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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视点

为何要创演情景剧——

一个凝心聚力的呼唤

一个个鲜活的红色故事，是怎样搬

上基层舞台，成为引导官兵凝心聚力的

“催化剂”？

谈起连队创演情景剧的原因，第 82

集团军某旅指挥通信连时任指导员回忆

起自己刚到连队时的情况——指挥通信

连专业多、勤务多，官兵忙于日常值班和

任务保障。时间一长，有的人对于思想

政治工作有了“应付”的心态，教育也有

了“欠账”。

指导员决心“补课”。不久后，他设

计的连徽和标语，贴到了岗桌前。墙面

挂起了教育展板，黑板报也在上级评比

中获奖，教育形式日渐丰富起来。

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指导员陷

入沉思——

“咱们连挺好，但我还是想去主战连

队，接受更多锻炼。”一次执行任务返营

后，平时表现积极的上等兵陈章鑫和孙

义珂，提出要调离岗位。指导员和他们

坐下来详谈，陈章鑫道出真实想法：“部

队各项任务我们从未缺席，却一直给人

家当‘配角’。”

在该连，有这样想法的战士不在少

数。指导员认为，有必要找到一种途径，

凝聚起大家的心气。

一次，营里组织党史故事会，兄弟连

队官兵上台讲述自己连队的英模故事。

指挥通信连的战士也不甘落后，主动登

台讲述了历史上 3 位英雄通信兵的光荣

事迹。那一刻，看到连队战友一个个受

到鼓舞的样子，在一旁聆听的指导员深

受启发。

连队拥有厚重底蕴，不乏英模人物，

何不认真挖掘运用红色教育资源，激发

官兵的集体荣誉感、归属感？

那年“七一”前夕，在指导员的策划

下，由连队官兵自导自演的军营情景剧

《红色传令兵》上演。

“我们来自井冈山上的‘半部电台’，

早在红军时期，我军就孕育了首支无线

电队伍。”一级上士刘威观看情景剧后感

慨地说，“当了这么多年通信兵，第一次

对战位有了这么深的认同！”

指导员说，创演情景剧，自己是受教

育的“第一人”。撰写剧本时，他和战友

结合连队历史上涌现的先进事迹，把身

边人身边事“嵌入”剧情，让战友有了亲

切感和认同感，激发了大家立足岗位干

事创业的责任感。

后来，指导员调整到连长岗位，他和

继任指导员领衔“创演团队”，又接连创

作了多部情景剧，受到官兵欢迎。

从“创作”到“主演”——

一部情景剧就是一
堂思政课

连队俱乐部里的醒目位置，摆放着

几个相框。每次情景剧演出结束，中士

王云琪都会把他和战友的合影细心装裱

起来。连队排演的 5 部情景剧，从“创演

人员”到“主演人员”他都参与其中，也在

这个过程中收获成长。

入伍之初，王云琪写几百字的个人

总结都挠头。而今，为了排演新的情景

剧，王云琪认真翻阅大量资料，一边研读

人物故事，一边尝试编撰剧本。

这 份 成 长 从 何 而 来 ？“ 电 影《英 雄

儿 女》中 的 战 斗 英 雄 王 成 ，高 呼 着‘ 向

我开炮’，紧握爆破筒，冲向敌阵，给观

众 留 下 了 不 可 磨 灭 的 印 象 。 你 知 道

吗 ？‘ 王 成 ’的 原 型 之 一 是 志 愿 军 步 话

机 员 于 树 昌 烈 士 。”王 云 琪 说 ，自 己 被

通信兵前辈的英雄气概所打动。他感

到，能够作为红色故事的“演绎者”，本

身就是一种幸运。

崇尚英雄，关键在于要将英雄精神

化为行动自觉。

作为有线专业骨干，“当尖兵”是王

云琪带新兵时常说的一句话。他言传身

教、精心帮带，带出来的“徒弟”，考核成

绩名列前茅。

与其他专业不同，有线兵训练时攀

高架、越堑壕、过铁丝网、跳弹坑……所

有课目都要以过硬体能素质为支撑。训

练任务重，战友也会出现畏难情绪，王云

琪就设法激发大家斗志。

那一次，王云琪带着新战友进行大

强度越野训练，山坡越爬越陡，有人脚

步慢了下来。“越是吃力越要加力。”王

云琪给大家讲起了情景剧里演绎的红

色故事，他引导大家说：“战场通信一线

牵 ，有 线 兵 是 确 保 战 场 通 联 的 重 要 一

环。我们脚步慢了，影响的可能是千军

万马……”

在王云琪的激励下，新战友们咬牙

坚持，最终完成了训练任务。王云琪说，

创演情景剧，不仅是一次军史的学习，更

是一次精神的洗礼。

在该连连长看来，一部情景剧就是

一堂教育课，创演过程就是人人参与、人

人思考、人人施教的过程。

连队创演的 5 部情景剧，从主题设

置到内容创设，都以官兵视角切入，用鲜

活的故事激发认同感，帮助大家汲取思

想能量。

从“置身剧外”到成为“播

火者”——

一颗颗火种汇成精

神火炬

驻训间隙，野战文化平台架起来，

官 兵 们 为 即 将 演 出 的 情 景 剧 加 紧 排

练。

战士诸葛瑞康在这部剧中饰演英雄

李侠。这位大学生士兵记忆力超群，曾

代表营连参加党史知识擂台赛拿到好成

绩。因为这次参演，他也成为营里的“党

史达人”。

诸 葛 瑞 康 说 ，自 己 知 道 电 影《永

不 消 逝 的 电 波》的 主 人 公 李 侠 的 原 型

就 是 通 信 兵 英 雄 李 白 ，是 在 指 导 员 为

大 家 开 展 的 一 次 主 题 教 育 课 上 。 课

后 ，他 对 这 段 红 色 故 事 深 入 挖 掘 ，利

用 休 息 时 间 加 班 加 点 ，写 出 了 一 部 情

景剧。

“李侠两次被捕入狱，在狱中受尽折

磨的他，两次对外发出文电，为革命最终

胜利发挥重要作用。”诸葛瑞康意识到，

演好通信兵英雄的故事，就是对通信兵

精神基因的凝练。对他个人而言，只有

真正将英雄的精神转化为行动，创演才

会有真正的价值。

诸葛瑞康是指控操作手，负责操作

指控装备。“每一份文电都可能会影响战

斗的进程。”创演情景剧之后，每次参与

实战化训练，诸葛瑞康都反复核验，确保

文电及时准确收发。训练复盘，他带着

战友将问题逐一梳理，整理出一本“应急

保通手册”，成了全连快速保障战场通信

的“宝典”。

一颗颗火种汇成精神火炬。诸葛

瑞 康 还 带 领 情 景 剧 创 演 人 员 ，整 理 汇

编 了 一 本“ 通 信 兵 英 雄 谱 ”。 如 今 ，学

英雄、赞英雄、崇尚英雄在官兵中蔚然

成风。

军士侍静到连队不久，第一次观看

情景剧就被剧情感染。在连队主题教育

课上，她主动发言，号召新调入连队的战

友学习前辈精神。随后的专业学习中，

她快速掌握连队通信装备，多次在点位

人员不足时主动值班。不久前的全旅军

事体育运动会上，她带领女兵班拿下历

史最好成绩。

“侍静，只是连队蓬勃发展的一个缩

影。”指导员说，情景剧让教育课更有感

染力，也让连队有了珍贵的文化内核和

精神认同。

从“舞台”到“身边”——

当好“红色传令兵”
的新时代传人

“把英模故事搬进教育课堂，让官兵

在教育中唱主角、当主人，人人都是播火

者、主讲人，激发的能量是惊人的。”连续

创演 5 部情景剧后，连队党支部根据连

队特点，确定了“打造‘红色传令兵’特色

文化”的目标。

小小情景剧，让“红色传令兵精神”

在官兵心中闪光。很快，“走下舞台，走

出情景剧”的讨论在连队悄然展开，官兵

对于新时代通信兵使命，有了更深的认

识。

下 士 许 兴 起 刚 担 任 班 长 ，为 了 年

终 考 核 ，他 带 头 强 化 训 练 ，直 到 全 班

达标。

一级上士张家伟带队参加信保专业

比武。某型装备操作首次被确定为比武

课目，时间短、要求严，大家训练成绩都

不理想。张家伟想起了连队情景剧中的

场景：志愿军通信兵英雄牛保才强忍剧

痛，用身体连接被炸断的通信被覆线，战

斗至最后一刻。他结合这个故事，时不

时地给大家鼓劲：“我们是军人，战场不

允许我们放弃！”

“ 考 核 就 是 战 场 ，不 能 第 一 时 间

完 成 通 联 ，就 是 没 有 完 成 任 务 。”张 家

伟 的 话 让 大 家 受 到 触 动 。 不 久 后 的

考 核 ，随 机 选 在 复 杂 地 域 ，张 家 伟 克

服 困 难 ，第 一 个 调 试 好 装 备 并 实 现 应

有功能。

二 级 上 士 陈 浩 在 创 演 过 程 中 ，对

党组织的作用发挥理解更加深入。被

选为军士支委后，陈浩大局观念强，平

时 敢 说 能 干 ，提 出 的 多 条 合 理 化 建 议

被采纳。

官 兵 齐 拾 柴 ，教 育 炉 火 旺 。“ 鲜 活

的 教 育 形 式 ，让 红 色 精 神 流 淌 官 兵 心

间 。”指 挥 通 信 连 的 探 索 尝 试 ，让 该 旅

党委一班人很受启发。旅里发出通知

要 求 ，在 全 旅 推 广“ 军 营 情 景 剧 ”这 一

教育形式。

去 年 ，指 挥 通 信 连 党 支 部 被 集 团

军 党 委 表 彰 为“ 优 秀 基 层 党 支 部 ”。

年 终 岁 首 ，连 队 利 用 严 寒 天 气 组 织 实

战 化 训 练 ，多 个 重 难 点 课 目 接 续 展

开。

军 营 情 景 剧“ 圈 粉 ”的 背 后
■李少白 李红玉

“瞧，他就是‘雷锋’！”

自从饰演了军营情景剧《谁是咱们

连的“雷锋”》中的“雷锋”一角，第 82 集

团军某旅指挥通信连下士商兴康成了营

区里的“明星”。

2023 年初，该旅计划结合“学雷锋

活动日”创演一部军营情景剧。旅党委

将这个任务交给了指挥通信连。

“虽说是历史题材情景剧，要真正走

进官兵心里，起到启发人、教育人的意

义，就必须结合身边的人和事。”连长和

指导员筹划剧本和角色，对于“雷锋”这

个角色的选取，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连队

骨干商兴康。他们一起找商兴康交流：

“想想身边发生的好人好事，结合咱们连

的光荣传统，‘雷锋’其实就是咱们连的

一分子。”

受领任务后，商兴康找来了 10 多本

关于雷锋的书，反复观看雷锋题材的电

影，揣摩剧情和表演细节。结合连队工

作，商兴康对这个角色有了更深的理解。

情景剧上演那天，台下座无虚席。

听着熟悉的名言警句，感悟身边发生的

平凡而感人的故事，战友们越发觉得这

个“雷锋”不陌生……

演出结束，旅领导的总结一语中的：

“雷锋不仅仅是一个英雄名字，还是一种

永 恒 的 精 神 力 量 。 每 个 人 都 争 做‘ 雷

锋’，部队建设才能更上台阶。”

“谁是咱们连的‘雷锋’？”讨论在全

旅开展。在学习中加深认识，在讨论中

匡正行动，一个个“雷锋”不断涌现，发生

在基层的好人好事也多了起来。

“演活了雷锋，更要成为雷锋。”演出

后，商兴康在心里立起新的标尺，无论工

作还是生活，他都用更高标准要求自己。

老兵退伍后，连队官兵面临专业调

整。无线电、报话等专业技术含量高，

一 些 战 士 面 对 专 业 调 整 有 畏 难 情 绪 。

商 兴 康 主 动 请 缨 ，带 头 转 岗 到 报 话 专

业。在他的带动下，连队多名骨干调整

到新岗位，积极学习新专业，加速融入

新战位。

连队以此为契机，全面开展“一帮

一”互助活动，遴选优秀训练骨干，每人

帮带一至两名新兵。半年来，连队训练

成绩不断提升。

在集团军组织的通信专业比武中，

面对多项新增项目，连队官兵迎难而上，

埋头钻研装备操作，各专业均取得历史

最好成绩。

谁是咱们连的“雷锋”？新年伊始，

连长、指导员和连队骨干一起回顾官兵

们互相支持、共同拼搏的点点滴滴时，连

长激动地说：“成绩属于咱们连的每个

人，人人都是咱们连的‘雷锋’。”

谁 是 咱 们 连 的“ 雷 锋 ”
■李少白 张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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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营情景剧实力“圈粉”，是因为这

样的教育形式，走进了官兵心中。作为

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式，情景式教育

连接历史和现实，是官兵喜闻乐见的教

育形式。官兵自主创演的作品，之所以

具有震撼人心的感染力，是因为情景剧

让历史变得真实可感，官兵投入真情真

心，自己真学真信。

情景课堂要取得实效，仅有表面的

真实还不够。真实的力量不是来自对

历史书本的简单照搬，而是思考、提炼

之后，结合当前官兵思想动态，再对故

事本质进行艺术呈现。有些表现真人

真事的情景剧，官兵反映“还不如看纪

录片感人”，原因就在于此。好的情景

剧，应用好故事烘托情感、价值和思想，

让官兵感到亲切的同时，将情感融进历

史，真正激发动力。

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内容决定

形式取舍。开展情景剧教学，应突出

授课内容的政治性、思想性、理论性、

时 代 性 、实 践 性 。 巧 设 教 学 情 境 ，加

深 官 兵 对 真 理 的 理 解 、对 传 统 的 领

悟 ，特 别 是 要 着 力 使 官 兵 在 自 编 、自

导、自演中增进对红色基因的认同与

践行。

用群众的力量来教育群众自己，是

最有效果的教育。情景剧教学如果仅

变成了一些积极分子的舞台剧表演，就

缺失“群众”这重要一环。要通过充分

深入的动员和严密得力的组织，发挥广

大官兵这个主角的主体作用，使教育更

接地气，让教育效果更有保证。当把

“要我学”转化成“我要学”时，广大官兵

自然会在接受教育和自我学习中，领悟

出更为深刻、更有高度的道理。

震撼人心的英雄故事，生生不息的

军营生活，奋斗强军的鲜活实践……时

代潮流中有取之不尽的源泉，是开展情

景式教育的宝藏。期待更多的思想政

治教育拓宽视野、创新形式，在用心用

情中不断探索，让更多新时代官兵爱上

“信仰的味道”。

让教育走进官兵心中
■安晓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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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官兵精心创演的情景党课精彩

上演；图②：一声令下，连队官兵紧急冲向

战位；图③：连队官兵谈心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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