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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推荐

前不久，第 83 集团军某旅组织军

营开放日活动，邀请近年来 30 余名立

功受奖官兵的家属来到驻地，在参观杨

根思广场等红色教育基地的同时，零距

离感受火热军营生活。

“ 荣 誉 不 仅 是 个 人 的 ，更 是 家 庭

的。”该旅领导介绍，通过褒扬先进典

型，发挥荣誉激励作

用，不仅让军属感受

到军人的荣光，更能

激 发 官 兵 建 功 军 营

的动力。

“孩子立功受奖，部队不仅将喜报

送上门，还邀请我们来驻地参观，全家

人感到非常自豪。”二等功臣王玉恒的

父亲王正国表示，他深感军营是人才

成长的熔炉，也更加理解和支持儿子

的选择。

在旅史馆里，军属们通过短片详细

了解了丈夫、子女的工作生活情况。通

信技师胡高岭的妻子感慨道：“看到他

在演训任务中的出色表现，我感到很骄

傲！往后的日子里，我要继续当好贤内

助，做他最坚强的后盾。”

据介绍，该旅连续 10 年开展“功臣

载誉返家乡”活动，推动“一人立功，全

家光荣”形成社会风尚。一系列荣誉激

励举措的实施，有效激发了官兵精武强

能的热情。今年以来，全旅持续掀起训

练热潮，各级干部骨干以身作则，广大

官兵见红旗就扛、见第一就争，在各项

训练任务中屡创佳绩。该旅领导表示，

下一步他们将继续创新形式方法，进一

步浓厚崇尚荣誉、创先争优的良好氛

围，激励官兵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投身强

军实践。

第 83 集团军某旅充分发挥荣誉激励作用——

官兵建功军营 军属共享荣光
■闫帅印 郑夏云

学雷锋故事、唱雷锋歌曲、读雷锋日

记……在第 62 个全国“学雷锋纪念日”

到来之际，火箭军某部官兵又一次来到

雷锋纪念馆，通过一张张图片、一件件文

物和一个个历史场景，追寻雷锋足迹，感

悟雷锋精神。

“雷锋精神所蕴含的内涵和精髓，是

加强和改进部队建设取之不尽、用之不

竭的精神财富。”该部领导介绍，身处雷

锋工作生活过的红色沃土，他们深挖雷

锋精神富矿，建立健全学雷锋长效机制，

将本职岗位作为学雷锋的第一课堂，推

动形成“全员学雷锋、全年学雷锋、全面

学雷锋”的良好氛围，引导官兵扎根岗位

奉献，砥砺打仗硬功。

岗 位 学 雷 锋 ，打 仗 当 先 锋 。 实 践

中，该部将执行急难险重任务作为学雷

锋的重要平台，在战备、执勤、训练和重

大任务中，鼓励官兵当先锋、打头阵；组

织官兵结成互助对子，取长补短团结协

作；通过开展“感动军营人物”“学雷锋

标兵”评选等活动，让官兵争当训练尖

子、技术能手和标兵典型，当一名合格

的雷锋传人……如今，部队已经形成了

浓厚的争学雷锋、岗位建功氛围，一批

来自基层岗位的先进典型爱岗敬业、成

绩突出，在官兵中产生强大感召力。

“学雷锋不仅是部队的一项优良传

统，也成为官兵的一种生活方式和行为

习惯，为练兵备战注入不竭动力。”该部

领导介绍，他们将持续用雷锋精神激励

引导官兵，丰富岗

位 学 雷 锋 的 形 式

载 体 、活 动 内 容 ，

让 雷 锋 精 神 薪 火

相传。

火箭军某部利用红色资源提升教育质效——

追寻雷锋足迹 传承榜样力量
■徐国豪 李金徽

初春时节，陆军某旅的演训场上出

现了这样一幕——教导队代替侦察连

为全旅进行“敌”前沿侦察作业示范，

“狙击+无人侦察”等战法让官兵眼前

一亮。

“过去在一片空地训队列，如今在

一座营区谋打赢。”谈及教导队的变化，

教导员崔恒恒感慨，从昔日营房闲置、

承训任务单一，仅能开展预提军士培训

的“班长摇篮”，到如今集无人机操作、

智能装备教学、跨兵种协同研训于一体

的“随营军校”，教导队的转型正在产生

良好辐射效应。

转型之路并非一蹴而就。几年前，

崔恒恒从荣誉连队调任教导队担任教

导员。当时，教导队训练模式比较传

统，骨干人才专业领域固化，整体建设

较为落后，这让他倍感压力。

教导队该如何建设发展？骨干交

流会上，几名区队长谈起预提军士培训

经验滔滔不绝，却很少提及教导队开展

其他培训的可能性。这让崔教导员意

识到，教导队职能单一容易形成“路径

依赖”，进而导致进取动力缺失——作

为“班长摇篮”，它被贴上了“只训班长”

的标签。

“必须明确教导队‘随营军校’的定

位，将其作为综合性训练平台，向多任

务、多领域转型！”转型的契机，源于一

次“抢”来的任务。

那一年，旅队计划组织无人机操作

手集训。得到消息后，崔教导员主动请

缨，由教导队承担此次集训任务。

“ 要 想 任 务 完 成 好 ，人 才 必 须 跟

上！”为顺利完成集训任务，崔教导员坚

持“人才先行”理念，让教导队结合任务

组建研战小组，在保留原有战术教练员

的同时，带领其余骨干依托军事职业教

育平台学习无人机基础理论，外聘专家

授课辅导，借用装备训练实操。集训

中，二区队长李岩将所学理论融入教

学，运用“实战案例+模拟飞行”的创新

模式，受到学员欢迎。

这次实践经历，为教导队转型开阔

了思路。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本着让教

导队成为全旅人才“蓄水池”的思路，他

们着手建立动态人才库，打破营连界

限，横向吸纳各类比武尖子，纵向跟踪

官兵成长轨迹，将专业技能、发展情况

等纳入评价体系。

如今，教导队教练员普遍精通 3 个

以上专业，人才库覆盖 7大专业领域，实

现了“需要什么人才，就能快速调配什么

人才”。

“从‘班长摇篮’到‘随营军校’，从

单一承训到多元赋能，教导队的转型始

终对接战场需求。”崔教导员介绍，如

今，一些专业人才提出的创新战法已经

在旅队推广，成果惠及基层一线，为部

队战斗力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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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兵人手记

上图：前不久，南部战

区空军某旅组织跨昼夜飞

行训练，图为机务人员进行

飞行前检查。

蓝善湖摄

左图：近日，新疆军区某

团开展刺杀训练，锤炼官兵

战斗技能。

加苏尔·艾来提摄

“小涂，你上榜了！”“有两下子，我

们也得再加把劲了……”一个周末，第

71 集团军某旅“弘扬‘两不怕’精神模

范连”野战荣誉室里，“先锋荣誉墙”刚

刚更新，不少官兵驻足观看讨论，为上

榜的战友点赞。

看到这一幕，该连指导员孙佳祥很

是欣慰。他告诉笔者，设立“先锋荣誉

墙”，是连队对野战荣誉室内容形式的

一次探索实践，实实在在起到了鼓舞官

兵士气的作用。

驻训比武的奖牌、内务评比的锦

旗、教育授课小标兵……笔者看到，“先

锋荣誉墙”上，中士吴欣豪获得的“荣誉

先 锋 ”奖 状 在 中 间 位 置 ，尤 为 引 人 注

目。在“先锋荣誉墙”的另一侧，是连队

历史上获得的各项传统荣誉。两面墙

板相对而立，意在鼓励官兵传承先辈精

神，书写新的荣光。

“‘先锋荣誉墙’虽然不大，但每一

份荣誉都是连队官兵用汗水拼来的。”

孙指导员告诉笔者，前段时间，连队受

领任务较多、压力不小，驻训条件艰苦，

个别官兵有些思想懈怠。一开始，连队

按照惯例，将标语口号、前辈战斗事迹

展板以及英模挂像等荣誉，从营区搬到

驻训一线，并组织官兵参观讨论。可一

段时间下来，效果并未达到预期：野战

荣誉室内的陈列虽然丰富，但参观的官

兵越来越少。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连队党支

部组织了一次座谈，听取官兵的意见。

“ 咱 们 连 队 历 史 荣 誉 厚 重 ，驻 训

取 得 的 成 绩 相 比 起 来 微 不 足 道 ”“ 这

些都是革命先辈取得的，我们没啥参

与感”“这些英雄事迹学过很多次了，

已经耳熟能详，和在营区时没什么两

样 ”…… 官 兵 的 心 里 话 ，让 连 队 干 部

陷入反思。

针对这些问题，孙指导员带领大

家 就 野 战 荣 誉 室 的 陈 列 形 式 和 标 准

进行探讨。大家普遍感到，要发挥野

战荣誉室的教育感召作用，设置就不

能简单照搬营区内容，必须紧贴任务

和工作实际，接地气、有战味，引导官

兵积极参与争创荣誉，这样既能展示

连队光辉历史，也能见证官兵成长进

步。

集思广益后，连里决定整合教育资

源，在展示连队传统荣誉的基础上，新

设置一面“先锋荣誉墙”，在驻训期间定

期更新，让官兵新取得的荣誉和成绩也

能有展示平台。

实践中，连队党支部根据驻训实

际 情 况 ，明 确 榜 上 的 各 项 内 容 和 标

准 。 为 了 强 化 激 励 引 导 ，他 们 在“ 先

锋 荣 誉 墙 ”最 显 眼 的 地 方 设 置“ 荣 誉

先 锋 ”榜 ，结 合 每 日 讲 评 、阶 段 任 务

等，对官兵思想政治、军事训练、工作

业绩、纪律作风、作用发挥 5 个方面的

表现进行综合评定，每月汇总评比一

次 ，选 定 排 名 前 三 的 个 人 和 集 体 为

“荣誉先锋”。

规则公布后，连队官兵个个动力满

满，憋足了劲准备“冲榜”。

一次，连队组织小比武，“王杰班”

中士吴欣豪渴望为班里夺得荣誉。他

克服心理压力，经常自觉加练，在比武

中表现出色。当月底，吴欣豪的综合评

分遥遥领先，被评为连队“荣誉先锋”。

当奖状挂上荣誉墙的那一刻，他激动地

说：“没给老班长丢脸！”

“过去的荣光是先辈们拼来的，新

荣誉要靠我们来争取！”身处野战荣誉

室，“王杰班”副班长周志鹏动情讲起

此前课题攻关的经历。那一次，他带

领全班进行某战法研究，面对新情况、

新战法，他带头学理论、研战例，反复

练、抠细节。遇到难题攻关受阻时，他

就到野战荣誉室静坐思考，为自己打

气：“一定要带领战友啃下硬骨头，取

得新荣誉！”

功夫不负有心人。成果验收时，周

志鹏牵头研究的新战法得到验证认可，

全班也受到考核组好评。在战友的掌

声中，他亲手将荣誉奖牌挂上“先锋荣

誉墙”，在野战荣誉室留下全班的“专属

印迹”。

野战荣誉室战味更浓，“先锋荣誉

墙”激励担当。近段时间，该连在野外

驻训场上捷报频传，官兵争创荣誉、战

位建功的热情持续高涨。

第71集团军某连激励官兵精武强能争创荣誉—

“先锋荣誉墙”：让官兵成长看得见
■余睿喆 本报特约通讯员 周 伟

前不久，正在休假的战士小陈在朋

友圈晒出了结婚的消息，我欣慰地点赞

为他送上祝福。

此前，我曾被小陈当作“圈外人”。

小陈平时工作训练都很积极，性

格开朗活泼。然而，一次我用手机翻

看他的朋友圈时，一条动态引起了我

的 注 意 ——“ 卷 又 卷 不 过 ，躺 也 躺 不

平！”

平日里训练积极刻苦的他，缘何发

出这样的感叹？我立即找小陈了解情

况。面对询问，小陈有些不知所措，红

着脸说：“我就是随便发发。”

过了几天，我再次打开小陈的朋友

圈，想从他之前的动态中寻找一些蛛丝

马迹，没想到却被他“屏蔽”了。

接下来一段时间，我发现将我排除

在“圈外”的除了小陈，还有几名战士。

平时开展工作，也能感受到与战士之间

有了一些隔阂。

一次和教导员聊天时，我道出了自

己的困惑。

“ 不 能 把 战 士 们 的 朋 友 圈 ，当 作

管 理 他 们 的 平 台 ！”教 导 员 的 话 让 我

陷入了沉思：朋友圈对于身处军营的

战 士 而 言 ，是 交 流 展 示 的 一 个 窗 口 ，

既是他们记录日常的“日记本”，也是

反 映 思 想 情 绪 的“ 晴 雨 表 ”。 要 想 真

正走进战士内心，就不能忽略战士们

的内心感受。

记得刚到连队时，为了更好了解官

兵，我主动添加了不少战士的微信，同

为“网生代”，想用他们熟悉的方式走近

他们内心，还不时给大家点赞评论：小

李休假时发了家庭聚餐的合照，我在下

面评论“酒后不要开车”；小王拍了张营

区周边的风景照，我立刻给他发去消息

“小心暴露营区建筑物”……随着我的

评论越来越多，能看到的战士们的朋友

圈动态却越来越少。

我反思感到，正是这种“自以为是”

的心态和做法，引起了战士的抵触。

找到根源后，我开始努力纠治问

题，不再“说教式”评论点赞，而是从细

微处入手，线上少一些评论打扰，线下

多一分关心帮带。

比如，看到战士小王在朋友圈发动

态说“心情不好”，我就主动带他去打

球，通过运动来疏导、释放压力；节日前

后，战士们在朋友圈分享家人的照片，

我便靠上去唠唠家常，与战士们同频共

振，加深了解……

渐渐地，战士们的个人情感得到表

达释放，内心不再对我设防，大家陆续

重新为我敞开了朋友圈。

前段时间，看到列兵小李在朋友

圈晒出了送给母亲的生日礼物，我便

给他的母亲发去了祝福短信，还表扬

了小李在部队的优异表现。第二天，

小李找到我说：“排长，我妈妈特别高

兴，让我一定在部队安心服役，干出个

样子来……”

“朋友圈”里察兵情
■第 74 集团军某旅某连干部 石 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