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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工缺课”现象，靠统筹
的办法治理——

“人少也要抓教育，

事多不能松教育”

3 月 14 日，星期五下午。

窗外，春风拂柳、景色宜人。室内，

参加教育的干部职工心无旁骛。

教育结束后，记者见到了某人武部

参谋闫开营。

提到去年这段时间的教育，闫开营

有点尴尬。那时，他也收到了参加教育

的通知。但是当时，他手头的活太多，民

兵整组、调研企业编兵情况、筹划基干民

兵轮训备勤……他的时间被占得满满当

当，以至于一些教育没参加。

去 年 5 月 ，河 南 省 军 区 机 关 工 作

组 来 到 该 人 武 部 检 查 教 育 落 实 情 况 ，

闫开营因为多次缺席教育活动受到批

评。

谈到此事，闫开营坦言：“如果像今

年这样，我就不会因为缺席教育受到批

评了。”今年，接到教育通知的闫开营不

仅早早调整了手头工作按时参加，还在

课上就所听取的违法违纪案例通报谈了

自己的看法。

同样是参加教育，为何“状态”大不

相同？闫开营告诉记者，从去年起，省军

区改进了教育模式，将每周的星期五下

午专门用于开展教育，没有紧急任务和

特殊活动不得挪用，这让大家有了参加

教育的时间。

其实，该省军区教育模式的改进，

并不只是与闫开营的“挨批”有关。那

次 检 查 ，工 作 组 对 教 育 落 实 情 况 进 行

了全面摸排，一了解，才知道发生在闫

开营身上的情况并不是个例。他们发

现，在一些人武部，大家认为相关人员

是 为 了 忙 工 作 才 缺 席 了 教 育 ，情 有 可

原。

进一步的摸排，让工作组意识到，一

些人员在思想观念上存在误区。

——“人武部人少事多，挤占点教育

时间来干其他工作可以理解。”有这种错

误认识的人员占比在 10%以上；

——“人武部的主业是征兵、抓建民

兵队伍，且时间要求紧，在这些关键时

段，教育要‘让路’。”有这种错误思想的

人员占比为 8%；

——“不重要的教育可以不搞，没有

发生问题迹象的教育可以不搞。”有这种

错误观念的人员占比为 5%。

对 工 作 组 汇 报 的 情 况 ，该 省 军 区

党 委 高 度 重 视 ，组 织 召 开 了 改 进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专 题 会 ，达 成 共 识 ：“ 省 军 区

系 统 工 作 环 境 存 在 社 会 化 、开 放 化 特

点 ，很 多 人 员 在 工 作 中 往 往 需 要 独 当

一面，手中或多或少都握有一定权力，

所 受 的 诱 惑 和 考 验 更 多 也 更 加 直 接 。

因 此 ，组 织 开 展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活 动 不

仅 不 能‘ 让 路 ’，还 务 必 入 脑 入 心 取 得

实 效 ，才 能 确 保 其 他 工 作 高 效 有 序 地

开展。”

对一些人员因忙于工作而缺席教育

的现象，他们在认真分析后也得出结论：

这种现象的存在，看似是工学矛盾突出

所致，但归根结底，是因为所想的办法不

多、统筹的力度不够。

按 照 这 一 思 路 ，他 们 组 织 人 员 积

极探索适合省军区系统实际的教育路

子 ，经 论 证 ，研 究 制 订 了《每 月“ 四 堂

课”教育落实规范》，对主题教育、基础

教 育 和 经 常 性 思 想 教 育 进 行 统 筹 安

排 ，科 学 设 置 理 论 课 、教 育 课 、警 示 课

和 分 享 课 ，规 定 师 级 单 位 每 月 集 中 组

织 1 至 2 次大课及课后交流，团级单位

侧重搞好分享课。

“人少也要抓教育，事多不能松教

育。”该省军区政治工作局一名领导告

诉记者，“这个规范，通过增强针对性，

准确把握统与分、质与效的关系，立起

鲜明导向。”

记 者 在 翻 看 该 省 军 区 每 月“ 四 堂

课”教育安排时留意到，理论课主要采

取集体领读学、授课辅导学、个人读书

学等方式；教育课围绕主题教育、基本

教育和党课教育等展开；警示课以组织

所属人员学习违规违纪通报案例和参

观教学为主；分享课注重让人人参与，

分享教育心得。

他们还规定，师级单位每月按规定

时间节点上报下一个月的教育计划，由

省军区统一审核教育内容，以确保教育

实施的刚性。

“合并同类项、压减多余项，减量不

减质，教育的针对性更强了。”采访期间，

某警备区政治工作处蔡主任谈到了他对

每月“四堂课”教育的印象。

蔡主任举例说，人武部以干部、文

职 人 员 为 主 ，于 是 在 婚 恋 观 教 育 中 融

入家风教育；与作战部队相比，人武系

统 的 武 器 实 弹 射 击 机 会 相 对 较 少 ，于

是结合武器定期保养搞好管装爱装教

育。

前不久，再次见到闫开营时，他告

诉记者：“以前总觉得参加不参加教育

不太要紧，现在认识到，参加教育就是

在给思想定期‘做保养’。这种‘思想保

养’能让人心里更加踏实、工作时更有

方向感。”

“讲故事”的党课为啥受
欢迎——

“一个好故事胜过一

打生硬的道理”

这是一堂别开生面的党课，课堂设

在开封市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口。

今年 1 月，为落实省军区部署的专

题教育，该县人武部组织全体人员来到

这里，开展党性教育。

站在冷风中的兰考县人武部周政委

讲起了焦裕禄“风雪夜探望群众”的故

事：“那个夜晚，风卷雪花，气温骤降，焦

书记来到这里，一户一户地察看困难群

众御寒情况，现场帮助解决问题。同样

是党员，让我们想一想，在践行为人民服

务宗旨方面做得怎么样？平时下基层

时，身上有没有带着官气、骄气……”

“站在张庄村口，加上冬日的寒意，

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一名干部告诉

记者，“尤其是听着焦裕禄同志的事迹，

让我对党员干部的使命感、责任感有了

更深刻的认识，感到热血沸腾。”

“这正是我们通过改进教育模式想

要达到的效果。”该省军区政治工作局领

导告诉记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取得

这种效果，与采用‘观点+故事+分析+结

论’施教方式息息相关。”

“观点+故事+分析+结论”施教方

式，是该省军区开展每月“四堂课”教育

采用的基本架构。

去年下半年的一次调研中，带队的

一名省军区领导发现，基层单位开展教

育普遍存在“三多三少”现象，具体来说

就是：学习文件多、解读要点少；抄写笔

记多、讨论交流少；照本宣科多、启发内

在少。与这种现象相伴的，是教育质效

的徘徊不前。

“严禁照抄照搬资料”“严禁教育全

程念材料”……尽管此后该省军区对此

类问题进行了纠治，但效果并不明显。

于是，该省军区党委在筹划规范方

案时专门就此事进行了讨论。

“说到底，是缺少一条通往官兵心

里的路”“教育越走心，道理越入心。怎

么才算走心，就是要找到这条路”“给官

兵讲道理，关键在于寓理于事、析事明

理”……渐渐地，答案在讨论中浮出水

面——当前人武部系统所属人员思想

活跃、个性鲜明，必须从单向灌输式教

育向启发诱导式教育转变，才能事半功

倍。于是，“观点+故事+分析+结论”的

施教方式被提了出来，并在《每月“四堂

课”教育落实规范》中被确定为教育的

基本架构。同时，该省军区还建立“推

门听课”机制，不定期抽查各级教育落

实情况，推动各级在开展教育时“将故

事讲起来”。

“以前听课人员有两怕，一怕理论课

听不懂，二怕党课讲得不生动。”某干休

所王政委说，“现在，这方面的问题正在

得到解决。”

前不久，该所组织党课教育，王政委

没再大费周章地找“范本”，而是多方搜

集抗美援朝老战士的故事。经过思考，

他以“品味三件传家宝”为题，讲述了 3

名抗美援朝功臣的藏品背后的故事。随

着他的动情讲述，一张画报、一枚勋章和

一封家书背后的感人故事呈现了出来，

听课人员也被功臣们爱党护党的行为与

精神深深打动。

“ 一 个 好 故 事 胜 过 一 打 生 硬 的 道

理。”王政委也由此进一步认识到讲好

故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王政委的这次成功，只是该省军区

系统众多施教者主动学着讲故事的一个

缩影。在这种探索与实践中，启发诱导

式教育渐成主体。

“掂大勺”的职工站上授
课席，讲起教育课——

“一个人的感悟，可

能就是启发别人思想的

‘钥匙’”

在某人武部掂了 39 年大勺的职工

李永良，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他能给同事

和民兵骨干上课。

“香菜根能腌凉菜，芹菜叶能做蒸

菜，节约要从一点一滴做起……”该人武

部结合“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组织艰苦

奋斗专题教育。在人武部领导的鼓励

下，李永良也走上讲台，向大家分享了自

己多年来精打细算、勤俭节约的故事，赢

得一片掌声。

“倾听他人的故事，检视自己的行

为。和李永良相比，自己缺少过紧日子

的思想。”听完李永良的分享，该人武部

代政委肯定了活动成效，“分享课的确有

作用，一个人的感悟，可能就是启发别人

思想的‘钥匙’；一个人的经历，可能就是

他人前进的‘参考路标’。”

“从规范出台那天起，就突出了人

人参与其中。”该省军区明确要求，落实

每月“四堂课”教育，团级单位人人上台

分享教育心得，不限形式、不限时间。

为何要强调人人参与？该省军区政

治工作局领导坦言：“就是为了解决基层

教育课堂活力不够、效果不佳的问题。”

该领导表示，以前有两种错误认识，一是

上教育课是政工干部的事，二是推进教

育是领导干部的事，这两种认识的存在，

导致教育的主体反而被忽视。

为了让受教育者积极参与到教育

中，从后台走向前台，从配角变为主角，

该省军区决定突出分享课这个环节，努

力打造“百家讲坛”。随着观念的更新，

大家也日益相信，每一名官兵都是一棵

“大树”，都具有“摇动他人”的能力，发挥

大家的主体作用，就能达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

该省军区某训练队张参谋曾在高原

边防工作多年，参加过不少重大行动和

任务，但他不善言辞，一直是那种“只干

不说”的干部。

单位组织“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

时，张参谋下定决心，走上了讲台。对

此 ，他 的 解 释 是 ：“ 大 家 都 在 分 享 ，都

在 通 过 分 享 贡 献 自 己 的 力 量 ，我 也 想

试试。”

张参谋所讲的扎根边防那段经历，

深深打动了战友们。听完他的分享，不

少正在集训的新兵表示，要向张参谋学

习，去条件艰苦的地方锻炼自己。由此，

张参谋也变得开朗起来，在日常工作中

开始主动表达自己的想法。

众人拾柴火焰高。去年下半年以

来，该省军区从上至下组织的分享课活

动确实有了“百家讲坛”的气象。从现役

官兵到文职人员、从职工到民兵，不同身

份的人员，纷纷上台分享教育心得，激活

了一池春水。

让每月“四堂课”讲得更有吸引力
■鲁建辉 本报特约记者 王根成

在 中 央 军 委 政 治 工 作 会 议 上 ，
习主席明确要求“推动我军思想政
治 教 育 体 系 落 地 ”，为 加 强 新 时 代
思想政治教育指明了方向、提供了
遵循。

注重体系建设是现代军事力量建
设的重要特征，战斗力建设要靠体

系，思想政治教育也要从理念、内容、
方法、力量、工作运行和制度机制等
方面，进行体系性重塑重构，与时俱
进地更新教育理念、优化教育内容、
改进教育方式，从而夯实这项灵魂工
程、固本工程。

去年以来，河南省军区推动一项

“系统工程”——他们根据所属单位实
施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主题教
育、基础教育和经常性思想教育进行统
筹安排，科学设置理论课、教育课、警示
课、分享课，每月开展相应活动。这种
教育模式的系统化创新，有效增强了教
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开 展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工 作 贵 在 找

“支点”。“支点”找得准，就能构建起高

效开展教育的“杠杆”，取得事半功倍

之效。

这个“支点”，是聚焦主体的着力

点。教育是做人的工作，对象是人、核

心是人，因人而始、为人而施。因此，一

切创新都应该突出官兵这个主体。无

论什么时候，教育“供给端”都要精准对

接官兵需求，着眼于人、着力于人，影响

人、改变人、塑造人，不能为创新而创

新，不能偏离教育的初衷，更不能忽视

教育的主体，否则就会事倍功半，甚至

南辕北辙。

这个“支点”，是化解问题的切入

点。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更是教育的起

点。组织开展教育如果抓不住官兵的

现实问题和活思想，就不可能有时代性

和感召力。官兵心中的现实关注点、思

想困惑点、理论渴求点和成长需求点，

都能成为教育的切入点。只有聚焦现

实问题寻策问道，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

工作，才能正本清源、固本培元，激发官

兵潜力，燃旺“强军的炉火”。

这个“支点”，是情感交流的共鸣

点。春风化雨方能润物无声，激起共

鸣才能打动心灵。好的教育，在相当

程 度 上 就 是 那 些 能 引 起 官 兵 思 想 共

鸣的教育。教无定法，贵在得法。多

些 共 情 能 力 ，多 些 换 位 思 考 ，真 正 打

开 心 扉 、将 心 比 心 ，就 能 引 导 和 鼓 励

官兵参与其中、互动共学，寓情于理、

情 理 交 融 ，讲 真 话 、交 真 心 、诉 真 情 ，

使教育成为“那团跳动得最欢快的火

焰”。

当年，毛泽东同志伏案起草古田

会 议 决 议 时 ，郑 重 写 下“ 红 军 党 内 最

迫 切 的 问 题 ，要 算 是 教 育 的 问 题 ”。

今天，教育创新同样任重道远。只有

与 强 军 兴 军 同 步 、与 部 队 建 设 同 频 、

与官兵思想共振，才能快速有效地找

到“ 支 点 ”，从 而 做 到 守 正 创 新 、求 变

求真，在提档升级中推动教育不断提

质增效。

找 准 教 育 创 新 的“ 支 点 ”
■张庆文

4月 10日，河南省军区组织所属单位纪委书记在焦裕禄干部学院开展党性教育。 本报特约记者 王根成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