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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耀演兵场

亲历者说

带兵人手记

新闻前哨

特别关注

近日，新疆军区某团侦察分队组织实战化训练。图为一名战士正在

破障。 段 洁摄

3月中旬，第 71 集团军开展狙击手集训，锤炼官兵过硬本领。图为实

弹射击。 许梦怀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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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文宽茅文宽绘绘

这样的恳谈会
少了网上留言的“辣
味”。

快看！我上次提
的建议被授课教员采
纳了。

“看，我的建议被采纳了！”这天，

在第 82 集团军某旅某营三连信息视窗

前，二级上士李玉宝指着大屏幕上显示

的新一期思想政治教育计划，兴奋地喊

出声来。

前段时间，李玉宝在该旅强军网

“教育活动讨论区”写下一条留言：“啥

时 候 能 讲 讲 咱 解 放 军 的 军 歌 是 咋 来

的？”让他没想到的是，一周后的党史军

史教育课，安排的正是这个内容。

说起“教育活动讨论区”，该旅官兵

纷纷竖起大拇指，因为无论教育内容还

是课堂形式、课后体会，每个人都能在

这里提意见、出主意、谈感受。该旅领

导告诉笔者，自从这个讨论区设立后，

线下听课、线上问计已成为他们开展思

想政治教育的常态。

为何要设立“教育活动讨论区”？

事情还要从年初某营组织的一次恳谈

会说起。

一次思想政治教育课后，刚刚担任

某营教导员的白勇浏览该旅强军网教

案频道，发现留言区里不乏一些好想

法、“金点子”。“何不举办一次教育恳谈

会，听听大家对提高教育质效有啥意见

建议？”

说干就干。然而，置身恳谈会现

场，白勇发现，大家的发言似乎经过了

“润色”，缺少网上留言的“辣味”，也没

有触及教育“痛点”。

就在同一天，旅领导到该营检查基

层建设情况。得知该营正在举办教育

恳谈会，为不打扰大家，他们决定在门

外旁听。结果，旅领导和白勇一样，也

没听到多少真知灼见。

为什么一到线上就“一吐为快”，一

到线下就“谨言慎行”？为什么大家集

中起来提意见，把心思都用在了措辞和

话术上？旅领导带着疑问返回机关。

几天后，他们组织各营连主官召开教育

准备会，带领大家剖析问题症结、研究

解决办法。

“‘网生代’官兵已成为基层部队的

主体，想要调动他们参与部队建设的积

极性，就要找准思想‘接口’。”

“现在青年官兵喜欢一边刷视频，

一边发弹幕、跟帖子，快看快评、即看即

评已经成为他们的生活习惯。”

“青年官兵习惯匿名发声，不愿意

当众公开表达心声，如果营造一个有问

题随时说、有意见随时讲的网络环境，

或许能激发他们建言献策的热情。”

……

经 过 讨 论 ，大 家 达 成 共 识 ：紧 扣

网络时代特点和青年官兵行为习惯，

重视发挥军人委员会作用，充分发扬

“ 三 大 民 主 ”，依 托 旅 强 军 网 教 育 频

道 ，设 立“ 教 育 活 动 讨 论 区 ”，广 开 言

路 听 取 官 兵 对 开 展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的

呼声诉求。

点击进入“教育活动讨论区”，笔

者看到，每一门课程教案的末尾，都有

不少官兵匿名留言，他们有的分享听

课体会，有的表达内心期望，还有的提

出意见建议。一名负责后台维护的机

关干部告诉笔者，其实，讨论区上线之

初热度并不高，直到旅里一次教育大

课上，授课教员坦言他的授课创意来

自某连战士的留言，并向大家展示了

评论截图。

从那以后，“教育活动讨论区”逐渐

变得热闹起来，听课的官兵在这里发表

感想，授课的教员在这里寻找灵感……

看着自己的意见建议不断被采纳，官兵

们对进一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质效有

了更多期待。

同样充满期待的，还有该旅的基层

带兵人。

强天林是该旅一名优秀的政治教

员 ，曾 多 次 参 加 上 级 组 织 的 授 课 比

武 。“ 教 育 活 动 讨 论 区 ”设 立 后 ，每 次

准备授课教案，他都习惯先到讨论区

去 看 看 ，了 解 大 家 都 在 说 什 么 、有 什

么好的创意，以便及时调整补充授课

内容。

“官兵们的评论虽然语言直白，有

些还带着‘尖刺’，但言为心声，有啥说

啥，从不遮遮掩掩。”强天林说，过去一

段时间，他习惯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

了解官兵思想动态，但客观题选项固

定，主观题答案笼统，很难摸到真实情

况，最后还得靠自己琢磨。现在，通过

浏览讨论区，不仅能直观掌握官兵所

思所想所盼所怨，还能根据大家的反

馈点评，学习借鉴其他优秀教员的经

验做法，提高自己的授课质量，可谓一

举多得。

采访中，笔者了解到，借助“教育活

动讨论区”这个平台，该旅施教者与受

教者之间架起了一座心灵相通、思想融

通、上下贯通的桥梁，网上留言与线下

课堂密切互动，催生一堂堂好课。

受此启发，该旅决定拓展旅强军网

功能作用，在战备训练、后装保障等频

道相应设立“评论区”和“建言角”，集中

广大官兵的智慧和力量，破解基层建设

发展遇到的矛盾问题。

“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要始终相

信 官 兵 ，牢 牢 依 靠 官 兵 ，充 分 尊 重 官

兵。”该旅领导说，随着一系列巩固发扬

基层民主的做法持续落地落实，官兵们

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被

广泛调动起来，主人翁意识明显增强，

内生动力持续迸发。

第82集团军某旅充分发扬政治民主，不断提高教育质效——

官兵留言催生一堂堂好课
■刘 凡 邵雲亮

一天下午，我听到房门外有脚步

声，一打开门，就和下士吴毓杰撞了个

正着。“有什么事吗？”见他一脸不安的

表情，我赶忙询问。

“您是不是找我有事”“是不是我哪

里又没做好”……担任本周连值班员的

吴毓杰一连几个问题，问得我一头雾

水。经过仔细询问，我才得知，吴毓杰

心中的疑虑源于两天前我在微信里撤

回的一条消息。

吴毓杰担任值班员的第一天，由于

没有提前筹划，各专业人员都在急急忙

忙准备训练器材，导致连队未能按时带

出训练。“要按照训练计划提前筹划相

关事项，不能等到实施前才开始准备！”

见到工作组织得如此混乱，我当即批评

了吴毓杰。

第一天值班工作就出状况，吴毓杰

感到很惭愧。认识到自身不足后，吴毓

杰决心在后面几天里多向有经验的值

班员请教，争取为自己挽回“颜面”。

当晚休息时间，吴毓杰刚取到手

机，就看到微信里弹出一条我发的消

息，可还没等他看清内容，消息立即被

我撤回了。

早上受到我的批评，现在又见我欲

言又止，吴毓杰立马紧张了起来。随后

几天，吴毓杰无论做什么事都反复观察

我的一举一动，不停揣测我的心思，生

怕自己哪里又做错了。于是，才有本文

开头的一幕。

“ 是 我 发 错 了 消 息 ，便 立 刻 撤 回

了。其实，当时也没什么重要的事。”

听完吴毓杰的讲述，我这才意识到，自

己随手撤回的信息竟给他带来这么多

烦恼。

得知原因后，吴毓杰心中悬着的

“石头”总算落了地。但是，我却多了一

个“心结”。那天夜里，我辗转难眠，不

断反思着自己与吴毓杰的这场误会：如

果当时能及时向吴毓杰解释清楚，他就

不会有那么多顾虑。带兵人的一举一

动、一言一行，战士们都看在眼里，如果

说话留一半或者顾左右而言他，难免让

当事人引发不必要的猜想，久而久之甚

至会影响官兵关系。

“战士们为啥乱揣测带兵人的心

思？”在接下来召开的连务会上，我组织

班长骨干就此问题进行讨论，大家深有

同感。一位班长反映，一次公差任务，

他派给了班里战士小闫，但后来考虑到

小闫手头还有其他重要工作，便临时换

了人，但事后并未向小闫作出解释。这

件事对小闫影响很大，在很长一段时间

里工作不在状态，经常冒出“自己能力

不足”“班长不信任我”的想法。

“带兵人要在工作生活中谨言慎

行，一些脱口而出的话，一个不经意的

动作，都可能伤害战士。”一名连队干部

接着说，有一次他给一名战士发微信，

结果打错了一个词，引发了歧义，但自

己当时并未注意到，他与这名战士的误

会由此产生。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查找出不少带

兵过程中存在的类似问题，也对如何加

强与战士的交流沟通有了更加清晰的认

识：带兵人要注意把话说完整、把事想全

面，不要让自己的“无心之举”被误读出

“言外之意”。同时，告诉战士不要乱揣

测带兵人的心思，有什么不明白不清楚

的地方，就第一时间提出来，防止简单问

题复杂化，产生不必要的矛盾。

“同在一个屋檐下，打开天窗说亮

话。”统一完班长骨干的思想，我又利

用一次全连集合的时机亮明了态度，

教育引导大家为人处事敞敞亮亮、大

大方方。

（杨明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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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战士’麦贤得在头部中弹的情

况下，仍然坚持战斗。课件上展示的这块

弹片就是从他脑袋里取出来的。”近日，在

火箭军某部某任务分队一堂教育课上，教

员陈谷用小故事阐释大道理，以互动讨论

代替单向灌输，将如何培塑战斗精神讲得

深入浅出，使官兵们深受触动。

这是该部实行“菜单式选课”教育模

式的一个缩影。该分队根据机关统一下

发的教育计划，统筹教学资源和教员队

伍，除了上级统一要求的教育课外，由官

兵投票选定教育内容。具体做法是组织

授课前，各单位的教导员、指导员根据官

兵思想状况和现实需求，灵活设置教育

内容，为官兵提供多种选择。内容确定

后，再遴选最合适的授课教员。

有一次，某分队干部邱鑫以“树立

正确的婚恋观”为主题给大家上了一堂

教育课。然而，授课过程中，他发现一

些官兵兴致并不高。

精心准备的教育课，为何有的官兵

不买账？课后，邱鑫听到一些年轻战士

吐槽：“我们还没有谈婚论嫁，但教员讲

的大多是夫妻的相处之道，是不是有点

早了？”

“授课就好比烹饪，如果只顾着闷

头做饭，不考虑官兵胃口，再好的食材

也很难受欢迎。”认识到问题所在，邱鑫

结合上级刚推行的“菜单式选课”教育

模 式 ，列 出 多 个 授 课 重 点 ，供 大 家 选

择。结果显示，战士们最想听的内容是

如何纯洁对外交往。

“对这个话题，另一名教员很有研

究，由他来讲更有说服力。”邱鑫主动联

系该教员，对接授课内容。又一个教育

日到来，官兵们一堂课听下来，解开了

很多疑惑，进一步明确了纪律底线。

官兵按需选课，教员精准授课。该

部官兵表示，平时大家想听什么内容、

有哪些困惑需要解答，都能通过“菜单

式选课”教育模式得到实现。

官兵按需选课 教员精准授课
■本报特约记者 桑 朋

实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是我军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充分发扬“三大
民主”，尊重基层官兵的主体地位，维护基层官兵的民主权利，能为战斗力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
力，有效提高部队凝聚力、战斗力。

进入新时代，我军基层建设面临许多新情况新变化。我们要积极适应这种新情况新变化，正确把
握“三大民主”的时代特点，探索创新“三大民主”的实现形式，把我军这一优良传统不断发扬光大，为推
进强军事业凝聚智慧力量。

写 在

前 面

发扬基层民主 凝聚智慧力量

“问计于兵”是我军的优良传统，也

是充分发扬“三大民主”的必由之路，对

党委机关实施高效领导、作出科学决策

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基层实践中，

很多带兵人把组织召开“吐槽会”“恳谈

会”“诸葛亮会”等作为“问计于兵”的惯

用抓手，解决了一些矛盾问题，然而，这

种“面对面”提意见的方式，也让一些年

轻官兵产生了“不敢说真话、担心说错

话”的思想顾虑。

必须认识到，这些年轻官兵是在

信息网络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他

们更习惯通过网络联通世界、依靠网

络工作生活，思想行为表现出鲜明的

网民特征。从近年来的调研中，笔者

发现，愿意“键对键”“线对线”表达心

声的官兵越来越多。此前，笔者曾认

为 ，网 上 留 言 无 非 就 是 官 兵 宣 泄 一

下 、发 发 牢 骚 ，即 使 提 出 一 些 意 见 建

议 ，也 参 考 价 值 不 大 。 但 是 ，最 近 一

段时间，几次浏览我们旅强军网上的

“教育活动讨论区”，笔者发现里面不

乏 真 知 灼 见 。 这 让 我 意 识 到 ，带 好

“ 网 生 代 ”官 兵 ，必 须 过“ 网 络 关 ”，具

体到发扬“三大民主”，就是要善于从

网上“问计于兵”。

从网上“问计于兵”，不是上网冲

浪、“爬楼”看帖乃至利用网络搞个问

卷 、做 个 测 评 那 么 简 单 ，其 中 大 有 学

问。要知道，在匿名状态下，官兵们更

敢说真话，更能充分表达内心所想。此

时，我们应该关注官兵说的是什么、为

什么这么说、背后有何隐情，而不能把

注意力放在他们说得准不准、对不对

上。此外，带兵人最好不要在网上暴露

带兵人的身份，否则官兵们很难畅所欲

言、言无不尽。

明 者 因 时 而 变 ，知 者 随 事 而 制 。

在新时代发扬“三大民主”，必须把握

青年官兵的思想行为特点，搭建适合

他们发挥聪明才智的舞台，进而用好

用活基层官兵这个“智囊团”。当然，

这 一 切 的 前 提 ，是 坚 信“ 群 众 的 智 慧

是无穷的”，坚信“高手在民间”，坚信

“ 牢 骚 话 里 有 真 知 ，吐 槽 声 中 藏 良

言 ”。 所 以 ，各 级 带 兵 人 不 妨 多 到 网

上“转转”，勤到留言区看看，把“线下

问 计 ”与“ 网 上 问 计 ”结 合 起 来 ，创 新

“三大民主”实现形式，营造良好的民

主 氛 围 ，真 正 把 广 大 官 兵 组 织 起 来 、

动 员 起 来 、凝 聚 起 来 ，为 部 队 建 设 发

展不断注入强劲动力。

善从网上“问计于兵”
■张宏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