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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望镜

Mark军营

新春新风·持续纠治“微腐败”⑥

记者探营

“王谦，又网购啦，买的啥？”看着迎
面走来的张指导员跟自己打招呼，第 83
集团军某旅上等兵王谦心里的那根弦
顿时绷得紧紧的：坏了，这下估计又要
被指导员“惦记”了。

花自己的钱正常网购还要被“惦
记”，为啥？原来，前不久连里战士小李
因为贪便宜在网上买到了假冒伪劣产
品，张指导员得知这一情况后，就以“理
性网购”为主题，给全连官兵上了一堂
教育课。

课堂上张指导员灵活新颖的授课
方式、幽默风趣的语言风格，赢得了战
士们的阵阵掌声。看到教育课堂氛围
很好，张指导员就在结束时随口开了个
玩笑：“我家属也开了一个网店，绝对物
美价廉！”

为了检查教育效果，课后张指导员
碰到取包裹的战士时，经常会问问买了
些啥，于是便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然而，令张指导员没有想到的是，
他在教育课上的随口一说和询问战士
网购了什么的举动，却让战士们很快在
私底下炸开了锅：
“指导员这是啥意思？”“废话，又暗

示又检查包裹的，肯定是让我们去照顾
嫂子店里的生意呗！”“那我们到底要不
要去嫂子店里买点啥？”“能不买吗，指
导员都说了，不买你就不怕指导员给你
‘穿小鞋’？”“不用太当真吧，我感觉指
导员就是开个玩笑”……

王谦的担心正在此处：因为他的包
裹里装的，不是从嫂子店里购买的商
品。

没过几天，张指导员就发现一个
怪现象：教育课反响明明不错，战士

们网购的数量为何却有增无减？更
让他纳闷的是，有的战士网购的东
西根本就用不上，为啥还要花这“冤
枉钱”？

就在这天，张指导员接到了家属打
来的电话：“这几天我网店的生意特别
好，每天接十几个单呢……”家属的话
还没说完，他马上就意识到不对劲，赶
紧让家属查了一下近期买家的收货地
址。果不其然，收货地址大都是自己连
队驻地。

没想到，自己的“随口一说”竟引发
了这样的问题。张指导员认真反思后
感到，一切责任都在自己，由于自己在
公开场合说话不注意，导致战士们曲解
了自己的意图，埋下了“微腐败”的隐
患。

解铃还须系铃人。利用连队晚点
名时机，张指导员郑重在全连官兵面
前道歉：“是我的不对！我没想到那天
教育课堂上自己的一句玩笑话，竟被
大家当了真。请这几天在我家属网店
里买过东西的同志，全部申请退货，我
和家属将全额退款并承担所有快递运
费。”

网购没有了“指定商家”，战士们纷
纷表示：以后购物拿快递再也不用“躲”
着指导员了。
“网购风波”虽然告一段落，但张指

导员的反思仍在继续。随后，他以此事
为契机，组织干部骨干对类似“随口一
说”给战士造成负担的情形进行梳理，
要求所有干部骨干有则改之无则加
勉，连队风气更加纯正。

指导员为一句玩笑道歉
——第83集团军某旅纠治基层“微腐败”新闻调查之六

■徐水桃 贾 若 本报特约记者 康 克

《诗经》有言：“白圭之玷，尚可磨

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这句话的意

思是白玉上的污点可以通过打磨去掉，

但言语中的毛病，一旦说出口就无法挽

回。张指导员的一句“无心之言”，不但

激起了连队战士的议论，还险些为“微

腐败”埋下隐患。这样的故事警醒我

们：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带兵人的一

言一行往往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基层官

兵，必须谨言慎行。

斯言之玷不可为
■毛武韬

点 评

本报讯 生增溪、赵欣报道：“单
位：防化营。待解决问题：车辆暴露
室外，精密仪器易损坏。解难方案：
购买器材搭建简易车场，同步组织招
投标尽快修建车库……”2 月下旬，
第 73集团军某旅机关基层双向讲评会
上，前期当兵蹲连的机关干部所提出
的 16条意见建议，当场被列入《机关
帮建基层“解难档案”》。

前不久，该旅分批组织机关干部
下基层。蹲点干部到位后，通过实地
走访、问卷调查、谈心交流等形式，
听取官兵意见建议。属于蹲点干部权
责范围内的，当面定下解决时间表；
权责范围外的，反馈给相关部门；属
于党委职责的，及时向党委汇报。旅

党委将“疑难杂症”逐个“会诊”，研
究解决办法、明确责任分工、制定时
间表，并纳入“解难档案”。

针对以往问题查摆多、解决少的
情况，他们积极开展看服务态度是否
端正、看工作节奏是否合拍、看帮困
成效是否明显的“三看”活动，将工
作与基层对表，让“解难档案”落到
实处。

上个月，15名当兵蹲连干部当场
为基层解决难题 20余项，并带回专业
训练场地受限、来队家属住房短缺等
17个基层官兵关注的问题。旅党委研
究后，分类列入《机关帮建基层“解
难档案”》，并将相关方案挂网公示，
形成有力监督。

第73集团军某旅

难题列入“解难档案”

一线直播间

本报讯 武帅、特约记者相双喜报
道：2月初，第 76集团军某旅机关指
导组进驻临时部署点位后，了解到春
节期间家属来队住房紧张，立即从附
近宾馆协调出 11间客房，作为官兵临
时来队家属房，一举解决官兵“挠头
事”。

在“脖子以下”改革中，这个旅
临时分散部署在 3个点位，且都相距
上百公里。起初，机关指导帮建距离
远的 2 个基层点位，大都采取发通
知、打电话式的“遥控指导”，在解决
基层反映的急难问题时往往“差一
步”。
“营连分散部署点位在哪，服务就

要跟进到哪。”该旅党委在调研中了解
到这一情况后，及时成立机关指导

组，由一名旅党委常委任组长，机关
各部门挑选 3至 5名有经验、懂业务的
骨干任组员，采取定期蹲点、集中办
公、对口指导的方式，上门指导、服
务解难。

四营司务长翟金武负责营里的财
务工作，以往每月月底都要风尘仆仆
到几百公里外的旅机关审核账目，有
时得来回跑好几趟。自从机关指导组
进驻以后，翟金武只需跟机关负责财
务工作的助理员对接，报账审账再也
不用来回折腾。与此同时，人力资源
科干事定期上门服务，将需要办理证
件的官兵资料集中汇总上报。炮兵营
中士韩仲超准备办理军人身份证，将
材料交上去不到 10 天，就拿到了新
证,不由得喜笑颜开。

第76集团军某旅

服务基层“跟进上门”

初春时节，闽南腹地，某旅八连官
兵结束了一上午的训练，个个饥肠辘
辘。
“班长，这两天的伙食真是让人无

语……”到了食堂，看着提不起胃口的
饭菜，三班“耿直 boy”小王表示要找
指导员“告状”。
“嫂子好不容易来一趟，别在这个

节骨眼上给指导员添堵。”副班长小李
安慰道。

小王虽然被“摁”住了，没承想三
班班长却“跳”了出来。午饭后，他发
了条朋友圈：照片里有一碗泡面加一
个卤蛋，配文“伙食不够，泡面来凑，心
疼自己3秒钟”，还专门@了指导员。

评论里一、四、七和八班班长一起

点赞，下面还有小王附和的留言：“累
觉不饿啊，班长！”

发觉不对劲，指导员王鹏从家属
院起身回了连队，找到炊事班班长了
解事情的原委。原来，这些天家属来
队，王鹏都回家属房吃饭，恰逢连长在
外参加集训，没了主官在连队用餐，炊
事员就开始偷懒，伙食质量出现滑坡。

连队伙食滑坡的背后
■陈 宁

前阵子，连队指导员休假，连长又

带着骨干忙着装备验收考核，常常是

起早贪黑，一头扎在训练场。到了饭

点也回不来，直接在外面解决就餐。

于是没过多久，连队伙食就出现

了问题。不是菜量不够，就是不能准

时开饭，甚至还出现了煮“夹生饭”的

情况……

私下里，我也跟战友聊起这个话

题，大家都感到，伙食质量下降，尽管

有炊事员炊事技能欠缺、帮厨战友责

任心不强等原因，但不难发现，伙食质

量下降的时候，往往都是主官不在位

的时候。

部队常说“好伙食顶得上半个指

导员”。话虽直白，却道出了一个朴素

的道理：战士只有一日三餐吃得好、吃

得饱、吃得有营养，才能够全身心地投

入到工作训练当中。

以小餐盘为镜可发现问题，可以

得到启示。它能在无形之中搭建起官

兵之间的连心桥，拉近彼此间的距

离。其实我们都知道连队主官很忙

累，但我们仍然渴望和连长指导员坐

在一条板凳上吃吃饭，哪怕饭菜没有

那么可口，但我们心里却是暖融融的。

（张 航整理）

“小餐盘”是面镜子
■东部战区陆军某旅桥梁一连上等兵 李 琦

这段时间我到侦察营蹲连住班，
发现每到周末战士们大都吃得很少，
有人甚至只到饭堂打个照面就离桌。

这是为何？炊事班的战士解释
说，节假日外出的官兵会带回来不少
外卖，因此部分官兵便对正餐提不起
兴趣了。而其他战士却表示，为避免
浪费，每逢周末和节假日，炊事班就会
把伙食做得相对简单一些。因此，便
只好点外卖来补充。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司务
长李青松却直言：“这原因那原因，节

假日干部常常不在饭堂就餐，才是官
兵叫外卖的主要原因。”

进一步了解得知：一方面，实行周
末双休制度后，不少家在驻地的干部
都会回家休息；另一方面，由于交通越
来越发达，许多家属也会来军营过周
末，干部回公寓房陪家属吃饭越来越
普遍。这两方面原因造成了节假日留
队与战士“同吃”的干部越来越少。没
了干部“监督”，伙食质量就“放飞自
我”了。

这个月初的一个周末，我把全营

干部集合起来“参观”各连的伙食情
况，委婉地跟大家说：“今天上午请
你们留下来，就是想让大家看看连
队周末的伙食情况。千万别因为伙
食问题，影响了战士扎根军营的热
情……”

语气不重字字有力，在场的干部
个个都红了脸。之后，营里严格落实
餐餐有主官留队与战士们“同吃”的制
度，伙食质量提升明显，周末不吃食
堂、爱叫外卖的现象不见了。
（彭乙峰、特约记者赖文湧整理）

一到周末战士为啥爱叫外卖
■第73集团军某旅政治工作部副主任 孙永刚

【新闻故事】

带兵人手记

士兵之声

比武场上
军嫂啦啦队真给力
■董志文 本报特约记者 冯金源

春节过后，在火箭军“东风第一旅”
发射一营3公里跑道上，三级军士长方永
政的速度明显比平时快。最后一圈冲刺
时，妻子吴苑和女儿的加油声，让这位入
伍 18年的老兵连续超越 6名战友，以 11
分 40秒的好成绩创造个人 3公里训练的
新纪录。
“年轻人都跑不过你，老方你真棒！”

结婚 11年，吴苑第一次看见丈夫方永政
在练兵场上挥汗如雨的硬汉形象，既心
疼又自豪。
“军人的担当最需要军嫂支持，军

人的奉献最需要军嫂理解。”营党委书
记杨卫平说，为了增加军嫂们对官兵
的理解，营党委专门邀请 17 名随军和
临时来队探亲的军嫂走上比武场，担
任参赛官兵的啦啦队。

上士尹辉当兵 12 年，一直从事炊
事专业。在仰卧起坐比拼中，他一口
气做了 94 个，远远超过 40 个的合格标
准。尹辉抹了一把额头上豆大的汗
珠，对身边的妻子杜琦琪调侃道：“怎
么样，下到厨房能做饭，上了战场能打
仗。”

过去，每当朋友们询问杜琦琪，
“你老公在部队从事什么专业”，她总
是极不情愿地说：“炊事班做饭的。”今
天看到尹辉在军事训练比武竞赛中，
轻松夺得小组赛冠军时，杜琦琪拍着
手说：“以后我可以自豪地告诉朋友
们，我的老公不仅是出色的大厨，更是
优秀的军人。”
“56 人刷新了个人训练成绩，3 项

军事训练纪录被打破……”比武结束
时，杨卫平拿着新鲜出炉的成绩单高
兴地给记者展示。

春节刚过，驻守在“风口第一哨”的新疆军区阿拉山口边防连官兵在边境一线

巡逻。 许必成、袁 凯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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