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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 视 点

记者调查

“如何帮助官兵过好网络关？怎样

做好新时代经常性思想工作？”这是东

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陆指导员一直

思考的问题。

任职之初，这位 90 后指导员自认为

能轻松融入 00 后这群“网生代”的“朋友

圈”。然而，他的破圈之路并没有预期

那么顺利。

“当时，年轻官兵特别是新兵们微

信朋友圈中的一些表述，对我来说就像

‘摩尔斯电码’一样，每次都得通过求助

网络进行‘解密’。”回忆起那段经历，陆

指导员苦笑道。

不仅如此，陆指导员在与年轻官兵

面对面交流中，发现很多时候自己接不

住他们抛出的“梗”，更难以融入他们的

话语体系、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

藤宝庆是信息网络专业毕业的大

学生。刚到连队时，他踌躇满志想用自

身所学为连队做点事，但总是被班长们

“泼冷水”。

陆指导员至今还记得在连队组织的

讨论中，藤宝庆作为新战士代表诉说心

声：“我们也渴望被认可，渴望成为更加优

秀的自己，渴望成为好兵的模样。”

“回应‘渴望’的最好方式，就是做

主动的一方。在关心关爱的同时，懂得

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他们。”当时，恰逢陆

指导员正以“小心‘信息茧房’的危害”

为主题准备一堂教育课，他主动邀请藤

宝庆参与其中。

没想到，藤宝庆“一炮走红”。他从

网络技术的角度为战友们支招，不少官

兵发现，用藤宝庆推荐的方法后，手机

推送的杂乱广告明显少了，资讯内容页

不再局限于特定领域类型。

看到战友们赞许的眼神，藤宝庆坦

言，第一次感到“被需要”“被关注”是一

件多么幸福的事。

为了帮助连队拓展专业学习效果，藤

宝庆利用专业特长主动检索需要的信息，

依托网络平台实现了学习检索、资源共享、

讨论交流等功能，实现了对线下学习效果

的补充。

如今，藤宝庆已成长为独当一面的

连队骨干，多次带队出色完成任务。在

这个过程中，陆指导员也明白了一个道

理：信息网络时代，官兵思想随“网”而

动，带兵人的“经验”同样需要应对时代

的挑战。

陆指导员感慨说，当下的官兵必须

与网络来一次积极的双向奔赴。“网生

一代”的藤宝庆靠努力获得的那枚“四

有”优秀士兵奖章，不仅是对藤宝庆蜕

变成长的肯定，更是双向奔赴中探索经

常性思想工作的正向反馈。

现在的年轻官兵兴趣爱好广泛、知

识结构多元、学习接受能力强、渴望表

现自己，“如何实现网络从官兵们成长

的‘绊脚石’到‘垫脚石’的转变，将是我

们做好经常性思想工作的一个新突破

点。”陆指导员说。

与网络来一次积极的双向奔赴
■本报记者 向黎鸣 特约记者 丁文骏

新闻样本

信息网络凭借超强的融合力 、广

泛的传播力和深刻的影响力，全面改

变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对信

息网络时代背景下的部队经常性思想

教育工作方式提出了新要求。

所谓“用好网”，一方面要在“好”字

上面作文章，让官兵接触到有质量、可

信赖的网络环境；另一方面要在“用”字

上作文章，列原则、出举措、画红线，引

导官兵在“好”的网络环境下实现教育

质效提升。

不可否认，更新思维理念“识网”

是 前 提 。 既 要 识 得“ 网 络 关 ”是 当 下

经 常 性 教 育 不 可 不 过 和 还 要 过 得 漂

亮 的 关 ，更 要 识 得 哪 些 网 于 官 兵 有

益 、哪 些 网 于 教 育 有 害 ，哪 些“ 网 ”是

“好”的经常性思想工作抓手。

毫无疑问，融合信息资源“建网”，

逐步探索建立一个既具有强大信息聚

合能力、又能有效筛选并隔绝不良信息

的“好”的网络教育专属平台，充分发挥

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科技手段的功

能，是提升官兵用网可靠度、教育可控

度的一大补益。

当 然 ，创 新 方 式 方 法“ 用 网 ”才

是 关 键 。 知 行 合 一 ，方 能 致 远 。 面

对 已 经 全 面 到 来 的 网 络 时 代 ，思 想

政 治 工 作 者 首 先 要 立 足 自 身 顺 应 时

代 发 展 ，主 动 学 网 用 网 ，善 于 从“ 网

言 网 语 ”中 听 兵 声 、知 兵 心 、集 兵 智 ；

积 极 探 索 运 用 大 数 据 、云 计 算 和 人

工 智 能 等 新 技 术 新 手 段 ，精 确 分 析

官 兵 思 想 、心 理 、情 绪 以 及 行 为 价 值

取 向 ，为 精 细 化 开 展 经 常 性 思 想 工

作 打 下 坚 实 基 础 ；在 意 识 形 态 领 域

斗 争 愈 发 激 烈 的 社 会 背 景 下 ，面 对

网 络 信 息 鱼 龙 混 杂 、良 莠 不 齐 ，“ 低

级 红 ”“ 高 级 黑 ”多 发 的 现 象 ，要 灵 活

运用学习强军 APP、正能量短视频平

台 ，打 造 精 品 网 上 内 容 ，使 官 兵 在 尽

情 享 受 海 量 丰 富 的 信 息 服 务 同 时 ，

又 能 使 经 常 性 思 想 工 作 通 过 信 息 网

络增强新效能、焕发新威力。

网络是当下一大变量，用好了就是

经常性思想工作实效的最大增量。部

队经常性思想工作只有紧跟网络时代、

紧贴官兵实际，才能不断改革创新、永

葆生机活力。

让经常性教育在“用好网”中提质增效
■沈 行

空军“王海大队”编队协同训练。 师勇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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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得了“朋友圈”，才
融得进“思想圈”

在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很多

指导员业余时间都喜欢刷微信朋友圈。

休息时，某机务中队王指导员第一

件事就是依次打开微信、QQ、微博浏览

官兵的“网络动态”，有时周末还要和官

兵一起在游戏中“绝地求生”。

“不仅要搞好课堂正面灌输教育、组

织日常群众性文体活动，还要从网络信

息 的 点 点 滴 滴 中 获 知 官 兵 思 想 动 态 ，

找到做思想工作的点。”谈及于此，王指

导员想到那件“给他好好上一课”的事。

去年 3 月，细心的王指导员发现大

学生士兵陈超的工作状态突然一落千

丈。面对干部骨干的关心，陈超的答复

是“最近没休息好”。

第 二 天 ，一 名 骨 干 无 意 间 在 陈 超

的 微 信 朋 友 圈 发 现 了 端 倪 ——“ 万 能

的 朋 友 圈 ，谁 有 办 法 能 帮 忙 消 除 征 信

影响？”

用网安全，一直都是教育的重中之

重，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王

指导员急忙找来陈超了解情况。

原来，陈超接到自称某电商客服的

电话，告诉他在校读书期间办理的校园

贷没有及时注销，为了避免影响征信，必

须抓紧汇款到指定账户验资。此时，陈

超还在为凑齐钱款而苦恼。

“幸亏发现及时，否则将带来意想不

到的损失。这不仅体现出陈超本人反网

诈意识的不足，也反映出我们日常教育的

缺失。”在队务会上，王指导员作出深刻反

思：“现在带兵人抓经常性思想工作，不能

只关注线下，更要盯住网上‘战场’。”

一些战士入网比入伍早、网龄比兵

龄长，遇事不愿向干部骨干倾诉，却喜欢

跟网友分享。这也让不少基层一线带兵

人感慨：“过去我们‘吃饭看饭量、睡觉看

睡相’就能发现问题苗头，如今，还要加

上‘ 打 游 戏 时 看 状 态 、朋 友 圈 里 看 评

论’。”

“ 不 少 年 轻 官 兵‘ 线 下 沉 默 寡 言 、

线上发帖晒圈’，关注官兵网络平台账

号 动 态 ，是 做 好 经 常 性 思 想 工 作 的 必

要手段。”不少连队主官都赞同这样的

观点。

一名指导员对此有自己的看法：“要

让‘朋友圈’成为保护官兵的‘保护伞’，

不能让‘朋友圈’成为盯着官兵的‘监视

器’。只有避免上纲上线、小题大做，才

能让官兵畅所欲言。”

“ 用 好‘ 朋 友 圈 ’，秘 诀 在 于‘ 做 好

朋 友 ’。”工 作 中 ，这 名 指 导 员 往 往 以

朋 友 的 身 份 了 解 官 兵 思 想 动 态 ，同 样

以朋友的身份做官兵的思想工作——

下 士 蒋 龙 辉 在 微 信 朋 友 圈 发 出 感 慨

“ 光 环 都 是 别 人 的 ”，这 名 指 导 员 联 想

到某任务官兵受到连队集体表扬但没

有 一 一 点 到 ，便 在 连 队 晚 点 名 时 肯 定

了 蒋 龙 辉 的 工 作 表 现 ，鼓 励 他 继 续 刻

苦训练、争得荣誉；中士邢政在微信朋

友 圈 发 出 一 段 歌 词 ：“ 孤 单 的 人 那 么

多 ，快 乐 的 没 有 几 个 ……” 这 名 指 导

员了解到邢政在电话中与女朋友吵架

了，便拉着他排解负面情绪，帮他出谋

划策……

“进得了‘朋友圈’，才融得进‘思想

圈’。”对此，机务大队王教导员有着应对

“网住代”的“独家秘籍”——通过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分析掌握官兵活思想。

年轻军官小赵从不打游戏，也很少

发微信朋友圈，但他在业余时间经常沉

浸在手机上刷各种各样的娱乐短视频，

也会为微信朋友圈里“别人精彩的生活”

点赞评论。

“教导员，我是独生子，部队离家非

常远，父母希望我复员回家。”一次聊天，

小赵表明了退役的想法。

“小赵平时很少给家里打电话，工资

都用来自己消费了，他的退役理由是真

的吗？”带着疑虑，综合家庭联系、日常表

现等多方面信息，王教导员发现小赵是

不满足现有的物质生活，和朋友约好退

伍“创业”。

心病还要心药医，思想上抛锚是通过

网络诱发的教育问题，但根子在人、在心。

王教导员将小赵推荐进旅荣誉室改

陈布展专班，整理 70 多年前单位老前辈

们在战斗中取得“15∶0”辉煌战绩的珍贵

历史资料。

“沉浸在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里，

我才明白军人的价值所在。”小赵深受

震撼，在中队组织的“新时代奋斗观”大

讨论上，他对自己过往的思想历程进行

了反思。回到业务工作中，小赵充分发

挥自身特长，利用休息时间设计制作了

故障登记、任务模拟等多个工具软件，

提高了大队整体保障管理水平和故障

维修效率。

短视频“短”的是观看
时间，却延展了教育时长

网 络 短 视 频 看 似 很 短 ，其 实 很

“长”。等下士周愿意识到这个问题时已

经晚了。

那天，保障工作很辛苦。晚上休息

时，周愿计划上网休闲一会儿，然后再给

家里打个电话，结束后还可以把自己负

责的库房登记整理一下。

网络上娱乐视频、搞笑段子内容丰

富，让周愿忍不住一个接一个地刷。当

熄灯哨响起时，周愿才想起来忘了给家

里打电话，库房登记也没顾得上整理。

他猛然发现，这一晚上除了刷视频竟什

么也没干。

同一天晚上，隔壁的闫泽栋也在刷短

视频。他躺在床上，陷入了沉思：骆驼祥

子虽然很平凡，但是不甘平庸，每天勤勤

恳恳地工作，对生活充满信心。闫泽栋在

网络平台上关注了一些“名著快读”的短

视频博主，利用休息的零散时间“视阅”了

《骆驼祥子》这本书。一段时间以来，他已

经粗略地“啃”完了十几本名著。

短视频不长，多了能在悄然间耗去

一个晚上时间；短视频不短，因为它能留

足闫泽栋“读”完一本名著的时间。

“短视频在官兵中很流行，其作用

有好有坏，作为教育者应该充分运用有

利优势，扬长避短发挥教育作用。”该旅

宣传科章科长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很快，该旅机关引导大家开展短视

频学习，并提出注重两个问题：

学什么？学理论、学精神、学知识，

学有用之技、强打赢之能。

怎么学？每一个党支部都设立若干

学习小组，小组成员之间相互监督、相互

鼓励、相互学习。

自从短视频进入某分队刘排长的生

活后，改变在不经意间一点点显现。

读军校时，刘排长就对党史军史很

感兴趣，毕业后单位工作节奏很快，很难

抽出大块时间静下心来读书，久而久之

这一爱好也被搁置一旁。短视频的兴

起，让他再次找到了学习“窗口”。

作为学习小组组长，刘排长带着小

组成员严格遴选，将内容凝练精干、语言

风趣幽默、解读启发思考的优质短视频

推荐给官兵，让大家能够利用碎片化时

间随时随地学习。官兵们称其为有益身

心的知识“零食”——虽然取代不了“正

餐”，但“解馋”，而且“有营养”。

网络上的语言更贴近官兵，更易于

被官兵接受。施教者通过官兵分享体会

的过程，进入兵的思维、兵的视野，利于

提高教育针对性。他们依托“品故事·话

思想”群众性自我教育，鼓励普通官兵走

上讲台，分享短视频学习体会，让受教者

转变为施教者，通过施教的过程进一步

深化受教效果。

在某连的课堂上，上等兵吴嘉倬运

用一部预防诈骗短视频，结合军人身份

特点和单位工作实际，给官兵们详细介

绍常见的电信诈骗套路和防骗方法。

在某连学习室内，官兵们面对屏幕

聚精会神地观看党史动漫《血与火》。二

级上士刘光平时利用业余时间搜集网络

短视频资源，将党史军史以动画视频的

方式传授给大家，使年轻官兵更易接受，

也能学得更多。

短视频“短”的是观看时间，却延展了

教育时长，给政治教育打开了新的一扇门。

“短在于精，短重于能。以归正思想

认识、拓宽知识层面、教授实用技能、弘扬

正面能量为主的短视频，应该大大方方地

走上教育案头。”章科长很清楚，如何让官

兵兴趣与短视频的结合点都落到激发强

军正能量上——顺应中强引导、点滴中见

细节、无声中润心田，在“零存整取”中实

现经常性思想工作的提质增效。

归正价值取向，“堵
不如疏”才是“引流”的正
确方式

“新时代的‘王海大队’出圈了！”教育

课堂上，列兵陈效宇登台为官兵讲述该旅

“王海大队”练兵备战的故事。前不久，媒

体上集中宣传推出该大队先进事迹，让这

个英雄群体再次走进全国人民的视野。

虽然此时已是“王海大队”的铁杆粉

丝，刚下连队时，陈效宇却不太了解大队

的历史。

那时，陈效宇是远近闻名的“追星”

一族，把关注的“流量”都给了网络明星，

个人训练状态始终不温不火，还在连队

官兵中产生了负面影响。

指导员找到陈效宇一遍遍谈心教

育，陈效宇非但没有改变，反而激发了逆

反心理和抵触情绪。

“这是我的一种生活方式。”陈效宇

振振有词，让指导员一度犯了愁。更犯

愁的是，陈效宇的想法在年轻官兵中占

有不小市场。

“为什么不能追身边练兵备战之星，

追技术攻关创新之星，追矢志强军励志

之星？”在该旅一次政治干部集训上，旅

领导提醒大家着力打造官兵身边的“胜

战明星”，归正价值取向，“堵不如疏”才

是“引流”的正确方式。

“我们注重发挥‘王海大队’这个群

体的示范效应，引导官兵追身边的‘明

星’。”前不久，“王海大队”首任政委徐树

年给官兵发来寄语视频，某场站政治工

作处领导利用这个机会组织了一次走心

的“明星”面对面活动。

“看着已过百岁的徐老在屏幕中给

我们讲抗美援朝战争中‘王海大队’的英

雄故事，感觉‘明星’就在眼前。”那一刻，

陈效宇被“圈粉”了。

无独有偶。去年 9 月，抗美援朝老

兵王道增回军事博物馆看望“老战友”米

格-15 战机时，该旅第一时间组织官兵

前往陪同。当王老眼含热泪说“请你代

我向‘王海大队’的英雄们致敬”，让众多

官兵“破防”了，他和空战英雄王海并肩

战斗的故事在官兵心中变得鲜活而生

动。

他们一步步打造融媒体中心，为“追

星计划”提供后台支撑；围绕部队阶段任

务、基层官兵动态、战斗精神激励等方面

选题策划，充分挖掘官兵在文艺表演、视

频制作、演讲口才等方面的兴趣特长，自

行制作《虎威苍穹》《何以制胜》《致敬英

雄》等 10 余部短视频，受到官兵欢迎。

短视频中，飞行员李德兵“我们拼到

最后拼的就是一口气”的铿锵回应，飞行

员杨俊成“我们‘王海大队’永远没有孬

种”的铮铮誓言，成了官兵中广为流传的

“金句”。大家纷纷用实际行动向他们学

习，练兵备战积极性更加高涨。

英雄传人亦英雄，流量就应该留给

身边最亮的星。近年来，该旅注重通过

身边“胜战明星”为榜样做好经常性思想

工作，感召官兵一心谋战务战、开拓创

新，在大项演训任务中当先锋、打头阵，

在岗位练兵、比武竞赛中摘金夺银，不少

经验做法在空军推广实施。今年 1 月，

该旅被空军表彰为“空天先锋”。

“ 网 络 + 教 育 ”带 来 的 思 考
■本报记者 黄昆仑 向黎鸣 特约记者 丁文骏 通讯员 汪玉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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