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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科学”“课程内容严谨”

“互动形式生动”……前段时间，北部战

区空军某训练基地一间教室内，文职人

员韩冬围绕某机型讲解授课，赢得台下

学兵掌声，也获得教学考评组的认可。

走下讲台，韩冬欣喜地找到自己的

一对一帮带人、某教研室讲师，诚恳表达

感谢。“要持续提升‘人才池’的深度和活

力，源源不断产生动能，必须引导‘后浪’

向着既定的目标奔涌。”战区空军领导介

绍，他们前期调研发现，首个聘期是文职

人员融入部队、融入战位的关键时期，但

过去各单位对文职人员的帮带力度大小

不一，帮带方法不尽相同，一定程度上存

在随意性较大、差异性较强等情况。

为统一规划人才队伍建设工作、整

体提升文职人员能力素质，他们立起问

题导向，收集、汇总、整理各单位以往在

文职人员培养上的招法、成果、疑惑、教

训，结合不同专业特点、人员类别，遴选

骨干对文职人员进行一对一点评、面对

面支招，抓严抓实抓细各项帮带措施，并

通过制订适岗期、带教期、把关期，检验

帮带工作质效。

帮带不仅要带技术，还要带思想、带

作风。北部战区空军医院文职人员刘杰锋

适岗能力和心理素质较弱，呼吸与危重症

医学科主任作为他的一对一帮带人，指导

其业务学习。然而，入职后的第一次考核，

刘杰锋还是成绩不佳。

考核后，刘杰锋有些沮丧低落，帮带

人便把他带到医院荣誉室，结合自身和

战友的经历，讲述执行抗洪抢险、抗震救

灾、抗击疫情等任务中的感人故事。看

着满墙的奖状锦旗，听着荣誉背后的奋

斗故事，刘杰锋被深深打动，重新坚定了

攻坚克难的信念。如今，他已经成长为

科室的技术能手，多次在大项任务中接

受历练。

身 教 重 于 言 传 ，行 动 是 最 好 的 语

言。某训练基地文职人员王瑜教学经验

比较丰富，但在首次教学评价中，学兵对

她的评价普遍不高。她自我反思，却一

时找不到问题所在。“教员的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都影响着学兵。”从备课试讲到

课后答疑，从严谨教风到严实作风……

一对一帮带人、某教研室主任帮她深入

剖析，逐个环节找不足。对照反思，王瑜

整改的方向更加明确，不断锤炼扎实严

谨的教风研风话风。后来，她多次获评

优秀教员、“四有”优秀文职人员。

“做年轻文职人员的知心人、热心

人、引路人，是我们的分内之事、应尽之

责。对这项工作，决不能看轻了、抓虚

了。”北部战区空军某部一名帮带人深有

感触地说。

拓渠引水蓄动能
——北部战区空军统筹规划加强文职人员队伍建设见闻

■本报记者 张东盼 特约记者 王学峰

队伍抓建

“1950 年，朝鲜的冬天很冷，气温低

至零下 30 摄氏度。当时还是志愿军战

士的于芝林老首长，穿着薄棉衣参加战

斗被冻伤。时至今日，他仍然遭受着伤

痛的折磨，但他说自己很幸运，因为他

所在的部队，还有一个‘冰雕连’……”

近日，苏州第三离职干部休养所文

职人员潘梦宇走进常熟市民兵训练基

地，为参训民兵讲述离休老干部于芝林

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英雄事迹。听到

动情处，民兵们心潮澎湃。

从一开始站上讲台腿打哆嗦，到从

容自然真情表达，潘梦宇坦言，自己的

变化发生在加入“孔雀蓝宣讲团”之后。

宣 讲 团 的 组 建 ，源 于 一 次 尴 尬 经

历。去年，一名军分区领导上任后到各

单位开展调研，在某干休所展览室，他

被一双破旧的草鞋吸引了：“说明上只

写了‘战争年代遗留的草鞋’，具体是哪

个年代？发生了什么？”由于捐赠文物

的 老 干 部 已 经 去 世 ，在 场 人 员 面 面 相

觑，没人知道草鞋的来历。

“ 干 休 所 拥 有 丰 富 鲜 活 的 红 色 宝

藏 ，理应把这些资源发掘好运用好 。”

军 分 区 领 导 感 到 ，干 休 所 很 多 老 首 长

是革命的参与者、亲历者、见证者 ，在

赓续红色基因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政

治优势。如今，他们年岁已高，有的出

现失能、失语、失忆的“三失”状态，难

以 亲 身 开 展 爱 国 主 义 教 育 、传 播 国 防

军 事 知 识 。 为 把 这 项 工 作 开 展 好 ，军

分 区 党 委 研 究 制 订 红 色 宣 讲 计 划 ，组

建“孔雀蓝宣讲团 ”，发挥文职人员这

支 新 生 队 伍 的 力 量 ，深 入 挖 掘 传 播 红

色文化。

“两年前我就在思考，自己能为弘

扬革命精神做些什么？”首批遴选加入

“孔雀蓝宣讲团”的苏州第五离职干部

休 养 所 文 职 人 员 戴 颖 洁 还 记 得 ，曾 参

加 抗 日 战 争 的 老 兵 杨 生 平 时 沉 默 寡

言 ，与 大 家 交 流 不 多 。 杨 老 在 弥 留 之

际 ，认不出身边人、记不清很多事 ，唯

独记得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老人去

世前念叨的最后一句话是 ：“冲啊 ，冲

锋啊！打鬼子啊！”此情此景 ，怎不让

人感动。

“这段视频在网上的评论量不少，

很多人想知道杨老的战斗经历。”戴颖

洁说，很多老干部像杨老一样，不常对

人 讲 自 己 的 苦 难 与 辉 煌 ，他 们 珍 之 重

之的东西，就藏在深深皱纹里、斑白鬓

发间。

那 次 的 遗 憾 和 懊 悔 ，让 戴 颖 洁 萌

生 了 收 集 红 色 史 料 、整 理 口 述 历 史 的

想法。

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依靠组

织 才 能 凝 聚 起 更 广 泛 更 强 大 的 力 量 。

通过层层审核、试讲，戴颖洁等 15 名文

职人员组成了首批“孔雀蓝宣讲团 ”。

截至目前，他们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

进一步整理 80 余名老干部档案，形成完

整的文字和影像资料，成为驻军部队、

地方党委政府、中小学校、企事业单位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鲜活教材，为革命

前辈留下了影像志、为铸魂育人积攒了

传家宝。

为 筑 牢“ 长 城 ”添 砖 加 瓦
—苏州军分区组织“孔雀蓝宣讲团”参与开展全民国防教育纪事

■宋 刚 方 芳

“他们珍之重之的东西，

就藏在深深皱纹里、斑白鬓发间”

晓风山林，朝阳喷薄。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

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途 经 苏 州 市 第 五 中 学 ，这 里 正 在 进

行 一 场 升 旗 仪 式 ，让 人 不 由 驻 足 。

遥 想 抗 日 战 争 时 期 ，这 里 是 被 日 寇

占 作 兵 营 的 萃 英 中 学 。 如 今 ，阊 门

古 城 墙 仍 在 不 远 处 静 静 伫 立 ，城 墙

一 侧 的 商 业 街 上 人 流 如 织 ，不 时 传

来悠扬的评弹声。

忧先于事者，不及于忧；事至而

忧者，无及于事。越是承平日久，越

需要加强全民国防教育。提出“天下

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在沙家浜

芦 苇 荡 中 保 护 新 四 军 战 士 的“ 阿 庆

嫂”，为国铸盾 60 载的钱七虎……这

片热土浸润着爱国拥军的情怀，也时

刻提醒我们，必须强化忧患意识、汇

聚 磅 礴 力 量 ，同 心 铸 就 巩 固 国 防 的

“无形长城”。

共筑新的伟大“长城”，军队责无

旁贷，具有军地双重属性的文职人员

也大有可为。作为国防建设的重要力

量之一，文职人员不仅要自觉接受国

防教育，更要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争

当国防教育活动的组织者、践行者、宣

传者，依托富有地域特点、富有军队特

色的红色资源，推进宣传普及、丰富实

践载体、推动创新发展、加强组织保

障，把国防意识转化为国防担当、国防

作为。各级可充分利用烈士纪念日、

清明节等重要时机，组织庄严感仪式

感强的纪念活动，深化缅怀先烈、忘战

必危的思想认识；利用兵员征集、军校

招生、文职人员招聘等时机，集中开展

宣传动员，增强国防教育的吸引力和

感染力；利用现地教育、报告座谈等形

式，发挥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党史馆

和各类红色教育基地作用，营造全民

参与国防教育的浓厚氛围。

“在众人的幸福中求得自己的幸

福，不掠夺，也不被人掠夺。”这是 90

多 年 前 ，巴 金 梦 想 中 未 来 中 国 的 样

子。想永远“不被人掠夺”，需时刻铭

记，国防的边界远在天涯，国防的“长

城”就在心头。

国
防
的
﹃
长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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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1 日，是我国第 24 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固国不
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战争可能千日不打，
国防观念不可一日松懈。全民国防教育是建设和巩固国
防的基础，是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全民国防素质的“强
心工程”，军队理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带好头、当表率，

为全民国防教育作出积极贡献。近年来，苏州军分区组
建了一支由文职人员组成的宣讲团，在积极投身宣传国
防知识、增强群众国防观念和国家安全意识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

——编 者

“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什么”

“海军节、空军节分别是哪一天”……在

沙家浜国防教育基地，“国防在我心中”

青少年红色研学活动正在进行。学生

们手拿一张手绘地图，判明方位后奔向

打卡点，每一处打卡点都设置了不同的

国防知识问答。

本以为有些题目对中小学生来说

有一定难度，但学生们的表现超出了苏

州第二离职干部休养所文职人员李星

智的预期。

这不是李星智第一次被孩子们打

动。就在几个月前，军分区组织宣讲团

到苏州市某小学宣讲，邀请了老干部陈

和飏当嘉宾。宣讲开始前，李星智等几

名文职人员扶着陈老经过一处走廊，几

名本在玩闹的小学生突然停下来，主动

对 陈 老 行 少 先 队 队 礼 ，陈 老 努 力 挺 直

腰，郑重回敬了军礼。李星智问他们是

否认识老人，一名小学生说：“我不认识

他，但我知道他是位革命前辈。”

“小学生与耄耋老人的相互敬礼，

浓缩着我们宣讲的意义。”这一幕，让苏

州第五离职干部休养所文职人员吴星

很是感慨，由此想起了自己经历的一段

往事。

那次，“孔雀蓝宣讲团”带领苏州市

虎丘实验小学“施光礼中队”、留园中心

小学“战斗英雄施光礼班”的少先队员，

前往空军战斗英雄施光礼墓前祭扫，缅

怀革命英烈。吴星回家后，4岁的儿子问

她为什么双休日还要上班，当得知妈妈

是去祭拜施光礼时，孩子问：“就是那个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击落 4 架敌军战机的

英雄吗？”吴星既惊讶又感动。原来，这

些是自己在家备课练习时儿子记住的。

“今天，妈妈就给你完整地讲讲施

老英雄的事迹。”吴星越讲越投入，怀里

的儿子安静地听着。故事讲完，吴星低

头一看，两条泪痕挂在儿子脸上。这是

吴星进行的听众年龄最小的“宣讲”，也

是她最有成就感的一次“宣讲”：“我们

这一代没有忘记英雄，我们的下一代也

不会忘记！”

滴水穿石，看似微不足道，但坚持

的力量比想象中更大。对此，苏州第一

离职干部休养所文职人员黄华石有同

感。“为企事业单位人员宣讲与为学生

宣讲不同，要注重靶向用力、结合实际、

循循善诱，在精准滴灌上下功夫，让大

家易于接受、自觉融入。”“七一”前夕，

黄华石走进某军民融合企业，为数十名

党员上了一堂党课。

“ 一 个 连 的 官 兵 面 对 敌 几 个 师 兵

力的轮番进攻，子弹打光了，战士们便

和敌人肉搏，有的用手榴弹砸，有的用

牙咬，有的被燃烧弹烧着了，便抱着敌

人烧在一起。”听了黄华石讲述老干部

钱 巨 胜 亲 历 的 那 场 战 斗 ，不 少 党 员 表

示，只要拿出钢铁般的意志、钉子般的

作风，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战胜不

了的敌人。

“国防知识 E 起学”网上答题竞赛、

“国防大讲堂”科普活动、“铭记光辉历

史”社会实践……去年以来，该军分区

组织宣讲团走进校园、训练基地、企业

社区等，开展宣讲近 60 场，组织国防教

育活动 10 余场。他们还与地方有关部

门同频共振、勠力同心，利用驻地国防

教 育 网 、广 播 电 视 栏 目 等 宣 传 国 防 文

化，覆盖面达数百万人次，带来良好社

会效应。

“或许一个‘我’力量很小，但千千万

万个‘我们’力量很大。”在弘扬爱国主义

精神、增强全民国防意识的道路上，这支

“孔雀蓝宣讲团”会一直奋力前行……

“或许一个‘我’力量很小，

但千千万万个‘我们’力量很大”

抗美援朝战场上，志愿军“冰雕连”

的故事震撼人心，大家耳熟能详。在这

种情况下，有没有必要反复讲？怎样讲

出时代特色？怎样真正打动人心？

回忆起第一次试讲的经历，潘梦宇

对 领 导 提 出 的 这 几 个 问 题 印 象 深 刻 。

“当然有必要。开展全民国防教育、增

强国防意识和爱军情怀，既难以一蹴而

就，也不会一劳永逸，需要持续不断教

育强化，使群众把朴素的情感转化为思

想认同、价值认同和目标认同……”当

时，她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得到了大家

的认可，但剩下的问题，令她在开展工

作过程中多次陷入深思。

“谁不知战争的艰难与残酷？谁不

知英雄的无畏与坚毅？但成为英雄之

前，他们面对九死一生的考验，勇气由

何而来？信念因何而生？”一次，宣讲团

负责人、苏州军分区政治工作处曹干事

组织大家讨论交流，研究如何把故事讲

鲜活、把历史讲透彻。

其 间 ，苏 州 第 四 离 职 干 部 休 养 所

文职人员樊震超与大家分享了采访革

命 前 辈 崔 健 的 经 历 。 崔 老 年 近 百 岁 ，

曾在抗日战争中扛着 25 公斤重的炸药

包 穿 越 封 锁 线 ，在 爆 炸 前 几 秒 才 撤

离 。 访 谈 时 ，崔 老 寥 寥 几 句 便 讲 完 自

己的经历，追问当时细节，老人不愿多

说什么。

樊震超尝试转换角度，从在那场战

斗中牺牲的战友聊起，崔老的话语明显

多起来：“敌人火力点阻挡了全团的前

进 道 路 ，营 长 陈 瑛 命 爆 破 班 炸 毁 敌 工

事，派出去的几名爆破员接连牺牲了，

爆破班班长最后出击，也没有通过敌人

密集的火力网。我们通信班班长李玉

吉，平时待我如亲弟弟一般，也是在这

场战斗中牺牲的。”提起战友，崔老几度

哽咽。老人还说：“这场仗如果我们不

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打。”

“有人永远留在了那个寒冬，是为

了让更多人能够迎接春天。”这是樊震

超听完讲述的真实感受，被他写在了宣

讲稿中。后来看到这份宣讲稿，崔老眼

眶红了，嘴角却是欣慰的笑容。

“时过情未迁，好的故事不局限于感

官上的耳闻目睹，更代表一种文化符号、

价值底蕴和精神坐标，从心灵深处淬炼

升华、激浊扬清。”樊震超深有感触地对

大家说。

“英雄也是普通人，要讲出血肉，让

他们可爱可敬”“如果不投入感情，只是

简单梳理回顾历史，甚至盲目拔高英雄

事迹，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大家讨

论感到，实事求是去讲，才能让人愿听；

带着感情去讲，才能让人想听。因此，

宣讲不能搞成枯燥的理论灌输，要对红

色故事深耕细作，从不同视角解读，引

导受众全面感受红色脉动。

这 次 讨 论 交 流 ，给 潘 梦 宇 很 大 启

发。“冰雪啊，我决不屈服于你，哪怕是

冻死，我也要高傲的（地）耸立在我的阵

地上。”她再次修改宣讲稿，从一封志愿

军战士绝笔信讲起，挖掘故事背后的细

节和情感。她的尝试在一次为民兵宣

讲时取得很好效果。

感 受 着 现 场 火 热 的 氛 围 、热 烈 的

互动 ，潘梦宇觉得 ，自己讲清了“没有

打不死的英雄，只有军人的荣耀”的深

刻 道 理 ，没 有 辜 负 凛 冽 风 雪 下 的 那 些

炽热忠魂。

“有人永远留在了那个寒冬，

是为了让更多人能够迎接春天”

前不久，海军潜艇学院组织教员和学员开展远海实习。图为文职教员为学员讲解示范天文航海专业知识。

徐梦函摄

编辑感言

离开 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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