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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样本

一线调查

关 注 我 们 的 教 育 课

“朱瑞老校长！作为延安炮校传人，

我们要像您一样把青春热血挥洒在炮兵

事业上！”

每年毕业季，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

士官学校的毕业学员都会来到校史馆，

集体面向朱瑞雕像作毕业报告，汇报在

校期间的成长感悟。

每逢新生入学，开学第一课就是讲

校史。教员为全体新生讲述学校光辉历

程，就此开启《延安炮兵学校光荣历史》

课程学习。

“1945 年 8 月 1 日，对于延安炮兵学

校来说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

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建军

18 周年纪念日，也是延安炮校举行隆重

开学典礼的日子。”

时光流转，新老交替。一茬茬学员

在这门特色思政课上读懂初心，厚植根

脉，续写荣光。

寻 根
深研红色历史，深情

奔赴课堂

这些天，学校校史广场上花香四溢，

书香浓郁。

刚入学的定向培养军士学员整齐列

队，穿过一比一还原的延安炮兵学校旧

址大门，围坐在广场中央一块青灰色石

雕周围，目光锁定在教授刘威身上。

“1944 年 12 月，我校前身延安炮兵

学校分别从陕甘宁边区、抗大总校、八路

军总部炮兵团等单位招考学员，迅速掀

起报名热潮，第一期就招生近 1000 人。”

刘教授以雕塑上《我们从延安走来》

大型叙事诗为切入点，结合新学员入学

思想特点，上了一堂有针对性、有感染力

的校史思政课。

课间讨论时，学员们纷纷表示入校

很光荣，对接下来的学习训练满怀期待。

时间的指针拨回到 3 年前。

“校史经常听，但总觉得与我距离遥

远、关系不大。”

“多年来，学校依托校史馆和‘六场

七园’红色文化园林开展了许多教育活

动，却都各自为战，没能形成合力……”

党委会议室里，在关于深化党史军

史学习教育座谈会上，教员和学员代表

一连抛出好几个问题，引得党委一班人

陷入沉思。

“史实讲述浅表化、红色资源欠统筹

的现象确实有，教育不系统、不深入、不科

学的问题日渐突出。建议新建一门课程，

专门讲校史，系统增强学员对学校、炮兵

防空兵兵种的历史认同、情感认同和岗位

认同。”刘威的发言，得到大家认可。

经过一段时间反复研讨，《延安炮兵

学校光荣历史》特色课程被列入学校教

学重点建设项目。课程筹建工作落在军

队政治工作教研室肩上。

“怎样才能讲好这门课？光靠史籍

和材料是不行的。”该教学团队教授杨静

刚接到任务时，提议大家一定要到延安

炮兵学校旧址去看一看。

恰逢学校组织部分教员到延安开展

寻根研学活动，杨静主动报名带队参加。

“看，黄土高坡！”一名旅客的话突然

打断了杨静的思绪。从舷窗向外望去，

映入眼帘的是千沟万壑，这给她的心灵

带来极大震撼。

“巍巍宝塔山，绵绵延河水，我终于来

到了延安。”还未踏上这片土地，印象中革

命圣地的厚重历史就涌入杨静的脑海。

当杨静走进位于南泥湾桃宝峪村的

延安炮兵学校旧址大门时，巨大的“反差

感”扑面而来。

黄土岩，绝壁下。阳光透过高高的

柏树，影子打在一排不起眼的窑洞上，那

里是延安炮兵学校的学生宿舍。不大的

操场四周矗立着几门老式火炮，只有红

砖垒砌的二层小礼堂还显醒目。

“面积不足 400 亩，依山而建的一小

方水土，竟走出了被誉为‘战争之神’的

炮兵部队，涌现出郭化若、朱瑞、匡裕民

等炮兵英才。”站在朱德同志宣布延安炮

校成立时的土台子上，杨静满怀感慨。

回顾历史，理性认识在感性认同面

前得到升华。书本上的文字变成了一砖

一瓦、一草一木。斑驳的墙面上依稀可

见“艰苦朴素”四个大字，当时校长的办

公室只能放下一桌一椅，木材做的火炮

模型、旧注射器制成的测斜仪、桦树皮做

成的方向盘……延安炮校前辈创业艰辛

的程度，只有身临其境才能触及灵魂。

一周的研学结束后，杨静带着满满

的收获返回学校，投入课程教材的编写

工作中。同时，她还担任主讲，录制了

《我们从延安炮校走来》授课视频，把延

安见闻通过影视资料讲给全体官兵。

同年，该校传承红色基因教育基地

在南泥湾开发区挂牌。这些年来，学校

分批组织思政课教员到延安开展集体备

课和现地研学活动，采取线上线下、课内

课外、校内校外相结合的形式，让该课程

教员全员受洗礼，深情赴课堂。

植 根
带着使命学，带着荣

誉练

“用好思政之盐，做好课程之肴。如

何使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协同发力，让

专业知识学习发挥更大育人作用？”

备课室内，《延安炮兵学校光荣历

史》教学团队教授高新生与炮兵某教研

室教员们展开激烈讨论，一些生搬硬套

的“懒思政”、执意说教的“硬思政”做法

被一一指出。

军事和政工，两个教研室，共备一

堂课。

两年前，学校在一次评教评学过程

中发现，专业教员长期面对同一授课对

象，容易形成惯性思维，“老一套”的课程

思政模式，易使学员新鲜感减弱，学习成

效不明显。

“我们既要讲授专业知识，也要让学

员知道为什么而学。树立教育资源共享

理念，将延安炮校优良传统与军事教学

融会贯通，彼此取长补短。”学校党委研

究后决定，探索开展思政课与专业课合

作备课新模式。

“1950年 12月，延安炮校接到了改装

换装部队干部训练的任务。他们克服极

寒天气，总计受训 4839人，为抗美援朝培

养了大批炮兵人才”“延安炮校副校长匡

裕民的长子，毅然投身朝鲜战场，牺牲在

了敌人的炮弹下”……一上课，学员就被

炮兵某专业教员慕臣英的讲述所吸引。

“那年冬天为什么会这么寒冷？这

场寒潮又是如何发生发展的呢？”教员随

后的提问让课堂氛围活跃起来。

在思政教员建议下，慕臣英结合学

校历史，从热映影片《长津湖》中寒潮天

气发展过程对战场的影响引出《天气分

析与预警保障》专业知识，课程导入的思

政内容滴灌渗透、效果显著。

初夏时节，中原腹地。一场炮兵防空

兵双兵种一体融合式毕业考核拉开帷幕。

“为了防止炮身跳动，他和一炮手坐

在炮上，一边指挥一边双手挽住车轮。

敌人的子弹打在盾板上，他全然不顾。

最终，仅用两发炮弹就炸毁敌人炮楼。”

教员傅凯用延安炮校第一期学员、全国

战斗英雄张英旺的故事作为战场宣传鼓

动的开场白，激发学员斗志。

不多时，阵地上炮声隆隆、硝烟弥

漫。学员们按战斗岗位编组，完成了多

次火力支援协同、快速抢控要点等课目，

在近似实战的考场上经受摔打磨练，带

着光荣使命奔赴战位。

“学校依托驻训、演练、考核等时机，

用单位红色基因中蕴含的胜战力量滋养

学员学习成长全过程，让学员带着使命

学，带着荣誉练。”该校领导说。

一 门 特 色 思 政 课 与 专 业 课 的“ 握

手”，实现了教学上的双赢。

近年来，《延安炮兵学校故事集》成

为每位专业教员案头的必备书。“变学校

为部队、拿部队当学校”“人闲炮不闲”

“模范战士上炮来”等延安炮校提出的训

练方针和口号，在专业课教学中得到继

承和发扬。野外课堂，穿插组织战前动

员、火线入党、心理防护等战时政治工

作，成为该校思政课的教学特色。延安

炮校的光辉自始至终伴随官兵身边。

不久前，在新一轮评教评学中，学员

们对教员授课的好评率明显攀升，精研

技术、建功军营的积极性日益高涨。

扎 根
让红色基因薪火永

续、血脉相传

“5 个专题，竟让我讲最后一个？”

刚 拿 到 教 学 计 划 时 ，张 弛 惊 讶 不

已。作为教学团队里最年轻的文职教

员，“压轴出场”给她带来不小压力。

带着困惑，张弛找到教研室主任高

俊义。

“第五专题，是要讲清楚延安炮校红

色基因和办学思想的内在联系，总结出延

安炮校优良传统。以往都是有经验的专

家教授负责。这次交给我，我怕讲不好。”

看着有些打怵的张弛，高主任说道：

“这是有意安排的，希望你能在备课过程

中有自己的感悟和收获，老教员们铺好

的路，需要你走出新的高度。”

张弛豁然开朗，干劲十足。一有空，

她就扎在办公室里研究校史，每个人物、

每个事件都烂熟于心。历史纪录片、影

视剧是她休闲时光的“主角”，优秀思政

课授课录像是她反复研究的“宝典”。站

在前辈的肩上，张弛不敢有丝毫懈怠。

“那是一个风云变幻年代，千名学子

一路奋勇豪迈……”由张弛参与创作的歌

曲《我们从延安走来》，是这门课程结尾需

要教唱的曲目，也是课程学习中的一个小

高潮。讲台上，她落落大方，讲解生动形

象，多次在上级组织的政治理论教员授课

竞赛中获奖，被学校评为优秀教员。

张弛用贴近青年官兵的教学方式将

延安炮校优良传统浸润学员心田，为课

程画上圆满句号。

传承如风，可以跨越山海。

隆冬时节，在海拔 4300多米的高原，

一场多型火器实弹射击考核紧张进行。

“ 炮 手 注 意 ！ 弹 着 点 向 左 偏 离 30

密位。”

刺骨的寒风袭来，炮手陈鹏接到指

挥员指令，迅速重新测距，修正，锁定。

“轰隆”一声，远处山背上的目标靶

位升起浓烟。

陈鹏是该校 2022 届毕业学员，刚一

毕业就回到原部队某高原演练场报到，

成了一名技术骨干。

“人要克服高原给生理机能带来的影

响，武器装备也要克服‘高原病’。低温低

压、大风沙尘等恶劣天气，是检验战斗力的

磨刀石。”说到装备训练，陈鹏侃侃而谈。

“‘战争需要什么就学什么，根据实

际情况，从需要出发。’这是延安炮校首

任校长郭化若提出的训练方针。现在说

起来，仍不过时。咱们单位是‘神炮手’

赵章成生前所在部队，同时，他也是延安

炮兵学校的迫击炮教员。我在学校学习

期间，辣椒面炮弹、间壁射击法、迫击炮

平射等关于赵章成的战斗故事让我印象

深刻……”考核复盘阶段，陈鹏的一番话

让在场官兵深受启发。

星空下的板房里，一场关于传承和

发扬的讨论持续升温。延安炮兵学校的

红色薪火，在年轻一辈心中越燃越旺。

一 门 历 史 课 的“ 薪 火 效 应 ”
■张博浩 史文婷 周士钰

“ 我 们 的 炮 兵 在 战 斗 里 成 长 ……”

前不久，在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士官学

校军士广场上，一场由学校师生自编、

自导、自演的校史情景剧《争当延安传

人》拉开序幕。

舞台上，学员扮演的延安炮校时期

的师生英姿勃发。一幕幕感人画面展

现出先辈的光辉形象，一声声铿锵口号

激动人心……壮阔的舞美效果和演员

们倾情投入的表演，感动着每一位观看

的学员。

演出结尾，学员徐鑫演唱的延安炮

校校歌《炮兵进行曲》，以浑厚的嗓音和

深情的演绎，引得全场阵阵掌声。

谢幕后，战友们纷纷簇拥在徐鑫周

围，为他点赞。

今年初，该校《延安炮兵学校光荣

历史》课程团队准备这次情景剧，走进

学员队海选情景剧演员时，具有声乐特

长的徐鑫站在队伍最后，认真听着教员

的介绍。

“咱们学员来自不同单位，其中不

乏 响 当 当 的 英 雄 部 队 。 但 要 说 起 炮

兵、防空兵和坦克部队，甚至是第一所

工兵学校，往前追溯，都传承于同一所

军校——延安炮兵学校……”

教 员 王 昊 讲 完 延 安 炮 校 辗 转 办

学 、播 下 火 种 的 传 奇 故 事 ，接 着 说 道 ：

“ 就 拿 大 家 熟 悉 的‘ 功 臣 号 ’坦 克 来

说 ，它 是 延 安 炮 校 师 生 挺 进 东 北 后 找

到 的 。 经 过 多 次 调 整 改 编 ，这 辆 坦 克

曾 服 役 的 部 队 ，如 今 也 是‘ 红 一 师 ’的

传人。”

听着听着，徐鑫对学校的自豪感油

然而生。他主动找到教员，申请加入创

演。

“ 我 们 根 据 部 队 军 士 学 员 来 源 广

泛、优良传统丰厚的特点，抓住延安炮

校这一‘原始种子’的基因联系，把校史

作为开展思政课教学的鲜活教材，通过

沉浸式课堂，让学员思想打下延安炮校

的红色烙印。”学校领导介绍。

走进《延安炮兵学校光荣历史》课

堂，学员们都会有新的发现。

在“给英雄的一封信”主题实践教

学 环 节 ，学 员 通 过 文 字 与 历 史 人 物 对

话；红色文化园林里，在赵章成曾使用

过的迫击炮为模型的雕塑旁，由学员助

教组织的小班研讨气氛活跃；抗美援朝

老兵走进思政课堂讲述战斗故事，面对

面传递精神财富。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前不久，在某

训练场，徐鑫代表联教联训学员，与某

炮兵旅官兵同台竞技。比武后，他介绍

起延安炮兵学校历史，红色基因的种子

已悄悄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从 校 史 情 景 剧 到 特 色 思 政 课
■杨 军 张博浩

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士官学校学员在校史馆作毕业报告。 班竟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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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高度重视用红色资源立德

树 人 ，反 复 叮 嘱 要“ 把 红 色 资 源 利 用

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

承好”。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红色资源是

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

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蕴藏着丰富的育人

素材和价值。“不言之教，无形而心成。”

注重依托场地资源打造红色教育阵地、

根据场合创新红色教育方式、结合场景

提升红色教育效果，有助于学生在感悟

革命前辈的初心之恒、信仰之美、英雄

之气中，传承红色基因，争做忠诚可靠

接班人。

军队院校作为军事人才培养的摇

篮，肩负着立德树人、为战育人的崇高

使命，必须持续深入传承红色基因，解

决好“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确保

人民军队薪火相传、血脉永续。

“当我们回望故乡、叩问初心、追述

生命的起点时，我们的内心往往和大海

一样，在它的深处，蕴藏着许多明珠。”

水有源，故其流不穷；木有根，故其生不

穷。只有从历史中感知红色基因，才能

纯正本色、擦亮底色。为此，我们应当

强化大局观，充分认清红色基因是党的

性质宗旨的集中体现，是党的初心使命

的精神凝练，是军队英雄气概的真实写

照。弘扬好传统，把传承红色基因作为

建校治校的政治工程、党委工程，继承

发扬井冈山军官教导队、工农红军学

校、抗日军政大学办学传统，挖潜源头

活水、以史鉴今办学。站稳主阵地，直

面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复杂性严峻性，

勇于同一切“政治转基因”现象作斗争。

“传统不是守住炉灰，而是热情火

焰的传递。”教育的时代性是由时代特

征决定的。红色基因从历史中来，到未

来中去。欲应天下之务，先审天下之

势。如果不紧跟时代发展、赋予时代内

涵，就不能让效力彰显、威力更强。应

锚定目标指向，紧紧围绕“永不变色”

“后继有人”，一体推进办学治校和红色

基因传承，时时处处体现忠诚于党、理

想信念、改革创新、战斗精神、革命纪

律、军民团结的伟大力量。融入时代元

素，把新时代备战打仗实践中有根有

魂、有血有肉的鲜活事例纳入“红色资

源库”，让官兵看到红色基因传在当下、

就在身边。强化实践磨砺，把传承红色

基因贯穿到院校建设全过程各领域，无

论是为战教战、科研向战，还是科学管

理、综合保障，都要注入红色基因的纯

粹和质朴，带动官兵在任务中摔打。

马克思有句名言：“人们要求新东

西——形式和内容都新。”形式是内容

的外衣，创新形式的魅力就在于，它总

能用颜色不一样的烟火，为天空装点斑

斓。把红色资源“用起来”，先须让它的

形式“活起来”。红色基因是院校教育

教学的精神内核，只有紧扣思想脉搏、

创新传承方式，才能让红色基因融入学

员血脉。应打造红色课堂，把红色基因

深植人才培养顶层设计，融入课程教学

大纲，学好党史军史这门必修课，同步

加强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建设，努力打

造红色精品课程。建设红色文化，有机

融合红色文化、战斗文化和院校特色文

化，以军史长廊、校史馆为主体布设红

色环境，以文体俱乐部、“六小阵地”为

载体开展红色活动，形成红色文化育人

的氛围。用好红色资源，坚持“走出去”

和“引进来”相结合，依托驻地资源构建

红色教育实践基地，定期邀请参战老

兵、英模官兵走进学员课堂，引导学员

积极主动投身强国强军伟大实践。

用好红色资源 赓续红色血脉
■葛建国

锐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