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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田涛玮、李泽平报道：“前

方多名官兵‘受伤’，机动救护组立即前

出处置！”近日，第 82 集团军某旅组织一

场实战化卫勤保障训练。接到指令，救

护小组迅速前出救援。

到达指定地域，现场杂草丛生、遍

地 碎 石 ，“ 伤 员 ”腿 部 骨 折 、头 部 重

伤。救护小组官兵迅速使用携带的战

救 器 材 ，展 开 止 血 包 扎 、固 定 伤 肢 、液

体 输 注 ，并 按 照 伤 情 分 类 将“ 伤 员 ”分

别 送 往 重 伤 救 治 组 、手 术 组 和 医 疗 留

治组。

“ 现 代 战 争 对 战 场 救 护 的 要 求 越

来 越 高 ，卫 勤 训 练 只 有 对 标 战 场 需

求 ，才 能 确 保 打 起 仗 来 上 得 去 、救 得

下 。”该 旅 按 照 这 一 思 路 ，把 卫 勤 训 练

重 点 放 在 战 场 搜 救 、伤 员 后 送 、重 伤

救 治 、野 战 手 术 等 重 难 点 课 目 的 检 验

和 强 化 上 ，通 过 构 设 逼 真 战 场 环 境 、

复 杂 救 治 场 景 和 逼 真“ 伤 员 ”伤 情 ，不

断 提 升 卫 勤 官 兵 在 野 战 条 件 下 的 救

护能力。

“ 前 接 分 队 报 告 ，两 名‘ 传 染 病 患

者’即将送达……”还没来得及休息，新

任务接踵而至。很快，防疫洗消组做好

对各医疗组外部环境进行消杀处理的

准备，指挥组与后方医院取得联系，确

保“伤病员”一送达就能经由特定通道

快速进入救治室……

“ 此 次 训 练 按 照‘ 物 资 真 消 耗 、手

术 真 开 展 ’的 要 求 进 行 ，一 批‘ 伤 员 ’

得 到 有 效 救 治 ，野 战 救 护 所 开 设 时 间

明 显 缩 短 。”该 旅 领 导 介 绍 ，下 一 步 ，

他 们 将 继 续 优 化 力 量 配 置 ，完 善 战 场

救 护 预 案 ，努 力 锻 造 一 批 综 合 素 质 过

硬的卫勤尖兵。

第82集团军某旅锤炼战场救护能力

战场上得去 伤员救得下

台上，大屏幕播放着“五微工作室”

摄制的网络安全宣教片；台下，官兵翻阅

“五微工作室”制作的网络安全宣传手

册，深入思考、认真记录……这是记者在

新疆军区某团采访时，在思想政治教育

课堂上看到的一幕。

“战友们自编自导自演的网络安全

宣教片，取材于身边人身边事，让大家感

到可信、可学，有效强化了大家的网络安

全意识。”授课结束后，战士马睿龙感慨

地说，“这样的教育方式，少了严肃拘谨，

多了生动活泼，大家在轻松愉快的氛围

中学到不少知识。”

此前，该团部分政治教员在开展思

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习惯于单向灌输，授

课方式单调枯燥，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

育效果。

一次，该团一位领导深入某连队调

研时，看到官兵自发编写顺口溜、排演舞

台剧，内容新颖、形式多样。受此启发，

该团党委研究决定，由机关牵头成立微

阅读、微讲堂、微电影、微动漫、微广播

“五微工作室”，遴选一批文字基础、视频

制作、美术功底等方面能力突出的战士，

探索创新具有较强启发性、趣味性、参与

性的教育模式，丰富教育内容，拓展教育

场景，用官兵喜闻乐见的方式深化教育

质效。

走进“五微工作室”，只见教学骨干

有的忙着剪辑视频，有的专注制作周报，

还有的抓紧修改新一期军营广播稿……

“‘五微工作室’充分调动了官兵参与思

政教育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该

团干部汪俊告诉记者，在探索创新思政

教育模式过程中，他们十分注重内容的

多样性、形式的灵活性，结合官兵关注的

时事热点、网络话题等，丰富思政教育的

选题和内容；采取编排案例式情景剧等

形式，让官兵在教育课堂唱“主角”，增强

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为扩大思政教育的辐射范围，他们

还在偏远点位安装传输设备，确保各点

位均能接收视频信号，同步开展远程学

习。该团“五微工作室”推出的《血色蝴

蝶》《我是谁》等一系列优质思政教育作

品，广受基层官兵欢迎。

该团领导告诉记者，下一步，他们将

针对新兵思想实际推出“定制课程”，帮

助新兵打牢思想根基，走好军旅第一步。

新疆军区某团发挥官兵主观能动性提升教育质效—

基层官兵教育课堂唱“主角”
■本报记者 李浩然 通讯员 蔡星祁

探索构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上图：11月底，海军某支队开展

实战化训练。 彭 俊摄

下图：12月上旬，第76集团军某旅

组织400米障碍训练。 李昌年摄

【军史场馆·档案】第 71 集团军某

旅六连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王杰生

前所在连队。该连荣誉室利用现代化

声光电技术，采取文字、图片、油画、雕

塑和实物陈列等方式，全方位呈现连队

辉煌历史、展现英雄光辉事迹，是广大

官兵缅怀革命先烈、传承革命精神的重

要场所。

“向老班长报告，此次实战化训练，

我连担负穿插迂回任务，参训官兵灵活

运用战法战术，找准‘敌’防御薄弱部

位，出其不意夺占要点，为取得胜利创

造了有利条件……”11 月下旬，刚从训

练场返回营区的第 71 集团军某旅六连

官兵，征尘未洗即走进荣誉室，向“老班

长”王杰汇报最新训练成果。

1965 年 7 月 14 日，该连班长王杰

在组织民兵进行实爆训练时，面对突发

意外，奋不顾身扑向即将爆炸的炸药

包，保护了现场 12 名民兵和人武部干

部，献出了年仅 23 岁的宝贵生命，践行

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铮铮誓言。

该连领导告诉记者，多年来，每次

执行重大任务后，组织官兵到荣誉室重

温老班长英雄事迹，在学习、思考、对照

中感悟“两不怕”精神，已成为连队的一

个传统。

灌满沙土的木壳雷、已经磨秃的工

兵锹、用胶布拼接的导火索……记者在

该连荣誉室看到，展柜里陈列着数十件

王杰生前使用过的训练和生活用品。

“‘老班长’留下的这些物品，是‘王杰精

神’最好的见证。”站在展柜前，“王杰

班”班长黄龙给记者讲起班里 3 名战士

的故事。

今 年 上 半 年 ，班 里 新 分 来 3 名 列

兵。专业训练阶段，这 3 名列兵不同程

度产生了厌倦情绪。黄龙将他们带到荣

誉室，在“老班长”留下的老式木壳雷前，

为他们讲述王杰雪夜练习埋雷的故事。

3名列兵听完，脸上露出羞愧的表情。

经过这次教育，黄龙欣慰地发现，

3 名列兵的训练热情明显提升。

走一路，讲一路，悟一路。来到一

面硕大的“日记墙”前，记者看到，墙上

镌刻着数十篇王杰日记原文节选。“两

不怕”“三不伸手”“人生三问”等内容，

在灯光的映射下熠熠生辉。

“‘老班长’生前写下 352 篇、共 10

万多字的日记，字里行间清晰地展示

了一名伟大共产主义战士的成长经历

和心路历程。”黄龙告诉记者，连队每

名 官 兵 都 从 王 杰 日 记 中 挑 选 出 一 段

话，作为自己的人生格言，时时激励自

己 向“ 老 班 长 ”学 习 、向 革 命 英 雄 看

齐。“习主席视察我连时，深有感触地

说，王杰‘在荣誉上不伸手，在待遇上

不伸手，在物质上不伸手’，这‘三不伸

手’是一面镜子，共产党员都要好好照

照这面镜子。”

“爱荣誉不争荣誉，先集体而后个

人。这一件件‘传家宝’，激励连队官兵

坚定理想信念、投身强军实践。”“王杰

班”第 31 任班长王大毛告诉记者，今年

9 月，兄弟连队因老兵退伍导致驾驶员

缺编，营里考虑到二级上士沈伟强专业

素质好、教学能力强，支援兄弟连队可

以起到较好的传帮带作用，便向他征求

意见。沈伟强不仅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还第一时间递交了转岗申请书。他在

申请书中写道：“心中有‘王杰精神’，到

哪都是‘王杰传人’！”

一则故事一堂课，一个英雄一面

旗。近年来，该连官兵在“王杰精神”的

激励感召下，圆满完成实战化训练、抗

洪抢险等一系列大项任务。连队先后

被陆军表彰为“‘四铁’先进单位”“践行

强军目标标兵单位”。

左上图：在王杰雕像前庄严宣誓。

万智奇摄

第71集团军某旅六连荣誉室激励官兵争做新时代“王杰式好战士”—

一则故事一堂课 一个英雄一面旗
■凡春龙 周 伟 本报记者 韩 成

侵 华 日 军 木 村 中 佐 的《从 军 日

志》、记录日军联队长浅野中佐发布

相关命令的《野炮兵第十二联队本部

战斗详报》、一批南京大屠杀期间出

版的美国报纸原件……在第十个南

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到来之

际，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

念馆公布 2023 年新征文物史料，共计

1103 件（套），成为揭露侵华日军当年

罪恶暴行的最新铁证。今天，虽然登

记在册的在世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

剩 38 位，但往事并不如烟，历史真相

永远不会被忘却。

“侵华日寇，毁吾南京。劫掠黎

庶 ，屠 戮 苍 生 。 卅 万 亡 灵 ，饮 恨 江

城 。 日 月 惨 淡 ，寰 宇 震 惊 。 兽 行 暴

虐 ，旷 世 未 闻 。”1937 年 12 月 13 日 ，

侵 华 日 军 侵 入 南 京 ，30 多 万 同 胞 在

长达 40 多天的时间里惨遭灭绝人性

的 杀 戮 ，留 下 人 类 文 明 史 上 最 黑 暗

的 一 页 。 86 年 过 去 了 ，“ 万 人 坑 ”的

累累白骨无声诉说着那段永难抚平

的 伤 痛 ，中 华 门 城 墙 上 留 下 的 弹 孔

时 刻 警 醒 我 们 ，历 史 悲 剧 决 不 允 许

重演。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这样描绘“记

忆 ”—— 它 往 往 把 最 重 要 的 人 物 和

事 件 ，把 读 到 过 的 和 亲 历 过 的 完 全

吞 入 遗 忘 的 黝 黑 的 渊 底 ，不 经 强 迫

隐 而 不 露 ，只 有 意 志 的 呼 唤 才 能 将

它 从 幽 冥 中 召 回 。 前 不 久 ，十 四 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表决通

过 的《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爱 国 主 义 教

育法》，对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

公祭日举行公祭等纪念仪式作了明

确规定。以法律的形式再次明确国

家 公 祭 日 ，就 是 为 了 深 切 缅 怀 遇 难

同 胞 ，振 奋 民 族 精 神 、凝 聚 人 民 力

量 ，让 世 界 认 清 以 南 京 大 屠 杀 为 代

表的日本侵华罪行史实，让全中国、

全 世 界 应 有 的 共 同 记 忆 ，化 为 警 醒

和激励全世界、全人类的正义力量。

和平像阳光一样温暖、像雨露一

样滋润，是人类最持久的夙愿、人类社

会进步的永恒主题。“我们为南京大屠

杀死难者举行公祭仪式，是要唤起每

一个善良的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坚

守，而不是要延续仇恨。”南京大屠杀

死难者国家公祭鼎铭文郑重宣示：“永

矢弗谖，祈愿和平”。和平来之不易，

和平弥足珍贵。这是中国人民不忘历

史、祈愿和平的心声，也是世界人民共

同的心声。

安享和平是人民之福，保卫和平

是人民军队之责。我国近代史上，因

为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国家现代化

进程曾多次被打断，尤以日本发动的

甲午战争、全面侵华战争为最。“没有

一 个 人 民 的 军 队 ，便 没 有 人 民 的 一

切。”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安全形势，

面对种种敌对势力的破坏遏制，每名

官兵必须将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全

部工作向打仗用劲，锚定实现建军一

百年奋斗目标，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全面提高部队备战打仗能力，时刻准

备为正义而战、为和平而战、为人民

而战。

（作者单位：32754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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