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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的生命线，这
条真理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得到印
证，在和平时期坚守传承。今天，无论
在天涯海角的边防哨所、战功卓著的劲
旅雄师，还是在新型作战力量序列中，
一大批忠于理想信念的优秀政工干部，
成长为“生命线”上的中流砥柱，为实
现“强军梦”保驾护航。他们中，很多
人出自同一座锻钢淬火的大熔炉——解
放军西安政治学院。1977 年组建以来，
西安政治学院秉承铸魂强能的办学理
念，向全军部队输送了超过 12 万名优秀
政工干部，被誉为“新时期抗大”。

培养军政兼优的“举旗人”

1978 年 6 月，西安政治学院首期 300
多名学员走上陕北的山梁土峁，在当年党
中央转战陕北，我军以弱胜强取得“三战
三捷”胜利的“古战场”，开展战例研究现
地教学。学员们身临其境感受革命前辈
坚定信念、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英雄气
概，从老一辈革命家炉火纯青的战争指挥
谋略中汲取营养。

这堂课，不仅让生长在和平年代的年
轻学员心潮澎湃，也让院党委“一班人”豁
然开朗：政工干部不仅要做政治工作的明
白人，还要做懂军事、能打仗的指挥员。

“政治强、懂军事、能打仗”从此成为西安
政治学院的办学方向。

“建院之初设立的 7 个教研室中，军
事教研室就占 2 个。”学院创业者、老教授
郝应禄说，当年，一批军事教员从四面八
方向西安集结，他们中有的是一线部队指
挥员，有的还曾历经战火硝烟。这些人后
来大都成为军事理论、军兵种知识、合同
战术、军事地形学等课程的名师名家。

面对新世纪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时
代课题，学院顺势而为、乘势而上，确立了
培养“政治强、业务精、懂军事、善创新、纪
律严、作风实”的高素质新型政工人才目
标，围绕培养能打仗、打胜仗的新型政工
人才，创新了由战例教学、想定作业、综合
演练组成的实践教学模式，整合了联合作
战政治工作、战略思维培养等一系列教学
内容，完善了教学、科研、管理、保障、考
核、评估等“六位一体”人才培养制度机
制，推进院校教育向实战聚焦、向部队
靠拢。

这是一次特殊的旅程：学院党委常委
带队，上海岛、登战舰、进哨所、住班排，紧
紧围绕新形势下部队战斗力建设中思想
政治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展开调
研。一个个思想政治工作的热点、焦点、
难点成为教学科研的重点，一批紧贴部队
思想政治建设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成
果新鲜出炉。

“37 年的办学经验告诉我们，学院要
把培养军政兼优的坚定举旗人、优秀带兵
人作为教学的根本任务，一代代传承下

去。”学院政委薛保国的话掷地有声。

做军事斗争准备的“探路者”

今年 4 月 21 日，学院组织的代号“秦
岭砺兵—2014”军政综合演练在漫天风雨
中展开。全军第五期基层政治工作（指导
员）培训班学员，精彩演绎出信息化条件
下的“鏖兵图”。

在构建军政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上，
西安政治学院大胆探索，蹚出了一条演练
教学新路。不因环境恶劣临时改变，不消
极保安全降低标准，他们以信息化条件下
联合作战为主要军事背景，以战时政治工
作为演练重点，面向所有培训班次开设想
定作业和模拟演练课程，既有千人应急机
动演练，又有“百人、百装、百公里、百小
时、百课目”综合演练，演练依托北斗卫星
系统实施远程指挥，把研究和对抗贯穿始
终，锤炼学员在近似实战环境下的军事素
质和政治工作组织指挥能力。与“秦岭”
系列军政综合演练呼应的，还有“使命”系
列网上模拟对抗演练、“砺业”系列政治工
作业务演练，三者衔接，成为学院的“三大
战役”。

为使来自不同部队的学员全面掌握
军队新型作战力量的发展变化，多年来，
西安政治学院在陆、海、空、二炮等 15 个
一线作战部队建立常态化教学联系点，进
行现地教学；与国防大学等全军 13 所高

级指挥院校建立联教联训机制，开展跨专
业、跨兵种、跨地域的衔接教学；利用学院
设在延安的革命传统教学基地和高塘军
事训练基地，开展成建制、成系列、成规模
的实践教学和集中培训；与清华、北大等
20 多所地方著名高校和科研院所成立教
学研究协作基地，开展高层次、多领域、全
方位的交流合作，围绕培养能打胜仗的高
素质新型政工人才，构建起“大政工”教学
体系。

紧贴军事斗争准备的教学改革取得
累累硕果：《武装冲突法》、《延安革命传统
教学》、《联合作战政治工作》等一系列课
程获得“国家精品课程”、“军队优质课
程”称号，《构建联合作战政治工作教学体
系的探索与实践》等 3 项优秀教学成果获
得军队一等奖。

2013 年 6 月 25 日，即将毕业的基层
政治工作（指导员）培训班 310 名学员全
副武装，列阵沙场。来自总部机关和作战
部队领导以及国防大学等院校专家组成
联合考核组，随机设置情况，全面检验学
员的军政综合素质。“大联考”彻底改变了
过去“自己教、自己考、自己评”的育人模
式。院校培养的强军人才是否靠得住、用
得上、过得硬，让实战来检验。“培养能够
担当强军重任的高素质新型政工人才，就
要用战斗力标准这把尺子校正教风、学
风、研风、考风。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
零。”院长张本正说。

强 军 路 上 坚 守“ 生 命 线 ”
——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培养军政兼优高素质政工人才纪实

本报记者 李争平 刘国顺 通讯员 尹曦明

本报讯 记者张毅报道：由文化部、中国贸
促会共同主办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旅
游文化展暨第五届西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活
动”日前在西安大唐西市盛大启幕。展会涵盖了
丝绸之路旅游文化展、第五届西部非物质文化
遗产展演活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专题论坛
之——丝绸之路经济带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联盟
专题论坛、第五届民办博物馆发展西安论坛、

“彩绘丝路”——中国当代著名美术家作品展、
第五届全国民办博物馆藏品博览会等内容，是
本届“丝博会”浓墨重彩的华美篇章。

本次活动的举办地——西安大唐西市，是隋
唐丝绸之路的起点，是国内唯一在唐长安西市原
址上再建的以盛唐文化、丝路文化为主题的国际
商旅文化产业项目，被列为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
地、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

丝绸之路旅游文化展启幕丝绸之路旅游文化展启幕

右图 5 月 24 日，一名参观者在参观以丝路

文化为主题的百余幅绘画作品和图片、文稿、影像

展览。展馆正下方是唐代长安城西市遗迹。

新华社记者 刘 潇摄

“做人要有精气神，善事
义举需多行，公德榜上有存
照，公德录上记美名，广播喇
叭 传 佳 话 ，树 起 标 杆 启 后
人。”这首小诗是河北安平县
一位退休干部对县里开展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活动给予的高度评价。

为让经济建设和精神文
明同步发展，安平县近年来
建立了以“一榜、一录、一喇
叭”为内容的好人好事宣传
机制，在 230 个村广泛实施
推广。

“一榜”即在村民聚集的
地方竖立一块“公德榜”，展
示本村涌现的好人好事，“公
德榜”按照互助、诚信、敬业、
勤俭、孝敬等分类，将好人姓
名、事迹等内容及时上榜。

“一录”即各村都建立一
本“公德录”，将本村涌现出
的助人为乐、孝敬父母、见义
勇为、诚实守信等方面的好
人好事随时记录在册。

“一喇叭”即运用农村广
播在清晨或傍晚，利用农民
在家的时间，对好人好事广
泛播报。一件件村民助人为乐、扶贫济困、孝老敬亲的
好事在村民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当好人、做好事成了村
民的新追求。

安平县大子文乡孙辽城村村民孙宗平，原为营职
干部转业，退休后一直在西安居住，因年迈父母不适应
城市生活，后毅然决定放弃妻儿环绕的天伦之乐，专门
回老家伺候父母。在对老人任劳任怨，照顾得无微不至
的同时，还经常帮助村民料理红白喜事，受到乡亲们的
称赞。他助人为乐、孝老敬亲的事迹通过村里“三个一”
模式广泛传播，立即在村民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在他的
带动下，当好人、做好事成了村里的新风尚。

河北安平县

：

﹃
三个一

﹄
让做好事成了新风尚

本报记者

雷汉发

本报讯 记者陶玙报道：由中国长城学会与《经
济》杂志社共同主办的中国梦之旅——《长城魂》大型
主题系列书画活动日前正式启动。

据悉，本次活动以长城为主题，以书画艺术为载
体，通过举办主题绘画大赛和书画名家巡展等方式，聚
焦长城及长城文化，展示历史悠久的长城文明。绘画
大赛将向全社会公开征集“长城”主题的国画及油画作
品，并聘请权威专家组成评审团进行严格评选。而中
国书画名家作品巡展将在国内 10 多个省、区、市及海
外 1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预计将持续到 2015年底。

《长城魂》系列书画活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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