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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以来，在中央军
委纪委统一部署下，全军军级
以上单位纪检监察机关分别在
380 多个旅团单位建立基层风
气监察联系点，并指导各单位
选定了 18900 余名基层风气监
督员。

如今，这支纠治基层“微腐
败”、纯正基层风气的“纠察”队
伍工作开展得怎样？作用发挥
得如何？工作中遇到了哪些现
实问题和矛盾困惑？基层风气
监督员这项新机制推开，对于加
强基层风气建设有哪些启示？
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近日走
进陆军第 82 集团军某旅调研采
访，探究基层风气监督员履职尽
责的情况。

■风气监督员怎么
产生，具体担负什么职责

去年 5月，接到关于推选风气监督
员的通知时，某营电子对抗连指导员
宋健有些疑惑：“风气监督员具体要干
什么呢？”

仔细看完通知，宋健认识到这件
事非同小可，他对连队其他干部说：
“这是大抓基层风气建设的一项新举
措。”

对于风气监督员这个新生事物，
该旅大多数人都没有清晰的概念，有
人说：“也许与过去的‘八大员’差不
多吧。”
“风气监督员是维护基层风气的

‘摄像头’和‘显微镜’，他们就好比
纪检监察机关的‘千里眼’和‘顺风
耳’。”军委纪委在该旅建立基层风气
监察联系点动员部署会上，参会的军
委纪委办公厅领导用形象的比喻，道
出了设立基层风气监督员的初衷。

那次会上，对风气监督员监督查纠
的具体任务也进行了明确：贯彻落实
习主席和中央军委加强基层风气建设
决策指示情况；改作风纠“四风”情况；
基层敏感事务处理情况；保障官兵合法
权益情况；训风演风考风情况；纯洁内
部关系情况；党委纪委履行抓风气责任
情况；党员干部作风形象情况。
“这 8个方面基本涵盖了基层风气

建设的各个方面。这提醒我们，在一
双双无处不在的眼睛的监督下，行使
权力必须合法合规合理。”旅政委王德
利认为，把监督触角延伸到基层末
端，既是落实习主席加强基层风气建

设重要指示的一次探索，也是在正风
肃纪领域贯彻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

基于这样的认识和判断，该旅党
委、纪委要求各单位严格按照个人申
请、群众推荐、军人大会民主测评、党
委支部研究上报、旅纪委考察了解等程
序，组织推选基层风气监督员。

最终，包括陈双河在内的 101名风
气监督员队伍建立起来了。他们中既有
连排干部，也有士官和义务兵，都是群
众信任、敢于担当的基层官兵代表。

为便于风气监督员履行职责，该
旅纪检监察科还专门为全旅基层风气
监督员统一制作了印有“风气监督
员”字样的胸牌。

为便于基层风气监督员开展工
作，该旅纪委牵头从风气监督员队伍
建设、手机管理使用、伙食管理、休
假管理、事务公开、官兵关系，以及
纠治收受红包土特产、“五多”问题 8
个方面进行了具体规范，并区分战备
训练、兵员管理、车辆使用等方面，
明确了查纠整治的方法步骤、标准要
求、考核评估等措施办法。

当然，风气监督员并非专职，他
们也要承担正常工作。风气监督员孙
衍军告诉记者，每逢旅里的战备日，
他都要比大家早起来，到各班排巡
查，监督有无官兵提前打好背囊、事
先准备器材等问题。拉动演练时，他
也要和大家一样正常参加。

■风气监督员在履
行 职 责 中 会 遇 到 哪 些

“坎”

上岗没多久，四营八连风气监督
员、排长谷树林就遇到了一件棘手的
事——连队一名战士委屈地向他反
映：自己向机关咨询事情，不仅没有
得到满意答复，还被教育了一顿。

了解情况后，谷树林一边安慰战

士，一边表示帮他解决。
活倒是揽下来了，可到底怎么解

决，谷树林心里也没底：如果战士说
的情况属实，自己一个基层排长，该
怎样监督机关？况且，近期机关正在
从基层考察选拔年轻干部，如果因为
这件事处理不当得罪了机关领导，自
己想进机关的打算很可能会泡汤。

记者在该旅调研发现，谷树林内
心的矛盾和困惑，许多风气监督员都
遇到过。简单地说，身处基层一线的
他们，很多时候不敢放手去监督，或
者说不敢在监督中较真。

与此同时，风气监督员不会监督的
问题也时有发生。根据规定，涉及官兵
切身利益的敏感事务，旅里都要求基层
风气监督员参加。然而，诸如工程招标、
物资采购等一些业务性较强的活动，经
常令有的基层风气监督员感到有心无
力。
“就拿监督副食采购来说，以前只

知道排骨就是排骨，没想到排骨还分肋
排、脊骨、大排、前排等，价格各不相
同，要监督采购过程就必须对此十分了
解。”警卫调整连风气监督员戴忠心
说，“这倒还简单一点，有时参加一些
工程和采购招标，标书根本看不懂。”
“如果说不敢监督、不会监督的问

题，通过努力能够逐步加以解决，最
难解决的就是一些监督员不愿监督的
问题。”旅纪检监察科科长张成说。

有的风气监督员对记者说，他们既
没有编制，也没有岗位津贴，可干的尽
是“揪辫子”“打板子”、得罪人的事，
搞不好就成了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
是人。
“无论是不敢监督、不会监督，还

是不愿监督，都是风气监督员队伍履
职过程中必须通过的‘坎’，这些问题
在其他单位也不同程度存在。”第 82集
团军一位领导说，“这些问题早一点暴
露出来，就为各级早一点研究解决创
造了条件。”

在这方面，该旅在上级指导下进
行了一番探索。他们持续开展常态化

帮带培训，结合组织市场考察、采购
招标、考核监督等经常性业务工作，
手把手对风气监督员进行传帮带；定
期组织风气监督员到纪检监察科代
培，利用调查核实上级转办或本级受
理的问题线索等时机，抽调营连纪检
力量参与问题线索调查核实，通过以
案代训、现地教学等，提高基层风气
监督员的能力素质。

与此同时，他们还对基层风气监
督员的工作成效进行考核评估，不尽
职的要进行调整，优秀的进行表彰。

■风气监督员不是
解决基层风气建设问题

的“万能钥匙”

休假归队“小意思”、上级来人
“加个菜”……记者一路采访，大家纷
纷表示，诸如此类以前见怪不怪、习
以为常的现象几乎不见了，基层风气
越发纯正了，官兵关系更加简单了。

对此，该旅防空营某连指导员李春
迪认为，风气监督员发挥了重要作用。

义务兵朱纯锋则是直接受益者。
以前，他经常利用课余时间为战友们
义务理发，但时间长了，大家感觉理
所当然。小朱的休息时间被占用不
说，还经常要自掏腰包购买更换理发
工具，他自己有苦说不出。

风气监督员陈双河上岗后，查纠
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朱纯锋休息时间被
侵占的事。解决的方法，是大家一起
商量定的：在理发室设置一个投币
箱，理完发后自愿投币，由风气监督
员定期开锁取钱，并监督购买理发工
具，而且规定了每周的理发时间。
“风气监督员只是纯正基层风气的

一把钥匙，但这个群体不是风气建设
的万能钥匙，不能指望他们把什么锁
都打开。”对此，该旅领导始终保持着
“辩证的冷静”。

“设立基层风气监督员，依靠群众
正风气，首先要相信群众能干好这个
事，同时各级党委 （支部） 更是要拿
出敢于自我革命、刀口向内的勇气。”
旅政委王德利一直在思考怎么为风气
监督员这支队伍打气撑腰，使其真正
发挥群众监督的威力。
“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并不等

于放手不管，更不等于完全依赖，旅
党委、纪委更需要主动作为，强化监
督执纪。”对此，他们做了一些尝试
和探索。

党委机关坚持以上率下。该旅坚
持从常委做起、从机关严起，认真对
照军委纪委下发的《官兵身边的“微
腐败”和不正之风问题清单》，深入查
找存在的突出问题，逐级制定《基层
风气整治任务书》，明确整治目标、具
体措施和完成时限。

引导各级树立自查自纠的观念。
为了纠正“讳疾忌医”的思想观念，
该旅引导各级树立“抓早、抓小、抓
严、抓常”的意识，尽可能把问题解
决在风气监督员监督之前。

加强基层营连纪检力量建设。该
旅在营一级探索设立“基层风气巡查
小组”，小组长一般由副教导员或营纪
检委员担任，负责将连队的纪检委
员、风气监督员队伍等纪检力量统筹
起来，每周召开例会，并定期开展巡
查，向旅纪检监察科报告工作。

当然，还有一些问题是基层难以解
决的，比如：风气监督员的考评机制还
是空白。其实，纪检监察科长张成上任
以来，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但在他看来，
风气监督员一没编制、二没岗贴，如果
再加压，谁还愿意干？但若干好干坏一
个样，责任心、积极性又从哪儿来？

该旅一位领导介绍说，他们正在
积极向上级建议，看能否从制度设计
上解决风气监督员队伍建设中的这些
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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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双无处不在的“眼睛”
—第82集团军某合成旅风气监督员履职情况调查

■本报记者 钱晓虎 邹 菲 通讯员 王龙刚 李 啸

机关业务部门“通知满天飞”的现
象得到纠治，为图省事通过微信群下
发通知的行为彻底杜绝……前不久，
武警山东总队枣庄支队对去年第四季
度双向讲评会上基层提出的问题整改
情况进行梳理，对已整改到位的问题
按照程序撤销，对还未整改完的问题
进行督促。

据了解，该支队每季度都要组织
召开一次机关、基层双向讲评会，让机
关和基层在诚恳的面对面交流中，互
相讲评晒问题、双向承诺办实事、共同
监督促落实。

刘伟是该支队双向讲评会上出了
名的“炮手”，向来敢于“刺刀见红”。
去年，他讲评机关的 14条问题均被采
纳，数量位居基层主官第一名。

在去年第三季度双向讲评会上，
刘伟就率先“开炮”，一针见血地提出
“更新基层训练器材存有拖沓现象，很
多急需配发的器材只做了统计，而没
有及时拨发”“执勤安全献计献策活
动，征集建议红红火火，而下篇文章做
的不实，好的建议至今没有整理下发”
等 5个问题。他的直言不讳，不仅受
到了支队领导点名表扬，还为基层“要
到”迟发的训练器材，并推动一大批安
全计策应用到执勤一线，受到基层官
兵一致点赞。

在以往的支队双向讲评会上，也
有过基层干部“张不开嘴”的现象，往
往是机关干部发言踊跃，指问题侃侃
而谈、讲对策头头是道，可轮到基层干

部讲评时，因为害怕“穿小鞋”而顾虑
重重，要么三言两语不疼不痒，要么通
篇赞誉皆大欢喜，对机关干部的触动
不大，起不到查找问题、解决问题的效
能。为此，该支队党委专门制定《关于
落实“双向讲评”制度的办法》，详细规
范双向讲评的方法、程序、监督等具体
内容。

该支队党委提出，既要倾听基层
呼声，更要加大对基层提出问题的整
改力度。每次双向讲评会上，对于基
层提出的问题，支队领导都要求相关
机关业务部门剖析原因、区分责任，
当场作出承诺，明确整改时限，并在
问题认领表中登记备案；对于涉及两
个以上股室、难以区分责任的，则及
时进行任务分工、明确时间节点和改
进要求。

该支队还明确要求，每整改一个
问题，须由相关股室拟写整改情况报
告，经提出问题人员签字确认，报支队
抓基层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完毕后，方
能从问题认领表中销号。
“勇于直面问题，敢于刮骨疗毒，

才能使部队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得到解
决。”该支队政委孔繁华告诉记者，“双
向讲评会如今已成为改进机关服务质
量、提高基层工作标准、助推部队建设
发展的有效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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熄灯号过后，营区安静了下来，上士
陈双河在连部门口徘徊。好几次他想推
门进去，但手刚挨到门把手又紧张地缩
了回来。

进还是不进？陈双河犹豫不决：进
吧，心里还有些顾虑；不进吧，又觉得对
不起战友们的信任。

作为第 82 集团军某旅基层风气监
督员，这是陈双河第一次准备行使监
督权，他感到有些纠结——

1 个多小时前，连队晚点名时，值
班员讲评一日工作，之后连长、指导员

又轮番讲话，点名严重超时。
就在点名前，连队组织体能强化

训练，战友们人人一身汗。原本想等
点名后冲个澡，谁知队伍刚解散，熄灯
号就响起，大家不得不拖着疲惫的身
子、穿着汗湿的背心上床就寝。看着
大伙儿一个个在床上翻烙饼，陈双河
悄悄下了床……

犹豫之时，陈双河下意识地摸了一
下上衣口袋，掏出一张红色卡片，一字一
句地默念卡片上的内容。这是旅党委、
纪委专门为基层风气监督员制作下发

的，上面列出了5项基本职责。
最 后 ，陈 双 河 鼓 起 勇 气 推 开 房

门，将大伙儿的想法向指导员夏红
灯和盘托出，并给连队干部提了几
条意见。

陈双河这个基层风气监督员，是
全连官兵一票一票选出来的。起初，
他并不想接这个“烫手山芋”。“这是个
得罪人的活儿，还是别干了。”有人这
么劝他。
“纠治基层不正之风，上有党纪

国法，下有各级党委、纪委，基层风气

监督员到底能发挥多大作用？”有人
这么说。

陈双河一琢磨，感到大家的顾虑不
无道理，但他也清楚地记得来旅里挂钩
蹲点的军委纪委机关领导在动员会上
的讲话：“法规是红绿灯，纪委是交警，
风气监督员是全时监控违章行为的摄
像头。”
“既然是‘摄像头’，那咱就不能只

当个摆设！”陈双河对战友说。从连部
出来回到宿舍，战友们都已入睡。陈
双河躺在床上，感觉心结一下释然了：

刚才夏指导员很重视他的意见，还专
门找连长商量，决定在第 2 天晚点名
时，当着全连的面作自我检讨，还要对
陈双河提出表扬。

在这个旅，还有 100 名像陈双河这
样的风气监督员，他们大都有过此类从
纠结到释然的经历。

上士陈双河的纠结与释然
■李 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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