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后不能再这么做了。

用实干为队增光，
凭精武为队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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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无反顾穿越核爆烟云，取回核
爆样品……眼前的画面，一下子把新
疆军区某红军团“猛虎三连”下士陈
春翔震撼到了。他没有想到，“穿云
25勇士”背后竟然有这么撼人心魄的
故事。
“‘舍生忘死，不计得失’的‘穿云

25勇士’精神与我们‘走遍“新（疆）西
（藏）兰（州）”、听从党召唤’的厚重师
魂有哪些异同？”直面两支不同部队的
光荣传统，大家各抒己见，碰撞出思想
火花。

陈春翔经历的这精彩一幕来自前
不久指导员明生永的那堂“红色基因
互学共传”课——

上世纪六十年代，随着我国第一
颗原子弹在罗布泊试爆成功，为精准
分析核爆效果，空军某部 25名飞行员
穿越蘑菇云，使用飞机挂载取样器取
回样品，积淀形成了“舍生忘死，不计
得失”的“穿云25勇士”精神……
“英雄的事迹各有不同，体现的

精神却有共通之处。”该团领导介绍，
今年以来，新疆军区在驻训部队中广
泛开展“红色基因互相学习、共同传
承”教育活动，他们深度挖掘团队与
友邻部队红色传统、优良作风、战斗
故事，在互学共传中促进红色基因融

合赓续。
旁听战士们的课后讨论，教育干

事赵明磊内心很受触动。基层调研
中，他常听到这样的吐槽：政治教员讲
传统头头是道，但能触及灵魂、扎根记
忆的不多；讲传承红色基因，总是翻来
覆去那几个故事……如何把传统讲活
讲新，一度成为赵干事教学设计中最
棘手的问题。

红色基因互学共传活动，为教育
课堂带来了改变。突破军兵种门槛、
打破地域限制，让官兵与兄弟部队战
友共讲红色故事、共忆红色传统、共读
红色家谱。“传承红色基因的‘功能链’
一下子变长了”，大家在对照学、共同
悟的过程中，不仅丰富了精神营养，而
且看到了自身不足。
“与我们红军师‘走遍“新西兰”、

听从党召唤’的忠诚信仰相得益彰”
“都离不开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血性
虎气”……在提炼“红色精神共鸣点”
环节，上等兵黄健的发言得到战友们
认可。

上周，团里组织建制连对抗考核，
全班整体成绩欠佳，班长施何强要求
人人“开小灶”加练。黄健觉得，自己
的成绩已经属于中等偏上，没必要放
弃休息时间求突破，为这事还跟班长

闹得不愉快。
“很多人在任务后出现免疫力减

退等情况，但无一人埋怨，仍坚持重返
蓝天……”“穿云 25勇士”的故事仿佛
一面镜子，照得黄健面红心跳。

对照“红军师”精神和“穿云 25勇
士”精神，黄健重新标定自己，他选择
不断进取，少盘算个人的“小九九”，为
了连队荣誉竭尽所能。
“无论是陆军还是空军，驻疆部队

还是内地部队，三军将士一脉相承、同
气连枝。”该团政治工作处主任陈辉认
为，红色基因互学共传教育活动更应
该是主题教育向演训一线延伸的绝佳
机会。他们及时将邱少云精神、“铁锤
子”精神、“穿云 25勇士”精神等编发成
学习教育材料，并收集汇总相关部队
红色战史、英模故事，既突出讲清各部
队特有红色传统的发展脉络，又注重
解析其中蕴含的内涵实质，持续引导
官兵解码红色经典、深植红色种子。

近日，该团“尖刀四连”组织整建
制全员全装高原负重训练。全连官兵
克服高寒山地恶劣环境影响，通力协
作完成越野奔袭，无一人掉队。指导
员向虹霖感慨地说，红色传统持续注
入官兵精神血脉，让大家训练士气更
高、作风更硬。

红色基因如何互相学习、共同传承？请看新疆军区
某红军团创新主题教育做法—

空军英模事迹走进陆军教育课堂
■马 飞 史建民 本报特约记者 黄宗兴

空军某地导旅副政委 徐立敏：

我军 9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英雄事

迹浩瀚如海，一茬茬官兵像“穿云 25

勇士”一样点亮人民军队的精神星

河。然而，任何一支部队的红色资

源，都无法独立构成人民军队整个

基因谱系。因此，在开展教育过程

中，我们不能只挖眼前“一口井”，更

需要广泛收集党史军史中的英雄事

例，把英模部队的事迹讲好，把兄弟

单位的资源用好，把承载荣誉的史

馆建好，让官兵立体多维感受红色

基因的无限魅力。

海军陆战队某旅教导员 高绪刚：

主题教育中“突破军兵种门槛、打破

地域限制”的创新做法让人眼前一

亮。我们基层政治工作干部在开展

主题教育过程中，要多一些因时而

变、随势而为，少一些墨守成规、照

本宣科，将“活”的灵魂引入教育课

堂，不断提高教育的吸引力、向心

力，杜绝“炒冷饭”“吃剩菜”。只有

以我党我军悠久的历史、厚重的传

统为坚强依托，在汲取养分中不断

传承创新，方能让红色基因永葆生

机活力。

武警汕头支队干事 张杜键：

教育过程中，最怕听到官兵吐槽“年

年岁岁都一样”。身处网络时代，“巧

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场面已不多

见，然而，有了“好食材”，更需要用

“匠心”去仔细雕琢，耐心“烹饪”。如

今，随着各单位练兵备战任务加重，

节奏转换变快，野外驻训时间更长，

如何利用好行军沿途历史资源、友邻

部队红色传统已成为一道现实课

题。只有在互学共传中促进红色基

因深度融合，才能推动主题教育不断

走向深入。

官兵恳谈

值班员：第 76集团军某旅指导员

赵炫竹

讲评时间：11月3日

前不久，连队就推荐拟表彰对象，
接连两次组织全连官兵对满服役期人
员进行民主测评。为何组织两次？在
第一次测评过程中，我发现不少同志交
头接耳，“交换意见”后才填写选票，这
种做法有违民主测评的初衷。经党支

部研究决定，第一次测评结果作废。
部分同志打分时之所以“交换意

见”，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有的对某名
同志不熟悉，想了解详细情况；有的认
为自己的意见无足轻重，习惯于站在
“多数”一边；有的与某位同志关系要
好，于是联络他人“力挺”……不论是什
么出发点，这样做都让民主测评变了
味。

进行民主测评，主要是为了收集官

兵意见，充分发扬民主。我们要正确行
使民主权利，做到“独立思考”，破除“利
己主义”“圈子文化”“老乡情结”等狭隘
思想桎梏，培塑公平公正的理念。

同志们，在今后的民主测评中，大
家要杜绝“事中商量”等行为，真正把连
队主人翁的作用发挥出来，做到合理考
量、公道评价，为连队党支部作出决定
提供可靠参考。

（张倬瑀、麻 坤整理）

民主测评岂能“事中商量”

“这是咋啦，脸上阴云密布的？”前不
久的一天中午，看到战士小张在学习室
旁一脸苦相，我上前询问。
“好心办事还挨了批评，怎么开心得

起来？”低着头嘟囔嘴的小张抬头一看是
我，立马换了个表情想开溜。
“别走，给指导员说说为啥挨批评

了。”我一把拉住小张。在我的催促下，
他道出原委。原来，看到一楼洗漱间的
水龙头漏水，小张自掏腰包花了 32元替
中队更换。可结果非但没在中队宣传栏
受到公开表扬，还被班长教育了一顿，说
以后不能再这么做了。
“我就不明白了，之前大家为中队

自掏腰包就是‘好人好事’，怎么到我
这，就变成挨批评了呢？”小张越说越感
到委屈。
“一看你就没好好听课，上周队务

会搞教育主题是啥来着？”“不太记得
了，好像是说怎么正确使用基层经费
的……”小张边说边挠头，好像有些明
白过来了。
“把会议内容弄清楚，你就不会再难

受了。回去跟班长好好请教一番，我相
信通过努力，你的名字将来肯定会上中
队宣传栏！”听了我的这番话，小张的脸
终于“多云转晴”。

此事了结了，但夜里我还是陷入

了沉思：为何开了会搞了教育，可还是
有战士争着抢着为队里花钱？透过小
张这件事，不难看出，“自掏腰包为单
位办事就是好人好事”的认识已经在
官兵头脑中根深蒂固。身为一线带兵
人，我们不能满足于通过一次会议、一
次教育就解决所有问题，而要在日常
训练生活中，以身作则，反复滴灌，不
断培塑。

又一个教育日，我重点围绕“怎样看
待以队为家”这一主题，组织了一场辩论
会。经过正反双方激烈地辩论，战士们
逐渐统一了思想，端正了认识，厘清了误
区，“用实干为队增光，凭精武为队添彩”
的观念深入人心。

这一次，小张的名字果真出现在了
公示栏上，理由是：最佳辩手。

（王海新、徐 丰整理）

教育引导不能“毕其功于一役”
■武警黑河支队执勤四中队指导员 于海洋

带兵人手记

当前，军营“网红”不少，由第74集

团军在各新媒体平台推出的“钢铁小

黑”曹在付便是成功案例之一。他个

子不高，脸膛儿黝黑，一口白牙，凭着

丰富的表情和口头禅——“我是怎么

晒都晒不黑的小黑”给人莫名的“喜

感”。一个普通战士为何人气爆棚？

在一系列短视频中，我们似乎能找到

答案——接地气！

“网红”并不一定是个贬义词，实

际上，要想成为军营“网红”可不容

易。从时代楷模“硬骨头六连”、扫雷

英雄杜富国、军中“花木兰”马和帕丽

到砺兵大漠的女子远火排……这些被

人们所熟知的“网红”们，都是凭借自

身过硬的事迹升高网络媒体的热度，

成为官兵心目中的学习榜样，成为大

众眼里的子弟兵代言人。

“小黑”和其他军营“网红”的成功

案例启示我们：面对大众化、交互式的

网络平台，面对人人都是参与者的教

育新格局，面对喜欢追星、崇拜偶像的

“网生代”官兵，部队施教者不妨换位

思考、顺势而为，利用“网红”的人气优

势，助力增强网络教育的辐射面和感

染力。

一枚璀璨的钻石，要经过精雕

细刻才能耀眼夺目。一个时代有一

个时代的烙印，青年官兵渴望表达、

渴望展示，我们就要大胆挖掘他们

身上的特长亮点和生动事迹，立足

于他们自身拥有的“宝藏”去精选打

磨，大胆尝试。同时，通过培塑推出

军营“网红”，凝聚“人气”优势，以独

到的表达方式展现官兵新面貌、部

队建设新风貌，不断深化强化形成

记忆点，为官兵提供学习指引，让正

能量的网络元素为教育落地助力助

威。

为网络教育打造“人气”优势
■龙旺维

基层之声 提高军队网络教育质量效益

互联网邮箱：jbjccz@126.com

强军网网盘：jbjccz

“1分 34 秒！”在中队 400 米障碍课
目考核中，我一举打破了中队最快纪录，
赢得满堂彩。一个身高不足一米六五的
“小个子”，终于成为了障碍场上的“王
牌”。

虽说个子不高，但入伍前热爱运
动的我身体素质不错。在新兵连，由
于训练刻苦，我各项体能测试都排在
第一。班长鼓励我：“我看好你，下连
后要继续拿第一啊！”“保证完成任
务！”我自信满满地回答。

初生牛犊不怕虎。刚下连那会，听
说 400米障碍是集速度与力量为一体的
高难度训练课目，我便下定决心，一定要
练出个名堂，拿下这个第一！

为此，我每次训练都竭尽全力，业
余时间还经常加练，一遍不行就十遍，
技巧不足就请教班长、老兵。不仅如
此，我还把自己过障碍的动作拍摄下

来，训练间隙反复观看，揣摩哪些地方
还能再改进……一段时间过后，我的训
练水平有了很大提升，但离第一始终还
有差距。

想要进一步提高成绩，飞跃矮墙成
了我这个小个子的“拦路虎”。通过矮
墙的常用方式有两种：一是左手支撑在
矮墙顶部一侧，同时右脚在另一侧蹬踏
借力；二是仅左手支撑，身体其余部位
不接触，直接跃过，这种方式明显更省
时。可小个子的我即使全力起跳，高度
依旧不够，腿常常是重重地磕到矮墙
上。久而久之，一次次的失败让我逐渐
失去信心，经常自我暗示，或许飞跃矮
墙对我来说就是妄想。

一次训练，深呼吸、冲刺、起跳，我
还是重重地磕到了矮墙上。面前的矮
墙仿佛成了天堑，腿上一块块淤青也疼
得厉害。接下来的练习，我放弃了尝

试，速度也跟着降了下来。不料，我垂
头丧气的样子被班长看在眼里，在他耐
心询问下，我将心中的烦闷一股脑儿倾
吐出来。
“短板不是借口，坚持就能跨越！关

键在于，你有没有那股排除万难、力争第
一的劲头！”回到班里，班长一边撸起裤
腿一边语重心长地说道，他腿上那一道
道伤疤让我深受触动。

通往成功的道路哪条不是布满荆棘
呢？打那以后，我训练愈发刻苦努力，终
于突破瓶颈，不仅成功飞跃矮墙，更琢磨
出不少跑障碍的心得。就这样，中队
400 米障碍课目的最快纪录，在我这个
小个子脚下诞生了。

走下考场，不少战友问我夺冠的秘
诀是什么？我笑着说道：“短板不是借
口，坚持就能跨越！”

（贺韦豪、王泽华整理）

短板不是借口，坚持就能跨越
■武警株洲支队某中队中士 覃 胜

士兵格言

Mark军营

值班员讲评

11月12日，武警新疆总队新兵一团组织开展步枪精度射击考核，5名“00

后”新兵，5发子弹打出50环的优异成绩。考核结束后，新训领导为他们披红戴

花，颁发荣誉证书，以此激励新兵苦练军事本领，早日成为一名合格战士。

余 博摄

5名新兵

5个50环

茅文宽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