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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评

近日，陆军某团开展实弹射击训练。 蔡凯龙摄

锈迹斑斑的半截锄头，静静躺在光

影交织的玻璃柜中。

“2019 年，中队营区搬迁，面对配套

设施差、训练场地匮乏等困难，全体官兵

齐心协力，用锄头修整出一块训练场，种

植了不少树木。这把只剩下半截的锄

头，见证了官兵创业的艰辛……”近日，

武警贵州总队安顺支队某中队在荣誉

室内组织一堂教育课，讲解员王兴云为

官 兵 动 情 讲 述“ 半 截 锄 头 ”的 感 人 故

事。官兵深受触动，纷纷表示要发扬艰

苦奋斗精神，在任务一线勇当先锋、敢

打头阵。

“用讲故事的方式把大道理讲得深

入 浅 出 ，让 教 育 既 有‘ 意 义 ’又 有‘ 意

思’，更容易引发官兵思想共鸣。”该支

队某大队赵教导员告诉记者，青年官兵

普遍学历高、思想活，开展教育不仅要

“讲道理”，让他们愿意听；更要“讲门

道”，让他们听得懂，切实增强教育的针

对性和实效性。

“这一抓教模式的推广运用，源于

一个成功的典型事例。”该支队领导介

绍，上等兵王程原本不擅长表达，指导

员鼓励他登台讲述自己的成长故事、分

享学习训练心得，帮助他树立自信、找

准方向。经过一次次尝试，王程以出色

的表现赢得了身边战友的认可。

“身边榜样的故事，更能打动人、更

有说服力。”受此启发，该支队决定组织

“每个人都了不起”故事分享会，一批身

边先进典型的强军故事通过广泛传播

引发官兵共鸣，思想政治教育取得“润

物细无声”的成效。

该支队党委决定趁热打铁，进一

步打造教育品牌。作为教育“破冰”的

一个重要课题，“故事+引导”抓教模式

应运而生。支队为此专门组织骨干力

量 ，精 心 收 集 整 理 党 史 故 事 、强 军 故

事、官兵身边故事等，汇编成故事集下

发基层。

翻开这本故事集，记者看到，里面

的故事分为 5 种类型，涵盖了思想政治

教育的方方面面：讲“理论味”的故事引

领官兵思想，讲“打仗味”的故事催生官

兵训练动力，讲“人情味”的故事激发官

兵建队热情，讲“士兵味”的故事提振官

兵士气，讲“法治味”的故事纯正基层风

气。这些故事通过生动鲜活的兵言兵

语和形象有趣的漫画作品，图文并茂地

呈现出来，受到官兵欢迎。

为更好地满足官兵需求，该支队

每季度向基层官兵征集好故事，结合

官兵思想特点适时更新后，再将最新

的故事集下发基层。该支队宣传保卫

股胡股长说：“新时代官兵需要的是多

维度、多样化的示范与激励，要想让官

兵聆听故事后产生共鸣、有所收获，就

必须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把好故事

筛选出来。”

“搞教育就像‘补钙’，消化吸收是

关键。干巴巴的故事难以入脑入心，

缺乏教学设计、情景互动和引导升华，

同样会让教育的效果大打折扣。”该支

队领导告诉记者，同样的故事，不同的

人用不同方式讲，会产生不一样的效

果，必须在互动共情中把小故事讲活、

把 大 道 理 讲 实 ，让 官 兵 听 得 懂 、有 触

动、受启发。

为有效增强教育的亲和力、感染

力、说服力，该支队立起“靶向精准、备

课精细、讲授精彩”的鲜明导向，总结推

广阐明观点、故事讲述、诱导启发、总结

升华教育“四步法”，要求政治教员讲述

故事时结合实际举例子、充满感情有互

动。这种方法推广运用后，教育授课大

受欢迎，不少官兵感慨：“小故事把大道

理讲得清晰明了、富有情感，这样的教

育真有意思。”

“快看，曹勇带着爷爷在天安门看

升旗仪式，上新闻啦！”前不久，一家新

媒体账号推送了一条题为《有一种中国

式浪漫，叫我扛着你看升旗》的视频，引

发网友点赞。

该支队二级上士曹勇的爷爷年事

已高，常为没去过北京、没到过天安门

广场而遗憾。前一阵，曹勇利用休假的

机会，专门带着爷爷去天安门广场观看

升旗仪式，帮老人实现了心愿。

一次教育课上，该支队某中队干部

将这个故事搬上讲台，在官兵心里荡起

层层涟漪。中队梁指导员说：“‘故事+

引导’教育模式推广后，越来越多官兵

深切感受到故事中蕴含的正能量，达到

了自我教育、自我改变、自我升华的教

育效果。”

“故事越走心，道理越入心。”该支

队政治工作处一名干部说，思想政治

教育顺应官兵期待，让官兵听到的理、

看到的人、做出的事相一致，教育才更

有说服力和感染力，更具生命力和战

斗力。

“当教育照亮兵心，其光芒就像太

阳一样炽热。”该支队领导介绍，下一

步，他们将继续深挖官兵身边典型故

事，把故事“准星”对准教育“靶心”，在

“故事+引导”抓教模式基础上，运用好

“视频+引导”“军营朗读者”“读书分享

会”等多种方式，探索推开故事情景课、

沉浸体验课、仪式激励课等教育模式，

持续打造和完善系列教育品牌，进一步

培塑官兵品格作风、培育战斗精神，不

断激发官兵争当强军先锋、争做打赢尖

兵的壮志豪情。

武警贵州总队安顺支队探索“故事+引导”抓教模式激发教育活力——

故事越走心 道理越入心
■梁 然 邓日桂 本报记者 陈典宏

思想政治教育是在人的头脑里搞

建设，是掌握思想、引领思想、改造思想

的一项重要工作。开展教育只有紧跟时

代特点、紧贴官兵需求，真正深入基层、

贴近官兵，才能春风化雨、启迪兵心。

善用讲故事的方法开展教育，是

我党我军开展政治工作的一条重要经

验。革命战争年代，战士们一听到“白

毛女”的故事就怒火中烧，一听到“拼

弯的刺刀”的故事就斗志昂扬，充分说

明了故事的魅力和魔力。武警贵州总

队安顺支队探索的“故事+引导”教育

模式，之所以能够赢得官兵认可、激发

教育活力，根本原因就在于运用官兵

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实现触及心灵、

引发共鸣的教育效果。

教育不走心，官兵心就走。故事

“接地气”“冒热气”，教育才能直抵兵

心、给人力量。构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

育体系，需要紧盯官兵“活思想”设计教

育内容，围绕官兵兴趣爱好拓展教育形

式，满足官兵需求创新教育方法，让教

育更加接地气、冒热气、聚人气，让时代

“主旋律”、社会“正能量”和军营“好声

音”占领官兵思想阵地，更好地引领官

兵、塑造官兵、凝聚官兵，催生练兵备

战、建功军营的强大热情动力。

接地气 冒热气 聚人气
■欧阳春

本报讯 张涛硕、王安报道：日前，

北京卫戍区某部组织一场军体比武，上

等兵陈鹏在引体向上课目中凭借优异

成绩脱颖而出。走下考核场，陈鹏感慨

地说，这一成绩的取得，得益于该部深

入实施的人才精准培养计划。

“高素质人才队伍对推动部队全面

建设至关重要。”该部领导介绍，为有效提

升官兵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充分发挥每

名官兵的特长优势，他们从学历、专业、兴

趣、性格等方面入手，为每名官兵精准“画

像”，精细规划发展路径，做到“因人施策、

精准培养”。

陈 鹏 刚 下 连 时 ，指 导 员 梁 志 伟 便

为他规划了详细的“成长路线图”：体

能 训 练 方 面 ，安 排 专 业 教 练 员 手 把 手

帮带，科学制订训练计划，逐步提升训

练水平；专业技能方面，指定经验丰富

的老班长进行一对一指导……在连队

的 精 心 培 养 下 ，陈 鹏 很 快 成 长 为 训 练

尖子。

为确保官兵“成长路线图”精准落

地、取得实效，该部推出多项配套措施：

制订战斗效能评估方案，将作战行动能

力分解细化，明确每种能力的训练考核

标准；定期召开“诸葛亮会”，集智破解

组训施教难题；建立完善考评机制，定

期对官兵学习、训练情况进行考核，及

时发现问题并督促整改落实。

有了“成长路线图”，驾驶能手黄将

的奋斗目标更加明确：成为一名全地形

驾驶尖兵，熟练掌握多种车型和各种复

杂路况驾驶技能。“战斗效能评估标准

具体细致，大幅提高了专业训练的针对

性、有效性。”黄将告诉笔者，经过一段

时间的专攻精练，他已成功考取特种驾

驶专业证书。

北京卫戍区某部

精准施策提升人才培养实效

深秋，喀喇昆仑腹地，黄沙弥漫。新疆

军区某团官兵远程机动至预定地域后，立即

占领发射阵地。

寒风乍起，气温骤降。面对恶劣天气，

某炮兵连官兵沉着应对，有条不紊展开侦

察、计算射击诸元、装填炮弹……

准备完毕，现地指挥员李鹏鹏果断下达

命令。“轰、轰……”一发发炮弹呼啸出膛，命

中目标。

“充分发挥武器装备的技战术性能，才

能推动战斗力稳步提升。”李鹏鹏介绍，以

往组织实弹射击，目标大多设在最佳火力

打 击 范 围 内 ，“ 发 发 命 中 ”的 情 况 并 不 罕

见 。 但 一 次 实 弹 射 击 训 练 意 外 折 戟 的 经

历，让李鹏鹏至今记忆犹新。

当时，李鹏鹏带领炮兵分队机动途中，

突然收到“随机占领阵地，展开实弹射击”

的指令。然而，官兵侦察后发现，目标超出

了火炮理论射击距离。最终，炮弹没能命

中目标。

“聚力破解装备训练瓶颈，把武器装备

练精用好，才能真正打出‘满堂彩’。”那次失

利，引起该团领导深刻反思。他们决定利用

高原驻训等时机，深挖装备潜能，破解训练

难题。他们与院校专家、厂家技术人员共同

组成课题攻关小组，聚焦实战开展新装备使

用研究，深入推进战训耦合，不断探寻战斗

力新的增长点。

在此后组织的实弹射击训练中，该团

要求各连结合目标方位、射击仰角、气象条

件、空气阻力等参数，广泛采集训练数据，

建立详细射击档案；区分不同射击距离、不

同气候条件、不同海拔空气阻力等情况，反

复开展射击试验，不断改进射击程序和方

法。高原驻训展开以来，他们收集、整理多

型火炮、导弹远距离射击核心参数，总结出

多型新装备在高海拔地域、高寒条件下的

射击方法。

此次实弹射击训练，该团结合高原高寒

地域特点，从难从严考验官兵在恶劣环境中的作战能力，检验武器装备在实战条件

下的作战效能。

“西北方向，发现‘敌机’一架！”训练现场，特情突至，某连班长刘奇迅速带领

全班战士，操作某型装备实施火力拦截。

导弹呼啸出膛，精准命中目标。“在 5000 多米的高海拔地域成功拦截目标，离

不开前期的专攻精练。”某连何连长告诉记者，他们反复测试新装备在高原高寒、

复 杂 电 磁 环 境 等 多 种 因 素 影 响 下 的 战 斗 性 能 ，摸 索 出 该 型 装 备 在 高 海 拔、远 距

离、大速度条件下对多型目标射击的管用招法，取得一批实用成果。

“只有不断探索复杂环境下的新战法新训法，充分挖掘每名官兵、每型装备的

最大潜能，才能推动部队战斗力实现新的跃升。”何连长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

们利用高原驻训、执行大项任务等时机，通过多种方法设难、设险训练条件，倒逼

官兵练好练精手中武器。

连日来，一场场跨昼夜实弹射击训练在高原腹地接连打响，该团官兵精钻细研

新战法，一发发炮弹精准制“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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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构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强化单元集成训、强化战术协同

训、强化对抗检验训……全军合成训

练现场会召开后，各单位认真学习贯

彻现场会精神，积极探索合成训练新

模式，努力开拓部队作战能力生成新

路径。

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打仗需要

什么就苦练什么。合成训练承接基

础训练效能、支撑联合训练开展，在

新型军事训练体系中发挥着承上启

下的关键作用。把合成训练抓强了，

联战联训才有坚实依托。合成训练

以编组对抗为基本形式，以实现跨域

联训为重点任务，是在完成技术训练

和战术训练基础上，基于作战编组展

开的高级应用训练。无论战争形态

如何演变、军事训练如何转型，战斗

力都要通过不同层级不同样式的训

练逐级形成。当前，我军基本作战样

式正向基于网络信息体系的一体化

联合作战演进，需要按照从基础到合

成、再到联合的内在逻辑，循序渐进

生成联合作战能力。

随着世界新军事革命迅猛发展，

现代战争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智能

化特征日益显现。特别是在新一轮科

技革命作用下，战争的制胜观念、制胜

要素、制胜方法都在发生重大变化。

新时代合成训练的本质内涵、内容要

素、标准要求都有了新的拓展，加快军

事训练转型、构建新型军事训练体系，

迫切需要我们打通“联”的关节要害、

生成“合”的关键能力，努力推动合成

训练实践走深走实。

推动合成训练模式创新，重点要

在强化单元集成训、战术协同训、对抗

检验训上下功夫。正确处理好继承与

创新的关系，在继续用好传统练兵成

熟经验的同时，积极探索合成训练新

模式新方法，力求从训练主体、训练重

点、组织形式、训练条件等方面，形成

规律性认识和规范化机制。对接联合

作战任务，紧跟部队编成变化、武器装

备发展，让合成训练内容标准符合作

战能力需求，让训练方法手段契合作

战力量运用，让训练环境条件贴合作

战典型场景。针对作战能力集成中的

内容界定、协同规则以及组训方式方

法等问题，打通能力生成的堵点卡点，

带动训练水平整体提升。

推动合成训练模式创新，需要在

健全训练保障机制上下功夫。遵循战

斗力生成客观规律和合成训练本质要

求，结合军事训练大纲编修完善训练

内容，抓紧培养懂合成、善组训的专业

人才队伍。进一步规范训练组织，健

全制度机制，通过功能化编组、网络化

支撑、场景化对抗、自主化协同、精确

化评估等方法，规范合成训练的抓训

责任、程序方法、组训要求。进一步纯

正训练风气、从严纠风除弊，注重科技

强训、创新保障手段，形成上下齐心大

抓合成训练的整体合力，推动我军新

时代合成训练不断向更高质量迈进，

努力开创实战化训练新局面。

（作者单位：91663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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