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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指导员的主题教育手记特别推荐

实话说，当看到新修建的旅史长

廊投入使用时，我就下定决心要把今

年 主 题 教 育 第 一 课 放 在 那 里 讲 。 可

是，真正开始备课时，我才发现其难度

远远超出预期。

难，主要因为“缺米煮饭”。一方

面，我希望把旅队历史上的战史战例

战将讲出来，激励战士们赓续传统、建

功岗位；可另一方面，我在旅史长廊转

了好几圈，发现这支组建时间并不算

长的新质作战力量，旅史长廊主要讲

述的是近年来的建设成就。

其实这也难怪，我所在的第 77 集

团军某旅，属于新调整组建的部队，没

有经历过战争洗礼，没有被授予荣誉

称号的连队，也没有全军叫得响的先

进典型……这些情况让我一时感觉备

课无从下手。

我不由羡慕起那些有着厚重历史

的兄弟部队。就说友邻单位吧，其前

身部队曾在革命战争时期孕育形成了

“莲花一支枪”精神。当一名指导员在

挂满荣誉的连史馆，讲述起自己所在

部队历史上走出 3 位独臂将军的故事

时，很难不让人热血沸腾。

我也曾和诸如陆航、电抗等新质

作 战 力 量 部 队 的 战 友 们 聊 过 这 个 问

题，大家或多或少都感同身受。他们

建 议 我 从 厚 重 的 党 史 军 史 里 寻 找 素

材，可我始终觉得自己单位的身边人

身边事更能引起官兵共鸣。

一筹莫展之际，无意间翻开的一

本历史传记启发了我。这本书的扉页

写 道 ：“缅 怀 历 史 的 意 义 在 于 创 造 历

史。”我顿时恍然大悟，是我自己对光

荣历史故事的理解片面狭隘了。当一

部旅史通篇记录着当代史，也就同时

意味着每名当代官兵都正在创造着旅

史。从这个角度想，这些创造历史的

身边故事，同样是富有教育意义。

“是啊，我们每天都在创造新的历

史！”于是，我决定邀请 3 名在国际特种

兵比武中摘金夺银的官兵，走进旅史

长廊。当三级军士长李俊辉绘声绘色

讲起自己的经历时，很多战友的激情

被点燃了。

“在哈萨克斯坦赛场，我们夺得 21

个课目中的 16 个第一、5 个第二！”李

俊辉拍了拍一名新兵的肩膀，“你知道

吗？我们在断水断粮的情况下连续奔

袭了 30 个小时，当时真的已经坚持不

下去了。可主办方突然要求我们在一

片 5000 平方米的水塘里，找到一个重

达 30 公斤的弹药箱。很多外国参赛队

选择了放弃，可我们没有，最终愣是把

弹药箱拖了上来，那些外国军人对咱

们中国特种兵打心眼里服气！”

当李俊辉讲完，我就知道这堂课

成功了！当天晚上，我们单位组织了

24 小时连贯作业，大家背着近 30 公斤

重的背囊跋涉了 60 公里，没有一人叫

苦 叫 累 。 平 时 有 些 娇 气 的 下 士 吴 娇

龙，脚上打起了“七星连珠泡”，全程没

吭一声。训练结束，吴娇龙对战友问

了这样一句话：“你说，我能被旅史铭

记吗？”

我 心 里 清 楚 ，与 其 说 这 是 一 堂

主 题 教 育 课 ，其 实 更 像 一 次 战 斗 精

神 教 育 。 新 修 订 的《军 队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规 定》指 出 ，主 题 教 育 在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中 具 有 重 要 导 向 牵 引 作 用 。

我 想 ，无 论 是 什 么 形 式 ，只 要 能 正 向

激 励 引 导 官 兵 ，让 大 家 想 把 自 己 的

名 字 留 在 旅 史 里 ，这 堂 主 题 教 育 课

的效果就达到了。

（丁 涛整理）

一支年轻的新质作战力量，该如何运用并不厚重的旅史故事，滋养官兵战斗精神？请看—

“我们每天都在创造新的历史”
■第 77 集团军某旅特战四连指导员 尹洪川

这堂课的成功，离不开 3名在国际特种兵比武中

摘金夺银的官兵。通过他们勇于亮剑、为国争光的经

历，我们理解了“缅怀历史的意义在于创造历史”，也进

一步懂得：传承红色基因的路径就在投身强军实践、担

当强军重任的过程中。而传承本身更像是一场接力

跑，大家要一步一个脚印，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

“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努力跑好自己这一棒。

努力跑好自己这一棒
■第 73 集团军某旅教导员 朱尤志

官兵恳谈

“咱们连队的历史比较薄。”“那就从我们开始让它

厚重起来！”这是我同新任指导员的一段对话。透过特

战四连这堂课，我们发现，不少一线带兵人都有着相同

的感受。诚然，很多人希望去红色积淀深厚的荣誉连队

任职，那样或许能给履历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但

是，倘若到了一支相对年轻的连队，与连队一起成长，看

着新的历史在自己手上创造，岂不是更有意义和价值？

要与连队一同成长
■第 74 集团军某旅连长 陈华养

这堂课成功的奥秘，我认为主要是让官兵参与

其中。官兵是基层建设的主体、完成任务的主力。

无论是上台分享参赛经历，还是课后组织连贯作业，

只有提升教育参与度，才能提高课堂吸引力。传承

红色基因同样需要官兵参与，辉煌战史是由一代代

官兵接续创造的，红色基因只有流淌在每一名新时

代官兵的血脉，才能释放出永恒的生命力。

人人参与 接续创造
■中部战区空军地导某旅干事 高思峰

前不久，旅里组织机关干部深入各

营连蹲点当兵调研相关课题。

我背着背囊来到运输连，还没进连

队大门，连队指导员就迎了上来，一边

抢着帮我提背囊，一边领着我走进一间

已经收拾妥当的单间，电脑旁还放了连

队人员花名册和连队基本情况、官兵思

想摸底情况等材料。

“我们都知道机关工作忙，住在这

里方便你处理工作。你放心，蹲点工作

我们一定全力配合。”我刚一皱眉，指导

员赶紧把我后面要说的话“堵”住了。

那时恰逢科里人手紧张，自己负责

的业务工作确实比较多，短期内又找不

到人接替。想到这些，我便接受了连队

的盛情安排，心安理得住进了单间。

随后几天，我每天在单间里处理业

务工作，要么坐在电脑前写材料，要么

打电话协调各类事项，每天都要加班到

深夜。一时间，这单间俨然变成了办公

室，我也更加感激连队的“良苦用心”。

至于蹲点调研，我除了按照旅里要

求参加连队的支委会、连务会等例会，

便是在自己的房间里与连队安排好的

官兵进行简单谈心。最后的蹲点调研

报告，我将连队事先写好的总结材料稍

加润色，便提交上去。

自 认 为 圆 满 完 成 了 蹲 点 调 研 任

务。没承想，蹲点总结会上，旅领导拿

着我上交的总结报告，让我提出调研反

馈问题的整改建议。我顿时傻了眼，支

支吾吾讲不出个所以然。

仔细回想，半个月的蹲连调研生活

一晃而过，自己却并不了解连队真正需

要什么，也没有给连队解决什么实际问

题。旅领导又相继抽问其他机关干部，

有的人也和我一样。

“ 让 大 家 去 蹲 连 当 兵 调 研 相 关 课

题 ，是 当 士 兵 的‘ 兵 ’，不 是 做 宾 客 的

‘宾’！”旅领导一针见血地说，蹲连当兵

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基层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形成实实在在的调研成果，指导

帮带基层抓好全面建设。如果机关干

部作风不实，到基层习惯于当领导、当

宾客，怎么能真正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促进基层建设？

对此，旅党委组织全体机关干部学

习中央军委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军

队基层建设的决定》等文件精神，并对

党委机关蹲点调研工作进行规范，明确

要求蹲点干部必须严格落实“五同”。

同时，旅党委还举一反三，带领机关规

范具体业务办理流程，汇总形成《服务

基层手册》，并制订《为基层减负刚性措

施 18 条》，为基层持续减压力添动力。

前不久，旅队赴野外驻训，党委机关

干部当兵蹲连工作同步展开。再次来到

连队，我坚持住进班排帐篷，每天和战士们

一起训练、一起娱乐。通过观察和交流，我

发现连队在驻训点组织体能训练、开展文

化活动缺少器材等矛盾问题比较突出，并

及时协调相关部门予以解决。不仅如此，

我还结合自身所学专业知识，为 2名面临

家庭涉法问题的官兵提供了法律援助。

蹲 点 结 束 当 天 ，连 队 官 兵 全 体 集

合，鼓掌欢送我返回机关。那一刻，我

深切感受到蹲连当兵的意义和价值。

（常 军、蒋彬垚整理）

蹲 连 当 兵 别 当“ 宾 ”
■第 71 集团军某旅保卫科干事 邵卫强

带兵人手记

炎炎夏日，练兵正

酣。第 82 集团军某旅

注 重 发 挥 荣 誉 激 励 作

用，在训练场立起荣誉

墙，把官兵的先进事迹

及时“晒”出来，以此激

励大家学习先进、争当

标兵。图为训练间隙，

五连战士代鹏（左一）向

战友介绍自己的比武夺

冠经历。

陶 磊摄

训练一线
“晒”荣誉

“取快递！”值班员的话音刚落，我就

飞奔到收发室取走了快递，激动地拆开

包裹，果然是我期盼已久的宝贝——一

块高档精致的手表。

“哇！王云泽，你这表可真气派！”同

班战友们立刻围了上来，眼神里满是羡

慕。大家的关注让我想到了那个网络热

词“倍有面儿”，于是滔滔不绝地向他们

介绍起这块表的“不凡之处”……不一会

儿，其他战友也围了过来，一时间我成了

大家的焦点。

正所谓树大招风，我购买名表的事

很快传到了指导员王鹤兴的耳朵里。晚

点名时，指导员对最近出现的不当消费

行为进行讲评，而我也被点名批评。回

班后，我十分不舍地把手表收了起来，心

里也是五味杂陈。

“不就是戴块名表，怎么还给我扣上

了‘不当消费’的帽子？”夜里，我躺在床

上辗转反侧，怎么也想不通。

自打受到批评后，我的训练工作状

态就开始下滑，干啥都提不起精神。指

导员见状，主动找我谈心，我也说出了自

己的想法：“指导员，我的家庭条件本来

就比较富裕，购买一块名表根本算不上

高消费，我也没有刻意向战友炫耀……”

“云泽，你的话有一定道理。”指导员

真诚地说道，“但是，你考虑过没有，你现

在买表花的是父母的钱，战友们来自五

湖四海，每个人的情况都不相同、想法也

各异。或许你无意炫耀，但别人看见了，

就可能产生攀比心理。今天是名表，明

天会不会出现名鞋、名烟？你的家庭条

件好，其他战友的条件呢？”指导员的反

问，让我陷入了思考。

“成由勤俭败由奢。艰苦朴素一直是

我军的优良传统，倘若青年官兵都开始追

求物质享受，那靠什么来凝心聚气？又如

何形成战斗力？我们不能为了自己的‘面

子’，丢了优良传统的‘里子’啊。”听着指

导员语重心长的话，我逐渐摆正了思想认

识。当天，我就把手表寄走退掉了。

不久后，在支队举办的军体运动会

上，我取得了五公里武装越野第一名的

好成绩。那一刻，在战友热烈的掌声和

肯定的眼神中，我真正感到了什么是“倍

有面儿”！

（丁 一、刘炳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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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班 员 ：西部战区某旅机务一中队

指导员 陈金田

讲评时间：6 月 10 日

前几天，我们进行了第二季度“四有”

优秀士兵的民主测评。结果出来后，我发

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尽管测评前反复强调

评定为“好”的人员是有比例要求的，但还

是有个别同志给所有人都填了“好”。

毫无疑问，这些同志的测评意见并

不作数，由于违规，都失去了效用。由此

也能看出，个别同志还存在“老好人”思

想，不想得罪人，不愿客观评价身边战

友，还美其名曰这样做是“你好我好大家

好”。其实，这是不担当、不作为、不负责

的表现。长此以往，民主测评就会沦为

形式，不仅难以树立鲜明的导向，还会削

弱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

同 志 们 ，民 主 测 评 切 莫 做“ 老 好

人”。下一步，中队将围绕“如何正确行

使民主权利”开展专题教育和讨论，帮助

大家提高认识、走出误区。希望大家都

能发扬主人翁精神，认真对待每一次民

主测评，投出庄严一票，把真正优秀的战

友选出来。

（王枝盛整理）

民主测评勿做“老好人”

值 班 员 ：第 80 集团军某旅作战支

援营教导员 彭德杰

讲评时间：6 月 8 日

野外驻训开始后，营里收到的纠察

通报明显增多，问题主要集中在军容风

纪不严整、集合站队速度慢、战备秩序不

规范等方面，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这至少反映出两个问题：一是个别

连队在抓建作风、正规秩序上还不够严

格，日常管理水平有待提高；二是部队抵

达演训场后，管理模式发生了转换，一些

同志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野外驻训不

是野外“住训”，管理上固然与在营区时

有区别，但这并不等于可以降低标准要

求，恰恰相反，各单位应该更严格起来。

须知，驻训期间，动车动装频繁，安全风

险也随之增多，如果不严加管理、严格要

求，时间一长，大家就容易疲沓懈怠、麻

痹大意，埋下事故隐患。

下一阶段，营里将加强针对性教育

管理，着重强化战备意识和驻训纪律，希

望同志们从战备秩序抓起、从小事小节

做起、从细节末端严起，共同把驻训任务

安全顺利圆满地完成好。

（冯文星、王崇嘉整理）

野外驻训更应严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