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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耀演兵场

新闻前哨

特别关注

“69.8米！”手榴弹投远考核中，考官

报出我的成绩，战友们爆发出一阵欢呼。

我长舒一口气，眼前闪过自己努力

付出的一幕幕，不禁心生感慨。

早在入伍军检时，我的体重勉强合

格 。 进 入 新 兵 连 ，我 成 了 体 能“ 困 难

户”——3000 米跑根本完不成，单杠也

拉不上去……

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回想自己的

糟糕表现，感到既失落又迷茫。

看出我状态不佳，新训班长缑茂盛

开解道：“先别跟别人比，只要今天的你

比昨天进步一点儿，日积月累，达标自

然水到渠成。”

班长的话点醒了我，我尝试做出改

变：俯卧撑每天都要坚持比前一天多做

几个；体能训练时间，我坚持背着沙袋

负重跑，到达极限时，还要再逼自己多

跑几十米。

一段时间下来，我的体重在慢慢下

降，成绩在逐步上升。最初样样不及格

的我，新训结束时一跃成为新训考核全

优新兵，并成功减重 10 多公斤。

这是与自己较劲带来的收获，就这

样，我爱上了这种感觉。

没承想，下连后第一次参加 3 公里

武装越野，我被大部队甩开一大截；看

着单杠一口气能拉 20 多个的老兵，我

深深感受到自己的差距——新兵连的

“优秀”在这里只是刚及格。

“只要今天的自己比昨天进步一点

儿。”想起这句话，我又开始跟自己“叫

板”：一有空闲就补练一组单杠；每次跑

完 3000 米再多冲几圈；晚上睡觉前，加

练“三个一百”……

3 个月后，我的 3 公里武装越野跑

进 11 分钟，单杠轻松完成 30 多个，综合

成绩达到连队中上水平。

“表现不错，进步很快！”班长拍着

我的肩膀赞许地说，鼓励我将目标瞄向

当年下半年的军体比武。

但事与愿违，我的左膝在一次训练

中不慎受伤。医生说，至少需要休养两

个月。

可两个月后就是军体比武，没法参

加怎么拿名次？我呆呆地坐在窗边，内

心无比焦急。

“既然占有优势的 3 公里武装越野

参加不了，那就转攻其他课目！”我打起

精神，一边休养一边训练。

“你能吃得消吗？”战友的询问既有

关 心 ，也 带 着 质 疑 。“ 做 难 事 ，必 有 所

成！”我调整心态，更加专注训练，暂时

把成绩放在了一边。俯卧撑、单杠、自

动步枪操作、核生化防护……在一次次

训练中，我不断突破极限。

终于，比武如期到来，我顾不上左膝

还隐隐作痛，奋力一掷，破了全团手榴弹

投远纪录。我的名字随即出现在团里训

练“龙虎榜”上。当班里的新同志向我请

教经验时，我笑着鼓励他们：“只要每天

进步一点点，一切都会顺理成章。”

（吕通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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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定会在本职岗位上发挥专业

特长，为连队多作贡献！”

前不久，中部战区陆军某旅展开新

兵定岗工作，列兵秦历博得知自己被分

配到某连指控专业，十分激动。

秦历博是大学生士兵，在校期间

读的专业是移动互联网应用技术，对

计算机抱有浓厚兴趣，连队经过充分

考察，将他分配到该专业。随后，秦历

博顺利通过强化训练和严格考察，从

同年兵中脱颖而出，成为一名指挥车

操作员。

“将合适的人才放到合适的岗位，

可以帮助他们发挥更大作用，助推部队

建设发展。”该旅领导说，他们在调研中

发现，一些基层营连平时抱怨缺少人

才，同时又不重视人才的发掘和培养，

白白埋没了不少好苗子。为优化人力

资源配置，他们决定从源头抓起，结合

新兵下连，综合考量新兵兴趣特长、所

学专业和岗位需求等因素，实行精准定

岗，让他们在本职岗位上人尽其才、才

尽其用。

排长张晨晨是大学生士兵提干。

提干以前，旅里考虑本人情况，将她定

岗为无人机飞控手，纳入重点培养对

象，进行“一人一策”培养。在任务实践

中，张晨晨创下多项飞行纪录。学成归

来后不久，喜欢心理学的她成功考取心

理咨询师证书，自愿加入旅“知心姐姐”

队伍。“飞无人机、做心理工作，这两样

我都很喜欢，感谢组织的培养，让我的

人生有无限可能。”张晨晨说。

在该旅，像张晨晨一样“如愿以偿”

的战士还有不少。某连下士尹雄辉聪

明机敏，能背善记，多次在理论考核中

取得优异成绩。选岗时，尹雄辉对报话

专业展现出浓厚兴趣。果不其然，经过

考察，他成为一名报话员。入伍第二

年，尹雄辉便在集团军专业比武中取得

第二名，不仅被任命为副班长，还荣立

了三等功。

据该旅人力资源科干部赵大凯介

绍，他们正在探索“二次选岗”制度，新

兵定岗工作一段时间后，如果用人单位

或新兵本人发现人岗不匹配，还会根据

实际情况，统一组织岗位调整，最大程

度做到量才选岗、人岗相适。

中部战区陆军某旅优化新兵定岗工作—

人岗相宜 才尽其用
■杨开明 吴创智

“你好，请问这里是长津湖吗？”

8 月的岭南大地，暑气蒸腾，南部

战区海军某基地礼堂舞台上却是雪花

漫天、寒风呼啸。在这堂根据长津湖战

役创设的情景教育课上，上等兵申志鹏

与一名“志愿军战士”以跨时空对话的

形式，共同讲述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历

史，将官兵们的思绪带回战火纷飞的

年代。

“官兵的大脑不是等待填满的容

器，而是需要点燃的火炬。教育课堂

上，很多老生常谈的故事换一种形式

讲 述 ，就 会 产 生 更 加 强 烈 的 思 想 共

鸣。”该基地领导介绍，现在的青年官

兵思维活跃、个性鲜明、见多识广，进

行思想灌输，必须采用他们喜闻乐见

的方式。近年来，基地机关和所属各

单位积极探索思想政治教育创新，运

用 时 空 对 话 、情 景 课 堂 、讨 论 辨 析 等

多种形式，让官兵在身临其境中品味

一 场 场 思 想 盛 宴 ，潜 移 默 化 接 受 教

育，受到一致好评。

“一堂能被官兵广泛认可的好课，

来之不易！”基地宣传科干部刘长文对

此深有感触。此前一段时间，他在组织

思想调研时发现，基层政治教员备的课

大多通俗易懂，引用的案例也有很强的

针对性，但经常难以引发官兵共鸣。究

其原因，主要是授课方式过于死板、教

育形式缺乏新意。

正如“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思想政

治教育必须与时代同步，用最符合基层

官兵思想实际和审美需求的方式手段，

这样才更容易入脑入心。基于这样的

认识，基地领导带领机关干部深入基层

“推门听课”，现场找灵感、抓“活鱼”，与

官兵座谈讨论，组织优秀政治教员集智

攻关，最终打造出 6 堂官兵自编自导自

讲的情景教育课。

采访期间，记者把这 6 堂情景教育

课挨个听了一遍。《入营第一课》，追溯

某运输营组建 60 年的奋斗历程，通过

再现一个个经典场景，激发身为一名汽

车兵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荣誉感；《心如

花木 向阳而生》，巧妙运用心理学知

识，用身边人身边事引导官兵把挫折变

成转折，重振旗鼓、摆脱困境；《与“00

后”好问青年的对话》，在一问一答中展

现某大队官兵白手起家、从零起步，打

赢“保障能力突围战”的 3 段感人经历，

让官兵明白“打仗就是打后勤”的深刻

含义……

身边战友当主角、兵言兵语讲故

事、综合运用声光电，置身情景教育课

堂，犹如走进一个大磁场，官兵们沉浸

其中，在静心聆听、热烈互动中凝聚思

想共识、廓清思想迷雾。正如中士张乔

茗所言，“每堂课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

觉，每堂课都让人深受震撼。”

张乔茗清晰地记得《入营第一课》

的每一个细节，一张上世纪 60 年代官

兵驾驶汽车向战场运送物资的照片，令

他印象尤为深刻。

“面对敌机的狂轰滥炸，我营官兵

英勇顽强、不怕牺牲，不惜一切代价保

障高炮部队抗击作战，出色完成了任

务……”舞台上，随着干部张搴豪声情

并茂地讲述，照片定格的“瞬间”被扩

展成流动的影像，一个个历史镜头，满

溢革命先辈舍生忘死、前赴后继的血

性和豪迈。“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

过有人替你负重前行！”当了多年运输

车驾驶员的张乔茗，被老一代汽车兵

深 深 打 动 ，决 定 也 成 为 一 名“ 负 重 前

行”的军人。

“对教育效果的评价，不能简单看

上了多少课、记了多少笔记、写了多少

教案，而要看能不能产生‘化学反应’，

撬动官兵心灵，改变工作面貌。”某保障

队干部郑涵刚刚履新，一度对如何开展

教育缺乏思路，如今通过旁听教育情境

课、观看官兵的课后变化，他自感“终于

摸到了门道”——教育的对象是人，所

有的资料、故事、道理，都要围绕人、聚

焦人、改变人展开。

那天，上等兵王虎第一次走上舞

台，与干部何毓明一起，担任情景教育

课的主讲人。来到单位荣誉柜前，他指

着一件物品问道：“这是什么？”

“它叫风速风向传感器，位于甲板

上 方 近 30 米 的 横 梁 。”何 毓 明 娓 娓 道

来。两年前的一天，风速风向传感器发

生故障。可这么高的地方，连爬上去都

是问题，更别说在空中维修作业了。这

时，操舵班班长徐占镇站了出来。

两人身后的电子屏幕上，立刻播出

同步画面：徐占镇爬到桅杆顶端后，一

点点往外挪动，一手扶着横梁，一手吃

力地用扳手拧着螺栓，舰体的每一次晃

动都让人心头一紧。

“同样是海军，有人驾舰犁浪远航，

走向深蓝；有人坚守后方，默默奉献。

在通往打赢的道路上，谁都不可或缺，

一个也不能少！”何毓明适时插话引导。

“ 我 懂 了 ，我 知 道 以 后 该 怎 么 做

了 ……”王虎似有所悟地回答。两个

人的交谈对话，在台下战友心里激起阵

阵涟漪。

课后，基地宣传科干部王聪告诉记

者，保障队的很多战士，当初都是怀着

驰骋大洋的梦想参军入伍的，没想到分

配下连，却走上了后装保障岗位，一时

感到很茫然，其中就包括王虎。后来，

经过教育的洗礼、任务的历练，他和战

友解开了“思想疙瘩”，在本职岗位上干

得风生水起。此次“情景再现”，为刚来

的新兵指明了努力方向。

“道理还是那些道理，换一种说法，

大家就听进去了。”基地政治工作部一

位领导说，课堂教育是开展思想政治教

育的主渠道，官兵的思想越活跃，教育

创新的空间就越大，基层政治教员的舞

台就越广。情景教育课的成功尝试，就

是证明。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该基地将继

续深挖官兵训练、工作、生活中的典型

故事，聚焦现实问题和“活思想”，在情

景式授课的基础上，探索推开案例式、

体验式、互动式教育，增强教育的针对

性和感染力，引导官兵进一步夯实向战

为战的思想根基。

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探索思想政治教育手段创新有实效—

打造情景课堂 打动官兵内心
■本报记者 陈典宏 特约通讯员 张 毅

近日，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开展飞行训练，从严从难锤炼部队，提升

飞行员技术水平。图为战机陆续升空。 詹 鹏摄

8月上旬，武警天津总队某支队开展创破纪录活动，激发官兵训练热情。图为器械比武现场。 张少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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