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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军营

本报讯 狄伯文报道：上个月，出
差去外地的第 81集团军某旅宣传科干
事李栋回到单位，将“滴滴打车”电子发
票交到财务科，顺利报销了差旅费。财
务科助理孔志明介绍，从去年开始，按
照财务规定的范围，只要票据真实齐
全，都可以报销。
“适应新变化，最大限度为官兵解

决实际问题，是增强官兵获得感的有
效举措。”该旅领导介绍，随着“滴滴打
车”等网络约车兴起，出差打“滴滴”成

了官兵出行的方便之选。但随之而来
的问题是，上级下发的差旅费管理规
定中没有提到网约车发票是否可以报
销，这一规定外的问题成了大家议论
的焦点。

规定外的发票能不能报？该旅党
委一班人在研究时，也存在不同看
法：规定外的“新事物”，合理不合规，
特事特办会有违规风险；不报销，官
兵正常权益得不到维护，难免影响工
作积极性。通过几次讨论，该旅决定

制订详尽完善的解决措施，并请示上
级批准。不久，该旅得到正式批复：
可以办！

笔者在财务科看到，只要电子发票
和行程单吻合，就可以“无障碍报销”。
不仅如此，该旅还针对官兵工作实际，
上下协调，制订了一系列惠兵措施。他
们定期组织人员到各营连对政策进行
答疑解惑，主动统计探亲路费、协调家
属来队住房等，扑下心来为官兵做实
事，机关在基层的威信逐步提升。

出差打“滴滴”，规定外发票如何报

旅党委意见：只要手续齐全，就能报

本报讯 李艺超报道：“您的未休
假补贴已获批……”1月底，刚从该旅战
场监视连指导员岗位交流走的单瑞强
接到了人力资源科的电话。同样获批
未休假补贴的还有远在苏丹达尔富尔
维和的干部邹庆明。

单瑞强去年执行特殊任务，直到年
底才回到旅队。他刚刚交了未休假补
贴申请，就交流到预备役某部任职。据
该旅领导介绍，对于交流走的干部，财
务结算必须清清楚楚，让他们走得明明

白白。单瑞强的未休假补贴，要不要交
由新单位解决？邹庆明全年在外维和，
能不能让维和的牵头单位解决？对此，
该旅立足自身不推诿，主动解决困难，
着实让官兵暖心。

在该旅，像这样的情况并不鲜见。
改革以来，该旅人员流动频繁，有的转
隶交流干部未能休完探亲假，来该旅后
犹豫要不要提出休假。了解到这一情
况后，该旅党委在部队调整到位之际，
立即着手解决此类问题。一班人研究

决定：因公没有休假的，一天都不扣；该
发未休假补贴的，一分都不少。

连队干部在位率不足，营队和机关
共同协调派人代职；因公未能休假的，
跨年假期不清零，及时安排补休……前
段时间，该旅通过一系列务实措施，让
多位未休假干部陆续踏上返乡火车。
“没想到，春节前休上了一个舒心

假！”1月 20日，因请领维修装备一年没
休假的装备维修科科长王强，高兴地补
休了2017年的假。

交流干部没休假，老单位发不发补贴

旅党委决定：该发的，一分都不能少

改革日艰，考验纷至。像第 81集

团军某旅这样勇于担当、主动作为的党

委班子难能可贵。

可贵在其难，难在其选择——凡是

需要担当的地方都是存有一定风险的

地方。具体来讲，大多是一些新出现

的、配套政策还没跟上的“空白地带”。

我们会看到，当一级党委或领导

干部踏进这样一个“空白地带”，他们

常有两种不同的选择。一种是不担当

不去做、坐等风来，只需一句“没有规

定”便把责任推到九霄云外；另一种则

是主动担当、主动作为，这样不一定有

成绩，还可能在探索或者创新的过程

中惹麻烦。我们到部队采访时也了解

到，有的单位在类似情况下担当作为

了，却因为考虑不周到、举措有差池而

挨了上级的批。

所以，第 81集团军某旅党委班子

选择担当，就是选择了愿意为此承担

风险，这在改革正向纵深推进的当前

尤为可贵。而更可贵的，是我们在编

辑过程中了解到，在该旅党委的勇敢

担当背后，还有他们的上级——第

81集团军党委的这样一种态度：凡是

主动担当、主动作为者，他们来承担可

能产生的风险和责任，他们来为“担当

者”担当。

好一个“为‘担当者’担当”！唯有

上下级相互担当，担当才能成为一个

闭合的良性链条，万千将士才能共同

担当起强军兴军的伟大使命。

为“担当者”担当
■张 良

结束比武，我重新躺回病床上，拿
起鲜红的荣誉证书，满心欢喜。

今年是我入伍第 12 个年头，自己
有个“圆梦计划”：参加第 11 次开训军
事比武，打破自己 3年前创下的双杠一
练习 79 个的纪录。然而，距离比武还
有一个多星期时，一场流感引发肺炎，
让我住进了医院。

眼瞅着计划就要化为泡影，我心中
不甘。但我知道，只有尽快康复，才有
机会参加比武，所以住院期间我积极配
合治疗，身体恢复很快，只希望能在开

训时赶回比武场。
比武来了，但我还没有完全康复，

医生不让我进行大运动量活动。我只
好软磨硬泡，医生终于被我的执著打
动。

一大早，我就匆匆赶回旅里。比武
正式开始，在我之前上场的战友最多也
就做了 60 多个。我深吸一口气，按照
动作要领做了起来。可当我做到 50多
个的时候，身体隐约有些不舒服，但我
告诉自己一定撑下去。

我听到身边战友开始喊“71、72、

73……要破纪录了！”我提了一口气，猛
做了几下一举破了纪录。

这时，旅长政委听说我破了纪
录，赶来为我加油，我越发有劲了。
当准备做第 152 个时，我终于精疲力
竭，双臂一软，没能再撑起身体，摔下
杠来。

151个，快超过了原来纪录的一倍，
这让我十分意外。原来只有敢拼，才知
道自己能有多大潜力。151个，这是我
的新起点！加油，为自己！

（李鹏飞、刘 正整理）

双杠151个，我的新起点
■第71集团军某旅勤务保障营修理二连上士 余俊华

2月初，战士小周遇到一件“窝火”
的事。那天周末，忍受好几天牙疼之苦
的小周请假外出拔牙，由于医院当天病
患较多，排队看病耽误了不少时间，导
致归队比规定时间晚了5分钟。

进入营门时，执勤纠察把小周拦
下，不留情面地把他的名字登记在
册。没办法，小周只能认账。可就在
他准备离开时，兄弟连队的战友小江
也从外面急匆匆赶到营门口。只见小
江满脸笑容地和纠察攀谈了几句，便
被放行了。

都是外出超假，为啥待遇不一样？
小周一脸纳闷，赶紧追上前去问个究
竟。小江悄悄告诉他：“我和纠察是老
乡，超假这点小事不算啥，打个招呼就
摆平了。”

得知真相，小周一时语塞。别人关
系搞得好，超假就是个小事。回到连
队，因为超假被通报的小周越想越郁
闷，更加觉得自己是吃了“不会搞关系”
的亏。

于是，他把自己的经历和苦恼发到
了旅政工网上，向战友求助。

没想到，帖子引发大家热烈讨论，
不少战友以过来人身份为小周“传经送
宝”。一时间，这帖子火了，就连旅领导
都知道了。旅政治工作部主任杨建华
浏览完发帖和回帖，想起自己碰到的一
件事。前不久，他的乒乓球球友、下士
小张跑到办公室，先是聊打球心得，后
来才支支吾吾道明来意。原来，小张违
规使用智能手机被机关发现，害怕受处
理的他跑来求助，希望主任能“遮”下这
件事。

最终，小张挨了批评，灰溜溜地走出
了办公室。可批评小张容易，真正赶走军
营里的“雾霾”并不轻松。杨主任心里盘
算着，必须刹住这股风。不久后，一堂专
题教育课在全旅开讲，杨建华把小周的帖
子搬上教育课堂，抛出“‘关系’到底能帮
我们走多远”“人情大于法治吗”等一系列
话题，引导大家讨论。

随着讨论的深入，官兵们逐渐认识

到“人情腐败”的危害，不少人后悔随波
逐流，没能坚持原则，成了“微腐败”的
帮凶和自己曾经“最反感的人”……

与此同时，旅里做出一系列决定：

徇私舞弊的营门纠察被通报批评，调离
工作岗位；55名基层风气监督员正式走
马上任，对机关干部、营连主官、重要岗
位人员进行重点监督……

都是外出超假，为啥待遇不一样
——第83集团军某旅纠治基层“微腐败”新闻调查之三

■徐水桃 李 科 本报特约记者 康 克

新闻观察哨

编 后

“你不必逢年过节想着该给谁送

礼、送什么、怎么送；你不必拿出半月

工资，给名字都对不上的人随份子，即

便领导同事，也不必担心没给红包会

伤了感情；你不必递包烟、送瓶酒，不

必请客吃饭，也能把章盖上、把事儿办

成……”前不久，中纪委发布了一则关

于“八项规定改变中国”的公益广告，

片中走心的台词引来众多网友点赞，

纷纷直言“感同身受”！

诚然，无论身处军营内外，任何人

都无法回避社交中的人情世故。其

实，人情本是中性词，可是当它凌驾于

法规制度之上时，往往会变异成为“有

了关系好办事，没有关系寸步难行”的

“唯关系论”。一旦形成风气，就有可

能让官兵一边抱怨为人情所累，一边

又钻营关系，在单位内部积累起巨大

内耗。

“唯关系论”不仅与从严治党、从

严治军格格不入，而且严重损害官兵

之间纯洁的内部关系。只有坚持依

法从严治军，在部队上下形成靠制度

管人用权的良好氛围，处处彰显清风

正气，使“潜规则”和“微腐败”无处遁

形，才能让官兵不必为“如何钻营关

系”劳神，更不必为“变了味的人情”

烦心。

把“唯关系论”赶出军营
■王 成

点 评

士兵日记 2月7日 星期三 晴

三言两语

潜望镜

2月5日，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100公里拉练，宣传

鼓动组随机组队，通过快板、歌曲演唱等形式宣传鼓

动。看，这对“战地组合”唱得多投入！

王路加摄

记者探营 新春新风·持续纠治“微腐败”③

邮箱：jbjccz@126.com

全军政工网网盘：jbjcc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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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春节，本该欢天喜地，可陆军
某工程维护团一营二连指导员王龙却
把眉毛拧成了麻花：“这新兵的心咋就
焐不热呢？”

原来，这两天有不少班长向指导
员诉苦：“这批新兵真不好带，给家里
打个电话哭哭啼啼，哪像个当兵的”
“尤其是新兵刘健康，本来生龙活虎
的，时不时还给大家表演个武术，可最
近也蔫了”……

王指导员找来刘健康一问，他有点
委屈地说：“19年了，每次过年我都吃妈妈
做的‘大席面’，今年吃不成了！”紧接着，
王指导员就这个问题把连队新兵挨个“过
筛子”，不问不要紧，一问都说“想家”。

按说，为了营造“以连为家”氛围，
接兵的时候，王指导员特地带着班长帮
新兵拎包扛袋，从一日生活制度到专业
学习，手把手地教，脚跟脚地带。“哪知
到了年底，新兵还是这么想家？”王指导

员的想法和班长们一致：新兵之所以想
家，是因为没把连队当家！

电视机上播放着回家的广告，手机
推送的都是家人团聚的暖文，这一幕幕
把王指导员想家的情绪也勾了起来。
意识到自己也有点“想家”的王指导员
开始反思：新兵想家真的和“以连为家”
冲突吗？

紧跟着的一件事，让王指导员的心
开始回暖：新兵李森主动要求去电站值
班。这个电站有辐射，噪音也大，正常人
进去待一天，出来得缓好一阵子。“我爸
说过，到部队得好好表现，要拿出给家里
干活的劲，才能干好。以前我在家跟我
爸搞装修，学过电工，这块我拿手！”

李森的话为王指导员打开了思路：
李森想家想的是父亲的叮嘱，有的新兵想
家则是图家里舒服，同样是想家，动机却
不同。看来，想家不可怕，关键看引导。

晚上，王指导员召集骨干开会，提

出想利用新兵这个“想家的时候”开展
一次感恩教育，没想到还真碰出火花，
很多班长支持。王指导员分别联系新
兵的父母，请他们发一段勉励新兵成
长的视频，同时开展“我给家人表个
态”活动，让新兵给家人邮寄一张自己
最新的照片，照片背面写上新年成长
目标，让家人监督自己进步。

家人把新兵的注意力往部队引，王
指导员也把新兵的心往连队拉。这不，
王指导员在春节假期活动安排上，准备
充分吸纳新兵的家乡年俗。新兵刘健
康一听来了精神：“俺们那儿都是发红
包，红包不到手，一年不到头。”

王指导员说：“那大年初一咱们互
赠红包，首先说好，里面只能装自己
的知心话！”王指导员的知心话早已
写好：“革命军人心里大，装着大家和
小家，既为小家添光彩，也为大家保
太平。”

当新兵迎来“想家的时候”
■徐 杨

想家是股“正能量”
■徐 杨

想家，是人之常情，何况是入伍没多

久的新兵。在春节前新兵这个“想家的时

候”，王指导员能因势利导，把这种情绪转

化成以连为家、建功军营的“热潮”，确实

可圈可点。然而，从王指导员和骨干一开

始的反应来看，有时带兵人容易对战士的

“人之常情”存在认识偏差。

想家是股“正能量”，与其堵，不如疏；

与其消，不如助。作为一线带兵人，既要

正确认识官兵的想家情绪，善于疏导，巧

于转化，又要努力把单位营造得更有“家

味”，及时解决官兵的烦心事，让部队大家

庭有温度，官兵自然会安心。

来自第81集团军某旅维护官兵利益的两则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