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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马飞、通讯员尹弘泽
报道：上周，记者在第 75集团军某旅大
交班会现场看到，会议室大屏幕上滚
动播放着全旅干部本周军事训练考核
成绩表。成绩优秀者被标为“绿色”，
合格者被标为“黑色”，不合格者被标
为“红色”。

旅长安顺介绍说，去年新调整组建
后，旅党委坚持扭住备战打仗不放松，要
求所有干部练兵打仗率先垂范，并出台

一系列措施：定期组织训练普考，利用交
班会大屏幕、宣传栏公示考核成绩；军事
训练先进个人优先提拔使用，立功受奖
优先考虑；将干部的平时考核成绩按照
相应权重，计入“双考”分数，总评不合格
者不予晋升。

排长何泽奇被调入机关工作后，因
疏于训练，4月份第一周考核不及格，被
全旅通报。他感叹：“现在看来，训练不
过关，在办公室根本坐不住！”

第75集团军某旅健全军事训练奖惩机制

干部考核不过关在全旅通报

本报讯 赵磊、刘文龙报道：“作训
科‘欠账’的训练器材已按时配发”……5
月下旬，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中士刘
清龙点开旅强军网“首长信箱”，看到旅
领导的回复后难掩内心激动：“首长信箱
没了‘过滤网’，我们提出的意见件件都
有回音！”

去年该旅调整组建后，为方便基层
反映意见和机关调研兵情，该旅机关在
新建成的旅强军网上开设“首长信箱”栏
目。一开始，官兵们纷纷通过信箱向旅
领导反映问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首
长信箱却渐渐少有人问津。旅领导深入
调查后发现，个别机关干部对官兵发帖

进行了筛选和过滤，甚至间接向营连暗
示——反映问题不要太尖锐。

交班会上，旅政委文林严肃批评了
机关业务部门的这一做法，并责令相关
负责人作出检查。会后，他们及时对强
军网进行升级改造，从技术层面去掉首
长信箱后面的“过滤网”，确保表达意见
渠道的畅通。与此同时，他们还在网上
为机关各部门建立解难档案，并完善相
应的奖惩评估机制。

首长信箱没了“过滤网”，基层官兵意
见、建议都变得畅通无阻。据统计，今年3
月以来，该旅通过首长信箱的建言献策，
督促机关解难9件，受到官兵真心点赞。

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党委网上纳谏不走过场

首长信箱没了“过滤网”

“你的建议被采纳了！”5月初，第
73集团军某旅修理四连连务会结束后，
三班长刘凯峰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列兵
李天顺，“内务柜‘限高’的规定取消
了！上级还特意为你‘正了名’。”至此，
小李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几天前，小李刚刚因为“内务柜不
按规定摆放物品”，被全旅通报。原来，
旅里组织内务检查时，小李因为放置物
品超过了“限高”，被机关检查组发现并
在旅交班会上点名批评。
“一尺高的内务柜，为啥空着半尺

不让用？”回到宿舍，挨了批的小李怎么
都想不通。
“‘出门看队列，进门看内务’，无论

什么时候这句老话也在理！”看到小李
犯了错拖了班级后腿不说、还耍起了小
脾气，班长刘凯峰对他好一顿教育，“犯
了错就要勇于承认及时改正，别胡搅蛮
缠找理由……”
“一尺高的柜子半尺闲置，逼着大

家把个人物品到处藏；检查标准过分追
求美观，棱棱角角吹毛求疵……”小李
委屈地敲开了连长许宁波的门，像竹筒
倒豆子似的，把自己心里的苦闷都说了
出来。

说实话，许连长内心也很无奈，对
内务柜“限高”的做法并不认同。不过，
小李的吐槽也提醒了他，他对小李说：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那你有什么好
办法吗？”

听连长这么一说，小李心里顿时释
然了，把自己的想法一股脑儿都说了出
来。第二天，许连长又组织全连官兵开

了个“诸葛亮会”，征求连队官兵对这个
问题的看法和意见。
“内务柜这不让放、那不让放，那配

发它有什么用”“挎包、雨衣放在内务柜
里要抹平，战备物资成了绣花枕头，典
型的形式主义”“每次内务检查都提心
吊胆，大家栽的‘跟头’可不少”……结
合新条令相关规定，连队官兵还提出了
不少改进建议。

会后，许连长拟制了一份新的内务
设置方案，并呈送到机关。没想到，机
关很快进行了反馈：内务柜取消“限高”

规定，摆放整齐即可，不追求绝对统一。
机关还以此为契机，发动官兵清理

不少内务设置中的“形式主义”，赢得大
家纷纷点赞。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试

行）》：内务设置应当利于战备，方便工

作、学习、生活，因地制宜，整齐划一，符

合卫生和安全要求，杜绝形式主义。

内务柜“限高”规定取消了
■杜 冰 高旭尧

第 81集团军某旅政委任志远至今
仍清晰地记得，自己收看十九大开幕
直播、听到“加强军队党的建设，开展
‘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
育”这句话时的欣喜与感触。

任志远说，能让自己记忆犹新，是
因为在这次改革中，这个旅完成了师改
旅、移防搬迁、隶属关系调整等任务，红
色基因传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该旅前身为原第 45 军 135 师，革
命战争年代，这支部队作战勇猛、战功
卓著。1949 年，所属某团在衡宝战役
中猛打猛冲，击溃敌军，战后被授予
“猛虎扑羊群”锦旗一面，自此“猛虎
师”威名远播，并逐渐形成了“任务重
于生命、事业重于家庭、使命高于一
切”的猛虎精神。

然而，刚移防到新驻地的第二天，
一封告状信就将该旅告到了集团军。
原来，新驻地群众反映，这支部队喊口
号声音太大，影响了他们休息。一次，
防空营去参加集团军文艺晚会，活动
前官兵向友邻单位发起拉歌挑战，当
排山倒海的拉歌声袭来，友邻单位官
兵一时不知所措，原来他们很少组织
这类活动。

调整改革前，该旅前身部队大项活
动多，每年都有实兵演习、海上适应性
训练、高原适应性训练等任务。改革
后，随着作战任务的调整，无论是大项
活动数量，还是野外驻训时间，都相应
减少。一些官兵反映，以往在完成急难
险重任务时形成的“特别能突击、特别

能战斗”的优良作风，现在没有了用武
之地。
“猛虎是要经常吼一吼、叫一叫的，

是要经常到野外磨磨虎爪、吃吃野味
的。”任志远不无担忧地说，“试想，如果
今后哪天有老兵回来看望老部队，发现
‘猛虎精神’没有了、部队作风士气丢掉
了，会是什么心情？”
“无论怎么改，‘猛虎精神’不能

丢！”该旅和上级迅速行动起来。
旅本级在开展主题教育中，围绕

“猛虎血性”筹划了一系列传承活动：
把“猛虎臂章”戴起来、把“猛虎口号”
喊起来、把原师歌《猛虎雄风》唱起来，
大力营造浓厚的猛虎文化氛围，常态
化开展比武竞赛活动，持续激发官兵
血性胆气。

集团军也行动了起来。第 81集团
军把所属部队红色基因传承当作一项
重要工程来抓，尤其重点关注调整移防
部队优良传统保留。年初以来，集团军
先后赋予该旅扑救驻地山林大火、主题
教育先行试点等大项任务，并号召其他
部队学习该旅铁心跟党的虎魂、敢打必
胜的虎胆、连续作战的虎劲、所向披靡
的虎威。

记者了解到，旅里通过耐心解
释，呼喊口号的做法已经得到驻地群
众的理解支持，并习惯了“强军之声”
每天按时响起；友邻单位正在练习拉
歌，誓言下次集体活动要和这个旅比
比士气；上级已经批准了该旅野外驻
训的申请，官兵们个个摩拳擦掌、跃
跃欲试……

如何有效应对改革调整带来的新情况新挑战？请看第 81集团军某旅“增强主题教
育实效性针对性”系列报道之四—

“强军之声”每天按时响起
■本报记者 周 远 通讯员 李连军 赵丹锋

“小程，脸上的痘痘少了很多啊！”
这是最近许多战友见到我时常用的“开
场白”，每次听了都让我感到被暖流包
围。大家可能会问，当兵的也会为痘痘
烦恼？是的，因为我是一名女兵。
“这名女兵，你叫什么名字？”数月

前，我去部队管理科送传真电报，科长
周玉良接过电报时抬头看了我一眼问
道。那一刻我有点慌，回答问话后迅速
走出办公室，回来的路上拼命回想自己
的表现，没发现什么不妥这才放了心。

没承想，下午连长私下找到我，说

周科长打电话询问我脸上痘痘的情况，
还说他认识一个祛痘的医生，想推荐我
去看一下。

天啊！感动之余，我回想到自己
和青春痘“作战”的痛苦经历：当兵后
由于对驻地气候不适应，青春痘找上
了我的麻烦。尽管吃药、抹药多管齐
下，却收效甚微。屡战屡败的我成了
“低头族”，对别人的评价变得极其敏
感，总感觉大家看我的眼神里带着嘲
笑。夜深人静，我不止一次地想：赶紧
退伍回家，可能只有家乡的水土才能
助我“战痘”成功！
“上高中时我的脸上开始疯狂长痘

痘，当时正在爱美的年纪，却因为它每天
干啥都没心情。我上次留意到你脸上的
情况，想必跟我当时一样着急……”转眼
到了周末，我戴着口罩和周科长走在喧

闹的大街上，看着闷葫芦般一言不发的
我，周科长对我讲起了他的经历。说话
间到了医院门口，医生了解完我的情况
后开始“对症下药”。临走前还嘱咐至少
每周都去清洗一次，不然影响效果。

每周一次？部队外出名额有限，怎
么可能每周都让我出来？想到这里，我
再次感觉“战痘”无望。谁知，还没等我
向连长汇报，科长就已经向连长说明情
况，并提出建议：在治疗期间，每个周末
给我一定时间去做护理，不占用班里外
出名额。

两个月下来，我的“战痘”初显成
效，脸上的痘痘明显少了，更重要的
是，我不再是逃避别人视线的“低头
族”，而是参加军考自信的“低头学习
一族”。

（李 琪、吴 震整理）

科长带我去“战痘”
■第76集团军某旅通信导航连上等兵 程循瑜

Mark军营

坚决清理土政策土规定

编余小议

记者感言

新条令链接

十多年前，编者在基层任排长

时，也有过与战士小李十分相似的经

历。不但官兵的内务柜摆放什么物

品，各级有十分严格的规定，甚至连

物品长度高度宽度都有统一的尺寸标

准。除了战备物资外，大量个人用品

都成了“黑户”。一方面，官兵们的内

务柜放不满；而另一方面，大量个人

物资只得藏到炊事班、水房等犄角旮

旯。

这事连队干部都清楚，但大多睁

一只眼闭一只眼。每到上级大检查，

特别是突击检查时，现场景象可以用

“狼狈”来形容。战士们有的拎桶，

有的背包，把藏在角落里的个人用品

迅速转移，以最快速度把“战场”打

扫干净后迎接上级检查。

想起当年那一幕，编者最深的感

受是：上有土政策，下就有“土对

策”。如果不能依法依规管理部队，把

土政策土规定当“经验”“做法”，结

果便是你想看到什么，官兵们就会假

装让你看到什么。而归根到底，不过

是捏着鼻子哄自己，假象而已。

莫让土政策逼出“土对策”
■张科进

记者探营

教育不仅仅是上大课、记笔记、谈

体会，更重要的是发现和解决现实难

题，只有这样才能提升教育的针对性、

实效性。如果对难题视而不见绕道

走，教育就会沦为走过场，达不到预期

效果。

第81集团军某旅在主题教育中没

有回避新矛盾新情况，而是认真调研

分析，采取一系列针对性措施，迎着难

题用劲，其直面挑战的做法值得学习

借鉴。

在传承红色基因方面，各级领导干

部要主动担起主责。有些难题一时难

以解决，就需要党委层面出台针对性措

施。第81集团军党委多赋予这个旅大

项任务，不断搭建展示平台，对于他们

传承“猛虎精神”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

作用。

各个单位还应该打破“门户之见”，

利用改革调整来一场大融合、大交流，

在取长补短、相互借鉴中，让红色血脉

得以更好传承。

教育要迎着难题用劲
■周 远

东海舰队某护卫舰

支队一级军士长张久

伟 20多年扎根基层一

线，带出专业技能骨干

上百人，照顾家庭的时

间却屈指可数。妻子

张华一个人撑起一个

家，却没有丝毫怨言：

“ 虽 然 他 的 人 不 在 身

边，但我能感受到老张

和他战友们工作的价

值。”上个月的授衔仪

式上，看着妻子为自己

换上金灿灿的新军衔，

老张笑得多么骄傲。

万 杰、周道先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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