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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耀演兵场

午夜的南海，浪花卷来阵阵凉意。

海军南沙某守备部队勤务保障营会议

室内灯火通明，气氛热烈。

在这里代职的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西安校区教员张尔可，正与某连干部

刘巍带着几名骨干围坐在电脑前，时

而陷入沉思，时而激烈讨论。部队前

不久成功申报并顺利通过立项审批的

某重点科研项目进入了实施阶段，他

们已连续多天挑灯夜战，精细筹划每

一个细节、每一项内容。

对 张 尔 可 而 言 ，时 间 尤 为 紧 迫 。

还 有 十 多 天 就 要 结 束 代 职 离 开 部 队

了 ，他 就 像 上 了 发 条 一 样 紧 张 ，每 天

都会把工作日程排得满满当当，办公

桌 上 的 材 料 也 越 堆 越 高 。 他 觉 得 多

给部队留下点什么，才不负这次基层

之行。

去年 7 月，张尔可来到该营担任工

程师。如今，回忆起一年来的点滴经

历，张尔可倍感充实、收获满满：感谢与

自己并肩奋斗的每一名官兵，感恩部队

提供的为战创新的热烈氛围。

起 初 ，在 选 择 代 职 单 位 时 ，张 尔

可 毫 不 犹 豫 申 请 了 心 中 期 盼 已 久 的

“ 远 方 ”—— 南 沙 岛 礁 。 从 军 队 院 校

奔 赴 一 线 海 岛 ，兴 奋 之 余 ，张 尔 可 又

有 着 各 种 顾 虑 ：“ 如 何 发 挥 自 身 特 长

才能助推基层部队建设发展？”“一线

备 战 任 务 繁 重 ，能 否 抽 出 身 来 搞 研

究 ”…… 上 岛 那 天 晚 上 ，一 连 串 问 题

涌上心头。

上岛之后，他的担忧很快便一扫而

空。这里除了碧海蓝天椰林美景，还有

部队浓厚的创新练兵氛围：“科创南沙”

“南沙大学校”等平台活动如火如荼；基

层小发明、小创造、小革新等群众性创

新实践活动火热进行……

“向科研创新要战斗力已成为守礁

官兵提升训练质效的共同追求。”张尔

可感慨地说，这些在基层磨砺成长起来

的骨干人才，经验丰富、能力出众，都为

他的研究工作助力加码。

军事科研的目标是服务战斗力，落

点是基层一线。部队官兵的主动作为

和创新精神，让张尔可深受启发，很快

找到了用武之地。

从训练场到军港码头，再到值班

哨位，张尔可与官兵一起训练、共同学

习，调研掌握一线部队情况，了解基层

实际需求；列席班务会、连务会，参加

演训、演习复盘会，收集整理部队建设

矛盾问题……通过一步一个脚印扎实

融入，代职刚满两个月，张尔可便确定

了一个研究方向：结合新的任务形势

为 部 队 制 订 一 本《战 时 政 治 工 作 手

册》。课题一经提出，就得到部队和校

区的赞同支持。

“实践在一线，智慧也来自一线。”

课题筹备研究过程中，张尔可边联系院

校专家团队线上参与论证，边广开言路

问计于兵。“我们身处海防一线、祖国前

哨，要不断强化战时政治工作实践应用

能力，守好意识形态阵地。”一次交流会

上，“老南沙”、某营干部高忠丰提出自

己的想法。

这一建议启发了张尔可，他协调

所 在 校 区 、部 队 骨 干 等 力 量 迅 速 组

建 研 究 团 队 ，结 合 边 防 海 岛 实 际 进

行 理 论 研 究 、案 例 分 析 、模 拟 实 践 ，

探 索 出 一 系 列 实 用 管 用 的 招 法 对

策 ，助 推 部 队 政 治 工 作 不 断 向 战 延

伸、为战发力。

“ 院 校 理 论 基 础 坚 实 ，基 层 实 践

经 验 丰 富 ，要 让 两 者 相 互 促 进 、有 效

转化。”在张尔可的工作推动下，该部

与校区建起合作共研机制，部队机关

相 关 业 务 科 室 也 与 校 区 司 法 、保 卫 、

纪 检 等 相 关 教 研 室 建 立 了 常 态 互 动

协作关系。

代职期间，张尔可着眼本职工作，

鼓励官兵积极参与课题研究。他们结

合部队实践撰写的基层某专项工作研

究 报 告 ，问 题 针 对 性 强 ，内 容 见 人 见

事 ，补 强 了 该 校 在 这 一 领 域 的 研 究

短板。

一年来，张尔可聚焦部队人才建

设、战法创新等研究工作，取得多项成

果，其中一项重点科研项目申报落地，

交出了一份合格代职答卷。“来到南沙，

收获成果的同时也深感使命责任的重

大，科研没有休止符，我将为练兵备战

贡献更多力量。”张尔可说。

左上图：训练间隙，张尔可（中）与

基层骨干交流训练心得。

饶俊涛摄

岛礁代职不虚度 一份答卷沉甸甸
■黄鑫陇 李吉祥 本报记者 韩 成

知战晓战方能教战研战。近年来，全军各院校相继组织
教员赴一线部队代职锻炼，锤炼军事技能、探索教学实践、服
务练兵备战，培养出一批为战育人优秀人才，为加速军队转
型升级注入强劲动力。

过去的一年，国防大学政治学院西安校区教员张尔

可远赴海军南沙某守备部队代职。这一年，他扎根边疆
海岛摔打磨砺，下沉练兵一线调查研究，收获了多项科研
成果，找到了教学科研工作的价值追求，更锚定了聚焦战
场需求务实创新的科研方向。本期，让我们一起看看他
的基层代职收获。 —编 者

仲夏傍晚，暑气渐消。又是一个

周五，随着铿锵有力的音乐渐起，第 71

集团军某旅礼堂热闹起来。大屏幕上,

上百组镜头快速转换，一个个身边典

型的“快闪视频”，赢得现场官兵连声

喝彩。

“很荣幸能用镜头记录大家拼搏进

取的奋斗经历。”看到自己的作品被战友

们认可，“快闪视频”团队负责人、该旅新

闻报道员、下士李洋既激动又欣慰。

谈及“快闪视频”的由来，李洋就会

回想起自己与班长朱瑞帝的故事——

特级驾驶员、二级上士朱瑞帝，是

李洋的第一任班长，也是李洋学习坦

克驾驶的“师傅”。朱瑞帝对李洋的长

期帮带指导，让两人建立了深厚的战

友情谊。

3 年前，朱瑞帝首次参加某型坦克

驾驶专业一级考核，李洋作为连队保障

人员与朱瑞帝一起走进集训队。想着

要为朱班长做些什么，李洋决定拍摄下

他训练时的动作和细节。

对照这些拍下的视频，朱瑞帝反复

进行研究改进，最终成功考取坦克驾驶

专业一级证书。2021 年底，营里推荐

朱瑞帝为先进典型，并组织个人事迹分

享会。此时，李洋想起那些记录朱班长

训练的镜头，萌生了一个想法：“如今，

短视频深受年轻战友喜爱，何不用这些

素材给朱班长剪一个‘军营版快闪’？”

说干就干，事迹分享会上，“快闪视

频”首次亮相。动感的音乐、炫酷的画

面，深深吸引了大家。分享会后，营里

将这条视频放在各连信息视窗滚动播

放。看到自己制作的视频引起良好反

响，李洋决定发挥特长，为大家做更多

有意义的事。

2022 年，旅队配发新装备，然而，

厂家的操作视频不仅时间长，讲解内

容也相对枯燥，一些官兵在学习观看

时提不起兴趣。这时，李洋想出一个

办法：他先把操作视频进行拆解，又向

老班长们请教相关专业知识，最后把

操作步骤和要点剪辑成“快闪视频”。

这些视频在强军网一经推出，有效调

动了官兵们的学习兴趣，帮大家更快

掌握了新装备的操作技能。

两次备受欢迎的“快闪视频”，引

起旅党委的注意。经过分析研究，他

们决定，将军营“快闪视频”作为一种

教育手段，在课堂式教育中融入网络

新媒体元素，鼓励官兵从演训一线、任

务一线、日常生活中取材取景，打造个

性化表达、可视化呈现、互动化传播的

教育产品，构建起人人当主角、处处受

教育、时时有收获的自主教育新格局。

不久，李洋被选拔为旅队新闻报道

员，并担任“快闪视频”负责人。很快，

越来越多有着拍摄剪辑兴趣的战友加

入到这项工作中。

为扩大和提升“快闪视频”的传播

范围和教育质效，该旅制订了相应的

流程和机制，在“学习强军”APP 展示

优秀作品，供官兵在定制手机、平板、

智慧屏上随时观看。旅宣传科还根据

后台点击率，筛选出一周内最受官兵

喜爱的短视频，利用每周五晚影视欣

赏时间分营区组织官兵观看。

两年时间，李洋和他的“快闪”团队

用镜头记录身边人、身边事，自主创作

军营“快闪视频”超 180 部，内容涉及教

育、文化、生活等多种类型。

“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开展以来，

李洋和他的团队为不同专业岗位标兵

拍摄制作“快闪视频”，让官兵们利用视

频分享成长感悟，交流进步收获。一组

组鲜活镜头、一个个奋斗故事，激发了

官兵们投身练兵备战的强大动力，凝聚

了团结拼搏的奋进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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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里已经批准你休假，抓紧时间回

去照顾父亲吧！”海训结束，海军某部某

连下士黄裕得知父亲在干活时不慎摔伤

骨折，十分担心，班长张龙了解情况后，

主动向连队汇报，为他争取了休假名额。

听 到 班 长 的 话 ，黄 裕 很 是 欣 喜 又

有些许意外。今年 3 月，他刚刚选晋成

为下士，海训返营后，他虽然申请了休

假，但了解到很多老班长也都上报了休

假意愿，自己也就没有抱太大希望。

看出黄裕还有些顾虑，张龙又解释：

“你不用担心，我已与其他班长沟通过，

大家都能体谅你的难处。”班长的话让黄

裕感到无比温暖和踏实，他很快坐上了

返乡的列车。

“每个人都难免遇到特殊情况，心中

有难处，就勇敢说出来，大家真诚沟通、

彼此体谅，总能找到解决办法。”该连干

部兰天照说，以往由于沟通不及时，战士

们之间一度产生了隔阂。

有一次，兰天照发现列兵小王的左

下颌肿了一圈，就问他“为什么不及时

就诊”，这让小王有些委屈。原来，小王

牙痛已有半个多月，一周前就曾向值班

员 提 出 了 申 请 ，但 在 就 诊 的 前 一 天 晚

上，值班员临时将名额调给了另一个班

的高班长。小王觉得自己刚下连不久，

争不过老兵，又不愿给连队添麻烦，也

就没再提此事。

其实，高班长想请假也有苦衷。他因

膝盖伤几次请假就诊，但都与集训、观摩

学习等任务冲突。这次，他前一天才得知

自己次日没有任务，便临时找到值班员协

调就诊名额。值班员觉得小王的牙疼不

是什么大毛病，就把名额先给了高班长。

“原来我们都有难处，只是沟通不及

时产生了误会。”事后，兰天照请高班长

与小王坐下来讲清事情的来龙去脉，两

人相视一笑，此前的误会就此化解。

在随后的调研中，兰天照发现，像小

王一样有了矛盾困难自己闷着不愿反映

的情况并非个例。

“没有合适的沟通契机”“涉及个人

利益的问题有时碍于面子不好开口”“对

连队的一些决策即便不理解也不好意思

说”……连务会上，骨干们在讨论中找出

了问题症结。

为了给连队官兵营造良好民主沟通

氛围，该连在图书室设置谈心区，让大家

在轻松环境中敞开心扉；设置可以匿名

提 意 见 的“ 连 心 箱 ”，畅 通 问 题 反 映 渠

道。此外，他们还要求干部骨干主动靠

上去，结合上级组织的“情感大交流”活

动，查兵情、解兵忧，号召大家有矛盾一

起解决、有需求大家帮忙，将官兵们的心

紧紧凝聚在一起。

如今，遇到难处，官兵们都会及时沟

通、勇敢表达，连队也能第一时间了解官

兵需求、解决矛盾困难，官兵幸福感不断

提升，连队内部氛围也越来越融洽。

“心中有难处，勇敢说出来”
■夏泽华

“出现这种行为，说明个人安全意识

薄弱，更是对战友不负责任！”盛夏，一场

射击考核结束后，第 73 集团军某旅连长

林喜财照例进行讲评。点到问题的时

候，列兵小夏的头越埋越低。

原来，刚刚结束的自动步枪射击考核

中，小夏完成射击后，粗心大意地将枪口

对着身边的战友，被安全员当场制止。走

下靶场，小夏本以为自己射击成绩优秀会

受表扬，却不承想当众挨了连长批评。

“这下完了！”听完连长的讲评，小夏

的心一下沉到了谷底：刚下连不满 1 个

月就在连长心中留下坏印象，在战友面

前丢了脸，以后可怎么干……想到这里，

原本对未来充满期待的小夏，顿时觉得

前途无望。

小夏是一名大学生士兵，由于从小

练习体育，新兵下连后很快因体能出众

崭露头角，训练成绩在连队名列前茅。

可自从那天挨了批评，小夏变得有些郁

郁寡欢，干工作提不起劲头，训练成绩也

时好时坏。一次战术训练中，他不慎扭

了脚踝，情绪变得更加低落。

小夏的状态，该连干部戴研杰看在眼

里，趁着周末，他主动找到小夏谈心。在

他的耐心询问下，小夏终于把肚子里的

“苦水”倒了出来：“明明就是个小错误，连

长却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批评我，我感觉现

在大家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听完小夏“诉苦”，戴研杰语重心长

地开导他：“要正确看待批评，连长就事

论事讲评训练中的问题，是为了警示大

家、改进不足，绝不是有意为难你个人，

更没有人会揪着你犯的错误不放。”

听了戴研杰一席话，小夏明白了，但

还是有些将信将疑。他回到班里，班长蔡

明月主动鼓励他：“赶紧恢复好，马上就要

考核了，我还指望你当咱班的‘小教员’

呢！”这个晚上，小夏彻底放下了包袱：“原

来，大家没有因为我‘挨批’而看不起我。”

几天后，旅里组织安全警示教育，

在学习了一个个因训练流程不规范、不

严谨造成安全事故的案例后，小夏不禁

冷汗直冒：那天，若没有安全员及时制

止，没有连长批评教育，自己很可能在

下次实弹射击时依旧不以为意，甚至酿

成大错。

“连长，您上次批评得对，我已经认

识到错误了，保证以后不会再犯！”一次

训 练 间 隙 ，小 夏 主 动 找 到 连 长 承 认 错

误。看着他坚定的眼神，连长打心眼里

替他高兴。

经历这次教训后，小夏变得更加成

熟稳重，工作训练也更加严谨细致。前

不久，连队组织阶段性考核，他一举斩获

多个课目第一名，被评为“训练之星”，登

上了连队龙虎榜。

新战友，请正确看待批评
■池俊成 本报特约记者 廖晓彬

记者探营

投稿请登录强军网
解放军报投稿平台

特别关注

右图：前 不 久 ，

北 部 战 区 海 军 某 大

队 组 织 潜 水 员 开 展

援潜救生训练。

孙 寅摄

下图：7 月下旬，

北 部 战 区 海 军 某 支

队 舰 艇 开 展 海 上 系

泊训练。

王胜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