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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武警湖南总队某支队二级上

士李松阁和他所在“创客小组”设计研

发的步枪复进簧绕簧装置，成功申报国

家实用新型专利。这是该支队“创客小

组”5 年内成功申报的第 4 项国家实用

新型专利。

李松阁告诉记者，步枪复进簧受损

后，利用该装置可快速制作简易替代

品，让武器装备在应急条件下保持良好

作战性能。

该支队领导介绍，近年来，他们着

力构建“创新苗圃”人才培养体系，广泛

开展基层技术革新活动，通过创建“创

客小组”、设立“创客工作室”、开设“创

新课堂”等方式，为基层官兵革新创造

提供广阔平台。

“革新创造的核心目的在于解决

制约战斗力提升的瓶颈问题，‘实用’

‘管用’是检验其成效的根本标准。”谈

起自己走过的装备革新之路，李松阁

有感而发。

一次，李松阁所在大队参加上级组

织的比武。训练场上，队员李建俊携带

的步枪复进簧发生变形，导致射击卡

壳。因替换零部件需要时间过长，李建

俊只好选择退赛。

“能不能设计一种装置，让武器零

部件替换像钟表换电池一样简单？”战

友刘世林的一句话，让李松阁深受启

发，由此产生了设计一款步枪复进簧绕

簧装置的念头。

此后，李松阁与所在“创客小组”成

员在支队机关大力支持下，一起潜心研

究。挑选材料、设计图纸、制作模型……

“创客小组”花费近两个月时间，设计出 5

款模型，并根据模型制作出复进簧的简

易替代品。然而，这批替代品因加工精

度不够，未能通过测试。

某中队指导员廖高福大学期间学

的是力学专业，得知李松阁遭遇难题

后，主动申请加入“创客小组”。在他的

专业知识帮助下，李松阁和大家成功攻

克技术难题。

“革新创造的活力在基层，源头在

官兵。基层官兵作为武器装备使用者、

战法训法实践者，对平常训练中存在的

问题感受最深，对装备操作和训练招法

的改进需求把握最准，更容易迸发出革

新火花、结出革新成果。”该支队领导介

绍，近年来，他们持续开展群众性技术

革新活动，鼓励官兵围绕战训需求揭榜

领题、聚力攻关，让更多革新“金点子”

结出实用“金果子”。

焊接机溅起的火花，映红了某大

队 装 备 管 理 员 李 乐 航 的 脸 庞 。 他 正

在调试改进的一款“通用校枪器”，目

前 已 更 新 到 第 4 代 ，校 准 精 度 大 大 提

高 。 李 乐 航 介 绍 ，起 初 ，为 提 高 枪 械

校准精度，他利用废旧望远镜片和瞄

准 支 架 等 零 件 制 作 了 一 款 简 易 装

置 。 没 想 到 ，支 队 组 织 军 械 员 集 训

时，这款装置得到不少参训战友的认

可。集训结束后，李松阁主动找到李

乐 航 ，提 议 携 手 改 进 这 款 装 置 ，提 升

枪械维修质效。

于是，李乐航带着这款装置加入了

“创客小组”。有了前期研发步枪复进

簧绕簧装置的经验，“创客小组”仅用半

个月时间，便完成了对这款装置的升级

换代，并将其命名为“通用校枪器”。在

此基础上，他们通过不断优化设计，使

其更加适配当前使用的制式装备。

“以往组织射击训练前，常常要耗

费不少时间进行校枪。”某中队杨中队

长告诉记者，“通用校枪器”推广使用

后，有效缩短了校枪时间，提升了校枪

精准度，官兵射击成绩明显提高。

翻 开 该 支 队《创 新 成 果 转 化 手

册》，记者发现，从创意采集、立项评审

到实战检验，10 多道流程清晰明确，每

一项成果后面都标注了“第一发明人”

的名字。

该支队领导告诉记者，为帮助敢闯

敢干者卸下包袱，他们建立健全“容错

机制”，确保大家轻装上阵、放开手脚

干。去年，某中队官兵研发的一款装置

虽未通过检验，支队机关还是为他们颁

发了“勇于探索奖”。

记者采访中，恰逢该支队新一期

“装备微课堂”开讲，列兵刘俊乐登台为

官兵讲解某型冲锋枪的拆解方法。讲

台一侧的“创新苗圃”电子公示栏上，支

队官兵革新“金点子”的推进情况滚动

播放：“夜间射击辅助校准法”即将进行

论证，“模块化野战给养箱”设计方案已

通过论证。

武警湖南总队某支队集智攻关破解装备保障难题—

“创客小组”5年 4获国家专利
■刘粤商 易文龙 本报记者 陈典宏

习主席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力

量在一个“真”字，要用真理说服人、用

真情感染人、用真实打动人。这一重

要论述，既是我军有效开展政治工作

的经验总结和优良传统，也是思想政

治教育的基本规律和本质要求，为加

强和改进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指明了

方向、提供了遵循。

思想政治教育是在人的头脑里搞

建设，“真”是教育基石，也是力量之

源。无论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

时期，我军思想政治教育始终坚持在

“真”字上下功夫，充分发挥真理、真

情、真实的功能，从而凝聚了军心、积

淀了力量。从古田会议决议概括的

“说话通俗化、说话要明白、说话要有

趣味”等“教授十法”，到新式整军运动

“诉苦”“三查”“三整”等，我军政治工

作积累下来的优良传统，闪耀着真理

光辉、承载着真情实感、充满着真实故

事，是我们永远不能丢的传家宝，必须

坚持好、弘扬好。

当前，社会思潮多样化，社会价值

多元化，不仅深刻改变着人们的思想和

行为方式，给官兵思想观念和价值追求

带来冲击，也深刻改变着教育者与被教

育者的关系，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和

生态产生影响。这些变化增加了说服

人、感染人、塑造人的难度，但无论时代

怎么变化，“真”仍是思想政治教育必须

始终牢牢把握的第一位要求。

抓住真理才能撬动灵魂。毛泽东

同志提出：“要好好地说理。如果说理

说得好，说得恰当，那是会有效力的。”

坚持讲好真理，必须聚焦用党的创新理

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这个首要政治任

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凝 心 铸 魂 ，突 出 学 好

习近平强军思想。“理论只要说服人，就

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

服人。”真理若讲不正、讲不实，就难以

打动人。只有坚持高格调、发出好声

音、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以真为

上、以理服人，把大道理讲实、把远道理

讲近、把抽象道理讲具体，在解疑释惑

中正本清源，在明辨是非中凝聚共识，

才能让清澈甘洌的真理之泉滋润官兵

心田，从而让官兵感悟思想伟力、受到

灵魂洗礼、获得精神升华。

付出真情才能走进内心。思想政

治教育既是真理的感召，也是情感的融

入。理是开启心房的钥匙，情是沟通心

灵的桥梁。情到理方至，情阻理难达。

只有“站在同志之地位”“用诚恳的态

度”，悉心知兵、真心爱兵、潜心励兵、精

心育兵，让教育带着阳光、带着温度、带

着真情，做到真情倾注、真诚待人、真心

感召，才能在动之以情中晓之以理，在

情感共鸣中启迪心灵，从而充分调动广

大官兵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

新时代强军事业作出新贡献。

保持真实才能吸引人凝聚人。“真

者 ，精 诚 之 至 也 ，不 精 不 诚 ，不 能 动

人。”何谓真实？就是跟客观事实相符

合，不假、不虚、不空、不造作。教育者

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确保自己言行

举止、为人处事是真诚一致的，所讲的

道理也是实在可信的。陶行知先生说

过：“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

做真人。”真实的东西才能动人心魄。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

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是

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条件。我军政治

工作始终大力倡导实事求是精神，培

塑求真务实作风。新时代军队思想政

治教育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

线，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实效出

发，善于传授“真知真理”、讲清“真情

真相”、说好“真人真事”，深入官兵内

心，引发官兵共鸣，为强军兴军实践提

供可靠政治保证和强大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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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陆军某旅组织飞行训练。 本报特约通讯员 胡其武摄

6月中旬，海军某勤务船大队开展海上训练。

代思远摄

本报讯 刘凯报道：“一幕幕惊心

动魄的战争场景，一场场紧扣战争的激

烈讨论，拉近了课堂与战场的距离。”近

日 ，国 防 大 学 军 事 文 化 学 院 深 入 开 展

“战争影视厅”特色教学活动，以战争题

材影视作品为鲜活素材，引导学员从中

外著名战争的历史背景、指挥决策、战

斗 历 程 中 感 悟 制 胜 机 理 、砥 砺 战 斗 精

神、强化使命担当。

“小到作战单元，大到作战集群，都

需要协同配合。只有扎实提升联合作

战能力，才能在未来战争中占据制胜优

势。”一场观影活动结束后，教员苗健通

过理论剖析、互动研讨等方式，对影片

中的作战样式、指挥艺术、战场谋略、保

障模式等内容进行深入解读，令学员受

益匪浅。

电影《上甘岭》放映结束后，学员们

结合经典战役的启示，围绕“信息化战争

条件下如何培塑战斗精神”展开讨论，深

入剖析战斗意志如何与作战样式相辅相

成。一名学员感慨地说：“过去，志愿军

战士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浴血奋战，依

靠钢铁般的意志打赢了强敌对手；如今，

高技术战争多维一体、对抗激烈，敢打必

胜的血性胆气同样不可或缺。”

“这样的沉浸式课堂，不仅有利于培

塑学员战场思维，也能有效提升教员队伍

教战研战能力。”该院领导介绍，为切实提

升活动质效，每堂特色教学课前，他们都

会组织教研单位成立预研团队，从选题、

解构、剖析、研讨等环节上下功夫，努力让

学员在课堂上有更多思考和感悟。

“‘战争影视厅’特色教学活动，旨

在让学员成长为未来战争的前瞻思考

者，拓宽其观察探寻战争本质规律的视

野。”该院军旅影视研究专家说，下一

步，他们将根据师生反馈情况，持续优

化特色教学活动的授课方式和教学内

容，不断提升育人质效。

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开展特色教学活动

培塑战场思维 提升研战能力
“战争年代，无数革命先辈曾为捍卫

这片热土浴血奋战……”

炎炎夏日，疾驰军列的车厢内，某基

地任务分队江教导员指着车窗外掠过的

群山河流，为官兵讲述任务途经地的红色

历史。

“在任务一线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能

更好激励官兵履职尽责、建功岗位。”该基

地领导介绍，他们常年执行重大任务，官兵

经常转战戈壁荒漠、深山雪原等地域，开展

教育面临部队频繁机动、人员高度分散等

难题。为此，他们结合任务特点和部队实

际，采取“任务牵引＋场景嵌入”的“流动课

堂”模式，组织经常性思想政治教育。在此

基础上，他们还搭设“军列讲堂”“阵地学

堂”“帐篷故事会”“走廊文化墙”等教育平

台，帮助官兵不断坚定理想信念。

为了在铁路输送任务期间高质量组

织思想政治教育，该基地从所属各单位遴

选 优 秀 政 治 教 员 ，组 成“ 戈 壁 星 火 讲 师

团”。每次任务出发前，随队“戈壁星火讲

师团”成员都会针对任务属性和特点，结

合沿途地域红色资源，科学确定教育主

题、精心设计教育内容。

一次任务途中，列车经过河西走廊，

看着沿途连绵的沙丘和被风沙侵蚀的残

垣，“戈壁星火讲师团”成员、三级军士长

李俊弟结合红军西路军光辉战史，为官兵

进行了一堂主题为“血战高台气更雄”的

现地授课，带领大家重温红色历史，激发

奋斗强军的热情动力。

“结合任务开展‘行进式教育’，让千

里 任 务 线 成 为 铸 魂 育 人 的‘ 精 神 补 给

线’。”现场聆听政治教员的动情讲述，一

名战士深有感触地说。

该基地领导介绍，近年来，他们充分利用“流动课堂”开展“强军思想进阵地”系列教

育活动，不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与练兵备战的耦合度，为部队战斗力生成加油助力。走

进该基地某任务分队野战帐篷，一场别开生面的“三言两语话打赢”教育活动火热进

行。官兵围坐在一起，结合红蓝对抗中发现的问题展开讨论，集思广益梳理改进措施。

“流动课堂”释放胜战效能，“战地智慧”催生打赢招法。在最近组织的一次对抗

训练中，该基地某任务分队遭“敌”强力反制。转场间隙，分队长薛志伟召集官兵，利

用“阵地学堂”进行战术推演，研讨改进对抗策略。在随后的任务中，他们通过出其

不意的手段成功突破“敌”防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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