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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第一，是全队学员用心血和

汗水‘拼’出来的！”日前，武警警官学院

第二季度军事体育运动会落幕，某学员

队获评“军体之星”第一名。站在领奖

台上，该学员队队长徐永幸激动之情溢

于言表。

此前，该学员队在备赛期间的几次

摸底自测中，成绩都不理想。

如 何 激 发 大 家 的 荣 誉 感 和 进 取

心？该学员队干部思考再三，决定围绕

“荣誉是奋斗出来的”话题，开展一堂教

育微课。

“优异成绩不会凭空降临，只有艰

苦奋斗、持续努力，才能赢得属于自己

的荣誉。”学员赵年矾道出自己对荣誉

的认识。

“尽管我们暂时落后，只要大家紧

密团结、携手共进，敢于为荣誉而战，就

一定能取得好成绩。”学员李顺雨说。

……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纷纷道出自

己对“荣誉”的理解和认识，讨论气氛

热烈。

“要想在接下来的军事体育运动会

上一鸣惊人，必须靠大家齐心协力、敢

打敢拼。”讨论结束时，该学员队教导员

总结道。

一 堂 短 短 十 几 分 钟 的 随 机 教 育

课 ，不 是 单 向 的“ 我 讲 你 听 ”，每 个 人

既 是 教 育 者 也 是 被 教 育 者 。 看 似 简

单 的 教 育 形 式 ，却 深 深 触 动 了 学 员

们 的 心 灵 。 从 那 天 起 ，学 员 们 采 取

小 组 合 练 、结 对 帮 练 、个 人 精 练 等 方

式 ，一 有 时 间 就 铆 在 训 练 场 ，加 班 加

点 专 攻 精 练 。 最 终 ，他 们 以 优 异 表

现勇夺桂冠。

“思想政治教育取得实效，既要用

好主阵地，也要积极发挥小课堂的作

用。”该学员队干部介绍，他们结合学员

思想特点，积极创新方法手段，探索建

立“一两 句 引导+三五人解读”随机教

育模式，灵活开展经常性思想教育，受

到学员欢迎。

记者了解到，“一两 句 引导+三五

人解读”随机教育模式，是指教育者根

据教育主题，科学设计教育内容，归纳

一两句主题鲜明、便于记忆、号召力强

的概括性语言，再选取部分学员结合自

己的理解补充阐释，达到入脑入心、见

行见效的教育效果。

电影《中国霸王花》主人公原型，曾

在该院任职。聚焦“铸牢政治忠诚、打

好攻坚之战”深化教育实践活动全面展

开后，该学员队组织全体学员重温这部

经典之作。

11 岁，离开父母远赴外地求学；16

岁 ，借 15 元 钱 坐 火 车 到 成 都 报 名 参

军；17 岁，成为女子特警队队员……电

影放映结束，该学员队干部又介绍了

主人公原型的成长经历，向大家发问：

“她的奋斗经历，让你有哪些触动？”

深 受 触 动 的 学 员 们 纷 纷 举 手 发

言。“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普通女孩，历

尽艰辛却始终保持奋发向上的昂扬姿

态。她的拼搏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学

员石礼康说，“作为新时代的奋斗者，唯

有在强军路上奋勇拼搏、勇毅前行，才

能不负时代、不负青春。”

“ 教 育 手 段 只 是 形 式 ，入 脑 入 心

才是关键。”该学员队领导告诉记者，

探索推开“一两句引导+三五人解读”

随机教育模式过程中，他们精准确定

教 育 主 题 、精 心 设 计 教 育 内 容 ，灵 活

利 用 课 余 时 间 、训 练 间 隙 、晚 点 名 等

时 机 开 展 教 育 ，引 导 学 员 广 泛 参 与 ，

达到“人人当主角，个个受触动”的教

育效果。

教育入脑入心，官兵活力迸发。今

年以来，该学员队 3 次参加学院组织的

集体考核，成绩全部为“优秀”。

武警警官学院某学员队创新随机教育模式—

一两句引导 三五人解读
■丰 和 本报记者 郭丰宽

习主席指出：“好的思想政治工作

应该像盐，但不能光吃盐，最好的方式

是将盐溶解到各种食物中自然而然吸

收。”教育是一门“在脑子里搞建设”的

艺术，如盐在水、润物无声才能“自然

而然吸收”。

新 时 代 官 兵 普 遍 学 历 高 、思 想

活 ，开 展 教 育 不 仅 要“ 讲 道 理 ”，更 要

“ 讲 门 道 ”；不 仅 要 让 他 们“ 听 得 懂 ”，

更 要 让 他 们“ 听 得 进 ”。 武 警 警 官 学

院 某 学 员 队 探 索 建 立“ 一 两 句 引 导 +

三 五 人 解 读 ”随 机 教 育 模 式 ，灵 活 开

展经常性思想教育，着力提升教育针

对性和实效性，在潜移默化中启迪心

灵、塑造灵魂。

教育贵在“动”心，心诚则大有可

为。为更好推动思想政治教育走深落

实，各级应紧盯官兵“活思想”设计教

育内容，围绕增强“源动力”丰富教育

形式，让教育接地气、聚人气、有生气，

有效激发官兵立足战位建功军营的热

情动力。

让教育“如盐在水”
■郭丰宽

短 评

夏日，西藏军区某旅开展远程机动训练。 路前进摄

近日，空军某部组织飞行训练。

靳航宇摄

本报讯 冯培彬、特约通讯员韩帅

报道：侦察分队抵近侦察实时回传情报

信息、火力分队根据引导实施火力打击、

工兵分队为后续部队开辟通路……初夏

时节，陆军某旅组织一场实战背景下的

多兵种协同对抗训练。

训练现场，面对临机导调特情，指挥

员迅速研判态势，果断下达指令。侦察

监视、火力支援、联合突击等行动紧密衔

接，各兵种高效配合、有力协同，顺利突

破“敌”防线。

“训练组织流畅高效，得益于前期在

模拟训练系统上反复推演战法训法。”该

旅领导介绍，他们充分发挥模拟训练系

统的“磨刀石”作用，将传统演训场与模

拟训练系统有机融合，形成“提出构想—

模拟演练—训练验证—优化改进”闭合

链路，有效缩短战法训法探索验证周期，

加速部队战斗力生成。

以往，模拟训练系统按专业区分、各

自独立，官兵只能重复练习单项技能，难

以开展战术战法的协同配合训练。为

此，该旅机关与科研院所携手合作，将单

一装备独立训拓展为多兵种专业、多武

器装备协同训，并将指挥、情报、打击等

要素一并纳入，打造可实现“一网联训”

的“虚拟训练场”。

笔者在该旅模拟训练中心看到，升

级后的模拟训练系统功能大幅拓展，可

模拟雨、雪、雾等多种复杂气象条件和烟

尘、爆炸、闪光等环境效果。官兵可随机

切换作战对手、作战场景、作战方式，在

高度仿真的战场环境中，操纵装备做出

多种战术动作。

一场模拟对抗训练结束后，该旅各

分队指挥员围坐在“数据复盘区”，通过

视频回放剖析训练中发现的问题，进一

步完善作战方案和协同计划。

“模拟训练是实装合练的‘预演’。”

该旅作训科科长介绍，将不同作战方案、

作战编组、兵力部署通过系统推演改进

优化后，再将最优作战方案置于实战化

演训环境检验，不仅节约了训练资源，缩

短了训练时间，还大大提升了训练效果。

陆军某旅利用科技手段加快战法训法创新

虚拟空间推演 实训环境验证

“一等转进！”近日，海军某部一场实

战背景下的机务保障训练紧张进行。面

对部分机务骨干出现“伤亡”等临机特

情，机载设备技师、一级上士石亮亮在多

个专业岗位间交替“补位”，与战友密切

协作，圆满完成保障任务。

“战场态势瞬息万变，只有平时做到

‘一专多能、一兵多用’，上了战场才能处

变不惊、灵活应对。”该部领导介绍，随着

使命任务不断拓展，多机型维护面临保

障 周 期 缩 短 、骨 干 力 量 不 足 等 现 实 困

难。为此，他们结合战时保障任务特点，

探索推行一专多能型人才培养模式，鼓

励军士骨干不断拓宽能力边界。

为锻造专业技能过硬的战场“多面

手”，他们打破专业、岗位、年龄等限制，

探索建立“多机型、多专业、多战位”的

“三多”机务组训模式，利用异地驻训、重

大任务等时机，组织军士多岗轮训、交叉

互训，在不同战位的摔打磨砺中实现能

力换挡、素质升级。

该部为不同层级军士绘制个性化

“成长路线图”：初级军士先夯实本机型

操作技能及专业基础，再逐步开展跨机

型延伸训练；中级军士在精研本岗位核

心技能基础上，通过岗位轮训锤炼多专

业操作技能；高级军士重点进行多机型

全周期专攻精练，贯通设备排故、参数

检查、维护保养、机件更换等全流程保

障链路。

为确保人才培养取得扎实成效，该

部还建立“准入资质审查”和“动态考评

管理”双重机制，规定现岗位专业技能考

核未达优秀等级的，不得申请跨领域复

合培养。各机组还针对阶段性考核未达

标人员，深入查找问题原因，采取延长周

期、专项巩固、专人带教等方式强化培

养，确保培养出的骨干“招招过硬”。

一专多能型人才培养模式推行以

来 ，该 部 涌 现 出 一 批 机 务 保 障“ 多 面

手”。前不久，该部组织一场应急抢修训

练，面对人员“伤亡”、多机出动等复杂情

况，某任务分队官兵灵活搭配、默契配

合，在模拟减员的情况下快速完成发动

机更换，圆满完成保障任务。

海军某部引导军士骨干不断拓宽能力边界—

锻造更多机务保障“多面手”
■周子强

炎炎夏日，第 80 集团军某旅训练

场上，随着一阵急促的警报响起，一场

工兵专业协同训练紧张展开。

指挥所内，担任当天训练“要素指

挥长”的筑城分队队长李晓辉紧盯地

图，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尽管对本

专业任务流程烂熟于心，但第一次以

“要素指挥长”身份指挥协同训练，李晓

辉心中还是有些忐忑。

“侦察组前出 500 米，标记‘敌’炮

火覆盖区域”“爆破组沿山脊线设置反

坦克壕”“伪装组利用地形和植被迅速

进行伪装”……随着一条条清晰的指令

从李晓辉口中传出，参训官兵闻令而

动，迅疾奔赴战位展开操作。

训练现场，“敌”装甲车组沿山谷一

路突进。官兵预先设置好的障碍带与

无人机诱骗阵地相互配合，迫使“敌”装

甲车组偏离主攻方向，为炮兵火力覆盖

赢得宝贵时间窗口。

成功达到预定目标，李晓辉长舒了

一口气。“过去参训，我们只管挖坑道、

设掩体；如今组训，得像下棋一样，提前

想好下一步。”擦去额头上的汗水，他对

记者说，“作为‘要素指挥长’，必须牢固

树立体系作战思维，精准把握不同专业

展开行动的最佳时机。”

李晓辉告诉记者，为推动各要素真

正融为一体、实现攥指成拳，旅里在日

常训练中让道路、桥梁、通信等分队轮

流担任主角，结合不同作战背景，研练

不同条件下的特定战法。由各分队指

挥员轮流担任的“要素指挥长”，就是协

同训练的主导者。

这样的转变，源自一场演训任务的

教训。

此 前 ，该 旅 组 织 一 场 专 业 训 练 考

核，某筑城连官兵挥汗如雨，全力构筑

野战指挥所掩体。千米之外的一处山

坳里，某伪装连忙着开展“植被仿真伪

装”课目训练。

指 挥 所 掩 体 构 筑 刚 过 半 ，特 情 突

至：“发现‘敌’无人机，立即对作业区域

实施伪装！”筑城连干部赵崇楠看着尚

未封顶的掩体工事，额头不禁沁出一层

冷汗：连队并未携带足够的伪装网，且

官兵缺乏植被伪装经验，就地取材很难

完成任务。

此时，拥有专业伪装器材和骨干力

量的伪装连就在附近，只需几分钟就能

赶来支援。要不要申请“外援”？赵崇

楠抓起电台，又松开了手：伪装连也要

迎接考核，贸然求援会不会影响他们的

考核成绩？

战机转瞬即逝。短暂的犹豫，已使赵崇楠错过最佳时机。随着无人机轰鸣

声由远及近，电台里随即传来“指挥所遭袭被毁”的通报。

“为什么不请求伪装连支援？”复盘总结时，面对导调组的发问，筑城连官兵

无言以对。原来，此次考核，导调组特意将两支工兵分队施工现场一体规划，并

针对筑城连伪装力量薄弱的特点设置考题，就是为了检验双方战场环境下的协

同配合意识和体系作战能力。

“不是能力不足，而是思维受限。”赵崇楠盯着手中的工兵专业分类表，深刻

反思症结所在，“目光局限于各自专业，眼里只有局部没有整体、只有‘小我’没

有‘大我’，就会陷入孤立作战的思维误区。”

作为战场建设的主力军，工兵既要负责道路抢修、桥梁架设等“硬工程”，也

要融入侦察感知、电子对抗等“软链路”。谈及不同专业协同作战的重要性，该

旅一名作训参谋告诉记者：“一片反坦克雷场的布设，需侦察、测绘、通信等多要

素支撑；一座应急浮桥的架设，往往需要防空、电抗等多兵种掩护。只有将不同

工兵专业力量拧成一股绳，才能在复杂战场环境中构建起工程防护网、立体交

通网，为作战部队打开通路、创造战机。”

为此，该旅紧盯未来战场需求，打破“单要素、分兵种”常规组训模式，按照

“专业强化、编组合成”思路，分阶段组织体系化练兵。同时，区分组训层级、参

训人员、训练课目，通过互教互学共同提高、互为对手真打实抗等方式，不断增

强官兵体系作战思维。

该旅领导告诉记者，“要素指挥长”主导协同训练，就是训练方式转变的一

个缩影。训练场上，来自道路、桥梁、侦察、筑城、地爆等不同专业的“要素指挥

长”轮流担任指挥员，发挥各自优长排兵布阵，共同提高打赢能力。随着一场场

综合协同训练深入推进，一批战场视野开阔、综合素质过硬的“要素指挥长”快

速成长，推动部队体系作战能力水涨船高。

夜幕降临，又一场多要素协同训练拉开帷幕。随着“要素指挥长”一声令

下，侦察无人机腾空而起，工程机械轰鸣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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