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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没想到，观看电影也是一门学

问！傍晚，记者在学习室后排坐下，和

警勤中队官兵一起观看电影《血战湘

江》。

可没想到，正看得起劲儿时，电影

却突然暂停了。只见中队指导员范晓

阳走上讲台，指着暂停的画面说：“中央

红军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与国民

党 军 苦 战 5 昼 夜 ，突 破 了 第 4 道 封 锁

线。这场战役也直接导致遵义会议的

召开……”紧接着，他为官兵讲解湘江

战役的发生背景。

记者注意到，台下官兵紧盯屏幕

频频点头。“原来湘江战役在历史上的

作用那么重要！”战士王磊忍不住发出

感叹。

“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看电影，红

色电影中包含大量党史军史内容，如

果不加以讲解分析，年轻官兵可能就

停留在故事本身上，忽视了电影蕴含

的历史承载。”一旁的中队长王龙华告

诉记者，支队每周都会精心挑选反映

党领导人民军队艰苦奋战、不怕牺牲

等伟大精神的优质红色电影，定期组

织官兵观看。

慢慢地他们发现，有些战士在观影

过程中，经常会小声询问身边战友某一

情节的历史背景，有时战友也没办法解

释清楚，导致观影效果打了折扣。针对

这一情况，他们借鉴地方高校电影赏析

课的理念和办法，创新开展“红色电影

解析”活动。

每次观看红色电影前，支队、大队

或中队干部都要对影片的历史背景等

内容进行介绍。当影片播放到重要历

史事件、关键历史人物、重点剧情时，

他们及时暂停，对相关具体内容进行

讲解。

“每次组织观看红色电影，对我们

来说是一次印象深刻的党史军史学习

过程。”王龙华告诉记者，每次组织观

看影片前，他们都需要提前查阅大量

历史资料，对党史军史进行系统梳理，

这样才能在讲解时抽丝剥茧、层层深

入，引发官兵对党史军史更多的思考

和感悟。

一次次红色电影赏析，点燃一个个

思想的火种。前不久，机动中队党员余

九旭在参加支队某比武中，完成单杠卷

身上 232 个，刷新支队该课目纪录。比

武结束后，他的手掌都磨掉了一大块

皮。

“红色电影《勇士》中，红军将士面

对枪林弹雨视死如归，不断突破身体极

限，一昼夜奔袭 120 公里。”余九旭说，

“同样的年龄、同样是党员，先辈为完成

任务连命都可以不要，我只是把手磨破

了，不算什么！”

观影里面有学问
■本报记者 刘建伟 张毓津 赵婉姝

编者按：7 月中旬，本报派出 7 名记

者前往武警河南总队焦作支队当兵锻

炼，与基层官兵同吃、同住、同劳动、同训

练，收集发掘第一手新闻素材，既磨砺了

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又采写了一批

“带露珠”“冒热气”的稿件。本版今天刊

发一组记者从基层一线发来的现场报

道，敬请关注。

在武警焦作支队当兵锻炼，记者

亲身体验他们利用红色电影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利用点名激励党员发挥先

锋模范作用的鲜活场景，一个深刻感

触油然而生：教育应当无处不在，追求

“如盐入味”的境界，方能达到“如鱼得

水”的效果。

习主席指出，好的思想政治工作应

该像盐，但不能光吃盐，最好的方式是将

盐溶解到各种食物中自然而然吸收。

这个新鲜而又生动的比喻意蕴深刻、耐

人寻味，对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尤

其是政治教育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我们知道，作为生活中最常见的

调味品，食盐不仅有着“食肴之将”的

美名，同时也是人类维持生命的必需

品，从食物中摄入盐是我们最根本的

饮食需求。而思想政治工作尤其是政

治教育则如人精神上的“盐”，是塑造

“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不可或缺的

“调味剂”和“营养品”。

教育如盐不可或缺，那我们开展

教育更应追求“如盐入味”的状态和境

界。无论是观影里面有学问，抑或是

点名当中有激励，这个支队的做法都

启示我们：生活即教育，教育即生活。

生活中的教育是无时、无处不在的，生

活中处处都是教育的机会，随机教育

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每个细节之中，是

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

搞好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应该从

心出发、以理服人，积极创新受教育者易

于接受的方式方法，将教育融入受教育

者的日常工作学习中，让受教育者亲自

参与到制作政治教育这道“精神大餐”的

过程当中，感受“放盐”的重要性、特殊性

和规律性，起到“良久有回味，始觉甘如

饴”的效果，从而实现让官兵在不知不觉

间、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的目的。

“势服人，心不然；理服人，方无

言。”这个支队的做法还告诉我们：教育

者只有用心用情、想当一名“好厨师”，

只有刻苦钻研练就高强本领、会当一名

“好厨师”，只有积极探索总结、善当一

名“好厨师”，才能将“如盐入味”的追求

变成现实，做出一道道思想政治教育的

“精神大餐”，才能真正做到解兵“渴”、

入兵“心”、有兵“味”、动兵“情”。

教育应当追求“如盐入味”
■刘建伟

晚点名时间到了，记者与机动中

队官兵一起整齐列队。值班员整队报

告后，中队长杨万中并没有开始讲评

当天的工作，而是随机呼点 3 名党员出

列。

“党员同志，模范带头作用你发挥

了吗？”面对站在队列前的 3 名党员，中

队长杨万中大声发问。

“报告，发挥了！在今天上午的抗

洪防汛演练中，我带头完成武装泅渡

任务！”班长吕亮的回答铿锵有力。事

实确如他所说，在演练中，吕亮第一个

跳进水里，带领全班率先完成泅渡训

练。

“报告，发挥了！在下午的擒敌术

训练前，我带领几名战士对训练场沙

坑进行了翻新，确保了战友们训练安

全。”

“报告，发挥了……”

站在队列里聆听 3 名党员的激昂

回答，记者备受激励。那一刻，身为党

员的自豪感、使命感涌上心头。

“每晚点名时对党员进行抽点提

问，既是对被抽点党员的督促，也是对

其他党员的鞭策。”点名结束后，中队

长杨万中告诉记者，他们在工作中发

现，在平时学习训练中，一些党员容易

淡忘自己的第一身份，表现与普通官

兵并无两样。

如 何 引 导 党 员 在 平 时 工 作 中 能

看 出 来 、在 关 键 时 刻 能 站 出 来 ？ 他

们 利 用 晚 点 名 时 机 ，从 士 官 支 委 、正

式 党 员 、预 备 党 员 中 随 机 抽 点 3 名 官

兵 展 开 党 员“ 八 问 ”，问 题 涵 盖 理 论

学 习 、日 常 工 作 、纪 律 条 令 遵 守 、党

员 模 范 作 用 发 挥 等 方 面 内 容 ，在 总

结 当 天 工 作 、查 摆 问 题 短 板 的 同 时 ，

督 促 引 导 党 员 带 头 发 挥 先 锋 模 范 作

用。

天 天 提 问 ，常 态 激 励 。“‘ 党 员 八

问’的内容并非一成不变！”中队长杨

万中告诉记者，结合阶段任务安排和

党员出现的倾向性问题，他们还定期

对“八问”的内容进行调整，确保每一

次“八问”都问到关键处。

“脏活累活你带头干了吗”“身边

战 友 的 问 题 你 批 评 提 醒 了 吗 ”“ 党 史

学习你落实了吗”……面对一个个直

击内心的发问，不少党员从一开始回

答 不 上 来 ，到 如 今 响 亮 的 报 告 ，折 射

了支队党员队伍建设的可喜变化。

“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

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这个支

队 党 员 群 体 用 实 际 行 动 擦 亮 第 一 身

份，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成了官兵

学习追赶的偶像和榜样。7 月，该支队

团员和群众 100%自发向党组织递交了

入党申请书。

点名当中有激励
■本报记者 刘建伟 赵婉姝 张毓津

记者感言

“ 列 兵 组 第 一 名 ，刘 宏 利 。”连 长

话音刚落，站在我身旁的刘宏利激动

得 热 泪 盈 眶 。 听 着 台 下 热 烈 的 欢 呼

声 ，看 着 战 友 们 喜 悦 的 神 情 ，欣 慰 之

余 ，我 不 禁 想 起 了 之 前 教 刘 宏 利“ 偷

懒”的经历。

前不久，连队组织“双拥共建”活

动，为驻地老乡家整理葡萄园。考虑到

列兵大都没干过这种活，连队就采取新

老搭配的方法，我作为上等兵和列兵刘

宏利分在一组。

“扛上铁锹，赶紧跟我走。”我瞅了

瞅旁边的刘宏利，看着他一副激动的模

样，心想干活碰上这种实心眼的人指定

不好混。我迅速“扫描”了一下附近的

葡萄藤，选了个人少偏远的土包，赶紧

“猫”了起来。

“各组都麻利点，手里活不要停，老

兵们要带好头！”听出连长声音是从远

处传来的，我心想：老兵又不止我一个，

发扬风格就交给他们吧！于是，我继续

躺在土包后打盹。

看到刘宏利不停地挥着锹镐，黝黑

的脸上满是汗珠，我弯着腰走到他的身

旁说道：“我们这么快干完，待会就要帮

别人干。”刘宏利听我这么一说，恍然大

悟，跟着我一块偷起懒来。

回到连队才得知，葡萄架下的“动

态”被连长看得一清二楚，总结讲评时

专门批评了我们俩。刘宏利是唯一受

到批评的列兵，看着他眼眶红红的，我

内心愧疚不已。晚点名时，我鼓起勇气

带着刘宏利找到连长说明了原委。连

长听完后说道：“上等兵和列兵兵龄相

近，日常相处最多，你可要发挥好榜样

作用。”

随后，连长让我与刘宏利组成“三

互”小组，要求我帮助他补齐训练短板。

我仔细分析刘宏利的弱项，制订了详细

的计划，带着他一块训练。在我的鼓励

和帮助下，刘宏利的军事训练成绩也从

全连的“吊车尾”一跃进入全连前列。

听到刘宏利响亮地答“到”，看着他

昂首挺胸上台接受表彰时，我在心里也

给自己点了一个赞。

（高 群整理）

教列兵“偷懒”之后
■新疆军区某红军团上等兵 占子涵

如果说老兵是新兵的样子，那么新

兵则是老兵的影子。培养好新兵，老兵

的模范带头作用无疑是极其重要的。

老兵不是老在兵龄上 、老在资历

上，而是“老”在思想觉悟上、“老”在能

力素质上。如果训练、劳动投机取巧，

不仅会降低自己的威信，还容易诱使新

兵效仿，产生恶性循环，甚至对新兵的

军旅生涯都会产生十分负面的影响。

老兵就应该有老兵的样子。要当

好新兵的兄长，在日常生活中多关心多

宽容；要当好新兵的老师，在训练工作

中多指导多帮带，引导他们走好军旅

路。基层营连也应加强对老兵的教育，

鼓励他们为新兵作好表率，展现老兵应

有的风采。

老兵是新兵的样子 新兵是老兵的影子
■新疆军区某红军团政治工作处主任 郭东冬

夜色如墨，武警甘肃总队武威支队

参加红蓝对抗演练的车队依令开向祁连

山深处。

“吱！”一声紧急刹车声骤然响起，

“报告！前卫车辆遭‘敌特’袭击，导致车

队无法行进。”接令后，特战、保障分队快

速前出处置。15 分钟后，“趴窝”车辆被

紧急拖离现场，车队再次快速行进。

就 在 车 队 即 将 到 达 预 定 地 域 时 ，

“敌情”再次袭来：“车辆遭不明毒雾袭

击 ，请 处 置 ！”部 队 行 军 一 路 ，一 路“ 敌

情”不断，狡猾的蓝方使红方处处受敌、

防不胜防……

次日凌晨，又一场捕歼战斗打响。

首回合对抗，10 余名红方队员利用地形

潜入蓝方藏匿的一处废弃民房周围，准

备进攻时，却遭到蓝方猛烈的火力袭击，

红方突击小组完成任务一时受阻，事先

准备的预案也用不上。好在红方平日训

练有素，及时调整兵力部署和进攻方案，

很快展开第二回合的对抗。

一开战，红方突击分队便发起猛烈

攻击，不给蓝方喘气机会。等红方队员

包围房屋破门破窗进入抓捕时，却发现

蓝方已从地道逃之夭夭。红方追至一个

山谷，眼看就要将蓝方一网打尽，没想到

斜刺里突然杀出一支蓝方援军，红方突

击分队被包了“饺子”。

捕歼战斗蓝方获胜。战后复盘发

现 ，与 蓝 方 联 手 对 付 红 方 的 是 另 一 支

在 演 练 中 待 命 的 机 动 小 组 ，导 致 红 方

错 判 敌 情 失 利 。 突 然 冒 出 的“ 第 三

方 ”，正 是 支 队 为 提 高 红 方 应 急 、应 变

能 力 临 时 加 入 的 要 素 ，果 然 打 红 方 一

个措手不及。

这场战斗让参演官兵深受触动：未

来战场瞬息万变，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第

三方、第四方，甚至更多方面的力量。要

想打得赢，必须训得更精、准备更全、应

变更快。

红蓝对抗，突然冒出“第三方”
——武警甘肃总队武威支队红蓝对抗演练侧记

■成 博 王 轶

值班员：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

政治教导员 陈湘华

讲评时间：7 月 29 日

近期蹲点我发现，一些中队存在点

名时讲评过多、过滥的现象：中队主官

讲评之后，值班员接着讲；点名结束后，

排长和排值班员也要强调一遍；排解散

后，班长再讲，有时副班长还要补充两

句……这些做法不可取，应当叫停。

根据条令条例规定，点名时间不得

超过 15 分钟。严格规范落实一日生活

制度，根据规定要求实施讲评，有利于

保持部队正规秩序。

下一步，中队要重点抓一抓点名

这个问题，希望大家按照条令要求控

制好时间，提高效率。此外，干部骨干

也要加强自身能力素质培养，点名前

要想好重点、理清思路、组织好语言，

力争做到讲评简短有力，讲到点子上，

讲出效果来。

（江泽红、薛 博整理）

讲评不可过多过滥

一线直播间

值班员讲评

武警甘肃总队平凉支队组织官兵走访慰问驻地抗美援朝老兵，感悟革

命先辈英勇奋战、不怕牺牲的血性胆气。图为老兵李庆忠向官兵讲述从军故

事。 王治国摄

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旅组织 80余名官兵前往海军博物馆，通过开展

重温入党誓词、瞻仰英烈等活动，引导官兵继承光荣传统，激发强军动力。图

为官兵在“人民海军忠于党”雕塑前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孙英林摄

红色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