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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耀演兵场

“集合了，上课去！”

“知道今天会放什么内容吗？”

又到了一周的安全教育时间，第 81

集团军某旅某连官兵集合列队前，兴致

勃勃地讨论着。

记者不禁好奇，安全教育课有什么

内容让他们如此期待？

“ 敌 特 就 在 身 边 ，泄 密 就 在 瞬 间 。

欢迎来到本期安全保密小剧场……”安

全教育课开始后，连队干部李赞播放的

一部“严防失泄密”教育短片，给了记者

答案。

播放结束后，李赞结合短片中的场

景，详细讲解对应的法律条文和保密注

意事项，台下战士不住点头，认真记录。

“ 这 些 短 片 是 由 官 兵 们 自 拍 自 演

的，很接地气，深受大家欢迎。”李赞告

诉记者，野外驻训是安全隐患高发期，

各 级 对 开 展 安 全 警 示 教 育 极 为 重 视 。

但是，长时间千篇一律的说教难免让官

兵们产生枯燥感。不仅如此，由于驻训

点位分散，许多单位的安全隐患各不相

同 ，机 关 统 一 下 发 的 教 育 材 料 比 较 笼

统，教育针对性不强。

“安全保密无小事，警示教育如何精

准地直达官兵内心？”经过讨论研究，该

旅决定由宣传科牵头，基层各营连结合

任务职能和所处环境，梳理身边安全风

险，自主确定选题，拍摄制作“安全有我”

系列创意短片，开展群众性自我教育。

翻阅短片目录，记者看到，内容各有

侧重：二营因驻训点位周边人员成分复

杂，重点提醒官兵时刻注意防间保密；三

营结合训练实际，向官兵普及高温中暑

的预防和处置方法；四营驻训点位远在

深山，他们拍摄的短片注重日常细节，突

出防范自然灾害和蛇虫叮咬……

“现在，很多有一技之长的战士都

在申请参加创新短片的拍摄制作。”李

赞介绍，在此过程中，各单位不仅树立

起“人人想安全、时时讲安全、事事重安

全”的鲜明导向，官兵的安全防范意识

也明显增强，保证了今年驻训以来各项

工作任务平稳推进。

第 81 集团军某旅抓好野外驻训安全保密工作—

各营有侧重，官兵当主角
■邹存杰 本报特约记者 曹 壮

前不久，海军某部干部检查发现，

一 些 教 员 的 授 课 引 用 了 大 量 网 络 热

词，甚至借助脱口秀 、变魔术等形式，

虽然课堂上热热闹闹，但实际效果并

不好。他为此专门组织了一场讨论辨

析，让大家正确看待思想政治教育形

式创新问题。

教育要想取得预期效果，必须充分

调动官兵参与的积极性。尤其是各级

越来越重视群众性自我教育的当下，把

课堂交给官兵、让官兵担任主角，正在

成为一种趋势。但是，有的政治教员对

此存在片面认识，认为官兵喜欢听什么

就讲什么、喜欢看什么就放什么，不加

甄别地引入各种时兴的内容和流行的

要素，把课堂搞得很花哨、很时髦，却脱

离了教育的本义。

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人、塑造人、

引导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宣扬什么抵

制什么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不能有

丝毫的模糊和动摇。作为教育者，一定

要清楚官兵“想听”与“该听”的区别，决

不能无原则迎合。

当前，基层官兵的学历水平、认知

能力、精神需求与以往不可同日而语，

思想观念更加多样多元。越是这样，政

治教育越要聚焦现实问题和“活思想”，

往深处想、往实里做，用真理说服人、用

真情感染人、用真实打动人，不能因追

求形式和手段创新而使内容变味、价值

偏向。

思想政治教育说到底是做人的工

作，在人的头脑中搞建设，一定要首先

解决好“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个根本问

题。实践中，有的教育者为了增强官

兵参与教育的主动性积极性，过度出

让教育主导权，不对教育进行必要的

引导，使课堂偏离主题和主调，甚至出

现了杂音；有的教育者片面理解群众

性自我教育，以为把课堂交给官兵就

万事大吉，任由官兵“自由发挥”，自己

只当看客和听众……这些做法看似充

分尊重官兵的主体地位，实则违背了

教育的基本精神。

贴近官兵思想实际不是迎合，满足

官兵精神需求也不是迎合。所谓“用官

兵们喜闻乐见的形式”，是指教育者要

找到一种受教者容易接受的方式。弄

清楚这个问题，课堂上就不会发生主次

颠倒、舍本逐末的事情了。

满足官兵需求不能无原则迎合
■夏泽华

“孙凯，最近不在状态啊，遇到什么

麻烦了吗”“你是我们的标杆，这样下去

可不行”……这天，南部战区陆军某旅某

连二级上士孙凯从训练场返回宿舍，几

个战友的询问，让他觉得很刺耳，用重重

关门以示回应。

孙凯是连队的火炮技师，专业技术

过硬，在多次比武竞赛中取得佳绩，参与

了射击教案的编写，并顺利考取了射击

特级证书，去年底荣立了二等功。

作为一名“95 后”，孙凯的成长经历

着实让人羡慕，连队主官常常对他赞不

绝口，号召大家向他学习。

然而，时间一长，孙凯因此产生了很

大的思想压力。

“这个课目，孙凯肯定很拿手，先让

他做个示范”“标杆眼里无难题，他肯定

有办法”……平时工作训练中，孙凯经常

听到这样的声音。

一次战斗射击训练，旅机关临时决

定组织小比武，让各连派出一个最强车

组，孙凯毫无悬念地入选了。

进入射击环节，孙凯操控火炮直指靶

标。没想到，一声炮响过后，靶标纹丝未

动。这次脱靶，导致该连车组名落孙山。

在那之后，孙凯变得异常敏感，哪怕

是战友的关心，在他听来都像是嘲讽，这

才会出现本文开头那一幕。

“我还能继续当火炮技师吗”“我对

得起获得的荣誉吗”……孙凯不停地追

问自己，渐渐失去了自信，遇到任务也是

能躲则躲，全然不见之前的干劲。

指 导 员 找 他 谈 心 ，孙 凯 倒 出“ 苦

水”：“自从连队把我树为标杆，我总感

觉有很多双眼睛盯着自己，无论干什么

都放不开手脚，生怕表现不好，让战友

们失望……”

“如此看来，我和连长也有一定责

任。”指导员宽慰孙凯，“最重要的是，你

要正确看待这个事情，凡事做好自己，不

要有‘偶像包袱’。”

“你说得对。看来，很多压力都是自

己造成的，我一定会调整好状态。”经过

一番耐心劝导，孙凯认识到了问题所在，

立刻作出改变。

又一次实弹射击训练到来。连日的

阴雨天气，对火炮的保养、靶区的设置都

提出不小的挑战，孙凯毫不犹豫地主动

承担起保障重任。

“孙凯，我来帮你吧？”见他有些忙不

过来，一名班长靠上前去。

“好，太感谢了！”这一次，孙凯没有

觉得难为情，爽快地接受了战友的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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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下旬，陆军某部在野外开展综合训练，图为战士们抵达目标地域，下车战斗。

李乃超摄

近日，海军航空兵某部开展飞行训练，锤炼飞行员打仗本领。图为战机滑行。

杨 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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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考核，班战斗小组敌情意识

强 ，应 急 处 突 措 施 得 当 ，综 合 评 定 为

‘优秀’……”

前不久，第 74 集团军某旅某营组

织 班 战 术 考 核 。 面 对 复 杂 连 贯 的 特

情，班长黄天鸿带领战友正确处置，顺

利通过重重难关。听到考核组宣布成

绩，他在心里默默给“班长夜校”点了

一个“赞”。

为啥？因为他刚在“班长夜校”学

到的战术指挥技巧，竟然在本次考核

中用上了，而且取得了良好效果。

“别看黄天鸿现在干得如鱼得水，

刚当班长那会儿，可吃了不少苦头。”

聊起黄天鸿的成长，连长覃清勇实话

实说，“多亏了旅里开办‘班长夜校’，

他才进步这么大。”

今年初，由于个人素质突出，黄天

鸿被任命为班长。履新之初，他急于

出成绩证明自己，却不料经常“碰壁”。

一次演练，连队按计划对“敌”目

标进行武装渗透。借着夜色，黄天鸿

带领班组成员前出至“敌”防区，发现

前方路口仅有“敌”两名巡逻哨。这让

他放松了警惕，未经过仔细侦察研判

便制订了捕俘方案，指挥人员展开行

动。没承想，“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敌人”以哨兵为诱饵，对他们实施了

“反包围”，整个班组“全军覆没”。

此次演练，类似失误并非个例：不

少新上任的班长自身军事素质突出，

但指挥战术行动比较吃力。

旅参谋长很快注意到这个情况，

他与几名营连指挥员一交流，发现问

题不只出在年轻班长身上。从组训效

果看，很多老班长尽管带兵经验丰富，

但对新的法规制度、战法训法研究不

深，开展工作、组训任教习惯沿用老套

路老办法。

大 家 不 禁 陷 入 了 深 思 ：有 人 说 ，

未 来 战 争 是“ 班 长 的 战 争 ”，在 讲 求

“精兵制胜”的未来战场，班长作为兵

头 将 尾 ，身 居 指 挥 控 制 末 端 ，其 地 位

作用事关全局，必须具备全面过硬的

打仗本领。

旅党委对此高度重视，经过研究

讨 论 ，他 们 决 定 紧 贴 岗 位 需 求 ，开 办

“班长夜校”，全方位提升基层骨干的

履职能力。

“班长夜校”由机关牵头组织，遴

选优秀机关参谋、营连主官、基层带兵

人进行定期授课，内容涵盖指挥技能、

专业素养、带兵能力、教育管理等各个

方面。

班长罗毅飞是该旅响当当的训练

尖子，不仅多次在比武竞赛中摘金夺

银，组训施训也是一把好手。“班长夜

校”正式开课当天，他以“按纲施训之

我见”为题分享经验体会，某连中士张

成成听后茅塞顿开。

张成成走上班长岗位不久，为强

化班里战友体能，专门制订了一份“特

训计划”，实行一段时间后，大家的成

绩迟迟不见起色。

这一次，张成成终于找到了问题

症结。他重新调整了训练方式，因人

而异细化训练方案，加入了不少核心

力量训练内容。

自从上了“班长夜校”，黄天鸿也

感到自己“每周都有新长进”。应用射

击怎么练、班组协同如何更高效、人员

编组按任务实际怎么灵活调整……这

些以前只是听别人说过、在书本看过

的 专 业 知 识 ，渐 渐 成 为 他 的 实 际 能

力。“原来，当班长还需要掌握这么多

学问。”黄天鸿不禁感慨。

班 长 韩 健 是 一 名 入 伍 15 年 的 老

兵，向来以严肃出名，平日里总板着一

张 脸 ，班 里 战 士 不 太 愿 意 与 他 接 近 。

经过两次“班长夜校”的熏陶，大家明

显感到韩班长变了，不仅脸上有了笑

容，对战士也耐心多了。更重要的是，

韩健开始有意识地走进战士内心，听

他们倾诉内心烦恼。渐渐地，整个班

的 气 氛 明 显 好 转 ，凝 聚 力 不 断 增 强 。

前不久，韩健所在班被表彰为“军事训

练标兵班”。

今年 6 月，该旅开展野外驻训，“班

长 夜 校 ”的 授 课 内 容 也 随 之 更 新 了 。

“营合成战斗中的班排兵力配置”“不

同战术行动中的班长指挥位置选择”

“做好驻训期间防间保密和安全管理

工作”“结合驻训任务缩短新兵‘第二

适应期’”……一个个专题紧贴驻训任

务需求和官兵思想实际，让班长们收

获颇丰。

新兵小蒙刚下连就随队来到野外

驻训场，快节奏、高强度的训练让他一

度 产 生 畏 难 情 绪 。 班 长 许 志 强 运 用

“班长夜校”传授的经验，给小蒙安排

了任务、指定了“师傅”，帮助他很快融

入集体、增长才干。

“‘班长夜校’就像加钢淬火的大熔

炉！”该旅领导介绍，“班长夜校”开办半

年多来，班长队伍面貌一新，工作思路

更加清晰，组训打仗也更有了底气。

“走，听课去！”又是一个周末，夜

幕降临，许志强叫上隔壁班的班长黄

创林，向一座野战帐篷走去。在那里，

“班长夜校”又开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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