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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全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精神

南国冬日，第 74集团
军某旅一营发射二连教室
内一场别开生面的远程实
景网络课开讲。指导员何
耀鹏通过网络视频连线，
将正在老家休假的南部战
区陆军“理论学习之星”刘
浩明“请进”了课堂。
“战友们，我现在位于

江西省赣州市。赣州既是
苏区精神的孕育和形成
地，也是长征精神的发源
地……”屏幕上，主讲人刘
浩明神采奕奕，声音洪亮，
感染力十足。连队官兵听
得格外入神。
“这是革命战争时期

红军使用过的手枪……”
跟随刘浩明的镜头，官兵
仿佛置身于中央苏区历
史博物馆，参观陈列物
品，感悟红军浴血奋战的
革命历程。一堂课下来，
官兵掌声热烈，授课效果
远超预想。

借助网络让军营“明
星”、先进典型登台授课，
这样的教育课已成为该旅
一道风景线。

据了解，全军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后，
该旅党委一班人通过学习
会议精神达成“向网借力、
以网聚力”的共识。他们
把“课堂建在网上”“党员
连在线上”“专家放在掌
上”，利用网络信息平台增
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
和实效性。
“利用网络开展调研

方便迅捷，统计结果实时
呈现，能及时全面掌握官
兵思想底数。”谈及线上思
想调查的优势，一营教导
员孙翼如数家珍。前不
久，该营组织线上思想调
查，孙翼结合调研数据，有

的放矢开展教育，通过现场视频连线等形式，邀请旅队老一
辈功臣楷模与官兵网上互动，极大提振了士气。

利用网络海量资源，该旅政治教员集中研讨、共同备
课，结合多媒体手段，打造出集文字、声音、影像为一体的立
体教育课堂。他们还引导官兵通过关注权威公众号、分享
荐读理论热文等方式，常态开展“微课堂”理论学习、“朋友
圈”打卡互动、“小角度”讨论交流等活动。

记者走进某导弹连教育课堂看到，优秀“四会”政治教
员黄涛轻点鼠标，一堂以“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看中国
军队发展未来”为主题的教育课火热开讲，全旅官兵网上
同步收看。前段时间，该旅女子导弹连官兵拍摄制作的短
视频《这群“00后”女兵不简单》发布后，网友点赞量高达数
十万。

插上“信息化翅膀”，教育更具威力。据悉，在近期组织
的理论知识竞赛中，该旅官兵优秀率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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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处信息时代，面对无处不在的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不能“躲进小楼成

一统”。各级教育者必须主动积极适

应，让网络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效能

倍增器”。

过不了网络关就过不了时代关。

思想政治教育若不注重创新、组织形

式单一，青年官兵就难以“买账”。把

握信息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和规

律，需要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传统优势

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实现思想政治

教育由线性、单向、平面向全时空、全

方位、全领域多维发展。

与时代同行，和官兵同心。我们

必须利用网络开放、灵活、互动等特

点，发挥多元媒体的平台优势，搭建信

息时代“多维课堂”。各级要从青年官

兵特点需求入手，积极探索建立与网

络媒介的联动协作，注重军地优势融

合、军内资源整合，既坚持“键对键”，

又做到“面对面”；既坚持“线连线”，又

做到“心贴心”；既坚持“网上教育”，又

扎实搞好“现场教育”，使多种教育手

段同频共振、相得益彰。

信息时代呼唤“多维课堂”
■王敬斌

“我的爷爷是一名志
愿军老兵，抗美援朝战争
期间参加过大小数十次
战斗……”寒冬时节，第
78 集团军某旅坦克五连
排长李顿在强军网上的
一堂直播教育课“火”了。

线上直播授课，线下
同步互动。该旅政治工
作部领导告诉记者，这次
运用强军网直播授课，不
仅给官兵带来耳目一新
的课堂体验，也给政治教
员带来前所未有的“头脑
风暴”。
“我们要铭记历史，

练好杀敌本领”“保家卫
国是军人的天职，假如明
天战争爆发，我绝不退
缩”……“云端”上的直播
授课精彩纷呈，官兵一边
听课，一边通过实时滚动
的 弹 幕 留 下 自 己 的 感
言。李顿则见缝插针回
答官兵提问，并及时组织
线上讨论交流。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

育面临的最大难点是如
何树立网络思维、用好信
息技术。”该旅不少政治
工作干部坦言，由于缺少
专业人才、思想不够解放
等原因，网络课堂似乎有
些“姗姗来迟”。
“为适应青年官兵思

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
方式等新变化，必须积极
创新教育方式方法。”该
旅党委一班人在深入学习
全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
议精神后形成共识。他们
充分利用强军网和新媒体
技术开办网上课堂、开展
微课教育；针对青年官兵
特点，适时推开案例式、情
景式、互动式教育模式，让
官兵从台下走到台上，由

被动受教变为主动参与。
“网络教育课堂有效破解了部队动散条件下教育力量

分布不均、教育资源统筹乏力等难题。”该旅防空营教导员
关野告诉记者，旅里依托强军网构建思想政治教育数据库，
包含 4类 29项教育专用图文和视频资料。授课者可以利用
“云平台”海量教育资源进行线上备课、直播授课；官兵无论
身处营区还是野外，只要能联网，就能实现在线选课、网上
参加教育。

记者走进该旅“突破乌江第一连”发现，该连学习室统
一安装高清视频装置和全向麦克风。据介绍，该旅将授课、
听课、查课等终端联为一体，让旅营连三级实现授课可视化
连线和语音互动，既方便官兵选课听课，也便于机关检查评
估教育效果。

如今，该旅越来越多的授课者告别熟悉的黑板和粉笔，
逐渐适应直播摄像头和快节奏的弹幕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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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秦基伟、特约通讯员刘
辉报道：“西南方向 500米处发现 10名
‘敌人’正快速向我渗透。”红方侦察员
通过无人机侦测到“敌情”后，立即向
指挥所报告。深冬时节，第 80集团军
某旅组织侦察分队对抗训练，此次训
练该旅将所属侦察分队一分为二，两
队队员在训练中互为对手，攻防对抗

全程相伴。
“互为对手，既是强化对抗思维

的有效举措，更是找差距、补短板的
宝贵契机。”该旅领导介绍，以往的侦
察分队训练注重目标侦察，此次训练
他们打破固有模式，更加突出战场监
视、警戒行动以及狙击行动等内容，
采取互为对手、相互检验的对抗组训
方式，逼着官兵对照强敌想招法、瞄
准实战研战法，在实打实抗中提升实
战本领。

攻防对抗期间，该旅不设演练脚
本，不定侦察线路，最大限度引导双方
自主筹划作战。笔者在对抗现场看

到，红蓝双方激战正酣：红方通过雷
达、无人机等多种手段，在战场实施全
方位侦察；蓝方利用有利地形，在丛林
中穿梭潜伏，灵活规避对手侦察。后
方观察所内，观察员跟踪对抗双方行
动，实时报知战场态势；数据员分析双
方行动效率，为提升侦察能力提供数
据保障。

刚走下训练场，对抗双方便围
绕战术运用等环节展开复盘，查摆
出 10 多个短板弱项。他们据此制订
补差训练计划，并指定专人跟踪问
效，为进一步提升侦察训练水平夯
实基础。

第80集团军某旅探索对抗组训方式

互为对手锻造侦察利刃

30 余个比武课目轮番上演、数
百名官兵同台竞赛……隆冬时节，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场站紧贴实
战需求，组织全领域覆盖、全要素联
动综合演练，全面检验部队综合保
障能力。
“一架战机冲出跑道，机身起火，

有人员受伤，立即组织救援！”开赛即
遇难题，记者在现场看到，跑道旁的草
地上，“战机”冒出滚滚浓烟，情势十分

危急。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消防车、救

护车、抢救车等保障车辆载着救援人
员火速奔赴“出事”地点，各类保障人
员有序抵达战位，迅即展开救援。

2辆消防车在“战机”上风口迅速
形成夹角，官兵以水枪压制火势。现
场火光冲天、热浪灼人，稳稳压住高压
水枪的战士韦昊天不多时便满头大
汗。

与此同时，战伤救护小组快速完
成对伤员的应急止血、包扎和心肺复
苏，并将伤员转运后送。随后，抢修官
兵各司其职，清理起降道面异物，机场
很快恢复通航。
“战时特情必定接二连三，各项处

置工作必须同步展开。”该场站领导介
绍，他们打破以往研练特情“单打一”
的定式，把多个特情进行整合设置，用
频发的特情锤炼部队保障硬功。

海军航空兵某场站组织全要素联动演练—

特情频发锤炼保障硬功
■唐 阳 刘冬冬 本报特约记者 李恒江

“对青年官兵来说，‘为祖国而战’的
时代内涵到底是什么？”前不久，中部战
区空军某基地新兵一连指导员杨海涵，
对着教案冥思苦想。

根据基地思想政治教育计划，杨海
涵将以“为祖国而战”为主题，为基地全
体下连新兵讲授主题教育课。受领任
务时，杨海涵信心满满，然而当他捧着
教案初稿为新兵试讲时，效果却远不及
预想。

问题出在哪里？课后，杨海涵与几名
新兵谈心，一名来自湖北荆州的战士说：
“小时候，每当《我的祖国》这首歌曲响起，
我的爷爷都会热泪盈眶。长大后我才明
白，爷爷作为一名志愿军战士，曾身处异
国他乡为祖国而战，歌里唱的‘风吹稻花’
‘船上的白帆’就是家乡的景象。爷爷说，
越是战斗激烈时，对家乡的感情就越是浓
烈，战斗士气就越是高涨。”

听到这儿，杨海涵灵光乍现。家是
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国情怀不是简单
抽象的东西。为祖国而战，正是为每个
家庭的幸福而战。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好的教育要

找准切入口，直击官兵内心最柔软的地
方。”该基地领导告诉记者，为提升授课质
量，他们要求授课人深入官兵进行调研交

流，并将调研内容汇编成册，丰富教育素
材库；在每堂大课之前组织试讲，邀请地
方教育专家、军政教研室教员与授课人共
同打磨文稿、增添素材。

吸纳多方建议后，杨海涵决定用《我
的祖国》《松花江上》《当那一天来临》3首
歌曲对应课程中“有国才有家”“军强才能
国安”“我为祖国而战”3个主题，以歌曲
“穿针引线”的方式讲授一堂有“筋骨”、有
“血肉”的教育课，从而打动官兵心灵。

正式授课这天，杨海涵将 3首歌曲
背后的故事娓娓道来。讲到动情之处，
他双眼泛泪，现场官兵心潮澎湃。

此情此景让该基地领导深刻认识
到，搞教育就是在官兵头脑里搞建设，要
想提高教育水平，关键在于打造能够拨
动官兵心弦的精品课、培养知兵懂兵的
高水平授课者。

为此，该基地着力创新教育模式，在
课程改革、人才培养、软硬件建设等方面
持续发力；机关列出课程清单，政治教员
结合自身岗位实践进行选题备课，并邀
请专家点拨讲评；梳理多种类型学习套
餐，借助网络渠道向官兵推送，推进思想
政治教育由“漫灌”向“滴灌”转型。该基
地机关与基层官兵共同发力，一堂堂好
课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

三首红歌一堂课
■邱子健 本报特约记者 张 雷

界碑在前方，坚守在脚下。新年伊
始，帕米尔高原一片雪白，9名初次上哨
的新战士在风雪中跋涉……

1月 17日一大早，驻守在海拔 3000
多米某地的新疆喀什军分区塔吐鲁沟边
防连9名新战士早早起床，整理好执勤装
具。这一天，他们将迈出军旅生涯的重
要一步：首次参加连队某点位巡逻任务。
“我们前往的点位，位于海拔近4000

米的雪山上。登上这个点位，将标志着你
们成为真正的边防军人！”连队指导员戴其
林的一番话，让新战士李建朋为之神往。

9名新战士跟随连长孟克·巴特曹克
图和几名老兵，先乘坐巡逻车抵达海拔
3000多米的巡逻休整点。接下来，官兵
开始徒步攀登雪山，向山顶点位挺进。

“山上积雪终年不化，氧气稀薄，坡
陡路窄。巡逻这个点位，既要有强健的
体魄，更要有坚强的意志。”上士陈石雄
对这段巡逻路十分熟悉。入伍 12年，这
段路他不知走过多少趟。

初次上哨的经历，让这位边防老兵
记忆犹新。

那年冬日，晴朗的天气突变，不一会儿
便飘起雪花。高原反应让陈石雄胸闷头
痛，他咬紧牙关一步一个脚印登上海拔接
近4000米的山巅。虽然身体疲惫不堪，但
看到神圣界碑的那一刻，他感到浑身又充
满了力量。
“守护界碑，是军人的荣光！”即将攀

上雪山之巅，陈石雄给新战友们鼓劲。
越近山巅越艰险。走在队伍前列

的新战士林钢突然脚下一滑，摔倒在
地。连长孟克·巴特曹克图和陈石雄快
步赶上，迅速打开便携氧气袋让林钢吸
氧。林钢摇摇晃晃撑起身来，语气坚定
地说：“连长，我能行！”

踩实卫国戍边的第一行脚印。高
原之上，风如刀割，巡逻官兵顶风冒雪
奋力前行。“战友们，胜利就在前方！”中
士李伟明的鼓励从队伍后方传来，新战
友们脚步坚定、勇敢前行。

雪山之巅，红旗招展，9名新战士在
连长带领下走向神圣界碑。他们用手
拂去界碑上的积雪，一张张稚嫩的脸庞
绽放笑容，在阳光照耀下格外灿烂……

上图：新战士跋涉在高原巡逻路上。

姬文志摄

新疆塔吐鲁沟边防连9名新战士首次踏上高原巡逻路—

踩实卫国戍边的第一行脚印
■王向辉 李小龙 李骑骥

1月中旬，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

某旅组织长航时飞行训练，提升飞行

员技术战术水平。

田健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