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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说

近日，记者在第 72 集团军某旅“红

军榴炮连”蹲点时，恰遇兄弟营连的官

兵到该连荣誉室参观。一问才知，这些

官兵正在开展以“作风优良才能塑造过

硬战斗部队”为主题的教育，课堂分别

设在该连和另外两个点位。

为何要这样安排？带着好奇，记者

跟上参观队伍一探究竟。

“老板，我们吃了你半坛咸菜、几根

大葱、烧了几根柴，共补你黄豆六升。”

一张当年红军留下的字条，吸引官兵驻

足观看。听着讲解员的介绍，他们深刻

感悟人民子弟兵薪火相传的铁纪作风。

离开“红军榴炮连”，官兵来到“政

治工作成绩优异连”。该连先辈在抗美

援朝时期帮助朝鲜人民兴建学校的故

事，又给大家带来新的触动。紧接着，

官兵列队在旅“作风践履墙”前，听授课

人讲解如何培养老老实实的思想作风、

扎扎实实的工作作风和朴朴实实的生

活作风。

一堂教育课，换了 3 个地点，内容

各有侧重。该旅宣传科科长的介绍，让

记者明白了其中的用意：“通过教育资

源的有机整合，将多个教育意义相近的

点位串联起来，打造‘流动课堂’，给官

兵提供营养更加丰富的‘精神大餐’。”

为此，该旅精选 16 个点位，综合考

量其位置、教育承载等因素，规划设计

出“忠诚”“党建”“胜战”等多条主题线

路，并以历史故事、精神谱系为脉络，筹

划开展教育活动，用“众人拾柴”代替

“单打独斗”、用“体系发力”代替“零敲

碎打”、用“创新求变”代替“千篇一律”，

让官兵在常学常新、常悟常进中不断强

化思想武装、筑牢信仰之基。

前不久，该旅某营火力连受领重要

任务。出征前，他们组织官兵先后来到

旅“坚守英雄”广场、战斗英烈事迹长

廊、“战斗模范连”荣誉室等点位，开展

战斗精神教育。

教育中，官兵学习的战例既有“狭路

相逢勇者胜”的浴血鏖战，也有“宜将剩

勇追穷寇”的连战连捷，更有“舍生忘死

闯敌阵”的拔点攻坚，这穿越历史时空的

一幕幕，点燃了官兵们的血性胆气。

教育一结束，该连立刻开展誓师动

员。官兵士气高昂、话语铿锵，大家纷

纷表示，要像革命先辈那样，努力克服

一切艰难险阻，坚决完成任务。

“同题串讲，质效倍增。”该旅政治

工作部领导说，这种教育方式的优点在

于多点位同为一堂课服务，使教育内容

更加丰富、角度更加多元、体验更加真

切。官兵沿着主题线路走一趟，思想就

会深受触动。

如今在该旅，依托教育线路开展同

题串讲，已成为各营连的常态。记者在

采访中看到，某连组织官兵参观“党建”

主题线路，现地召开“云端”党小组会，

探索动散条件下组织生活制度落实举

措；某连在开展教育实践活动期间，组

织官兵重走“忠诚”主题线路，感悟信仰

的力量，并配合举行“奋斗有我，攻坚看

我”先进事迹报告会，激励大家将强军

信念转化为自觉行动……

红 色 故 事 励 斗 志 ，岗 位 建 功 正 当

时。记者了解到，“流动课堂”激发了

官兵干事创业热情动力，该旅先后完

成联演联训、实兵演习、试验试训等大

项任务。

第 72 集团军某旅设计多条思想政治教育线路构建体系课堂—

沿线走一趟 思想受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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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您好，李宁已到家，之前的

事情我们已经处理好了，给您添麻烦

了。”“不麻烦，都是自家人，希望你们

的日子越过越好……”这天早上，第 76

集团军某旅通信连指导员郭昊轻点手

机屏幕，给休假返乡战士李宁的妻子

牛玉萍回复信息，为夫妻二人和好如

初感到高兴。

前段时间，连队担负某项课目示

范任务，李宁作为骨干主动推迟了休

假 。 得 知 消 息 后 ，他 的 妻 子 有 些 失

落，暗自生闷气并对丈夫有些冷落。

了解情况后，郭昊立即给牛玉萍

发去短信：“李宁是一名优秀骨干，他

取得的成绩离不开您的付出与支持。

最近他工作繁忙，压力较大……”牛玉

萍很快回复：“李宁是个‘闷葫芦’，这

些情况我都不知道，我还以为他在故

意找借口。”郭昊一边与牛玉萍保持联

系，安抚她的情绪，一边琢磨由其他骨

干 分 担 李 宁 的 工 作 ，让 他 按 计 划 休

假。最终，在郭昊的帮助下，这对小夫

妻消除了误解。

军人使命在身，往往与家人聚少离

多。郭昊感到，连队与官兵家庭建立有

效沟通，不仅可以增进对官兵的了解，

帮助他们解除后顾之忧，还有利于构建

联培共育机制，促进官兵成长成才和保

持思想稳定。

郭昊的手机里，至今珍藏着 127 条

短信。这些短信大多是他主动发给官

兵家属的，不涉及敏感事项和工作内

容，或了解官兵家庭情况，或协助处理

家庭问题，或向官兵父母求助……读着

这些短信，笔者真切感到他对连队官兵

的关心爱护。

去年，郭昊从组织科干事岗位调整

到通信连任指导员。如何快速融入连

队，被官兵认可接纳，着实让他苦恼了

一阵。

有一次，战士刘醉天请假回老家订

婚。按照惯例，郭昊给刘醉天的家人发

送短信，提醒有关注意事项。末了，他

表扬了刘醉天的近期表现，并缀上几句

祝福语。出乎预料的是，刘醉天父亲给

他回复了一段长长的文字，表达了对儿

子长期服役的支持，还转达了刘醉天的

一些内心想法。通过此次交流，郭昊对

刘醉天有了更多了解。

惊喜，出现在刘醉天休假归队之

后。郭昊发现，刘醉天工作训练干劲

更足了，主动找他聊天的次数也增多

了。问及原因，刘醉天说出了心里话：

“ 指 导 员 ，我 看 了 您 给 我 父 亲 发 的 短

信 ，才 知 道 自 己 一 直 被 连 队 寄 予 厚

望。我如果不好好干，怎么对得起组

织的培养！”

此事对郭昊触动很大，从那以后，

他 逐 渐 养 成 了 与 官 兵 家 属 沟 通 的 习

惯。除了打电话，他经常主动发短信交

流，即便外出培训或休假在家，也没有

中断过。为了防止遗漏，郭昊还在手机

里设置了日期提醒。

“叔叔，向您说声对不起，我没有照

顾好旭萌。希望他成长中遇到的困难

坎坷，能化为日后的勋章。”一天，上等

兵吕旭萌在训练中不慎受伤，郭昊代表

连队党支部向他的父亲说明情况。吕

旭萌的父亲表示理解，还让儿子好好养

伤，早日回归岗位。

“阿姨，希望您能劝劝陈虎，收下组

织的这份温暖……”一级上士小陈的父

亲去世较早，母亲年事已高、身体不好，

但小陈对此一直不愿透露。通过与小

陈母亲交流，郭昊得知了这一情况，主

动为小陈申请了困难家庭补助。

一 条 条 短 信 ，宛 如 架 起 一 座“ 连

心桥”，一头连着部队、一头连着家庭，

在不经意间开启一场场“双向奔赴”。

下士王宇鸿接连两次考学失败，自

信心受到打击，一度萌生退伍的想法。

郭昊与王宇鸿的家人一起讨论，制订了

“家庭多鼓劲、组织给平台”的解决方

案。在双方共同努力下，王宇鸿重新振

作起来，在上级组织的岗位练兵比武

中，打破“抓绳上”课目尘封多年的纪

录，荣立个人三等功。

通过与郭昊的交流，很多家长更加

了解自己的孩子。中士葛嘉良的母亲

在回复时感慨：“没想到儿子表现这么

优秀，我一定支持他好好干！”上等兵周

俊杰的父亲写道：“儿子真的长大了，也

懂事了，我和他妈妈感到很欣慰……”

“带兵人把官兵放在心上，官兵把

责任扛在肩头。”郭昊说，带兵就是带

心 ，大 家 心 往 一 处 想 ，劲 就 会 往 一 处

使。去年以来，连队官兵参加旅创破纪

录比武取得总分第一名，接受上级组织

的考核取得两个专业第一名，就是有力

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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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一名原打算退伍的班

长递交了留队申请书。他说，在一个

团结友爱的集体里工作生活，自己很

有获得感、归属感。他之所以能有这

样的认识和转变，与我跟他的父母短

信交流有关。

如果此时有人问我：一条短信的力

量有多大？我完全可以这样回答：大到能

为连队留下一名技术过硬的专业骨干。

其实，无论发短信还是打电话，都

是与官兵家人保持沟通的一种方式，我

最想借此表达的，是一名基层带兵人要

对所属官兵及时关注、关心和关爱。

坦白讲，刚任指导员时，我尝试了

不少办法融入连队，但收效不大。一

次恳谈会上，战士们的心声给了我启

发。“大家不怕吃苦，怕的是努力付出

未被看见、不受尊重”“带兵人的每一

句话，无论表扬、批评、鼓励还是指点，

都会对我们产生很大影响”……从那

以后，我不再纠结于官兵怎样看我，而

是从本心出发，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一个气温骤降的晚上，我去查哨，

发现新兵小李冻得鼻头通红，便伸手

摸了摸他的上身——迷彩服里面只有

一件薄秋衣。我赶紧回到宿舍，给他

拿了一件厚衣服。“没想到指导员如此

细心，就和家长一样……”几个月后的

一次集体活动中，小李与全连官兵分

享了这件事。

在我看来，此事不足挂齿，小李却

念念不忘。那一刻，我感受到了带兵

人言行举止的分量。

今年春节前，各连制作黑板报营

造节日氛围。我发现官兵家属对此

很感兴趣，经常围着欣赏。于是，我

提出专门为他们制作几块黑板报，大

家都很支持。当写有“欢迎嫂子回家

过年”“军功章有您的一半”等标语的

黑板报在家属院展出时，反响非常热

烈。一名军嫂感慨：“这几句话经常

听，但这次感受不一样，感谢部队领

导如此用心！”

相信类似这样的小事，在每一座军

营里会经常发生。经历得多了，我愈加

懂得，带兵育人是一个用“热心”换“心

热”的过程。只要捧出一颗真心、付出

一份真情，官兵的心会被越焐越热。而

且大多时候，并不需要“大火猛烧”般的

炽烈，最贴心的温暖、最真挚的情感往

往就蕴含在一枝一叶间、点滴细节里。

所以，做一名有心人、用心人吧！

以此与广大带兵人共勉。

（孙晨、章林峰整理）

用“热心”焐得“心热”
■第 76 集团军某旅通信连指导员 郭 昊

“杨班长，值班室的监控信号断了。”

这天凌晨两点，武警安徽总队黄山支队

通信班一级上士杨根被战友叫醒。他翻

身下床，开始最近一个月的第 4 次夜间

抢修。

“忙的时候恨不得自己是哪吒，有三

头六臂才好。”杨根介绍，支队熟悉通信

网络的人员较少，年轻战士还没成长起

来，一旦骨干外出执行任务或者休假，能

用的人手就会捉襟见肘。

转机，出现在不久后的一次战备拉

动中。当时，某执勤中队车载通信设备

突发故障，各专业骨干正在其他点位作

业，一时赶不过来。虽然最终排除了故

障，但这次险情让支队党委感到，必须尽

快改变专业领域“几根顶梁柱硬撑一片

天”的现状，聚焦“一专多能”培养人才，

实现工作执勤“岗位兼通”。

很快，一场以“集智攻关、全员强能”

为主题的经常性基础性工作能力集训拉

开帷幕。他们根据支队人才现状，区分

战备执勤、信息通信、装备管理等多个专

题，采取授课辅导、实操演示、难题研讨、

经验介绍、讨论交流等方法，助力参训人

员加钢淬火。

集训首日，信息通信股干部詹陈将

通信装备常见故障和疑难问题写成纸条

放进信封，让参训人员抽取解答。“这个

故障代码，我以前从未见过。”看着抽到

的题目，某中队下士郭昕昊直摇头。几

名战友围拢过来，分享各自想法，很快给

出了正确答案。在随后的授课中，詹陈

围绕几个重点问题进一步讲透原理，帮

助大家加深理解。

如何优化装备操作流程，提升装备

管理质效？如何健全机制，保持动散条

件下通信畅通？接下来的集训中，一些

常见的工作训练难点堵点摆上桌面，被

逐一破解。

军械员兼文书马壮以前干工作，眼

睛只盯着自己专业的“一亩三分地”。通

过此次集训，他不仅开拓了视野，掌握了

更多装备管理的管用招法，还主动“跨

界”学习后勤保障、人力资源工作的有关

知识。“只有不断走出舒适圈、扩大知识

面，把‘一招鲜’升级为‘招招硬’，才能成

长为全能型、复合型人才。”马壮说。

笔者了解到，此次集训临近尾声时，

该支队开始筹划下一轮集训。“平时多练

几手，战时就会多几分胜算。”得知这一

情况，杨根为机关点赞，“希望这样的能

力集训定期开展、形成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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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新闻前哨

上图：3月 21日，新疆伊犁军

分区组织上半年入伍新兵为界

碑描红，教育引导他们坚定从军

报国志向。

狄 凯摄

下图：近日，陆军某综合训练

基地组织官兵开展心理行为训

练，强化团结协作意识和心理适

应能力。图为官兵放飞写有个人

梦想的纸飞机。

庹健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