库，“传家宝”的确名不虚传。
“这个‘传家宝’，对搞好教育有

很大帮助，但也容易让我们形成拿
来就用的懒惰思想。”杨指导员直言
不讳，有时候工作忙起来，直接修改
过去教案的情况在所难免，不少士

官早就对很多教案尤其是精品教案
耳熟能详，指导员一偷懒，他们就能
发现。
“婚恋观的教育年年都一样，我耳

朵都听出老茧了”“改革前连队的老典
型，每次教育都要讲，殊不知很多情况
和专业都变了”“战士小教员的授课全
是指导员的‘味儿’”……广泛了解后，
记者发现不少战士对过去“教育炒冷
饭”的情况很排斥。
“教育是围绕官兵当前的‘活思

想’解扣子，教育者不把精力心思花
在摸清官兵思想、对症施策上，却想
着投机取巧。”这一情况也引起了该
旅领导的关注。为此，他们在摸清官
兵活思想上下功夫，在发挥好“两支
队伍”作用的同时，要求教育者在备
课前做好思想调查；坚持“内容为
王”，每月由旅营两级组织试讲、评教
评议；沿用“传家宝”好的思想，禁止
内容上照搬照抄；同时，要求指导员
在汇编的教案中标记好官兵的听课
反映、现场互动情况。

又逢教育日，记者走进筑城伪装
营的教育课堂，某连指导员刘陈围
绕“2019 年已过大半，年初的目标是
否依然清晰”为题授课。45 分钟下
来，他和半数以上官兵有过互动，战
士们日常生活训练的照片和故事也
被搬上屏幕，一堂课“活”了起来，官
兵们纷纷重新反思自己的年度规划
和目标定位。在最近的交叉评教
中，全旅指导员授课满意度相较去
年有了较大提高，笔记敷衍了事、教
案雷同照搬、上课氛围不浓等情况
都有明显改观。

老指导员的“传家宝”失灵了
—第81集团军某旅鼓励脱稿授课增

强教育实效的探索系列报道之二

■张 帆 本报实习记者 张 旭

脱稿授课是为了督促施教者亲自

撰稿、认真备课，提高他们独立思考、

结合实际开展工作的能力。倘若不能

领会脱稿授课的真正内涵，切实转变

作风，单纯把脱稿授课当成一项任务，

就脱稿论脱稿，搞“假脱稿”，着实有违

倡导脱稿的初衷。

当下个别政治工作干部为了能够

顺利脱稿，沿用之前成熟的授课提纲

死记硬背，给自己凭空增加负担不说，

教育质效更无从谈起，这样的脱稿授

课不要也罢。

如今，信息传播方式和官兵接受心

理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授课内容不引起

共鸣就难以入心入脑，表达方式不灵活

生动就难以春风化雨。教育者要想让

教育进入官兵思想、见诸行动，就必须

走出“老一套”的思维观念，从大家关心

的身边事入手，向最关注的问题开刀。

不妨在课堂上多一些真情实感和鲜活

事例，少一些结论概念的照本宣科和空

泛说教，因为只有“沾泥土”“带露珠”

“冒热气”的授课才能直抵人心，让教育

的实效性和感染力大大增强。

授课不能照搬“老一套”
■第81集团军某旅政治工作部主任 张俊义

8 月下旬的一个晚上，一班班长王
涛带队夜训回来后，向我汇报了一个情
况：今年准备退伍的下士小王在训练中
乱发牢骚，还对他的工作指指点点。

小王原本是连队文书，年初才下班
排，平时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待人
接物也很实诚，怎么会无缘无故找事儿
呢？其实不只是小王，有好几个即将退
伍的战士思想上好像都有些波动。
“是换了岗位不适应，还是临近退

伍比较浮躁？”满心疑惑的我决定一探
究竟。

在同其他几名即将退伍的老兵交
谈过程中，我寻找着蛛丝马迹。每当
退伍临近，连队考虑到这些老兵所做
的奉献，总会对他们“关照有加”：大
项任务让老兵留守，岗哨优先安排前
半夜……

然而，对于这些“照顾”，老兵们并
不领情。“连队老是把我们当‘宝贝’供
着，生活处处让、工作不让上，犯点小错

也是网开一面”“我们感觉自己成了连
队的局外人，身旁战友们的眼神也变
了，很不自在”……听着他们你一言我
一语，我内疚的同时也感到连队的一些
做法不妥。

于是，我和连长商量之后，决定让
这些老兵们重回“战位”。一方面，我在
连队给老兵们搭建舞台，让他们传授带
兵经验以及军旅心得；另一方面，设置
“荣誉哨位”“老兵战位”让他们在最后
这段军旅生涯中发挥余热。有了这些
举措，大家的积极性高涨，一些老兵还
主动要求参与连队一些重要课目的讲
解示范。

肩上有了“担子”，心中自然踏实。
在即将告别军营的这段时间里，老兵们
不需要特殊照顾，他们眷恋的恰恰是摸
过的枪、带过的兵和军旅生涯的点点滴
滴。现在，老兵们离队了，但他们教会了
我们带兵人很多很多。

（窦 垚、霍东旭整理）

处处搞“特殊”，老兵不领情
■新疆军区某团高炮连指导员 高鹏春

“你看，两年前的你与现在相比，真
是两个样”“中队考虑得真周到，竟然把
我在中队过集体生日时的照片都放上去
了”……9月初，武警陕西总队榆林支队
府谷中队的战士们，捧着相册翻看着照
片，眼睛里透露着激动和喜悦。

今年退伍季，中队党支部就退伍纪
念品征求意见时，战士们强烈建议：能不
能将大家日常生活、训练等照片制作成
一本相册，作为军旅生活的见证，给将来
的自己留下美好的记忆？

综合官兵们的意见和需求，中队党
支部决定制作退伍纪念相册，送给退伍
老兵。最终，经过脱密处理，一本融入军

旅文化、中队变迁、驻地特色、文字解说
等元素的相册“新鲜出炉”，得到中队所
有退伍老兵的高度认可。

官兵们说，翻阅这本相册，凝视那一
张张照片，便能窥见军队的发展、社会的
进步、个人的企盼、从军的初心。

退伍老兵欢送会上，老兵赵康星
高兴地说：“这本相册记录的都是我们
从入伍到退役、从懵懂到成熟的成长
经历，意义非常特殊，是部队培养了我
们、成就了我们。退伍不褪色，我们绝
不辜负部队领导对我们的期望，把军
人本色和优良传统带回地方，积极参
与家乡建设！”

一本小相册，几多军旅情
■张继文 罗小双

值班员：第75集团军某旅电防营干

扰二连指导员 罗 宇

讲评时间：9月11日

今天下午，连队统一组织了 3000米
跑考核，大家考核成绩均能达到良好以
上，总体表现不错。但在考核中我看到
一种很不好的现象，个别同志虽然成绩
距离优秀标准只差 1秒，但在上报时却
故意向记录员少报 1秒，被我当场制止
并进行批评教育。

回来以后，有的同志觉得比较冤枉，
觉得我没必要为这 1秒斤斤计较。同志
们创先争优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为了让
自己成绩达到优秀而弄虚作假，却是严
重的违规违纪。殊不知训练场上弄虚作
假，上了战场就会丢盔卸甲；考核场上顾
脸面、讲人情，上了战场就会丢脸面、丢
性命。对于此类行为，连队不仅要举起
训练自查的“杀威棒”及时予以纠治，情
节严重的还要严肃处理。

与其在上报成绩上钻 1秒的空子，
不如在自己的训练方法和质效上多下
下功夫，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战斗
力负责。 （李 赟、冯邓亚整理）

这可不是1秒钟的事

记者探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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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部战区陆军某旅某海防连驻扎在偏远的北尖岛，9月上旬，上士徐强的家属

第一次带着孩子来岛上探亲。在连队附近的山坡上，女儿小钰钰拿起望远镜，兴

奋地望着爸爸守卫的海疆。 吴增研、曾梓煌摄影报道看！这是爸爸守卫的地方
Mark军营

“晚上根本睡不着……”9月 12日，
是新兵李林甫即将启程进疆的最后一
天，可他的心思却不在即将到来的中秋
节上。在广东省信宜市的家中，李林甫
兴奋地告诉笔者，自从新兵名单公示
后，他就一直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李林甫一家两代有多人在部队服
过役。爷爷是村里的老民兵营长，曾带
领民兵多次完成比武竞赛和急难险重
任务，父亲、大伯和 3个堂哥有的上过
战场、立过战功，有的在比武竞赛中摘
金夺银，有的当过班长带出了标兵班。

早上简单收拾完行李，李林甫和父
亲坐摩托车赶到镇政府参加新兵入伍欢
送会。镇党委书记、镇长给大家戴上大
红花，鼓劲加油；通过座谈了解家里的困
难并一一记录，逐条定人限时解决。
“多吃点苦才能多一些磨砺，您别

担心了。”得知全镇只有两人到新疆边
陲服役，父亲久久没有吱声。李林甫似
乎看出了父亲的担忧，不断地安慰，直
到把父亲说得呵呵笑起来。

利用晚饭后的时间，李林甫提着准
备好的月饼来到村里 3户孤寡老人家
里，送上中秋的祝福，并告诉他们自己入
伍的喜讯。平时在家，李林甫就经常照
顾这些老人。前两天，他将老人专门拜
托给几位要好的同学，请他们代为照看。

到了晚上，大伯和 3个堂哥纷纷打
来电话，勉励他立足军营建功立业。李
林甫向他们承诺：“去部队以后，绝不给
咱家的老兵丢人！”
“……父老乡亲们，等我们立功受

奖、建功立业的好消息吧！”13日，中秋节
早晨8点钟，李林甫作为新兵代表发言，
数千新兵随后登上火车踏上军旅路。

中秋节，新兵离家赴边疆
■孟 兵 孙广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