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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入伍的时候，连队装备的是
59式主战坦克，全手动机械操作。20
多年军旅生涯，连队装备已经多次更
新换代……”初冬时节，北部战区陆
军某旅强军网直播平台上，坦克二连
二级军士长任宝柱兴奋地讲述自己的
从军经历与感悟。

任宝柱 1998 年入伍，新兵下连
时被分到坦克连。一路走来，他亲眼
见证了连队装备更新迭代。该旅为引
导官兵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精神，邀请任宝柱结合亲身经历，在
旅打造的政治教育“云平台”上直播
授课，讲述部队武器装备跨越式发展
历程。

老班长的从军经历，让坦克五连
排长李顿有感而发：“抗美援朝战场
上，志愿军的坦克屈指可数。如
今，我国自主研制的主战坦克已经
列装全军!”

李顿的爷爷曾是一名志愿军战
士，经历抗美援朝战争，老人深刻
领悟到武器装备优劣对战争胜负的
影响。载誉归来后，老人毅然投身
部队装备建设，先后参与了我军第
一代轻型坦克和第二代、第三代主
战坦克的研制。
“2013 年入伍以来，我见证了部

队两次装备更新。我坚信未来国防和
军队转型建设步伐会越来越快，五中
全会提出的‘确保二〇二七年实现建
军百年奋斗目标’一定会实现！”李
顿刚谈完感悟，坦克六连中士李佳澄
就迫不及待地接过话茬。

官兵网上直播互动，大家你一言
我一语，诉说亲身经历、交流感悟体
会，直播不到半个小时，弹幕留言就
多达2000余条。
“如今，网络已成为重要的教育

阵地。”该旅领导告诉记者，他们将
自主选课、直播互动、弹幕交流等网
络元素引入课堂，利用旅政治教育
“云平台”，搭建千人互动交流的“云

课堂”。官兵既可以利用闲暇时间上
网自主“充电”，也可以通过可视化
语音系统展开互动，在思想交流中，
让五中全会精神入脑入心，化为实践
动力。

思想在交流中迸发，认知在碰撞
中深化。看着屏幕上方一条条滚动的
弹幕，任宝柱话锋一转：“五中全会
提出‘加快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
发展，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我们还
要认真思考，怎样把新装备转化为实
实在在的战斗力？”
“最关键的是要转变观念，培养

创新思维。”坦克八连连长李重阳通
过“弹幕”回复。去年，李重阳参
加换装后的首次实兵演习，本以为
新装备能带来更好成绩，没想到因
为“穿新鞋走老路”，用旧思维操作
新装备，未能充分发挥新装备机
动、火力性能优势。李重阳坦言：
“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换装更要
换脑。”

李重阳的话让屏幕前的官兵更加
认识到：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前
景光明、任务艰巨，必须努力弥补
自身能力素质短板。
“只要肯吃苦、肯钻研，就没有

攻克不了的‘娄山关’！”坦克二连
列兵车长马梦成通过“弹幕”立下
誓言。今年 5月，下连仅仅 51天的马
梦成参加旅专业训练大比武，与全
旅 300余名车长同台竞技。他凭借过
硬军事素质，取得体能、共同、专
业课目总评全旅第三的优异成绩。
紧接着，马梦成“过去我们钢少气
多，现在我们钢多了气更要多”的
发言，赢得战友纷纷点赞。
“说一千道一万，还得撸起袖子

加油干！”授课结尾，任宝柱的总结
将讨论推向高潮。听课官兵心潮澎
湃，期待在火热的训练场上大显身
手，在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的征
程中跑好自己这一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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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部在开展主题教育时，积极发

动官兵主动参与到教育中，创造各种

条件，鼓励人人上讲台、全员都参

与，有效增强了教育的吸引力、亲和

力和感染力。

政治工作是群众性工作，思想政

治教育从根本上讲是做人的工作。

发动官兵搞教育，是党的群众路线

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具体运

用，也是我军政治民主的必然要

求。历史上，我军思想政治教育的

一些成功经验和做法，都是在群众

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形成的。例如，

解放战争时期的“诉苦三查”，较好

地解决了官兵的现实思想问题和部

队思想作风上存在的突出问题，其

中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尊重官兵意

愿、相信官兵智慧。实际工作中，

说服教育、民主讨论、谈心交心

等，都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常用方

法，也是走好群众路线的生动体现。

毛泽东同志强调开展“人民内部

的自我教育工作”，并大力提倡在人

民内部让人民“用民主的方法，教育

自己和改造自己”，其目的就是要让

人们在自我教育中真正认识自己、深

刻检视自己、主动改变自己。思想政

治教育要取得好的效果，光靠教育者

单方面的努力是不够的，离不开广大

官兵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和内在积极性

的调动。官兵是实践的主体，也是认

识的主体。从哲学上讲，内因是决定

因素，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没

有广大官兵的积极参与，思想政治教

育就会缺乏生机和活力。只有想方设

法激发官兵自我教育的活力，才能充

分发挥官兵在教育中的主体作用，丰

富和拓展教育的内容与形式。

聂荣臻元帅曾讲，用群众的力量

来教育群众自己，是最有效果的。

思想政治教育本来是一个你来我

往、思想碰撞的过程，也是一个教

学相长、双向发力的过程。“一手独

拍，虽疾无声”。部队思想政治教育

的对象是广大官兵，他们思想活

跃、兴趣广泛，参与热情高、民主

意识强。教育能否取得实效，关键

要看广大官兵能否很好地接受。如

果教育者自视高明，居高临下，热

衷于搞“我讲你听”，或者思想僵

化，闭门造车，习惯唱“独角戏”，

不让官兵当“主角”，结果必然是言

者谆谆，听者藐藐。

官兵中蕴藏着丰富的教育资源。

他们来自五湖四海，知识水平、社会

阅历、能力素质各有所长，每个人都

是一本生动的教材。各单位应发扬官

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优良传统，

充分调动官兵参与教育的积极性、主

动性、创造性，问题让大家摆、是非

让大家辨、道理让大家讲、答案让大

家找。各级教育者应及时吸纳官兵在

思想政治教育中创造的新经验、新做

法、新理念，依靠广大官兵的智慧和

力量，烧旺思想政治教育的炉火。

激发自我教育的活力
■祝俊业

强军论坛

本报讯 侯驰、轩荻报道：“酒杯虽
浅，但其害深不可测……”近日，郑州联
保中心某保障大队教导员盖防的一堂
《5 分钟，带你读懂“禁酒令”》网络微
课，上传部队强军网后，官兵纷纷留言
热议。

该大队所属单位点多线长、驻地分

散。结合单位实际，大队领导探索走开
利用网络开展教育新路子。他们遴选
优秀教员围绕政治教育主题、军营热点
话题、官兵常见问题，用幽默的语言、活
泼的背景音乐、新颖的拍摄剪辑手法、
生动的动画特效等表现形式，制作每集
约 300秒的系列微课，打造有声有色的

“尖兵”教育品牌。
据了解，该大队的系列微课依托

强军网等平台播放，在基层官兵中广
受好评。与此同时，他们还常态召开
教育研讨会，定期更新教育内容，防
止教育微课“一阵风”等情况出现，真
正让政治教育触动官兵心弦。

连日来，该大队制作了《5 分钟，
掀起网络直播的“红盖头”》《5 分钟，
解开网贷“馅饼”里的陷阱》《5 分钟，
带你拆穿“指尖”交友的华丽包装》等
系列微课，视频一经发布，点击量和
后台留言不断攀升。不少官兵表示，
微课短视频解渴又走心，期待尽快看
到下一期。

教育入脑入心，训练如火如荼。
前不久，该大队参加上级群众性练兵
比武考核，多名官兵以优异成绩入选
上级比武集训队，7支机动保障力量在
完成对抗演练和两级机关战术作业等
任务中表现出色，受到上级和友邻部
队领导肯定。

郑州联保中心某保障大队创新政治教育形式

微课短视频引发官兵点赞

本报讯 贺韦豪、李柯锐报道：“上
甘岭战役中，紧要关头，黄继光挺身而
出，用胸膛紧紧堵住敌人的枪眼……”
前不久，在武警湖南总队株洲支队“重
温战斗记忆、争做时代新人”主题故事
会上，88岁高龄的抗美援朝老兵游克
源，慷慨激昂地讲述同班战友黄继光

舍身堵枪眼的英雄壮举，台下掌声经
久不息。
“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蕴含着丰

富的红色精神养料。”据该支队领导介
绍，他们以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
朝出国作战 70周年为契机，邀请驻地
抗美援朝老兵走进军营，通过口述战斗

历史、现场交流问答、举行签名仪式等
活动，引导官兵重温辉煌战史、感悟使
命担当，坚定强军信念、激发练兵动力。

故事会上，当被问及当年激烈的
战斗场景时，游克源转身背朝官兵，
将衣服缓缓撩起。在他脊背中间偏
右位置，一个拳头大小的伤疤清晰可

见，令人触目惊心。战士林益承眼含
热泪说道：“曾以为英雄离我很远，如
今英雄就站在面前。我一定要以抗
美援朝老英雄为榜样，传好敢打必胜
精神‘接力棒’。”

同时，该支队还组织官兵集中观
看热播纪录片《为了和平》《英雄儿
女》，围绕“如何传承战斗精神”进行讨
论交流；在营区电子大屏幕、宣传板报
以及网络平台上，开设“传承弘扬抗美
援朝精神”专栏，全方位回顾抗美援朝
战争的伟大历程，营造“传承先辈红色
基因、埋头苦干建功立业”的浓厚氛
围，让官兵在学史知史悟史中增强守
初心、担使命的行动自觉。

武警株洲支队弘扬抗美援朝精神激发练兵动力

老兵进军营讲述战斗故事

对于海军荆门舰官兵来说，舰艇还
未离码头就拉响“救生部署”救人，这还
是第一次。

12月 3日，在南部战区海军某护卫
舰支队荆门舰，记者见到了当时下水救
人的三级军士长刘卫红。

这位身材魁梧的老兵有点腼腆：“当
时哪想那么多。我是党员，又离落水者
最近，面对危险，我得第一个上！”

11月 5日清晨，广州某船厂。“当时
有 3艘船艇靠泊码头。最外侧是工厂拖
船，中间是我们的舰艇，最内侧是登陆
舰。”刘卫红回忆说。

船厂一名工人通过荆门舰舷梯前

往最外侧的拖船时，不慎踩空落水。
看到这一幕，荆门舰更位长史小东立
刻大喊：“有人落水！”舰上立即拉响
“救生部署”。

正在拉电缆的中士朱赛飞、上等
兵熊强听到呼叫后，迅速就近去取救
生器材。
“在那里！”看到落水者，朱赛飞立刻

将手中的救生圈投了过去。熊强跑到战
位上取来救生衣，也扔向落水者。

刘卫红迅速把铁钩梯挂在舰艇右
舷。看到落水工人随时可能被潮水冲
走，他俯身伸手将其一把抓住。
“抓紧点，千万别松手……”刘卫红

牢牢抓住对方的手。无奈，当时正值涨
潮，水流很急，最终落水工人顺着水流漂
向舰艉。
“扑通”一声，刘卫红毫不犹豫地跳

进水里，扑过去抱住落水者。
“水很凉，水流又急，人跳下去很容

易被冲走。”刘卫红说，在湍急的潮水里
抱着成年人游，阻力非常大，他俩瞬间被
潮水冲向远处。

千钧一发之际，朱赛飞、熊强纵身跳
进水里，游到刘卫红旁边辅助救人。

附近的交通艇也赶来支援，船员从
甲板上抛出缆绳。熊强一把抓住缆绳，
将它缠绕在落水者的腋下胸前，大家合
力将其托举至交通艇上。

待刘卫红、朱赛飞、熊强回到舰艇上
时，已经冻得脸色苍白，累得几近虚脱。
听到落水工人平安无恙的消息后，三个
人脸上都露出笑容。

第二天，荆门舰按计划返航归建，转
入紧张的训练中。船厂专门写来感谢
信，向官兵危急时刻见义勇为表示感谢。

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官兵勇救落水群众—

“面对危险，我得第一个上”
■蔡盛秋 本报特约记者 薛成清

微 直 播

12月初，第82集团军某旅组织机降

伞降训练，锤炼官兵在复杂条件下的作战

能力。

上图：安全着陆。

右图：伞花绽放。

闫星星、黄仁奇摄影报道

12月上旬，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组织侦察分队开展多课目强化训练，

锤炼官兵顽强战斗意志。 蔡霖伟摄

五 中 全 会 精 神 在 基 层

探索构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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