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4要 闻２０２４年７月３日 星期三 版面编辑/侯磊 王佳 陈联峰

听完战友分享的故事，还未拭去感

动的泪水，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新

兵李盛就使劲鼓起掌来。

夏日边关，云白天蓝。宽敞明亮的

礼堂里，该基地以“让我感动的一个瞬

间”为主题组织强军故事会，10 多名官

兵依次登台，结合自己的经历与大家分

享成长故事。

“那次 3000 米跑训练，我不小心摔

了一跤，眼看要落在队伍后面了。此

时，班里战友却回转身，一路上轮流帮

助我，直至我跑到终点”“还有一次营里

组织比武，战友杨宇做双杠时右臂不慎

磕在杠上。而后每做一次动作，他都痛

得直冒汗。有的战友建议他放弃这个

课 目 。 杨 宇 却 说 ，自 己 还 能 再 做 一

个”……台上，新兵陈贾边回忆边讲述；

台下，战友们听得全神贯注，不时报以

热烈掌声。

讲述完毕，陈贾敬了个标准的军礼

后，走下讲台。此时，同班战友李盛起

立发言：“看到陈贾摔倒了，我当时的反

应是，作为他的战友，关键时刻我必须

帮一把。”

“当兵就要肯吃苦、勇争先，一点儿

小伤小痛，根本不算什么。”李盛话音刚

落，坐在一旁的杨宇接过话筒说。

对于几名战友的发言，很多同志感

同身受。话筒在大家手中传递，对军营

的热爱、对成长的期盼在交流中升华。

该 基 地 政 治 工 作 处 干 部 桑 建 功

说，活动中，他们让亲历事件的“配角”

变 身 为 讲 故 事 的“ 主 角 ”，通 过“ 兵 讲

兵、兵演兵、兵学兵”的形式，把大时代

与小变化、大道理与身边事讲清讲透，

让大家在相互交流、相互启发中产生

思想共鸣，进一步坚定精武强能、建功

军营信念。

新兵们得知这次强军故事会的主

题 后 ，起 初 有 些 犯 难 ，有 些 同 志 担 心

自己要讲的事太小，若讲不好会招人

反感。

“我不这么认为！”了解战友的疑虑

后，新兵高兴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他

说，作为一名新兵，日常学习、训练、生

活中经历的事没有那么惊天动地，但恰

恰是这些日常小事铺就了自己的成长

之路，“我们都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

跑，每个瞬间都值得回忆。”

后来，高兴和几名有特长的战友商

定，通过情景再现的方式呈现那些感动

人心的故事。其间，他们一起梳理细

节、编写脚本、设计场景，最终自编自导

自演了情景短剧。

“我给大家示范一下。”短剧上演，

高兴学着班长许刚的样子伏在地上。

此时，画外音传来：“每个课目展开训练

前，班长都要给我们作示范。那天，为

帮我们扎实掌握战术动作，他一遍遍示

范动作要领，手被划破了口子……”

“班长的故事很平凡，却时刻激励

着我们。他用实际行动和过硬作风展

示了新时代革命军人的良好形象。”表

演完毕，高兴深有感触地说。

台下，热烈的掌声响起，新兵班长

许刚的眼睛有些湿润。

最让新兵别热科·阿巴依感动的

是，同班战友庞景霖在考核中鼓励他的

话语。那是该基地组织战术基础动作

考核，庞景霖主动申请与基础偏弱的别

热科·阿巴依分到一组。“跟上我的速

度，你绝对没问题！”低姿匍匐前进时，

庞景霖感到别热科·阿巴依越来越吃

力，便有意放慢速度，为他加油鼓劲。

在庞景霖的鼓励下，别热科·阿巴依咬

牙坚持，最终完成考核。

“生活中，庞景霖就睡在我的上铺；

训练中，他给我鼓励。这浓浓的战友情

谊让我感动，激励我鼓起战胜困难的勇

气。”分享完自己和战友的故事，别热科·

阿巴依激动地说。质朴的语言、真挚的

情谊，让大家深受感染。台下，不少新兵

不约而同地看向同班战友，会心一笑。

对新兵班长、一级上士杨克清来

说，新战友的每一次成长、每一个变化，

都让他感到欣慰和满足。

“新训期间，新兵们憧憬过、迷茫

过、哭过也笑过，如今他们的皮肤晒黑

了、体格强健了，身上的兵味越来越浓

了。作为与新兵朝夕相处的班长，他们

的成长进步让我发自内心地高兴。”杨

克清动情地说。闲暇之余，他发挥特长

为新兵写了一首歌：“战友战友/一直往

前走/再难的时候/也别低头/勇敢向前

走……”

灯光下，杨克清手指轻轻拨动琴

弦，身后的大屏幕上滚动播放着新兵的

照片。随着最后一个音符落下，杨克清

起身敬礼，一行热泪顺颊而下。

很多人不知道，杨克清今年将服役

期满。这个军礼，既是他向收获成长的

新战友致敬，也是他帮助新战友走好

“兵之初”的郑重承诺。

“从班长的歌声中，我听到了他的

深情、感到了他的期许。”交流互动环

节，庞景霖动情地说，“我的军旅之路才

刚刚起步，很荣幸与这样的好班长、好

战友一起出发。未来的道路上，我将倍

加珍惜这份情谊，不断积蓄成长力量，

立足岗位苦练本领，争取早日取得好成

绩向班长汇报！”

一个个让人难忘的瞬间，串起触动

心灵的新训记忆；一个个亲身经历的故

事，凝聚拼搏奋斗的青春力量。

“只有亲身经历，才会感同身受。

让新战友走上讲台，结合亲身经历谈体

会感悟、话责任担当，在相互交流中触

动心灵，在思想碰撞中产生共鸣，在潜

移默化中受到教育和启发，不断激发精

武热情、积蓄练兵动力。”桑建功说，他

们还将总结经验，持续挖掘发生在官兵

身边的感人故事，不断创新方法、丰富

手段，吸引更多年轻官兵参与进来，将

更多蕴含力量的强军故事分享出来，让

大家在体会交流中明确努力方向、汲取

奋进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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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以“让我感动的一个瞬间”为主题组织强军故事会—

新战友走上讲台分享成长故事
■丁 雷 本报记者 李 蕾

新兵生活有着酸甜苦辣咸，回忆起

来，是难忘的成长味道；新兵生活绘着

赤橙黄绿青蓝紫，为军旅之梦涂上缤纷

色彩。

新战友们，今天的你们就是昨天的

我们，我想对你们说：“新兵连的日子，是

你们军旅生涯最美好、最难忘的日子，也

是军营生活最重要的一课。”

齐步走正步走跑步走，走好第一步

是关键；向左转向右转向后转，完成转

变方成兵。军营生活是铿锵有力的进

行曲，更是高亢嘹亮的冲锋号，是日复

一日的汗水湿透衣衫，是一次又一次的

挑战磨砺，但正是这些艰辛与不易，让

我们明白什么叫军人的奋斗和坚守。

见证成长，奋进奋斗。逐梦军营的

初心、拼搏进取的身影、亲如兄弟的战友，

新兵生活中的一个个感人瞬间，就是激励

我们奋进的不竭动力，鞭策我们不断挑战

自我、超越自我。人生之路很长，成长道

路很宽，只有让自己变得更强大、更优秀，

才能在奋斗强军的征程上书写荣光！

齐心走好“第一步”
■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新兵班长 王德强

新兵成长进行时

老兵寄语

“七一”前夕，很多单位结合表彰优秀

党员，对党员进行民主评议。这对于严格

党内政治生活，增强党组织活力，加强党

员教育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

民 主 评 议 党 员 制 度 ，是 加 强 对 党

员经常性教育、管理和监督的有效方法，

是 从 严 治 党 、提 高 党 员 素 质 的 重 要 举

措。作为党的组织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主评议党员能够让广大党员经受严格

的党内政治生活锻炼，是党员进行自我教

育、互相教育的好形式，也是靠经常性工

作和制度来加强党的建设的好方法。民

主评议党员，一般按照个人自评、党员互

评、民主测评的程序进行。能否做实这三

个环节工作，直接关系到民主评议党员的

结果和实效，关系到组织生活的“大熔炉”

作用能否充分发挥。

实事求是地搞好个人自评。“可有尘

瑕须拂拭，敞开心肺给人看。”在党组织面

前，任何人都不能有任何问题藏着掖着。

搞好个人自评，关键要拿起自我批评的武

器，敢于亮短揭丑，勇于刀刃向内，见人见

事见思想。党员自评前，应广泛征求党内

外群众的意见，做出合乎实际的自我评

价，并认真、如实地写好个人总结。每名

党员只有把自己摆进去，把问题找出来，

不文过饰非，不轻描淡写，才能把“自画

像”画得真实准确。

开诚布公地搞好党员互评。“难得是

诤友，当面敢批评。”每名党员在互相评

议时，都要敢于触及矛盾和问题，认真开

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避免不负责任的评

功摆好。既敢于批评身边同志，也甘于

接受批评，检验着一名党员的党性原则、

责任担当和度量胸襟。每名党员唯有开

诚布公讲真话、虚心认真听良言、踏实稳

妥改问题，才能让同志间更加亲密、让矛

盾问题无处遁形 、让党组织战斗堡垒作

用更加坚强。

科学准确地搞好民主测评。民主测

评是民主评议党员的重要环节，是对党

员党性修养的检验和监督。借助其他党员和广大官兵的眼睛，党员能够通过民

主测评更加客观地认清自身优缺点，明了自己在党组织和官兵心目中的定位，不

断总结剖析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在整改和纠治中获得提高。参与民主测评的

党员和官兵也应意识到，民主测评就像是双面镜，在照别人的同时也映射着自

己，必须自觉做到不投“印象票”“感情票”“违心票”“草率票”。

“观于明镜，则疵瑕不滞于躯。”在个人自评、党员互评、民主测评的基础上，

党支部委员会会议或者党员大会根据评议情况和党员日常表现情况，实事求是

地提出评定意见。在形成组织意见时，既要充分发扬民主，又要强化组织担当，

不搞好人主义、不搞平衡照顾，确保评议结果事实清楚、理由充分、可信可靠，不

断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推动党员队伍建设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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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吴国东、王珮报道：6 月中旬，

陆军边海防学院教员胡文雷再次联系陆军

某旅，询问某型装备训练难题解决情况，并

就官兵提出的问题给予详细解答。这是该

学院推进教学科研服务练兵备战的缩影。

据了解，他们通过技术服务、联合攻关、带教

骨干等方式，进一步提升教学科研成果对战

斗力建设的贡献率，取得良好效果。

“切实把成果运用到练兵备战一线，为

战斗力建设服务，我们的教学科研才有价

值。”该学院领导介绍说，教学科研成果符

不符合实战要求，部队官兵最有发言权。工

作中，他们利用到部队挂钩帮建、调查研究

等时机，鼓励教研骨干带着成果下基层，根

据官兵意见反馈及时制订改进措施，确保创

新成果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在转化运用中体

现价值。

实践中，他们结合新装备科技含量高、

技术保障难度大等实际，着眼新域新质作战

力量建设需求，由学院专家牵头成立多个研

究团队，聚焦相关领域难题集智攻关，取得

系列成果运用到部队一线；遴选骨干力量组

成专业教学团队，在完成日常教学的基础

上，围绕实战化教学、特殊人才培养等方面

积极探索，形成经验性成果，并在部队训练

中接受检验。

同时，该学院还与相关单位建立常态化

联络机制，跟进掌握部队新装备训练情况，

根据官兵需求及时提供相关保障；定期到基

层调研、召开官兵座谈会，根据基层意见建

议优化改进教学科研工作，推动教学科研与

部队需求精准对接，加快相关成果向实践运

用转化，为战场打赢提供有力保障。

“我们在推进成果转化运用的同时，还注

重发挥资源优势，结合部队岗位专业帮带培

养骨干人才。”该学院领导说，下一步，他们将

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与基层部队建立联教

平台，聚焦备战打仗急需培养专业骨干；拓宽

人才培养渠道，开展远程培训，并汇编精品课

程、录制教学视频供基层单位学习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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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海军某支队组织海

上训练。图为舰载直升机进行

起降训练。

于 鹏摄

本报讯 特约记者郭紫阳、记者安

普忠报道：“心理疲劳是一种常见的心理

现象，通常是由于精神紧张、压力大及不

良情绪形成的……”近日，武警青海总队

组织“心理服务下基层”活动，再次来到

可可西里的心理服务小分队队员王丽

萍，结合官兵情况开展知识讲座，深入浅

出地进行讲解。

“要想带出有血性的官兵、虎虎生威

的部队，必须及时发现并排解官兵的‘情

绪杂质’，砥砺坚毅果敢的意志品质。”该

总队领导介绍说，总队所属单位大多驻

守在青藏高原，驻地高寒缺氧、人烟稀

少、环境条件差，加上繁重的执勤训练任

务，一些官兵尤其是新战士容易出现紧

张、焦虑等情绪。为此，他们在工作中注

重发挥心理骨干作用，采取遴选推荐、竞

争上岗等方式，选拔总队专业人才组成

心理服务小分队，定期深入基层开展暖

心服务，更好地守护官兵心理健康。

实践中，该总队发挥心理服务小分

队队员专业优势，结合心理服务实践，围

绕焕发愉悦心情、解开长期心结、培塑阳

光心态、治愈难言心病等总结出“四心疗

法”，通过面对面咨询、伴随跟进疏导等

方法，不断提升工作实效；在强军网开设

“心灵港湾”服务平台，官兵遇到问题可

根据自身情况预约心理咨询师、选择服

务方式，通过线上咨询和线下服务相结

合的方式，将关爱送到基层一线。

此外，他们还定期组织心理骨干培

训，帮带基层提升心理服务水平；加强基

层团体活动室、情绪宣泄室、心理沙盘室

等场地建设，并根据执行任务情况和环

境变化，定期开展心理测评分析和心理

行为训练，进一步筑牢心理健康防线。

武警青海总队

暖心服务守护官兵心理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