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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

主人公心语：既然选择了铁血军旅，

就要巾帼不让须眉，让青春因奋斗而五

彩斑斓。

——徐晓林

仲春时节，晨曦微露，薄雾在螺旋桨
周围缓缓散开。1200 米高空，“特战小
花”纵身跃出机舱。

半空中，伞花在雾气笼罩下时隐时
现，着陆地域的圈线在她眼中由小慢慢
变大。向左、向右……她“精准点穴”，稳
稳降落着陆圈内。

这 朵 凌 空 傲 然 绽 放 的“ 特 战 小
花”，就是第 71集团军某特战旅女子特
战小队下士徐晓林。入伍 4年，她已完

成各类跳伞任务近百次，能熟练驾驭
各类伞型。

然而，徐晓林首次参加伞降实跳时，
由于过度紧张，空中对降落伞控制不精
准，导致落地时偏离了着陆场……

部队有句俗语：“三肿三消，才上云
霄；圆伞三十，方跳翼伞。”从那以后，为
了圆满完成圆伞实跳任务，徐晓林在模
拟训练中反复练习，双脚肿得厉害，消肿
后接着跳。经过数月的刻苦训练，她终
于顺利通过考核，获准挑战翼伞。

徐晓林大学主修的是体育专业，她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看到征兵广告，便兴
致勃勃地报名参了军。教练替她感到惋
惜：“你获得第 23届山东省运动会 800米
和 1500米两项冠军，有望入选国家田径
队。为何要放弃职业运动员的大好前途
而去当兵？”从小向往军营的她没有过多
解释，而是坚持了自己这一看上去有些
“疯狂”的选择。

新训结束，徐晓林的训练成绩在近
千名新兵中名列前茅。这次她的选择同
样有些“疯狂”——主动申请到训练艰苦
的特战旅。

徐晓林恐高。第一次高楼滑降，她
站在 6楼楼顶，感觉大地仿佛在动，方形
草坪不断变换形状。一阵眩晕感袭来，
她一头栽了下去。好在有绳索保护，有
惊无险。
“选择当特种兵，就要干出个样子，对

得起这身迷彩。”徐晓林暗暗给自己鼓劲。

为战胜恐高这只“拦路虎”，徐晓林
拼尽了全力：经过反复训练、奋勇闯关，
她终于熟练地掌握了滑降本领。为此，
徐晓林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还留下了
“光荣花”——腿上一道“长蜈蚣”形状的
伤疤。

正如《女兵谣》唱的那样：“走进风和
雨，走过冬和夏。”徐晓林用一身戎装扮
靓了青春年华，在特战岗位上浴火成长：
狙击、格斗、机降、渗透、操舟、特种射击
等样样精通……
“战场不会因为你是女性就对你礼

让三分！”徐晓林不放过任何一个挑战极
限、提升自我的机会。

去年，徐晓林报名参加陆军组织的
“特战奇兵-2018”比武。来自全陆军特
战单位的 30名特战“霸王花”同台竞技，
围绕机降、操舟、乘车射击等 6个课目展
开激烈角逐。徐晓林一路咬紧牙关往
前冲，不仅总成绩名列前茅，荣登龙虎
榜，还创下陆军赛场女子 3公里武装越
野纪录。

在掌握的众多特战技能里，徐晓林格
外喜欢伞降。在她眼里，乘着伞花拥抱蓝
天既有壮志凌云的豪情，更充满挑战。

晴天、雨天、暗夜，平原、山地、海边，
徐晓林不断挑战各种复杂条件下的伞降
技能，每次都是新开始。
“特种兵只有掌握了武装跳伞技能，

才能真正形成单兵空降作战能力。”为了
尽早掌握武装跳伞技能，徐晓林和战友们
在近似实战的复杂环境里反复摔打锤炼。

雨后某山地雾气弥漫、能见度低。
离机信号响起，抱着 20多公斤重的战斗
背囊和轻武器，望着隐隐约约的着陆区，
徐晓林和战友们果敢跃出机舱。

引导伞弹出、充气、撑开；主圆伞受
力，伞衣伞绳被拉出，主圆伞开始充气；吊
放作战背囊，重量变化，伞花扰动，进行精
准控制……徐晓林准确降落在目标区。

完美落地，只是一次机降任务的开
始。小队人员迅速收拢，趁夜色武装奔
袭 10余公里，隐蔽侦察、精准渗透、抵近
目标……

这些年，类似的演练徐晓林记不清
经历了多少回。但每次圆满完成任务，
像伞花般美丽的笑容，总会在她的脸颊
绽放。

左上图：徐晓林在训练中。

宋湘武摄

精通多种特战技能，参加陆军“特战奇兵-2018”比武创下女子 3公里武装
越野纪录。第71集团军某特战旅下士徐晓林—

“特战小花”凌空突击
■陈 霖 本报特约记者 李怀坤

东汉末年，地方官吏倪寻和李延一

同到名医华佗那里看病。两人病情相

似，都是头痛发热。华佗经过一番诊断

后，开出药方：倪寻服用泻药，而李延要

吃发汗的药。二人不解，同样的病为什

么要吃不同的药？华佗解释说，倪寻的

病是由于食物消化不良引起的，而李延

的病是因为受了风寒。致病原因不同，

所以药方也应不同。两人服药后，很快

痊愈。这就是成语“对症下药”的由来。

思想政治教育尽管不是行医，但

隔行不隔理，同样要根据官兵思想问

题的表现和症结，对症下药、有的放

矢。正如习主席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师座谈会上强调的，要坚持统一

性和多样性相统一，落实教学目标、课

程设置、教材使用、教学管理等方面的

统一要求，又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

材施教。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

都是个性和共性的统一。我军作为执

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思想上

和政治上必须保持高度集中统一，思

想政治教育也必须体现这个要求。比

如，全军性的重大教育任务必须高标

准地完成，重要教育内容必须不折不

扣地落实。然而，由于部队驻地环境

和具体担负任务不同，具体组织教育

的方式就应该有所不同。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人

的思想更是千差万别。既然没有人要

求“玫瑰花和紫罗兰发出同样的芳

香”，那么组织教育也应该坚持什么方

法管用，就采用什么方法；什么问题突

出，就着力解决什么问题，实现“统一

性和多样性相统一”。特别要看到，由

于官兵的文化程度、家庭背景、性格特

点等各不相同，同样的思想问题在不

同人身上的表现就可能大不一样。如

果用说服干部的办法来说服战士，用

教育老兵的方式来教育新兵，用解决

多数人倾向性问题的方法来解决少数

人特殊问题，就不可能药到病除。

聂荣臻元帅曾说：“做人的工作，是

一项最细致的工作，也是很艰苦的工

作，要做得细、做得活，要针对不同的觉

悟水平、不同条件的人，采取恰当的、有

效的、对症下药的工作方法。”一个药方

不可能包治百病。领导干部和政治工

作干部必须把普遍性要求与特殊性要

求、共性指导与个性指导结合起来，既

着眼多数，又关照少数，注重分层施教、

精准滴灌。特别要力避“一刀切”“一锅

煮”和“一人生病、大家吃药”等现象，坚

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人、因事、因

地、因时而异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自

觉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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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中旬，空降兵某旅机动数

百公里抵达陌生地域，组织炮兵实

弹演练。演练不设脚本预案，现场

随机导调，锤炼官兵打仗硬功。

张朋倍摄

本报讯 李康、记者颜士强报道：“多
亏了战友们兄弟般的关怀和照料，我才能
恢复得这么快。”4月下旬，身体康复并重
返训练场的新疆军区某红军师新战士安
权政，在连队组织的军体竞赛中连夺2个
单项第三，登上了连队龙虎榜。

今年 2月，安权政感到脚部不适，经
检查确诊为脚部囊肿。从那时起，班长王
梦祥每天背他到医院或卫生连检查治疗，
班内其他战友也轮流照顾他的生活，并帮
他补习理论知识。在战友的帮助下，安权

政的身体逐渐康复，重回训练场。由于前
期体能训练落下比较多，全班战友陪他一
同加练。班长王梦祥因此被连队评为“好
兄长”，全班被评为“和谐班”。

据了解，该师结合新战士下连、各项
专业训练全面展开的时机，广泛开展“争
当好兄长、共建和谐班”活动，促进班长
骨干知兵爱兵。他们以“起床哨响互相
叫一叫、操课训练互相教一教、困难面前
互相帮一帮”等“十七个互相”为具体抓
手，进一步密切官兵关系，帮助新战士顺

利度过“第二适应期”。
活动中，该师组织师团主要领导围绕

密切官兵关系授课，开设专题网页，设置
“争当好兄长”专栏，并利用军营广播、橱
窗等平台宣传尊干爱兵典型；结合基层
“双争”评比，评选“好兄长”“好战士”和
“和谐班”；组织教唱《官兵友爱歌》《战友
之歌》等歌曲，营造团结友爱浓厚氛围。
活动开展以来，官兵关系更加融洽，训练
热情持续高涨。近日，该师组织实弹射击
考核，官兵密切协同，取得优异成绩。

新疆军区某红军师以实际举措密切官兵关系

争当好兄长 共建和谐班

本报讯 朱翔、林思吉报道：依托
旅强军网构建网上荣誉室，重温光荣历
史只需轻点鼠标；“学习践行传播党的
创新理论青年团队”送课上门，增强官
兵自主学习积极性……4月中旬，第 75
集团军某旅在主题教育中推出实招，进
一步提升教育质效。
“年初以来，大项任务压茬推进，部

队相对分散，教育中组织开展不便、认识

感知不深等问题亟待解决。”该旅领导说，
针对官兵多方向机动、多战线交织的实
际，他们在今年的主题教育中采用多种形
式方法，让主题教育真正入脑入心。

发挥英模人物感召作用，让官兵学
有榜样、追有标杆。该旅组织编撰《英
模谱》，多方查证史料档案、寻访知情人
员，理清旅史发展脉络；确定 22个荣誉
营连和 121个英模人物，由基层收集整

理实物、文字、图片资料，机关统一把关
梳理汇总；深入挖掘鲜为人知的红色故
事作为新素材，让教育内容更具新意、
更富吸引力。

与此同时，该旅持续开展“历史上的
今天”旅史学习和“连魂传承”宣讲活动，
干部战士轮流走上讲台担任宣讲员；邀请
参战老兵回部队与官兵面对面交流，讲战
斗故事、话实战标准、鼓训练干劲，激励官
兵在练兵备战中弘扬优良传统。

教育焕发的政治热情融入练兵备战
实践。近日，该旅机动千里赴野外驻
训。在某综合训练场，女子特战队班长
罗科梅带领特战队员苦练捕俘硬功，“特
战玫瑰”在风雨泥泞中绚丽绽放。

第75集团军某旅挖掘红色故事提升教育质效

荣誉传承融入练兵备战实践

本报讯 郭卫城、李洪斌报道：4
月中旬，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通过视
频会议系统，组织各边防连队上主题教
育课。教育课开始前，一段视频缓缓
播放：一名干部带领战士在大漠腹地牵
着骆驼巡逻执勤。这段由央视拍摄的
纪录片被大家称为军营版《沙漠骆

驼》。刚播放完，片中主人公、该旅一营
教导员石旭峰走上讲台，娓娓讲述自己
扎根边防12年的心路历程。

这个旅所属部队分布在千余公里
的边防线上，各营连、点哨比较分散，以
往开展教育过程中，有时功课做了不
少，收效却不明显。教育怎样抓深、抓

细，提升实效？旅党委组织旅营连三级
教育专题会诊，破解教育难题，并邀请
官兵代表全程参与，让教育方案制定者
倾听官兵心声。

神仙山哨所列兵王伟在网上留言
中建议，把哨楼的走廊设计为红色走
廊，悬挂守边图片，让官兵每次上下哨

楼都受到激励。五连排长张瑞在上级
调研时建议，执勤途中可以依托界碑、
胡杨等实物开展扎根奉献微教育。

该旅逐步规范旅史馆、营连荣誉室
建设，在执勤哨楼建造红色走廊、荣誉展
板，组织身边典型事迹宣讲、机关送课到
一线等活动……今年主题教育展开后，
部分官兵的意见建议得到落实。

一系列教育务实举措，进一步激发
官兵练兵热情。前不久，他们结合教育
计划开展“强军先锋，北疆有我”实践活
动，在比武竞赛中涌现出一大批训练尖
子和执勤能手，多个课目的训练纪录被
打破。

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以务实举措激发教育活力

教育筹划采纳官兵意见建议

本报讯 詹纯、记者赖瑜鸿报道：
“教育方案拟制要准确理解精神要义，紧
贴部队工作实际……”4月中旬，记者在
联勤保障部队某政工保障中心开办的
“转型课堂”上看到，该中心干事李天照
结合个人工作经验介绍教育方案拟制需
注意的问题。课后，官兵围绕如何履职
尽责展开热烈讨论。该中心领导介绍，
他们通过常态化开展“转型课堂”等活
动，搭建人才成长快车道，不断提升官兵
履职尽责能力。

该中心调整组建不久，担负着为部

队政治工作信息化提供支撑保障的使命
任务。由于所属人员来自多个单位、不
同专业，能力素质参差不齐，新岗位人才
骨干培养问题亟待解决。中心党委一班
人充分调研后决定，利用每周二、周三晚
上的时间开办“转型课堂”，每次安排1到
2名干部结合工作实际精心备课授课，传
授岗位专业技能，并开展互动交流。

记者了解到，为加快培养一专多能
人才，他们引导官兵结合自身岗位制订
目标计划，激励大家以积极进取的精神
对待首任首责；组织全体干部学军事学

指挥学科技，突出指挥信息系统运用，
建立定期考核机制；围绕政治工作干部
如何整合现有资源、发挥作用效能等展
开研讨，深悟职能使命，理清工作思路；
坚持以老带新，区分干部、士兵、文职人
员、职工等层次，实行结对帮带；着眼人
才队伍长远发展，按战斗力保障力急需
选派骨干力量参加相关培训。开设“转
型课堂”以来，该中心比、学、赶、帮、超
的学习氛围日益浓厚，官兵岗位技能水
平逐步提升，多次圆满完成上级赋予的
重大任务。

联勤保障部队某政工保障中心搭建人才成长快车道

“转型课堂”助力岗位技能升级

4月21日，海军某总站自制生日蛋糕为6名官兵举行集体生日宴，增强官

兵获得感幸福感，激发爱军精武动力。 祁 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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