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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数九寒冬，室内暖意融融。
准备一份春节会餐食谱，购买一

批文体活动器材，为士官公寓添置生
活用品……2月 12 日，第 83 集团军某
旅合成二营教导员列出一张表，上面
写着需要购置的过节用品，“以前使用
经费时往往自缚手脚、不敢花销，如今
我们更关注的是如何依法把经费用足
用好，让经费花出效益。”

新年以来，该旅积极组织官兵学
习财务知识，健全完善经费开支制度，
严格审批报销程序，确保基层把账上
资金用足用好。

有钱为何事难办

每次周五全旅工作交班会，军需
营房科助理员熊高勇的心情就格外复
杂，因为交班会的第一项议程就是分
队上报矛盾问题。“水龙头损坏 3个、门
锁损坏 1个……”每次开完会，熊高勇
作为对口负责的机关干部，都要认领
一堆诸如此类的问题回去解决。

机关服务基层理所应当，可改革调
整后，机关框架小了，基层编制单位却
多了，加之营区部署更加分散，熊高勇
常常因为工作“效率不高”被基层官兵
埋怨。
“基层既有经费又有人员，上报的

很多矛盾问题完全可以自己解决。”心
力交瘁的熊高勇忍不住抱怨：就拿简
单的修水龙头、换灯泡来说，基层有专
门的维修公杂费，营连只要按规定开
支，再安排营队的“三小工”维修更换，
问题即可迎刃而解。

话虽如此，可基层对“花钱”的事
似乎并不感兴趣。宣传科科长王震介
绍说，有的单位文体器材缺失损坏，无
法满足官兵日常活动需要，本可以利
用俱乐部活动经费正常开支添置，但
他们却宁愿上报机关，等着全旅统一
配发。

一方面事无巨细都上报，一方面

账上资金却花不出去。年终盘点时，
财务科的一组数据让人颇感意外：
2017 年，全旅各建制营年度公杂费实
际开支占标准数的 44%，给养器材费
实际开支占标准数的 48%，俱乐部活
动费实际开支占标准数的 52%……可
以说，基层能“自己拍板”花的钱用了
不到半数。

“有钱不花”为哪般

《军队基层财务管理规定》中明确
规定：基层掌管经费，包括伙食费、饲
料费、公杂费、救济费、给养器材费、俱
乐部活动费、驻边远艰苦地区建制连
队后勤设施维修费、远离机关基层单
位的义务兵洗澡费、农副业生产收益、
按照规定留用的其他杂项收入，以及
上级分配给基层单位的其他经费。

通过法规政策来看，建制营连并
非没有经费，到底是什么束缚住了正
常开支的手脚？该旅党委深入基层营
连，调查基层“有钱不花”的真相。

调查中，一些主官坦言，自己整天
忙于抓中心工作，平时最多就是过问
一下伙食费的使用情况并签个字，而
对于其他经费的分类和相关使用规
定，基本上是一知半解。
“随着各级惩治基层‘微腐败’的

力度越来越大，因经费使用不正规而
受到党纪军纪处分的人员屡见不鲜，
各种各样的违规违纪通报让人感到
‘压力山大’。”调查中，一名主官谈到，
“现在花钱就像在‘刀尖上跳舞’，稍有
不慎就可能伤着自己。风险这么大，
还不如不花。”
“长期以来，机关一竿子插到底的

‘保姆式’抓建方法，不但影响基层单
位开展正常工作，也会削弱基层自主
作为的积极性。机关习惯于当‘家
长’，基层就会将矛盾问题撒手上报机
关，用不着去操‘花钱’的闲心。”该旅
保障部部长杨双记分析说，此外，经费

审批、报销程序繁琐，也是制约基层花
钱的一个原因。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这样，该

花的钱花不了，导致该办的事不能办，
进而严重制约着基层建设的进度。

依法办事是根本

如何让基层经费真正成为部队建
设发展的“助推器”？该旅在确保基层
经费“花好”的基础上，下大力气让基
层的经费更“好花”。

加强教育转变观念。把基层经费
开支相关内容和适用范围纳入官兵学
习计划，并结合平时的经常性教育、交
班讲评等时机，加强对官兵的引导，鼓
励大家使用依法依规的经费开支为连
队建设添砖加瓦，促进部队战斗力建设
水平提高。

健全制度按章花钱。建立基层营
连日常使用专款经费，把公杂费、俱乐
部活动费、后勤设施维修费纳入专款
中，实行年有计划、季有核算、月有下
发的制度；要求基层在经费使用上，施
行周汇报、月公布制度，确保经费使用
公开化、透明化。

简化程序提高效率。针对部分因
野外驻训、临时执行任务等原因，造成
无法开具有效机打发票等问题，旅里
规定可以采用由营军人大会研究通
过、军人委员会集体签名并接受同级
和上级监督检查的方法解决。同时，
机关还通过提高服务质量、缩减办事
环节等方式，让基层经费报销更加及
时高效。

春节期间，该旅合成三营教导员
李顺领就针对营里部分文体器材短缺
的实际，及时召开营党委会，研究列支
俱乐部活动经费给每个连队购置一批
新健身器材的事项，使难题很快得到
解决。

上图：连队把基层经费开支相关

内容列入周工作计划。 贾方文摄

第83集团军某旅健全完善经费开支制度严格经费管理—

依法理财，让基层经费花出效益
■贾 若 本报特约记者 康 克

鄂北冬夜，月黑风疾，温度降至零
下10摄氏度。

野战靶场上，空降兵某旅正在组织
重机枪夜间射击实弹考核。考核现场，
部队严格按照实战要求实行灯火管制，
准备弹药、占领阵地、撤出阵地均是在
夜暗条件下进行。

今年以来，这个旅按照普法知
法、学法用法、督法执法三个波次，抓
好新大纲的学习宣贯，驻训伊始就强
化监察督导、端正训风考风，在逼真
作战环境中展开针对性对抗性训练，
有效检验和锤炼了部队山地寒区空
降作战能力。

端正训风——

实弹射击2次被叫停

“1号靶两个目标命中 5发、2号靶
两个目标命中 3发……”拿着重机枪夜
间射击实弹考核成绩表，该旅四营副营
长刘晓升介绍说，今年冬训更加注重紧
贴战场需求设置训练条件、训练环境和
考核标准，虽然考核成绩较以往有所下
降，但却检验出部队真实战斗力。

不久前，同样是组织夜间实弹射击
考核，却被旅训练监察组两次中途叫停，
让作为现场指挥员的刘晓升尴尬不已。

冬训期间首次组织夜间实弹射击
考核，刘晓升按照以往在营区时的射击
流程正常进行指挥。没想到，第一轮射
击刚打完，对讲机中就传来监察组叫停
考核的命令。
“弹药手在灯光照明下准备弹药，

实战中这岂不成了敌人的活靶子？”原
来，为提高弹药准备速度和质量、防止
射击中卡弹，弹药手通常在灯光照明下
压弹，确保压实压好。

灯光照明压弹问题刚刚整改完
毕，考核却再次被监察组亮“红牌”。
监察员、作训参谋张东亮拿出秒表一
卡，发现部队发射照明弹的间隔，比新
大纲规定要少 1—2秒，“别小看这一两
秒，能让部队夜间射击成绩提高好几
个百分点。”
“训练课题研究不深”“训练条件设

置脱离实战背景”……驻训中，旅训练
监察组相继指出部队训练中存在的各
类问题。

全程评估——

5对主官现场作检讨

“我们要认真学习研究新大纲特
点规律，切实把弄虚之风、不实之举赶
出训练场。”针对发现的问题，该旅立
即组织各级指战员召开训练形势分析
会，围绕实战化训练和新大纲标准展
开讨论。
“前不久组织的野外综合拉练，多

按既定流程组织，缺乏临机导调课目。
同时，专业分队多按建制训练，缺乏作
战编组意识。”五连连长官升印率先发
言，“这些与实战不相符的现象，需要全
体指战员共同去解决。”
“这一点，我深有体会。”二营营长

王光雷接过话茬说到，“转场机动过程
中，2名带车干部未按实战标准披挂武
器装备，3个建制单位划分了作战编组
却仍按原班排乘坐车辆，原因就是指战
员打仗意识树得不牢。”
“有的官兵参加五公里越野考核

时，武器装备经过捆绑加固，不便于应
对突发情况。”作训参谋张明讲述自己
在监考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单人单装
训练注重成绩、忽视敌情，这种训练唯
成绩论的思想同样要不得！”
“只有平时从严施训练好硬功，战

时才有能打胜仗的底气！”训练监察组
组长、旅副参谋长柴洪建总结说，纠治

不正训风、树立实战导向，关键在于立
起实战实训的刚性标准，从根本上改变
训练唯成绩论的思想观念。

讨论结束，5对在训练中被查找出
与实战不符问题的单位主官上台作出
检讨。

建章立制——

10余次实战演练砺精兵

鄂北山区连降暴雪，崇山峻岭间滴
水成冰。

2月中旬，该旅组织所属 9个建制
营官兵全员齐装开展野外拉动演练，官
兵顶风冒雪艰难前行，躲避卫星过境侦
察、通过生化污染路段、抗击小股蓝军
袭扰等特情轮番上演。作训科科长穆
占涛介绍说，这次拉练严格按照新大纲
组织实施，临机导调课目占到70%。

演练期间，该旅采取集训宣讲、重
难点课目观摩示范等方式，组织新大纲
学习培训，围绕“对照新大纲标准，我们
差距在哪里”等专题展开自查自纠，在
全体官兵中掀起一场“头脑风暴”。

同时，他们健全完善全程监察评估
和定期讲评通报制度，对监察评估出的
训练作风问题进行指名道姓的讲评；将
部队作战能力指标具体落实到各课目
的能力和考核标准之中，并细化量化为
训练的实践标准、精度标准、行动标准
和方法标准。

他们抓住有利练兵时机，按照新大
纲科学施训，建立首长机关考勤考核档
案，先后组织建制营野外生存训练、炮
兵分队实弹射击、营战术实兵对抗演练
10余场次，增设蓝军袭扰、电磁对抗、卫
星侦察等临机特情，采集寒区山地空降
作战数据上千组，检验和锤炼了部队严
寒条件、复杂地形条件下遂行空降作战
任务能力。据该旅训练评估报告显示，
某型火炮射击命中率相比驻训初期明
显提升。

空降兵某旅强化监察督导确保按照新大纲训练落实落地—

令出法随，从严施训砺精兵
■刘 康 刘治鑫 本报特约记者 蒋 龙

卢梭曾说过，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

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

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要铭刻在公民内

心里。这句话道出一个质朴的道理：法

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

对部队而言，从战备训练到一日生

活，有各种各样的“法”挂在墙上、摆在

柜中、印制在口袋书里；从起床到熄

灯，官兵的一举一动都是在纪律规定

的框架之内。如何将法治信仰贯注官

兵头脑，是带兵人每天要面对的课题，

也是带出一支过硬部队必须认真作答

的考卷。

信仰始于表率。“舍己而教人者逆，

正己而教人者顺。”建立法治信仰离不

开思想的领航和行动的引领。带兵人

首先要拿起解剖自己的“手术刀”，看各

项法规制度是否学懂弄通，看一言一行

是否在法治的尺度之内，看决策决断是

否以法规为依据、以条例为准绳。带兵

人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决不

能做台上台下两种表现、人前人后两副

面孔、对人对己双重标准的“两面人”，

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打“擦边

球”、搞特殊化，不做以权压法的事。因

为带兵人就是官兵的主心骨，只有带头

把“法”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法治信仰

才有厚实的“群众基座”。

信仰成于贯彻。美国心理学家威

廉·詹姆斯曾说，播下一种行为，收获

一种习惯；播下一种习惯，收获一种性

格。法治信仰的建立首先从法治意识

开始，而法治意识必须通过持续的法

治实践去强化。带兵人要把各项规章

制度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典，贯彻

到教育管理部队的方方面面，对军营

中见怪不怪、偏离法治精神的“陈规积

习”要有纠正的信心、决心、耐心，对官

兵习以为常、不符合法规条例的“痼癖

动作”，要坚持反复抓、抓反复、多抓几

个来回，通过改变违背法治的习惯，养

成尊崇法治的性格，积累法治信仰的

底蕴。

信仰恒于获得。当你在街上开车

看见红灯的时候，你会停下来，不会认

为红灯试图限制你的自由，相反你知道

它是在保护你。这是约束与自由的辩

证法。在一个法治环境下的集体里，人

人受到法规的约束，同时也受到法规的

保护，才能享受法治框架下持久而安全

的自由。带兵人要营造这样一种法治

环境、法治风气，让官兵在遵守法规制

度中拥有获得感。让他们深刻理解，遵

守操作规定的法，收获的是远离事故；

遵守训练条例的法，收获的是战场打

赢；遵守一日生活制度的法，收获的是

军营正规稳定，进而引领他们信服法

治、接纳法治、热爱法治，让法治信仰成

为心中永恒的炉火。

燃旺法治信仰的“炉火”
■王志伟 曹唯溪

法 治 进 行 时

2月23日，

第73集团军某

旅根据新大纲

标准要求，组

织官兵进行全

要素战备综合

演练，提高部

队在紧急情况

下的快速反应

能力。

刘志勇摄

2月22日，第80集团军某陆航旅组织官兵对战机进行安全隐患排查和保养维护，确保战机时刻保持良好状

态，将飞行安全隐患消除在地面。 陈 健摄

一线探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