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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阵子，连队二级上士刘超在营里

组 织 的 体 能 考 核 中 不 慎 扭 伤 脚 踝 ，但

他“ 轻 伤 不 下 火 线 ”，坚 持 带 伤 完 成 了

考核。

考核结束后，我多次在全连面前对

刘超点名表扬，号召大家学习这种“轻伤

不下火线”的拼搏精神。受我影响，各级

骨干在日常训练讲评时也会有意表扬那

些坚持带伤训练的同志。一时间，连队

形成了“小伤小病不下训练场”的氛围，

训练成绩也有了明显提高。

可好景不长，没过多久连队就接连

出 现 了 几 起 训 练 伤 ：上 等 兵 郑 威 威 左

脚 踝 习 惯 性 扭 伤 、列 兵 王 宇 恒 双 手 掌

心 伤 口 发 炎 感 染 、列 兵 戴 业 萌 右 小 腿

得 了 筋 膜 炎 …… 伤 情 五 花 八 门 ，但 我

注 意 到 ，受 伤 的 多 为 入 伍 时 间 较 短 的

义务兵。

我本以为，这些伤病可能是年轻战

士训练动作不规范或体能储备不够导致

的，便提醒班长骨干在组训时要注意循

序渐进，避免再出现类似问题。可一段

时间下来，情况并没有好转。

不仅如此，我还发现，这些训练伤病

大多都是由于反复累积，没有及时处理

造成的。直到此时我才意识到，事情并

非我原本想得那么简单。

一天下午体能训练时，得知连队伤

病号正在营卫生所理疗，我决定前去看

望，顺便查找受伤原因。刚走到门口，

就听到伤病号们正在聊天，隐约中还听

到了“连长”二字。想到可能与自己有

关，我便放慢脚步，准备听听他们在说

些什么。

“自从连长号召‘轻伤不下火线’以

来，我的脚踝扭伤了好几次，要不是实在

走不了路，我也不会报病号”“是啊，我就

是因为伤口反复受伤才感染的，可我跟

班长报告了好几次，他却让我忍一忍，说

是不能跟连长‘唱反调’”……

听完他们的对话，我的心情久久难

以平复。不得不承认，之前表扬刘超并

号召全连官兵向他学习，本意是希望大

家 学 习 这 种 顽 强 拼 搏 、咬 牙 坚 持 的 血

性。可没承想，“轻伤不下火线”却被误

解为“有伤不治、有病不医”。这些年轻

战士，受了伤也不好意思说，生怕战友认

为自己不够积极上进，结果错过最佳治

疗时机，导致伤情加重。

当机立断，我随即组织班长骨干针

对此事进行讨论交流，指出这种“有伤不

治、有病不医”的做法不可取，引导大家

在带兵过程中对年轻战士多一些关心关

爱，主动靠上去帮助解决困难，避免出现

类似现象。同时，我还协调军医定期来

队巡诊，及时解决官兵伤病问题。

这次经历也让我认识到，作为一线

带兵人，既要提倡“轻伤不下火线”的战

斗精神，也要遵循客观规律、科学施训。

尤其要紧盯官兵的现实情况和思想动

态，及时加以正确引导，绝不能因为片面

理解而造成工作被动。

（朱家俊、李 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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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 诚 使 命 心 向 党 ，矢 志 奋 斗 勇

担 当 。 新 时 代 ，新 形 象 ，‘ 两 个 确

立’，记心上……”前不久，第 82 集团

军 某 旅 火 力 连 理 论 学 习 课 堂 上 不 时

爆发出阵阵掌声，他们将主题教育要

点编排成“三句半”，4 名理论骨干加

班加点排练了好几天，节目取得圆满

成功。

看 到 大 家 反 响 热 烈 ，指 导 员 丁

之 十 分 欣 慰 ，看 来 活 动 牵 引 确 实 能

够 提 高 官 兵 理 论 学 习 的 热 情 。 于

是 ，他 决 定 趁 热 打 铁 ，多 推 出 一 些 官

兵 感 兴 趣 、能 参 与 的 配 合 活 动 ，让 连

队理论学习“燃”起来。

当天晚上，丁之便召集理论骨干

说 出 了 自 己 的 想 法 ：“这 次 节 目 搞 得

不 错 ，我 们 要 再 接 再 厉 ，争 取 在 理 论

学习方面多开展一些创新活动，持续

激发大家的学习热情。”

“不如咱们出一期画报，既能浓厚

学习氛围，又能展现工作成绩”“这个

建议好，办画报大家肯定喜欢，还能打

响 我 们 连 善 于 开 展 理 论 学 习 的 名

号”……看着大家劲头十足的样子，丁

之心想：这事一定能成！

“丁之，你们连理论学习抓得真是

有声有色啊！”看着连队门口张贴的展

评画报，支援保障连指导员邢辉竖起

了大拇指。

“小活动，小活动，都是战士们学

得好！”丁之嘴上谦虚，可心里却乐开

了花。一想到旅里马上要展开政治工

作检查，他又有了新想法：要想在理论

学习上出彩，还得再加把“火”。

“ 我 们 要 跟 上 时 代 ，用 好 网 络 平

台 ，建 立 理 论 学 习 网 校 ，每 天 理 论

骨 干 推 送 1 至 2 篇 理 论 文 章 ，大 家

要 定 时 打 卡 学 习 …… ”晚 点 名 时 ，

丁 之 慷 慨 激 昂 地 部 署 下 一 步 理 论

学 习 安 排 。

理论学习持续升温，让丁之兴奋

不已。可好景不长，几天后的政治工

作检查却出现了尴尬场面：在与连队

官兵座谈交流时，检查组发现有的战

士 对 一 些 基 本 理 论 知 识 掌 握 得 并 不

好，有的甚至一问三不知……

一 开 始 ，丁 之 还 以 为 这 只 是 个

别 情 况 ，没 承 想 私 下 深 入 了 解 后 发

现 ，相 当 一 部 分 战 士 学 习 理 论 囫 囵

吞 枣 ，知 其 然 而 不 知 其 所 以 然 。

“ 过 分 追 求 活 动 种 类 的 丰 富 、形

式 的 取 巧 ，却 忽 略 了 实 际 效 果 ，这 种

舍 本 逐 末 的 做 法 要 不 得 ，到 头 来 理

论学习就会变得‘外焦里生’。”检查

组 的 一 句 话 点 出 了 问 题 的 关 键 ，这

让 还 在 介 绍 连 队“亮 点 ”的 丁 之 羞 愧

难当。

经过调查，真相浮出水面：原来，

几个配合活动真正参与其中的只是以

理论骨干为主的少数人，大多数战士

更多是在一旁看热闹、打下手，打卡学

习也经常走了过场。

“理论学习不是靠‘敲锣打鼓’就

能搞好的，表面的热闹不代表良好的

成效。让战士感兴趣只是第一步，更

重要的是让大家学懂、弄通、做实，作

为基层带兵人千万不能急功近利、本

末倒置。”专题会上，该旅领导针对此

事专门作出强调，要求大家举一反三

查找理论学习中重活动形式轻学习质

效等问题，并进一步明确理论学习要

确保计划内容、时间、人员、质量落实，

机关检查督导也要重点关注官兵的学

习质效。

前 几 天 ，该 旅 机 关 检 查 组 再 次

来 到 火 力 连 了 解 整 改 情 况 ，发 现 近

段 时 间 官 兵 理 论 学 习 主 要 以 研 读

原 文 和 干 部 领 学 为 主 ，连 队 干 部 把

学 习 时 间 、重 点 内 容 都 作 了 细 致 划

分 ，并 结 合“ 三 个 半 小 时 ”组 织 官 兵

登 台 发 言 ，评 新 闻 热 点 、析 理 论 观

点 …… 花 哨 的 活 动 少 了 ，务 实 的 干

货 多 了 ，官 兵 直 言 参 与 感 十 足 、收 获

感满满。

配合活动多了≠学习质量高了
——第82集团军某旅为理论学习减负的一段经历

■任红乐 孙铜锴

在第 78 集团军某旅，官兵们一提

起侦察一连下士王一品，都会下意识

地 将 他 与“ 理 论 学 习 之 星 ”联 系 起

来。为啥？因为每逢旅里组织理论

考核，他总能名列前茅。

在指导员丁木看来，王一品之所

以理论学习成绩优秀，一方面得益于

他 刻 苦 学 习 、熟 练 背 记 应 知 应 会 知

识，更重要的是他有一个剪报的好习

惯，每次组织讨论交流，他总能说出

一些独到见解。

见王一品自身理论学习抓得不

错，担任理论骨干也很称职，丁木不

禁萌生一个想法：如果将王一品坚持

剪报的习惯辐射到全连理论骨干，那

连队理论学习的整体水平岂不是会

更上一层楼？

一天晚点名后，丁木找来王一品

说道：“把你的剪报簿好好整理一下，

抽时间让其他理论骨干借鉴借鉴。”

得知自己的做法受到认可，王一品心

里美滋滋的。于是，他连夜整理，第二

天一早便把剪报簿放在了丁木的办公

桌上。

“你们都来看看，这是王一品的剪

报簿。以后每名理论骨干都要养成剪

报的好习惯，这不仅对自己学习有好

处，对大家组织理论学习来说也是个

不错的帮手。”丁木话音刚落，几名理

论骨干便围了上来，这翻翻、那瞧瞧，

在一番赞美过后，各种意见建议也纷

至沓来。

“这个本子选得太随意了，咱们最

好统一一下，都用一样的剪报簿”“摘

抄文章时可以先弄成电子版，然后打

印出来粘贴到本上，这样比手写更美

观”……丁木觉得大家的提议有一定

道理，毕竟这也算连队理论学习的“脸

面”，于是便综合大家的意见建议，对

剪报标准再次进行了明确。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统一制式

的剪报簿终于和全连官兵见面了，战

友 们 在 传 阅 过 程 中 发 出 一 片 赞 扬 之

声。消息不胫而走，营代理教导员鲁

喆得知后，便提议让其他连队理论骨

干都过来学习取经。

“的确不错，要是再弄个目录就好

了，现在这样翻阅还是不太方便”“可

以给理论骨干分分工 ，区分政治、军

事、时事、管理等，每人负责搜集一个

方面内容 ，这样更成体系 ，任务也不

重”……听完大家的建议，王一品不由

苦笑着连连点头。

正当王一品和连里其他理论骨干

忙着进一步提高剪报标准时，旅里每

月一次的政治理论普考不期而至。由

于准备不足，包括他在内的好几名理

论骨干都没拿到优秀成绩，连队的平

均成绩也有所下降。这下王一品坐不

住了，他鼓足勇气找到丁木说道：“指

导员，现在剪报标准越来越高，考核成

绩却下降了，这样值吗？”

沉思良久后，丁木决定叫停标准

越来越高的剪报任务。这段经历被旅

领导知晓后，还被当作典型事例进行

讨论剖析。旅党委一班人认为，抓理

论学习关键要看实际效果，任何有益

于提升学习效果的做法都值得尝试，

但 也 要 防 止 陷 入 各 种 方 法 和 形 式 的

“内卷”之中，不能舍本逐末。

事后，旅里专门针对抓好理论学

习提出“不搞形式主义、不搞门面工

程 、不 搞 盲 目 攀 比 、不 搞 层 层 加 码 ”

等 明 确 要 求 。 如 今 ，王 一 品 不 再 为

提 升 剪 报 标 准 而 伤 脑 筋 ，大 伙 心 思

和 精 力 向 理 论 学 习 本 体 回 归 ，也 让

连 队 很 快 在 新 一 轮 的 理 论 考 核 中 打

了“翻身仗”。

剪报标准高了≠理论学得好了
——第78集团军某旅规范基层理论学习见闻

■本报记者 牛 辉 通讯员 王雪峰 赵焕斌

潜望镜

日前，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开展“青春向党百年路、奋进喜迎二十大”

主题团日活动，激励官兵投身强军实践。

本报特约通讯员 张 曦摄

基层之声

茅文宽茅文宽绘绘

“ 形 式 服 从 功 能 ”设 计 法 则 来 源

于建筑设计领域，意思是设计要优先

考虑功能 ，美感则在其次。同理 ，理

论 学 习 的 手 段 方 式 创 新 也 要 服 从 服

务 于 学 习 质 效 ，否 则 只 能 是 徒 有 其

表、舍本逐末。

综观上述新闻，我们可以看到：本

是为了提升理论学习质效的剪报簿，

却因不断被包装升级，最终成了官兵

的负累；原是为了促进学习入心入脑

的配合活动，却因频繁加量，导致官兵

学习成效不升反降……类似这样给理

论学习设置框架、增加要求的举措，看

似标准很高、丰富多彩，实则是形式主

义作祟、重面子不重里子的表现。在

此，我们呼吁给理论学习松绑减负，应

充分发挥官兵主观能动性和丰富创造

性，让理论学习回归本真。

少一点拔高标准的形式束缚，官

兵就能多一分深学细悟的时间精力；

少一些意义不大的条条框框，学习就

能 多 一 次 细 嚼 慢 咽 的 消 化 吸 收 。 世

界 上 没 有 两 片 树 叶 是 完 全 相 同 的 。

同样，每个独立个体的学习方式也不

尽相同。有的人适合“书读百遍其义

自见”，有的人喜欢“与人论辩思想交

锋”……通往理论学习入心入脑彼岸

的途径有很多 ，但不管选择哪一条 ，

都是为了达到良好的学习效果。

“学习的目的在于运用。”得益于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我们在尽情享

受知识带来的满足感、获得感的同时，

也开始因信息爆炸而产生知识折旧恐

慌和能力升级焦虑。不学习就要被淘

汰、不真学就会走下坡路、学不深就会

停滞不前已经成为普遍共识。保持与

时代同频共振，需要我们扎扎实实读

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对党的创新理

论、前沿军事理论、现代战争理论、先

进管理理论等深入学习、仔细研究，走

出为学习而学习的思想误区，常思为

何而学、常想如何去学，把学政治铸忠

诚、学军事强能力、学思想固本色作为

必修课、常修课、精修课。同时，还要

始终坚持学以致用、知行合一，打通理

论学习与实践转化的链路，摒弃注重

形式轻视质效的繁文缛节，聚焦备战

打仗，做到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

么，把能力所需、岗位急需、打仗必需

的本领练好练强。

依靠学习走到今天，更要依靠学

习 走 向 未 来 。 各 级 带 兵 人 应 树 立 良

好 学 风 ，在 自 学 领 学 上 作 好 模 范 表

率 ，营造人人爱学习 、进步靠学习的

浓厚氛围。同时，还应树立起结果导

向 ，以学习质效检验官兵学风养成 ，

不搞“一刀切”、不搞“面子工程”，真

正学出思想来 、学出使命来 、学出担

当来，学出推动强军兴军的创新力和

凝聚力。

让 理 论 学 习 回 归 本 真
■王冬冬 胡亚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