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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春的赛道上跑出好成绩，靠的

是不懈奋斗、埋头苦干……”7 月初，武警

邯郸支队以“矢志强军，精武成才”为主题

组织故事分享会，二级上士陈海龙结合自

己的经历，登台讲述在多个岗位锻炼成长

的故事，赢得阵阵掌声。

入伍以来，先后经历多次岗位调整，

陈海龙始终立足本职岗位、苦练过硬本

领，从未停下学习的脚步。2021 年，单位

编制调整，他从一名卫生员转岗到建制班

当班长。一切重新开始。为尽快适应新

专业新岗位，陈海龙随身携带一个本子，上

面记录着班里每名战士的籍贯、教育背景、

爱好特长等情况。根据日常观察，他随时

在本子上补充完善相关信息，通过谈心交

流不断激发大家精武强能的动力。当年

底，陈海龙带领全班战友参加上级组织的

比武考核，获得总评第二名。

“训练场上，他是以身作则的‘铁血班

长’；遇到困难，他又成了无微不至的‘知

心大哥’。”聆听了陈海龙的分享后，下连

不久的新兵王兆庆深受触动。他说，陈班

长始终保持敢干敢拼的劲头，在每个岗位

都尽心尽责，“他的奋斗故事给人启迪，激

励我不断学习专业知识、扎实练强本领，

努力在奋斗中绽放青春光彩”。

“一场故事分享会，就是一堂生动的

教育课，这是群众性自我教育拥有强大

生命力的体现。”该支队政治工作处一名

干部说，基层官兵登台分享的故事之所

以能够教育人、启迪人、激励人，一个重

要原因是他们讲的故事，源于官兵生活、

发 生 在 官 兵 身 边 ，可 知 、可 亲 、可 信 、可

学，有很强的说服力。尤其是故事分享

者平时跟官兵学习、生活、训练在一起，

很多是励志的榜样、学习的标杆，充分发

挥官兵身边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营造

比学赶帮超的良好氛围，能更好地激励

官兵奋斗强军、创先争优。

笔者采访了解到，该支队在日常教育

中注重发挥官兵主体作用，常态组织故事

分享会、士兵微课堂等活动，鼓励官兵登

讲台、唱主角，用充满兵味的语言讲述身

边人和事，引导官兵在参与教育中接受教

育，激发扎根本职岗位建功立业的热情。

陈海龙的故事，引发很多有类似经历

战友的共鸣，有的战友现场与他交流互

动。“我也是从身边战友的故事中汲取奋

进动力，努力像他们那样不断挑战自我、

超越自我。”陈海龙说，他是故事分享会的

受益者，二次入伍的常央就是自己学习的

榜样。

该支队战士常央曾在北京卫戍区某

部服役，二次入伍后信心十足，决心要干

出个样子来。然而，新训下连后，专业训

练成绩平平的他对自己能力产生了怀疑，

情绪一度低落。后来，在中队干部的指导

帮带下，常央发挥优势在岗位上崭露头

角。重拾信心的他，经过考核遴选加入支

队理论宣讲小队，成长为“金牌宣讲员”。

“岗位调整后，新环境和新要求对我

而言是很大的考验，常央的成长故事让我

反思工作上的不足，加快提高岗位履职能力。”陈海龙说，他后来与常央交流体

会、互相鼓励，如今，各自在岗位上都取得了新的进步。

该支队在搭建分享平台、鼓励官兵唱主角的同时，还结合实际打造“奋进号

理论快车”“军营谈心沙龙”“精武强能大家谈”等平台，引导基层官兵人人参与

到教育中，由一人主讲拓展为大家畅谈，在互动交流中充实教育内容、提升教育

质效，通过群众性自我教育形成辐射带动效应。

“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们该如何传承好革命先辈不畏牺牲、英勇奋斗的

精神？”一次，该支队涉县中队以“激扬青春，接续奋斗”为主题，组织官兵结合岗

位任务开展讨论。其间，他们抛出互动的第一个问题后，以随机抽点和官兵自

愿发言相结合的方式，引导大家紧扣主题深思考、谈想法、亮观点，在讨论交流

中提高思想认识、强化使命担当。

“优秀教练员”王杰结合成长经历制作动漫短片，提升教育的吸引力、感染

力，在士兵微课堂展播后反响良好；大学生士兵张瑞洁发挥特长，配合专题授课

自编自导自演情景剧，以互动形式吸引战友参与其中，激活了理论学习课堂、提

升了教育效果；机动分队常态开展“集体诵经典唱军歌”活动，并将其贯穿到日

常训练、遂行任务中，使官兵始终保持高昂的士气……

燃旺教育炉火，激发练兵动力。前不久，该支队组织官兵开展野外生存训

练。训练间隙，各分队见缝插针组织“小讨论”“微辨析”活动，官兵围绕“正确看

待苦与累、勇于锤炼真本领”互动讨论，兵心士气进一步凝聚提升，高质量完成

各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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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构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磨砺始得玉成，笃行方能致远。正

如习主席对青年的深情寄语：“广大青

年人人都是一块玉，要时常用真善美来

雕琢自己，不断培养高洁的操行和纯朴

的情感，努力使自己成为高尚的人。”

冰清玉洁、温润如玉、玉振金声……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玉”常常被用来形

容 人 的 高 洁 、坚 贞 、清 廉 等 美 德 和 品

质。习主席用“玉”比喻广大青年，指出

青年有被塑造和雕琢的潜力，勉励青年

向上向善、陶冶情操，矢志追求崇高的

精神境界，在磨砺和奋斗中绽放青春光

芒，这是习主席对广大青年的深切厚

望、亲切嘱托和殷切期待。玉石藏于山

中、埋于谷底，与普通石头不分轩轾。

经过一番艰苦的切、磋、琢、磨，才会露

出质朴面目，显出纯美底色。“玉不琢，

不成器”，器与人皆通此理。一个人也

只有经过雕琢磨砺，才能淬炼信仰的主

心骨，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找到人生的

坐标系。

“德者，本也。”道德之于个人、之

于社会，都具有基础性意义，做人做事

首要的是崇德修身。“凿井者，起于三

寸之坎，以就万仞之深。”青年官兵处

在人生成长的关键时期，知识体系搭

建尚未完成，价值观塑造尚未成型，情

感心理尚未成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

值观养成十分重要。这就像穿衣服扣

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

余的扣子都会扣错。道不可坐论，德

不 可 空 谈 。 青 年 官 兵 必 须 从 现 在 做

起、从自己做起，明大德、守公德、严私

德，保持积极的人生态度、良好的道德

品质、健康的生活情趣，矢志不渝听党

话、跟党走。

恩 格 斯 曾 说 ：“ 凡 是 真 的 东 西 ，

都 经 得 住 火 的 考 验 ；一 切 假 的 东 西 ，

我 们 甘 愿 与 它 们 一 刀 两 断 。”真 善

美 ，是 人 类 文 明 的 基 本 意 涵 ，是 公 民

追 求 的 基 本 价 值 ，也 是 社 会 进 步 的

基 本 标 尺 。 正 如 郭 沫 若 所 说 ：“ 在 一

个 时 代 里 面 ，对 于 最 大 多 数 的 人 有

最 大 益 处 的 东 西 ，才 能 是 最 善 的 东

西 ，最 真 的 东 西 ，最 美 的 东 西 。”真 善

美 的 行 为 最 能 打 动 人 ，真 善 美 的 价

值 最 能 感 化 人 。 这 要 求 青 年 官 兵 珍

惜 自 己 如 玉 的 潜 质 ，时 常 用 真 善 美

来 雕 琢 自 己 ，不 断 提 升 自 我 、完 善 自

我、磨砺自我。

追寻真善美，基础在勤学。既要惜

时如金、孜孜不倦，下一番心无旁骛、静

谧自怡的功夫，又要突出主干、择其精

要，努力做到又博又专、愈博愈专。拥

抱真善美，贵在多思。要把学习同思

考、观察同思考、实践同思考紧密结合

起来，学会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

问题，勇于开拓实践，勇于探索真理。

成就真善美，需涵养自处的能力。无论

顺境、逆境，都是生活的风景，都可转化

为人生的财富。只要我们按照“四有”

新时代革命军人的标准塑造自己，就一

定能够不断提升道德认知、强化道德养

成、加强道德实践，在强国强军的新征

程上书写新的荣光。

（作者单位：96745部队）

时常用真善美来雕琢自己
—弘扬奋斗精神凝聚奋进力量系列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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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李润科、任和报道：“得益

于单位的科学规划和精心指导，我的能

力素质得到进一步提升，干好岗位工作

的信心更足了。”7 月 2 日，第 81 集团军

某旅中士张政拿着中级培训认定证书，

跟战友交流体会时说。此前，按照该旅

机关制订的《军士骨干培训强能方案》，

他被派往装备生产厂家跟研跟训、补差

强能，并通过考核取得了中级培训认定

证书。

“军士是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

的基础骨干力量，建强用好军士队伍，对

推进战斗力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该旅领

导介绍说，前期，他们围绕军士队伍建设

调研发现，有的业务部门对分管专业指

导不够，组织军士集训针对性不强；有的

单位培养骨干缺少抓手，对军士成长成

才路径规划不清。为此，旅机关部门根

据《军士暂行条例》《军士职业发展管理

暂行规定》等制度法规，抓好人才选拔、

培训、鉴定、使用、考核、晋升等环节，通

过全过程管理助力军士加速成长。

实践中，他们区分专业类型、岗位

类别细化能力标准，结合军士能力基

础、教育背景、专业特点等科学制订成

长路线图；与军队院校、装备厂家等建

立合作关系，通过联合培养推动能力进

阶；聚焦人才培养与使用，健全完善考

核评价机制，同时打破单位建制建立军

士工作室，对骨干人才进行重点培养，

不断激发他们干事创业活力。

根据新的政策规定，首次授予军士

军衔前，取得全日制专科以上学历的大

学生义务兵，在普通高等学校就读的年

数可以折算为服役年限。因此，平时工

作训练表现不错的大学生士兵肖平，由

上等兵直接晋升为中士。“军衔‘跳级’，

能力素质也必须跟得上。”晋升中士后，

肖平按照成长路线图，铆定岗位有针对

性地补短板、强技能，如今已成长为专

业教练员。

据该旅领导介绍，他们将在总结经

验的基础上，细化完善军士人才培养方

案，结合实践创新人才培养使用机制，

提高军士人才队伍建设水平。

第81集团军某旅

全过程管理助力军士加速成长

6 月中旬，海军某支队开展实弹

射击训练。图为副炮射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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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姚十全、陈飞报道：盛夏，

烈日当空。某部野外训练场，一场实弹

射击训练正在进行。近段时间，该部驻

地连续出现高温天气。他们针对这一特

点，在做好官兵防暑降温工作基础上，结

合装备性能科学设置训练内容，精心组

织训练，并充分利用高温天气锤炼官兵

战斗作风和意志。

“高温酷暑条件正是练兵好时机，既

要充分利用，又要科学组训。”议战议训

会上，该部党委一班人达成共识。他们

按照“依据装备性能拓展、区分岗位专业

组训、针对具体课目强化”的思路，结合

以往高温条件下训练经验和任务实际改

进施训方法，在组织官兵进行热习服训

练的基础上，尝试开展分层分步分时训

练；邀请经验丰富的医生和专家教授走

进训练场，围绕预防中暑、热射病防治

等，为官兵普及相关知识，提醒注意事

项；开展模拟救治训练，强化官兵高温条

件下训练的自我防护意识，提升应急处

置能力。

训练中，该部实时记录官兵健康数

据和训练数据。他们结合数据绘制训练

质效曲线图，梳理总结相关规律，灵活调

整训练计划，提升高温条件下科学组训

水平。

高 温 训 练 强 本 领 ，科 学 组 训 增 质

效。连日来，按照机关确定的训练任务

和指导建议，该部各分队组训骨干精心

组织官兵展开训练。训练场上，不同课

目穿插进行，各专业人员批次轮换，大家

斗志昂扬，抓住高温时机磨砺战斗意志、

锤炼战斗作风、增强战斗本领，呈现一派

比学赶帮超的火热景象。

某部针对高温天气
精心组织训练

科学合理安排
严格摔打锻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