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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教育实践活动调研行⑥

“气随意行，意到气到，气到力到则

剑出。”在火箭军某旅，谈到开展深化教

育实践活动的经验，该旅一名领导说出

了这句话。随着他的解释，该旅紧盯教

育创新成效，在破立之间培育战斗精神

的做法逐渐呈现。

“导弹听我话，我听
党的话”

对该旅某营一级军士长唐兴春来

说，那段“就差临门一脚却被换下场”的

经历，至今难以忘怀。

那是该旅列装新装备后的首次发射

任务。如能成为首个发射单元，将开创

该营组建以来用新装备发射实弹的历

史。对唐兴春个人来说，也会在军旅生

涯中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唐兴春和战友铆足劲训练，在全旅

多轮考核中均排名第一。

当重要时刻到来时，该旅着眼全方

位锻炼部队能力的需要，决定采取抽签

方式选定发射单元。抽签的结果，是唐

兴春所在的营与首次发射无缘。

知 道 抽 签 结 果 后 ，不 少 官 兵 沉 默

了。就餐时，没几个人动筷子，大家被失

落的情绪紧紧笼罩着。

面对此情此景，该营迅速成立党员

先锋队、设立党员示范岗，叫响“向任务

分队学习、实战训练中建功”的口号，发

动官兵利用身处演训场的机会，积极配

合这次任务的完成。

“冲锋无需作动员，后撤还得做工

作。”这种情况，引起该旅政治工作部领

导的关注。

很 快 ，一 系 列 教 育 活 动 在 该 旅 展

开。他们打造“随战学习课堂”，结合演

训实践扎实开展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和我

军根本职能教育，夯实理论根基；构建视

听教育云平台，针对青年官兵认知特点

和行为习惯，利用电子屏、野战影音系统

滚动播放音视频产品，引导官兵牢记初

心使命；用好理论服务轻骑队，利用演训

间隙组织战争观、生死观、苦累观、荣誉

观授课辅导，打牢官兵随时能战思想根

基；此外，该旅还请来杜富国等先进典

型，激励官兵把握时代机遇、珍惜青春韶

华、立志建功军营。

随着教育的推进，官兵心头更加亮

堂。大家纷纷表示：“导弹听我话，我听

党的话。”

大学生士兵朱宇鹏老家在平原地

区，下连后来到一个大山沟。刚开始，他

还觉得那些在这里坚守了十几年、整日

与导弹相守的老兵“不可思议”。两年过

后，他在退伍与继续服役之间毅然选择

了后者。他的理由是：“我也想成为这样

的老兵。”

胜负首先取决于决
胜的意志、胜战的本领

初 夏 时 节 ，一 场 导 弹 攻 防 训 练 展

开。随着警报响起，二级上士苗增勇迅

速奔向战位，和战友们沉着应对各种“特

情”。

苗增勇从小就喜欢看军事题材的影

视剧。长大后，他报名应征。听说要去

火箭军部队，他兴奋得睡不着觉。到了

部队，他才发现“当好兵”并不容易。

新 训 几 个 月 下 来 ，苗 增 勇 瘦 了 不

少。好不容易过了新训关，学专业时，他

发现更累。各种复杂的机械、电子、液压

等专业知识，让高中学历的他“有时像听

天书”。

“我能成为一名合格的火箭军战士

吗？”苗增勇开始怀疑自己。

彼 时 ，旅 里 组 织 开 展 关 于“ 钢 ”与

“气”的讨论活动。旅机关调研发现，面

对性能先进的新装备，一些年轻战士走

入了“思想误区”，认为凭借手中装备就

可“秒杀”对手，吃苦意识、战斗意志不太

重要。

“那场讨论，让我明白了胜负首先取

决于决胜的意志、胜战的本领。这让我

受到了启发，找到了短板，目标更加清

晰，自己要迎头赶上。”苗增勇告诉记者，

“让人感到振奋的是，这种教育活动一直

在结合实际不断创新。”

该旅一名领导介绍说，结合演训实

践，他们探索出了典型场景下战斗精神

培育“十法”，把使命任务催征、军情动态

警醒、出征仪式激励、典型事迹感召、心

理训练释压、强能示范带动等方法融入

练兵备战实践，以便更好地达到以“气”

驭“剑”的目的。

“对战斗精神的培育，让各个阶段的

官兵都在受益。”苗增勇说。

近几年，很多官兵走上新岗位，有

的专业甚至需要他们从头再来。“能不

能 适 应 这 种 变 化 ？”“ 如 何 完 成 这 种 转

变 ？”“ 应 该 拥 有 什 么 样 的 精 神 状 态 ？”

一 时 间 ，官 兵 脑 海 里 的 这 些 问 号 随 之

浮现。

在调研基础上，该旅遴选了一批先

进典型，让他们走上讲台。

延期服役的一级军士长宋庆林率先

结合所经历的几次装备换型，讲述自己挑

战自我、实现快速转身的故事。官兵由此

认识到，虽然随着武器装备信息化程度提

高，对人的要求也水涨船高，但只要勇于

面对、以变应变，就能实现快速跨越。

“教育实践活动要想有效，就必须始

终着眼应对对象之变、时代之变。”该旅

政治工作部一名领导告诉记者，“年初以

来，我们紧贴任务实践，组织官兵深入开

展‘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已取得一定

成效。”

勇敢的心、智慧的脑
和严谨的行，都事关任务
成败

“改不了，真的改不了。”入伍前，这

句话几乎挂在曾章嘴边。生性大大咧咧

的他，因为粗心以前不知挨过老师多少

批评。每当被批评、被抱怨时，他就会说

出这句话。

入伍后的第一次探家，母亲发现了

曾章的变化。她欣喜地告诉邻居：“儿子

变得细心、耐心了！”

下士曾章很清楚自己的转变过程。

刚下连时，他以为凭自己是“乐天派”，很

容易和大家打成一片。但很快，他发现，

战友们大都很严肃，工作生活一板一眼。

时间稍长，他发现了原因所在——

大家所从事的专业，事关导弹发射成败，

涉及近万个测试数据，稍有失误就会酿

成大错，由不得大家不严肃。

于是，他也决定严肃起来。但很快，

一次装备维护保养让他的“努力”露了

馅。面对测试任务，曾章发现，对集成在

比饮料瓶盖大不了多少的插头上的几十

根电缆芯进行测试并确保不出错，他无

法达标。这时，他才意识到，与脸上的严

肃相比，自己更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细

心和耐心。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曾章原以为

这句话可以帮自己脱离“窘境”，班长的

话很犀利：“所有人的习惯都是后天养成

的。要在这里待下去，你必须在已有的

习惯与特质间做出选择。”

什么是特质？不久，曾章从该旅组

织的一次“与王忠心面对面”座谈交流活

动中找到了答案。

座谈时，一名 00 后列兵面对应邀回

到单位的王忠心发问：“千百次操作不出

错，你是怎么做到的？”王忠心不假思索

地回答：“对发射号手来说，操作训练追

求‘零偏差’‘零失误’，必须具备严谨细

致的特质。勇敢的心、智慧的脑和严谨

的行，都事关任务成败。”

“既然习惯是后天养成的，那特质就

该是新习惯养成的方向。”明白了这一

点，曾章开始改变自己，并渐渐有了成

效。

“我们的装备大都科技密集、系统复

杂，对协同配合要求高。”该旅一名领导

告诉记者，“因此，引导官兵养成严谨细

致、精益求精的作风，成为旅里深化教育

实践活动的题中应有之义。”

对旅领导的良苦用心，三级军士长

白立宾有着深刻体悟。

白立宾是大家公认的“神瞄手”。但

是，那次夜暗条件下的专业比武，他使出

浑身解数，仍与冠军失之交臂。

事后复盘，原因是他在调节旋钮时

多转了一点。一个小小的误操作，导致

夺冠失败，白立宾后悔得直拍大腿。

“每次的教训，如果剖析借鉴到位，

就能成为官兵成长进步的助力。”按照这

一思路，该旅举一反三展开教育，让官兵

进一步认识到精益求精的重要性，深化

对“特质”两字的理解。

吃一堑长一智。白立宾开始对着蜡

烛练眼力、闭着眼睛转旋钮找感觉。通

过日复一日强化训练，一次次将瞄准精

度定格，他连续多年夺得该专业比武的

第一名。

“改掉粗枝大叶的习惯，养成严谨细

致的作风，这不是哪一个人的改变，而是

大多数官兵的经历。”白立宾说。

敢于亮剑是前提，善
于亮剑是关键

夜已深，专业教室里的灯还亮着。

桌旁，坐着面对资料思索的一级军士长

李明亮。

李明亮是该旅响当当的技术骨干，

为啥还如此拼？

“一方面，年轻官兵进步很快，稍不

留神老兵就会被这些后浪拍在沙滩上；

另一方面，信息化战争对人的素质要求

越来越高，多钻研一层才会多些打胜仗

的把握……”

李明亮的这种能力恐慌感，源自他

入伍之初的一次“滑铁卢”。正是那次，

让他真切地辨明了“决心”与“把握”的不

同。

那是一次发射演练，由于“天公不作

美”，发射指挥长有些担心。

“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李明亮把胸脯

拍得砰砰响：“保证没问题！”结果，由于

对复杂天候下瞄准技能掌握不精、特情

处置经验不足，他瞄准超时，被导调组判

定“发射失败”。

“有敢打的胆量值得肯定，但如果没

有相应的胜战本领，就可能贻误战机。”

之后的复盘中，对连队干部的话，李明亮

刻骨铭心。

这些年，李明亮不但自己牢记这段

经历，还常向年轻官兵提起。旅里组织

的教育中，他多次上台自亮“家丑”，警示

大家精学深学导弹专业，专攻精炼操作

技能。

“连续 10 多年获评一级操作号手，

被火箭军表彰为工匠型军士。”李明亮所

取得的成绩，让该旅组织教育时，也常将

其成长经历作为“范本”，增强教育说服

力。

“敢于亮剑是前提，善于亮剑是关

键 。”该 旅 领 导 告 诉 记 者 ，随 着 教 育 的

深 入 ，官 兵 精 武 强 能 的 积 极 性 明 显 增

强 ，胜 仗 本 领 也 日 渐 提 高 。 面 对 急 难

险 重 任 务 ，主 动 请 缨 的 年 轻 官 兵 越 来

越多。

前 不 久 ，一 项 演 训 任 务 被 赋 予 该

旅。指挥通信畅通是确保任务完成的关

键一环。

“班长，让我上！”面对操作的高标

准、严要求，列兵包哲航向班长韩家彬请

领任务，并获得批准。连日来，包哲航和

战友们密切协同，圆满完成任务。

包哲航的自信，源自韩家彬的悉心

帮带。

作为该旅的专业技术骨干，三级军

士长韩家彬执行过多次重大任务。每次

执行完任务，他都把心得体会悉数传授

给全班每名战士。

老兵善带，新兵愿学。该旅政治工

作部的领导告诉记者，“这种局面让人欣

慰。更多的列兵开始在完成大项任务中

崭露头角。”

“ 精 神 剑 锋 ”常 磨 常 新
■本报特约记者 李永飞 通讯员 高明俊

能打仗、打胜仗是党和人民对军队

的根本要求，是军队使命职责之所在、军

队存在的根本价值之所在。面对未来新

的作战模式、不断变化的形势任务，新时

代官兵如何才能做到能打胜仗？很重

要的一点，就是必须因时而变、顺势而

为，聚焦使命任务持续培育战斗精神，锻

造能打胜仗的精神利刃。

锻造能打胜仗的精神利刃，坚定

的信仰信念是根基。战争是血与火的

较量。“物质是刀柄，精神才是锋利的

刀刃。”部队能否打胜仗，除了与武器

装备先进程度、人与武器结合程度等

因 素 有 关 外 ，更 取 决 于 官 兵 的 意 志 。

官兵要在各种困难面前始终做到百折

不挠，要在极限重压中始终意志如铁，

根本的一点在于信仰信念坚定。坚持

从思想入手，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和教

育引导，把理想信念教育、我军性质宗

旨教育、军魂教育抓扎实，这样，才能

夯实根基，在任何时刻保持大无畏的

牺牲精神，做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锻造能打胜仗的精神利刃，要紧

密 结 合 教 育 对 象 的 个 性 特 点 。“ 网 生

代”官兵思想活跃、自我意识强、价值

观多元。针对这些特点，各级有必要

多方教育引导，让官兵辩证地看待大

我与小我、大义与小利的关系，充分用

好 红 色 资 源 ，使 官 兵 在 传 承“ 红 色 基

因”中不断增强奉献意识、使命意识、

胜战意识。同时，要时刻关注教育对

象的思想变化，及时帮助他们澄清“装

备决定胜败论”等错误观点与认识，引

导大家认识到体系对抗环境下，对人

的素质要求更高，在极限条件下作战

的可能性更高，因此更应锤炼出越是

艰险越向前的坚韧品质，以及在艰苦

环境中克敌制胜的本领。

锻造能打胜仗的精神利刃，还需

将练胆提气向强心增智拓展。要打胜

仗，血性与虎气对部队官兵来说必不

可少。但是，客观来说，敢于亮剑和擅

长用剑之间还有一段距离，这段距离

需要用练就过硬本领来填充。信息化

条件下练就过硬作战本领，不只是对

操作程序的熟悉与掌握，更是在全面

熟悉装备后对全面潜力的不断挖掘与

战法创新。体现在教育层面，在引导

官兵练胆提气的同时，还有必要突出

官兵的强心增智，这样，才能进一步增

强胜战意识，在体系对抗中做到先敌

一步、战之必胜。

锻造能打胜仗的精神利刃
■吴 君

火箭军某旅官兵进行战斗发射防卫训练。 李发坤摄

新闻样本

“对呀，牌匾就挂在我们测试工位旁

的墙壁上。”每当向兄弟连队战友提起

“忠心·战位”牌匾，火箭军某旅某连的下

士文嘉乐，总有一种掩饰不住的自豪。

这块牌匾，是他们的老班长、“八一

勋章”获得者、一级军士长王忠心退休

后，全班战友一起动手制作的。

对该旅官兵来说，王忠心是一个传

奇。文嘉乐下连后，印象最深的就是王

忠心的故事——“从军 34 年，没有下错

一个口令、做错一个动作、报错一个现

象，这就是王忠心。”

牌匾做好后，几名干部、骨干一商

量，将它挂在测试工位旁的墙壁上。

“看到这块牌匾，就想起老班长。牌

匾挂在那里，时刻激励着我们，要坚持工

作的高标准。”文嘉乐说，“这也让我认识

到要不断进取和完善自己。”

一次，连队接到导弹测试任务，老号

手都在千里之外执行其他任务，担子一

下子压在文嘉乐等几个年轻号手身上。

测试项目多，标准要求高，文嘉乐和

战友认真梳理任务清单，逐个项目过。半

个月下来，他手上磨出了一层茧，任务也

顺利完成。他们这个班组，也成为该旅组

建以来独立完成测试任务的最年轻班组。

任务完成后，文嘉乐又一次仔细擦

拭着牌匾，他说：“这是礼敬，也是报告。”

心 里 装 着 这 块 牌 匾 ，更 多 班 组 和

战 友 也 开 始 结 合 训 练 和 工 作 提 升 自

己 。 王 忠 心 以 前 所 在 的 班 ，更 是 先 后

圆满完成作战值班、阵地调试、装备接

收等一系列任务，荣立集体一等功。

该旅领导介绍，在开展“新时代奋

斗观”大讨论活动中，更多的营连也在

运用官兵身边事、宣扬好典型，让官兵

在典型引领中汲取精神营养，汇聚奋斗

力量，激发战斗豪情……

“ 看 到 这 块 牌 匾 ，就 想 起 老 班 长 ”
■黎 平 张 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