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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我们要尝

试着把话筒交给台下的官兵，把大家请

上台。从实践看，在一些教育中，兵的

语言、兵的形象更容易让战士接受，往

往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习主席强调，要强化政治担当，勇

于改革创新，敢于善于斗争，不断开创

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学

习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对于部

队而言，就是要以积极主动的工作占

领广大官兵的思想阵地、文化阵地、舆

论阵地。当前，官兵成分结构发生变

化，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思想政治

教育要想取得良好效果，教育形式必

须紧贴形势变。

教育内容上要更广。要打开组教

抓 教 的 格 局 ，扣 住 官 兵 的 心 弦 ，增 加

课堂“含金量”。我们在调研中发现，

个 别 单 位“ 教 育 课 堂 一 潭 死 水 、基 层

官 兵 被 动 参 与 ”，究 其 原 因 还 是 党 委

缺 统 领 、机 关 缺 指 导 、基 层 缺 思 考 。

各 级 要 把 抓 好 教 育 作 为 政 治 任 务 扛

在 肩 上 ，不 断 提 升 主 观 能 动 性 ，履 行

好统教育、管教育、抓教育的责任，主

动到一线查实情、求实策、出良方，了

解 官 兵 所 思 所 想 所 盼 ，不 断 拓 宽 容

量、提升质量。

教育手段上要更新。要敢于走出

一条适合官兵的新路子，能不能取得事

半功倍的质效，考验的是各级守正创新

的能力。要敢于尝试、勇于摸索，持续

做好全军思想政治教育创新集训“下篇

文章”，用好新的活动载体，将其有机融

合到教育全流程，避免生搬硬套、被动

应付。同时发挥好官兵主体作用，把战

士请上台、唱主角，充分尊重信任、宽容

包容，不断拓宽教育渠道。

教育素养上要更高。要有过硬的

思政队伍作支撑，能否实现创新意图、

取得预期效果，考察的是授课者的能力

素质。要搭建学习共鉴平台，抓好思想

形势分析、备课示教、研讨交流等环节，

定期组织评比竞赛；高质量组织基层理

论骨干培训，开展理论强训、参观见学、

战士讲堂等活动，不断提升骨干队伍理

论素养、知识储备、胸怀眼界；用好政策

激励，适当表彰奖励，不断激发官兵上

台讲课的内在动力。

把更多士兵请上讲台
■蒲城栋

特 稿

身边人讲身边事，人
人都可以是教育者

能在全连官兵面前讲述自己家乡的

红色故事，是南疆军区某团下士谢嘉丽

过去没有想过的事。授课过程中，大家

投来的真挚目光，让她感到自豪。

“听过不少军史课，这堂课的确让人

耳目一新。”该连中士许熙敏说，相比固

定的面孔和授课的传统套路，身边人走

上讲台讲红色故事更有吸引力。

因为讲述内容与自己的家乡有关，

再加上本人的亲身感受，谢嘉丽第一次

授课就取得了不错效果。

“如何把党史军史讲得鲜活？通过

这件事，我们发现让官兵自己来讲也是

一个不错的选择。”谢嘉丽所在营教导员

说。他们调查了解后发现，把官兵请上

台，用兵言兵语讲述真情实感，既是教育

方式方法的创新，也发挥了官兵的主体

性作用。

“身边人讲身边事，人人都可以是教

育者。”该团因势利导丰富教育载体，进

一步筹划了“寻根”活动。他们发出倡

议，鼓励各连官兵在探亲休假期间，前往

休假地红色景区、场馆，采取现场解说、

视频连线、实物展示、互动交流等形式，

开展党史军史学习教育。

为了保障官兵休假的合法权益，在

查阅法规、咨询上级机关的基础上，他们

完善了相关机制，进一步调动了官兵的

参与热情。

“能有这样的机会，绝大多数官兵是

充满期待的。”为了找出“最受关注”的红

色故事，各营利用不同方式展开“海选”。

某营结合一次政治教育，以“追寻红

色记忆，我的家乡‘最有料’”为题组织官

兵讨论。教导员说，那天官兵们反响很

热烈，纷纷介绍起家乡的红色景区、讲述

起家乡的革命故事。

“湘中灵秀千秋永，天下英雄一郡

多。”研究生毕业后入伍的李金枝出生在

湘潭，说起家乡的红色故事，她如数家

珍。“一代领袖毛泽东、开国元帅彭德怀、

著名将领黄公略、开国大将陈赓等都诞

生于此。寻访历史上的红色记忆，我们

湘潭有优势！”她说。

和李金枝一样踊跃的人还有许多，

激烈的讨论后，官兵们投票选出了“最受

关注”的红色故事。

该团领导介绍说，为了确保授课的

质量，各营经过合理化的筛选角逐，将最

终结果上报机关进行审核把关，既确保

官兵的参与度，又保证内容的丰富性。

身边人讲身边事，解决了“谁来讲”

“讲什么”的问题，“以什么方式讲”成为

下一步的重点。

实践中，官兵内在动力所迸发出来

的能量超出了组织者的想象——一群年

轻人不拘一格，提出了归队授课、连线授

课、慢直播等多种形式，经过深入论证，

这些建议均得到采纳。

“ 只 要 有 教 育 效 果 ，具 有 可 操 作

性、合理性，就值得被认可。”他们还定

期 评 选“ 最 佳 十 课 ”，走 开 横 向 交 流 的

路 子 ，并 推 送 至 上 级 强 军 网 、“ 学 习 强

军”APP 等网络平台，供更多官兵学习

使用。

没有天生的教育者，
只有用心的讲述者

飞机、高铁、汽车，休假途中，某连下

士余柯没急着回家，从西北边陲径直赶

到贵州省遵义市。

站在遵义会议旧址前，余柯心潮澎

湃：“一种油然而生的责任感，充盈着我

的胸膛。”

“当年，遵义会议为什么能在最危

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

了 中 国 革 命 ？”解 说 在 耳 边 萦 绕 ，那 一

晚，余柯辗转难眠。

余柯索性从床上爬起来，开始记录

当天的体悟。由于自己的历史积累有

限，虽然搜集了大量素材，但余柯发现，

光靠碎片化的资料很难组织一个逻辑清

晰的讲稿。

第二天，余柯又来到纪念馆。他用

手机将解说词全程录音，给关键的实物

拍了照片。

“平铺直叙的语言，很难把那种激

动 人 心 讲 出 来 ，跟 官 兵 讲 耳 熟 能 详 的

历史故事也不容易产生代入感。”回家

后，他又找来有关遵义会议的电影、纪

录片，还翻阅了不少书籍，不断挖掘历

史 中 的 细 节 。 制 作 课 件 时 ，他 模 仿 讲

解 员 的 语 音 语 调 ，用 一 张 张 实 物 照 片

和富有感染力的视频片段讲述自己的

所 见 所 闻 、所 思 所 感 。“ 等 到 自 己 终 于

满 意 了 ，假 期 已 不 知 不 觉 过 半 。”余 柯

回忆道。

某连下士郑俊的家乡在重庆，休假

时，他来到了渣滓洞旧址。

“这里有我惦念的‘战友’，他牺牲时

年仅 8 岁。”郑俊说，以前只是在书本上

学过“小萝卜头”的故事，那时的感受是

觉得孩子很可怜。成为一名军人后，他

在 8 岁“战友”身上看到了革命战士的忠

贞，心怀钦佩。

走近昔日暗无天日的牢房，郑俊看

到了用来施以酷刑的老虎凳、竹签、辣

椒水……一幅幅令人心痛的画面浮现

在眼前。1949 年重庆解放前夕，被关押

囚禁于此的数百位革命志士被残忍杀

害。革命进步人士当年勇斗反动派的

场景像电影一样历历在目，郑俊不禁热

泪盈眶。

“我要把这里的故事带回连队去。”

回到家，郑俊详细整理资料，准备授课讲

稿。每天，他都要对着镜子练上几遍。

看到儿子的变化，郑俊的母亲说：“以往

他出去和朋友们聚一聚、玩一玩，一晃假

期就结束了。这次不一样，看得出来他

想干好这件事。”

“没有天生的教育者，只有用心的讲

述者。”虽然休假在家，为了讲好家乡的

红色故事，官兵们都在认真准备。

二级上士田根，为了呈现更立体的

拍摄效果，学会了操作无人机；上士徐世

芳休假期间，自学视频拍摄和剪辑，利用

短视频为大家全景式展现了一座红色城

市的蜕变历程……

“走近家乡，深入了解这片土地上发

生的红色故事，这个假期过得挺充实！”

来自湖北芷江的张群说。

课堂上，讲的人和听
的人都是受教受益者

“纪念馆整体呈‘木船’形状，寓意中

国革命‘驶向胜利’，欢迎战友们到现场

去感受那段历史……”下士范国鹏一气

呵成，第一次授课效果良好。

前 段 时 间 休 假 ，范 国 鹏 去 了 南 京

渡 江 战 役 胜 利 纪 念 馆 ，回 到 单 位 后 与

大 家 分 享 。 谈 到 第 一 次 站 上 讲 台 的

感 受 ，他 说 这 种 讲 述 的 方 式 让 人 较 为

放松。

“没有固定的框架、没有明显的说教、

不需要刻意记录，完全是兵的语言，这种

感觉很亲切。”连队战士都有一个共同的

感受，“讲台上下的距离被缩小了，当身边

战友带着炽热情感娓娓道来时，我们就好

像是在游历和领略各自家乡的风光。”

该团政治工作处主任说，正是因为

亲身寻访了那些红色景点，才能声情并

茂地讲述出宏大历史过程中的动人故事

和细节。

“这是一场双向奔赴！向大家讲述

的过程，也是自我提升的过程。”某连中

士刘诚的授课经历比较丰富。

前不久，刘诚到北京学习期间抽空

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参观。这一

次，他通过视频方式为全团当起了“红色

主播”。

“我身后的展柜中，陈列的是烈士

的遗物……”对刘诚来说，每一次讲述

都是一次精神的洗礼。在探寻红色故

事的旅程中，他不断向心目中的优秀军

人靠近。

现在，团里像刘诚这样的“红色主

播”越来越多。政治工作处主任说，大家

来自五湖四海，每个人的家乡都有可发

掘的红色资源，利用“网络+”和“+官兵”

的方式，既让大家开拓视野，又能提升教

育质效。

“那堂课，像是打开了一扇窗。”下士

李华伟听了战友朱玉龙讲述的井冈山上

的革命故事后，内心很受触动。他说，以

往从书本上看到的历史是扁平的，可相

关内容从战友口中讲述出来，情感共鸣

更多。

“通过熟悉的人把信息传递回来，跟

看纪录片是不同的。”某连指导员发现，

不少战士在教育课上精力更加集中。课

余时间，他们也会下意识地找寻延伸出

来的党史军史故事。教育者先受教育，

人人学、人人讲的氛围更加浓厚。

在 西 藏 阿 里 ，某 连 中 士 旦 增 达 瓦

通 过 连 线 的 方 式 ，带 领 全 营 的 新 战 士

参观了进藏先遣英雄连纪念馆。“平时

总 以 为 上 台 讲 课 是 连 队 干 部 的 事 ，没

想 到 我 竟 有 机 会 给 新 战 友 讲 课 ，讲 的

还是自己家乡的红色故事。”旦增达瓦

自豪地说。

正是这堂授课，让新兵们一下子就

记住了“旦增班长”。授课后，大家发现

旦增达瓦更加自信。在他的带领下，班

里的训练成绩进步更快了。

“一人寻根，多人受教。我们的教育

教案来自五湖四海，通过寻根脉、话历

史、悟传承，官兵们的士气持续高涨。”该

团政委说。

休 假 归 来 ，带 回 一 堂 好 课
■耿忠勇 胡洲源 赵 杨 本报特约记者 唐 帅

“六盘山是红军长征翻越的最后一座高山，

山道盘旋……”

讲台上，南疆军区某团卫生连女兵谢嘉丽

用自然生动的语言，讲述着她休假时参观红色

景点的感受。讲台下，连队官兵听得认真，互动

积极。

谢 嘉 丽 的 家 乡 在 宁 夏 银 川 ，去 年 休 假 期

间，她跟着父母到周边固原市的亲戚家串门。

闲暇时，她和家人慕名前往六盘山红军长征纪

念馆。

纪念馆坐落在深山里，跟随解说员的脚步，

谢嘉丽走遍展区的每个角落。充饥的皮带、翻

雪山时遮不住脚的草鞋……长征故事曾听了无

数回，可这一次，当她以一名高原军人的身份来

到这里，看着眼前一件件文物，谢嘉丽对先辈的

精神有了更真切的体悟。

一路感动，一路收获。谢嘉丽全程认真记

录，生怕漏下某个细节。

登上纪念馆顶部参观纪念碑时，遇到了大

风天气，迈一步都挺难。谢嘉丽顶着风进行拍

摄，感觉自己手机都拿不稳了。当时她脑海中

萦绕的，是红军在长征路上翻越最后一座高山

的坚毅身影。

走在山里，回望走过的路，谢嘉丽觉得自己

特别渺小。身临其境感受到革命先辈的步履艰

辛，她决定要把这次参观的见闻和感受讲给连

队的战友们，让他们也听一听自己家乡的红色

故事。

“如何更好地加入自己的感受，让此行见闻

变成大家愿意了解的故事？”谢嘉丽想。

离开纪念馆前，谢嘉丽找解说员要到了解

说内容。假期后几天，谢嘉丽都在认真修改讲

稿，时不时加入新感受，不断完善内容。

带着自己体验和感悟的红色故事回到连

队，谢嘉丽自告奋勇，向指导员汇报了自己的想

法。于是，就有了开头的那一幕——一堂由士

兵讲的教育课。

这堂课，得到了大家的好评。而此后，自告

奋勇的讲授者也越来越多……

锐 视 点

图①：南疆军区某团下士谢嘉丽休假归队后，将自己参观红色景点的

见闻和感受制作成视频，和战友们分享。

赵 杨摄

图②：南疆军区某团二级上士田根参观烈士纪念馆。

刘帅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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