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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前哨 营连日志

当前，针对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各基层部队都进行了大量探索和尝
试，很多举措令人耳目一新。今天，本版介绍两个单位的做法——空军
某部通信营的“10分钟教育”和某信息通信旅一营三连的“一首歌课堂”。

由此不难看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不必非得“拉开架势”，也不一
定要搞“堂堂之阵”，须知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教育是铸魂育人的
工作，要让教育更有时代性、感召力，就必须紧贴部队实际和官兵的
活思想。但部队实际之“实”是什么、官兵活思想之“活”体现在哪里，
却需要一线带兵人睁大眼睛观察、花费心思研究。

基层，从来都是创新的沃土。从官兵们反映看，现在需要对思想
政治教育来一次“供给侧改革”，从理念、内容、方法、力量、工作运行
和制度机制等方面进行创新，重点解决形式大于内容、方法滞后时
代、课堂脱离需求等问题。就像下面提到的“10分钟教育”“一首歌课
堂”，也许算不上什么创新“大手笔”，但切实可行、行之有效、官兵欢
迎，就要去支持鼓励。聚沙成塔、涓滴成河。如果每一个官兵、每一
个连队、每一个机关都积极参与进来，形成齐抓共管、“万众创新”的
局面，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之树就一定会硕果盈枝。

“开展一次思想政治教育少说也

要半个小时吧，你 10 分钟能讲什么？”

“不要小瞧这 10 分钟，照样能上好

教育课。”

随着空军某部通信营“10 分钟教

育”的推开，关于 10 分钟能否上好一堂

课的争论就在该部上演了。

“10 分钟教育”是该通信营针对自

身实际情况创新推出的模式方法。它

的诞生，源自教导员贺志明一次授课

比赛失利后，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

反思。

去年，该部组织了一次政治教员

授课比赛。在贺志明上台时，现场设

备出现故障，无法播放课件，于是他只

能凭着一张嘴，讲完整堂课，但整体效

果很不理想。

“没有了课件辅助，我们就不能讲

好一堂课吗？”事后，贺志明认真反思

失败原因，他认为主要是自己习惯了

照 着 课 件 念 ，导 致 授 课 内 容 记 得 不

牢。“作为基层政治教员，还是要努力

提升个人能力、夯实知识储备，才能摆

脱传统路径依赖。”

然而，当贺志明努力提高个人素

质，并将授课方式改为脱稿精讲后，官

兵们的反应并不如他预期热烈。

问题到底出在哪？为此，他面向

全营官兵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一些

官兵在问卷中直言：每次教育课时间

太长，到了后半段都不知道教员在讲

什么。

但教育时长缩短，如何保证教育

效果？官兵们的反馈让贺志明陷入了

思考。

在此之前，他们通常采用集中上

大课的方式，一上就要半天时间。其

实从该通信营工作训练实际看，这种

教 育 模 式 与 之 并 不 相 适 。 该 营 点 位

分 散 、工 作 繁 重 ，人 员 常 常 跟 着 飞 行

任务走。有时候，集中全部人员上大

课面临较多困难，教育效果也难以保

证。

经过反复讨论，综合多方意见，贺

志明提出了“10 分钟教育”，即把教育

时长控制在 10 分钟，充分利用工作训

练间隙等零碎时间开展随机教育。

为了验证可行性，贺志明先在通

信连进行试点，效果出奇地好。通过

多次试讲试教，他发现，开展好教育，

不仅要精心设计主题、多讲实在内容，

还要让官兵更多走上讲台。不久后，

“10 分钟教育”在营务会上得到一致通

过，并正式向全营推广。

新的教育模式一经推出，受到该

营官兵热烈欢迎，极大浓厚了学习教

育氛围。在实践过程中，该营进一步

优化教育开展时机、授课内容、施教人

员范围，将训练技巧讲解、工作问题研

讨等纳入其中，还一改过去只有政治

干部上教育课的情况，让更多官兵参

与进来。

小举措激发大能量。谈到“10 分

钟 教 育 ”带 来 的 改 变 ，通 信 连 中 士 王

兆 年 很 感 慨 ：“ 别 看 只 有 短 短 10 分

钟 ，但 形 式 很 灵 活 、内 容 接 地 气 、官

兵 齐 上 阵 ，大 家 的 精 神 面 貌 焕 然 一

新。”

10 分钟照样上好一堂课
■陆帅丞 张 磊

近日，某信息通信旅一营三连创

新开展“一首歌课堂”教育活动，受到

连队官兵的热烈欢迎。

前段时间，该连指导员给几名战

士布置了上教育课的任务。为了能高

质量完成，中士徐华骏每天加班加点

搜集素材、准备课件。虽然工夫没少

费，结果却不理想，在徐华骏授课时，

台下有几个人甚至打起了瞌睡。

教案和课件都是认真打磨过的，

战友为啥不买账？课后，徐华骏与几

名班长骨干就此问题进行交流，大家

普遍反映对“你讲我听”的模式已经产

生“审美疲劳”。中士刘杜波更是一语

道 破 关 键 ：“翻 来 倒 去 就 是 那 几 个 故

事，授课的方式也没有新意，大家自然

就没了兴趣。”

如何才能让课堂更有吸引力？这

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徐华骏。一次，他

和战友们聊天，来自农村的上等兵李

想谈起了家乡的变化：“我小时候，村

里 还 没 有 通 自 来 水 ，道 路 也 是 泥 土

路 。 一 到 下 雨 天 ，出 行 就 成 了 问 题 。

但近些年，村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这都得益于党的好政策……”

听 到 这 儿 ，徐 华 骏 突 然 来 了 灵

感 ：只 要 找 好 切 入 点 ，直 击 大 家 内 心

最柔软的地方，战友们自然就对上课

有了兴趣。平时就喜欢唱歌的他，想

到 歌 曲 就 是 一 个 很 好 的 载 体 —— 通

过学唱歌曲，了解歌曲背后的时代故

事，引导战士们围绕歌曲主题分享自

己的见闻感受，这样不仅能活跃课堂

气氛，还能在润物细无声中让他们受

到教育。

当徐华骏将这个想法告诉指导员

时，指导员对他探索教育方式创新表

示大力支持。

但在选择上课用的歌曲时，徐华

骏进行了一番思考：如果选择战友们

耳熟能详的歌曲，大家依旧兴致不高，

歌曲还是得有新鲜感。

“这几年新推出的很多歌曲，反映

了新时代中国的变化和发展。对这些

歌曲表达的内容，战友们往往有亲身

体验，也容易产生情感共鸣。”经过反

复斟酌，徐华骏第一课选定了《人民就

是江山》这首歌。

上课这天，徐华骏首先播放了歌

曲《人民就是江山》的 MV，随后以歌词

为导引，讲述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

就是江山”这句话的内涵意蕴，以及中

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伟

大奋斗、取得的伟大成就。

在互动交流环节，战士们表现得

很 积 极 ，纷 纷 畅 谈 自 己 的 理 解 认 识 。

中士毛薪永说，近几年，家乡的飞速发

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让他深刻感受

到党的初心使命，更加坚定了他向党

组织靠拢的决心。

“在官兵头脑中搞建设，关键要拨

动心弦。以歌曲为载体，不仅激发了

大 家 的 学 习 兴 趣 ，也 达 到 了 教 育 目

的。”得知该连开展“一首歌课堂”教育

活动，旅宣传科科长赵骁军由衷赞赏，

他表示机关各部门将加大力度支持基

层探索教育创新。

一首歌就是一堂课，一首歌也能

讲明大道理。徐华骏介绍，连里干部

骨干已经选定了歌单，正组织官兵分

头认领授课。他们希望以歌声的力量

带动官兵的学习热情不断高涨。

一首歌也能讲明大道理
■本报特约通讯员 徐弘源

有人说，军营带给很多青年的改变

是“整容式”的。这样的改变，就发生在

新疆军区某边防团下士石奇亮身上。

“看我的示范，头要正，颈要直，口

要闭，下颌微收……”刚进该团新兵连

营门，笔者就听到了一个洪亮的声音。

不只是声音，入伍两年多的石奇亮，一

言一行都已具有浓浓的军人范儿，任谁

见了都要暗挑大拇指。

然而谁能想到，眼前这个孔武有力

的硬汉，曾经是个胖胖的“宅男”。

入伍前，石奇亮长得又高又胖。他

一度担心自己不能通过体检，在体检前

连水都不敢喝。得知自己顺利通过体

检的那一刻，石奇亮开心地和父母紧紧

抱在一起。

来到军队，圆了从军梦，石奇亮内

心的喜悦还未消散，就遭遇了考验。新

训之初，因为体重过大，他的体能成绩

总是排在全连末位。而且，军营生活的

井然有序，也让他感到难以适应，强烈

的挫败感不断涌上心头，他甚至产生了

退缩的念头。

察 觉 到 石 奇 亮 的 心 理 波 动 ，新 兵

连干部骨干耐心做他的思想工作，父

母更是苦口婆心劝说：“都是两个肩膀

扛一个脑袋，别人能受得了苦，你为什

么不能？”“你要是当了逃兵，以后还有

谁看得起你？”

父母的话让石奇亮十分想证明自

己：再怂也不能当“逃兵”，再困难也要

咬牙坚持。俯卧撑做不了标准的，就从

跪式开始；引体向上拉不上去，就踩着

弹力带上；3000 米跑不下来，就让同年

兵拽着到终点……3 个月，他成功瘦了

20 多公斤，各课目成绩均达“优秀”，还

登上光荣榜，被评为“优秀新兵”。

“我好像从来没有把一件事情干好

过，也从来没有彻底坚持做过一件事，

来部队后，我就想坚持一次，看能不能

把它干好。”

清晰的目标总能带来无穷的动力，

石奇亮的蜕变之路也正式开始。下连

第一年，他随连队参加团里比武，取得

团体 3 公里武装越野课目第一名。当

年底，他被评为“四有”优秀士兵。

2022 年 初 ，还 只 是 上 等 兵 的 石 奇

亮主动向连队申请，参加上级组织的预

提指挥军士集训队。

厚 厚 的 专 业 书 籍 、复 杂 的 军 事 理

论，让许久没碰书本的石奇亮眉头一

皱 。 但 成 为 一 名 优 秀 指 挥 军 士 的 梦

想，使他心里的杂念瞬间消失，只剩一

个字——“学”！

每天早起一小时到训练场加练，晚

上熄灯后还到三楼学习室，钻研专业理

论到后半夜。不到半年，他就掌握了通

常需要一年才能掌握的专业知识。

这 次 参 加 集 训 队 还 有 个 小 插 曲 。

有老兵说，没有经过专业训练，3000 米

跑进 10 分钟很难。但石奇亮相信刻苦

能改变一切，于是坚持跑步训练。最终

在结业考核中，他一举打破了集训队

3000 米跑的纪录。

回 到 连 队 ，石 奇 亮 被 连 队 党 支 部

推 荐 担 任 新 训 骨 干 。“ 感 觉 自 己 还 是

新 兵 ，就 要 去 带 别 的 新 兵 了 。”他 说 ，

起 初 有 点 畏 缩 ，可 想 到 班 长 的 鼓 励 、

领导的肯定，拒绝的话到了嘴边又咽

了回去。

缠着经验丰富的班长骨干请教，对

着军容镜细抠队列动作……为了担任

好新训骨干，石奇亮特别“拼”。他让同

为新训骨干的二级上士张字吸感叹：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执着的人，让我们

这些老班长们都对他钦佩不已。”

“如果成不了最优秀的士兵，就做

最努力的那一个！”去年 9 月，石奇亮顺

利留队。相信他一定会继续书写精彩

的军旅故事。

一句话颁奖辞：火热的军营、滚烫

的人生、追梦的青年，石奇亮用坚持与

努力实现着破茧成蝶的蜕变。

“做最努力的那一个”
■黄 昂 本报特约通讯员 钞飞航

小 咖 秀

一天上午，连队组织枪械维护保养，

指导员因事务性工作缠身，便嘱托一名

战士帮忙保养枪支。但这名战士还没来

得及完成，旅装备管理科就对装备维护

保养情况进行了检查。指导员因手枪擦

拭不到位被通报批评。

这件事说大不算大，但毕竟连队接

到了通报，在晚点名时，我以“有些同志”

代指，不点名地展开讲评，一方面维护指

导员的面子，另一方面希望其他官兵引

以为戒。

我本以为事情已经翻篇，在不久后

的爱装管装教育课上，指导员竟主动在

全连官兵面前掏出一份检讨书：“今天，

我怀着愧疚的心情向大家作检讨……”

看着这个场景，我心情很复杂：之

前 常 听 其 他 带 兵 人 讲 ，连 队 干 部 骨 干

要树立起威信，说话才能有分量，工作

才能落实下去。我们指导员却反其道

而 行 。 当 众 作 检 讨 势 必 影 响 他 的 威

信，让其他官兵看笑话，这以后工作还

怎么开展？

然而事情的发展出乎我的意料。自

从指导员主动作检讨后，连队“冒泡”的

人反而变少了，而且大家在工作中更加

注重言行举止，甚至和指导员更亲近了。

难道指导员这招是“以退为进”？带

着疑惑，我主动找指导员“取经”。

“这是一个带兵人的担当。每个人

都会犯错误，坦荡荡作个检讨，我觉得没

什么丢人的。”指导员告诉我，更主要的

原因是，他要给全体官兵树立正确的导

向，“要求战士们做到的，首先得自己做

到。”

原来，在指导员被通报后，连队又因

为军容风纪、哨兵睡岗等问题接连被通

报。他和连长找“冒泡”的同志谈心时，

发现大家并没有把犯错被通报当回事，

这让指导员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连队在去年底好不容易评上了“四

铁”先进单位，眼下正应该是官兵干劲十

足的时候。指导员担心，如果新年度一

开局就不断出问题，势必会影响军心士

气。于是，他决定通过自我检讨的方式

给大家一个警醒。

“后来，几名犯错的同志主动找我承

认错误，并递交了书面检查。”回想整件

事，指导员言语间带着激动，“他们还主

动讲起连队工作存在的疏忽，并提出了

宝贵建议，甚至还站在我的角度帮我考

虑问题。这让我很感动，也意识到我并

没有因为当众认错而丢掉威信。”

指导员的故事让我感触颇多。其

实，作为带兵人，树立威信、赢得认可，不

一定要靠严惩严罚来实现，也不一定要

努力塑造“完人”形象，自己以身作则，

本身就是最好的教育。想到这里，对于

将来如何开展工作，我心里有了更清晰

的想法。

（张弼朝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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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2 月中旬，武警广西总队桂林支队组织进行擒敌对抗训

练，巩固提高单兵技能。 余海洋摄

下图：日前，第 74 集团军某旅开展伞降训练，锤炼官兵实战

能力。 陈鹏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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