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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仗不能拖泥带水，清除和平
积弊，机关要从发短文、讲干货做
起。”前不久，武警山东总队临沂支
队召开“深入纠治和平积弊回头看”
查摆剖析会。会上，某中队指导员郑
家龙的发言激起了一池涟漪。

作为新任指导员，今年 4月初上
任以来，郑家龙可谓干劲满满：训练
站排头，教育招法活，工作认真负
责，很快得到了官兵们的认可。

然而前段时间，机关接二连三亮
出的“黄牌”，却着实让郑家龙很
“受伤”。半年工作总结时，面对一份
份通知和文件，他搞不清具体实施的
程序和步骤，手忙脚乱中频频出错，
被机关通报批评；支队举办首届“军
体之星”比武竞赛，因为没有吃透通
知里的比赛规则，导致参赛人员项目
出现交叉被判违规，只得在赛前作出
临时调整；要求上报的预任军械员政
审材料又因未按通知要求规范填写，
被打回重新填报……

查摆剖析会上，郑家龙拿出一份
通知“解剖麻雀”，将其中“指导思
想”“几点要求”等穿靴戴帽的地方
去掉，大约可减少 2页纸；将其中缺
乏实际指导意义的内容压缩，至少可
再减少 2页纸；把涉及机关的内容删
去，又少了 1页纸……长篇通知不仅
晦涩难懂，还牵扯了基层带兵人许多
精力。

郑家龙的“吐槽”引发大家的讨
论。几名机关干部也倒出苦水，“有
时上级机关下发的文电本来就很长”
“大项工作头绪多，通知长一些在所

难免”“文电拟得太短太简单，担心
工作安排不周全”……
“通知精神没领会，工作末端难

落实，问题出在基层，根子却在机
关。”支队党委会上，一班人集体反
思：篇幅过长、内容“注水”的公
文，既反映出机关干部对上级精神吃
不透，对基层情况拿不准的问题，同
时也暴露出机关业务部门不够担当，
抓工作招法不多、以文件落实文件的
弊病。

为此，该支队作出明确规定：严
格通知文电审签制度，让通知真正聚

焦基层、言之有物，必要时提供纲目
性工作提示；建立通知文电追踪问效
制度，及时解答基层的疑难困惑，并
对落实情况进行跟踪问责，让机关干
部从文字材料中抽出身来，从以文件
落实文件的空转中走出来，把主要精
力用到帮基层抓工作落实上。

在不久前的士官选晋和老兵复退
工作中，该支队对开展的重点工作统
一进行安排部署，下发基层的通知内
容简洁、措施明确，机关干部通过下
基层蹲点、打电话回访等多种形式指
导基层开展工作，赢得官兵真诚点赞。

挤一挤通知中的“含水量”
■潘 明 姜俊杰 陈 波

本报讯 姜雪伟、王子阳报道：
“现在，机关下发的通知指示越来越
体恤基层，我们再也不必成天乱忙
了。”10月 23日，陆军某信息保障旅
宣传科王干事拟制的一份通知下发基
层后，便受到不少官兵的好评。

之前，上级机关下发通知，要求
上报微课视频、漫画等官兵原创作
品。负责此事的王干事第一时间对照
上级通知拟制本级通知，要求每个建
制营把所有作品分别上报一件，宣传
科再从中遴选优秀作品上报。让他没
想到的是，在给旅政治工作部主任呈

审通知时，却遭到了主任的批评：
“上级让分别上报一件作品，你们却
让每个营上报所有作品，有没有考虑
到基层能否完成，这样的通知不能下
发。”透过此事，该旅党委一班人发
现，改革调整后机关编制缩减，一些
机关干部为方便省事，处理上级通知
指示时存在生搬硬套制定本级通知、
为了不出问题层层加码等情况，从而
出现了通知不合理，基层疲于应对的
现象。
“给基层下发通知是机关指导基

层的一种常用方式，但如果通知指
示缺少合理性，就会增加基层负
担，让基层更加忙乱，这是‘五
多’的衍生产物，必须坚决杜绝。”
为此，该旅组织机关干部认真学习

最新修订的 《军队机关公文处理工
作条例》，对照《条例》规范公文类
别，明确给基层下发通知的具体事
项；规定机关干部在拟制通知前，必
须先调查研究，结合单位实际情况拟
制，不得生搬硬套和闭门造车，更不
能在部署任务时层层加码增加额外任
务量；所有科室下发通知前，必须先
报各部值班科室，由值班科室协调
下发，防止通知扎堆。

少了不必要的烦恼，多了静心工
作的动力。再接到类似的通知时，王
干事总会把各个连队的情况认真摸排
一遍，对通知内容进行细化，结合各
单位情况合理部署安排，并给予基层
精心的指导帮带，使每份通知都能在
基层落实生效。

陆军某信息保障旅

落实通知指示不搞层层加码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对于上

级下发的通知和本级开展的工作，

机关不是通过具体的指导帮带来落

实，却热衷于发文电、下通知，甚至

出现以文件落实文件的现象，这种

作风就是典型的文牍主义、形式主

义。

“以文件落实文件”，是把文件作

为落实责任的挡箭牌，这种陋习并不

鲜见：无论应对上级检查、还是对下部

署工作，只要有一纸文件在，就能说得

出口、拿得出手，把工作落实与传达文

件等同，对于基层是否落实、措施是否

到位，却不管不顾。

毛泽东同志曾说：“盲目地表面上

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

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

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

方法。”把精力虚耗在文电上，用通知

来落实通知，其症结还在于一些机关

干部不敢担当、不愿作为，从根本上

讲，就是一种“懒政”。

通知文电每一页都是一面镜子。

减少基层新老“五多”的干扰，机关干

部要真正从文山会海中走出来，紧紧

扭住一个“实”字下功夫，少些“纸上

谈”，多些“现场干”，不搞形式主义、不

做表面文章、不刮虚浮之风，把心思和

精力更多用在指导帮带基层上，做到

会议开得有用、文电发得对路、工作组

下得给力，才能不断促进基层建设稳

步发展。

别再把精力虚耗在文电上了
■武警山东总队临沂支队政委 王荣茂

深秋时节，顶着沿河西走廊漫卷而
来的风沙，记者赶到祁连山下西部战区
陆军某合成旅的野外驻训地。只见莽
莽戈壁滩上，几处帐篷零星散布，怎么
看也不像是一个旅的驻训地。

从宿营部署图上，记者了解到，距
指挥所最近的一个营都在数公里之外，
而且部队还常常结合战术背景不断调
整部署，宿营位置时常处于动态变化
中。驻训点如此分散，如何有效指挥控
制部队呢？

旅作训科科长鱼关荣指了指帐篷
外，略带神秘地说：“别看这里是荒凉贫
瘠的戈壁滩，其实到处都是‘高速公路’，
无数数据正在繁忙地往来穿梭。”

记者从指挥所中央的一处屏幕上看
到，合成一营值班员正在通过视频报告部
队当前情况，相应文电也同步流转到旁边
的一体化指挥平台上。各类数据在这里
汇聚分发，瞬息之间便能从指挥所直达各
任务终端。
“全覆盖的信息网络链路，确保了

强有力的指挥控制。”鱼关荣说，无论部
队配置多么动态分散，都能紧紧地聚在
这张“网”里。

这在以前的确难以想象。当时还
是一名连长的鱼关荣最头痛的事情莫
过于集中开会。光是把分散各处的骨
干聚齐，就要耗费大量时间。
“受到指挥通联的限制，那时的驻

训很难真正做到分散部署。”鱼关荣告
诉记者，如今，除部分密级较高的会议
外，其他均可通过网络化视频系统实时
召开，不受距离影响。节约了召集人
员、布置会场的大量时间，任务布置、指
令传达更加简洁高效。

入夜，合成三营接到旅指挥所命
令，要求全营迅速转移至预备阵地。
虽然实施了灯火管制、电台静默等反
侦察措施，梯队隐匿地行进于茫茫夜
色中，但各终端位置信息仍清晰地显
示在旅指挥平台上，实现了部队动中
实时指控。
“一网聚三军，胜由信息通。”旅长

朱永黎告诉记者，不分动静，不论远近，
虽然部队驻训更分散了，但指挥控制却
更加紧密。

部署高度分散，营地动态变化，西部战区陆军某合成旅依托信
息网络体系达成实时指挥控制——

方圆数百里 信息一网通
■李 森 陈善锋 本报特约记者 孙利波

以往，大军云集，连营百里，其

实多少也是受制于指挥控制手段单

一。在侦察技术和打击手段高度发达

的现在，“聚”与“散”的辩证更加凸

显。这个旅的驻训便是如此，驻营分

散，能够隐蔽企图，保存自我；信息

聚合，确保指挥通畅，战力凝聚。

在贺兰山古战场，记者没有看到千

军帐、阵如云，却真切感受到了一种形

散神聚的肃杀之气，感受到了官兵们思

战谋战的坚定决心。虽然动态分散增加

了管理难度，但他们敢于“求散”，硬

是将这种压力转化为锤炼信息聚合本领

的动力，将日常管理的一点一滴都纳入

到战时指控的无形训练中。

有“敢散”的魄力，又有“能

聚”的实力，这才是走向战场的胜战

姿态。

“散”有魄力“聚”有实力
■孙利波

最近我在连队，风头一时无两，因
为我的一条朋友圈，不仅让连长收起了
分贝仪，更纠正了官兵对士气的认识。

事情得从上个月连队番号声不够
响亮说起。俗话说：“进门看内务，出门
看队列”，番号声体现士气，如此“低调”
可不行！为此，连长特意网购了一个分
贝仪，并决定：晚点名后，组织番号声测
试，分贝值低的班排再唱一支歌。

这招果然奏效，大伙儿伸脖子、
扯嗓子，分贝仪上的数值节节攀升，
连队在营集合、晚点名等“关键时刻”
也是“士气大振”。可我却有苦说不
出：因为天生嗓门小，经常害得班级
测试垫底。

为此，我还受到了排长的特殊照
顾，点名时他排兵布阵，特意把我安插
在队伍角落，给“大嗓门”让道。

没多久，我发现虽然分贝值上去
了，可一旦干部缺位或碰上无关紧要的
场合，连队番号声明显“矮”了一大截。
私底下，战友也善意提醒：“平时少出
力，晚上创佳绩。”“反正吼不出个响，不
如装装样子。”我稍一犹豫，便也选择了
平时保存实力“张嘴不出声”。

可没想到，因为“演技”不佳，才两
天我就露了馅。“本来声音就不大，还不
卖力！”瞥见排长责备的眼神，我心里难
受极了。
“大伙儿都一样，凭啥针对我？”

回到宿舍，我忍不住在朋友圈吐槽起

来：“嗓门小怎么了？嗓门大就代表
士气高么……”这条“状态”很快引来
了战友们的围观，连长竟也点了赞，
这下我可慌了神。

然而，事情发展却出人意料。第二
天晚点名，连长竟当众宣布取消分贝仪
测量番号声的做法。后来我才知道，原
来在连务会上，连长就此做法专门征求
骨干意见，听到不少反对意见。连长借
机举一反三，引领大家集纳官兵智慧，
对建设管理中不合理的规定做法进行
集中查摆和清理。

如今，战友们建言献策的热情越来

越高，响亮的番号声也成了连队一张靓
丽的名片。前不久，在全旅组织的共同
课目比武中，我突破性地摘得武装攀登
课目第一名，被评为“训练小老虎”。战
友们纷纷对我竖起了大拇指：嘿，嗓门
虽小，可咱照样嗷嗷叫！

（徐 鹏、朱 凯整理）

嗓门虽小，可咱照样嗷嗷叫
■第73集团军某旅二营支援保障连战士 王夏清

在南部战区海军某作战支援舰支
队，二级军士长李名胜可谓名声在外。

当兵 24 年，干了 20 年炮手，凭着
“指哪打哪”的本领，李名胜获得的荣誉
不胜枚举。2010年，李名胜顺利晋升为
三级军士长后，很多人都调侃他从此进
了“保险箱”，往后的日子可以躺在功劳
簿上养老了！可谁知，李名胜不仅没有
歇脚，反而比以前更拼了。

同年，某新型舰炮列装支队，李名
胜第一个主动请缨去接装。

不承想，新装备上船后，李名胜“神炮
手”的招牌竟砸在了这门炮上：第一次实
弹射击，十发炮弹无一命中。“败走麦城”
的李名胜没有气馁，每天着魔似的拆装、
瞄准、校对、调试……
“新炮有几个地方存在问题，必须

进行改良！”半个月后，李名胜得出的结

论让上级业务部门和厂家技术人员大
吃一惊。
“班长，新装备咋可能有问题，可

能是磨合不够，多打几发就好了。”李
名胜的徒弟小张以为师傅是抹不开面
子，在为自己的失手找台阶，赶紧在一
旁打圆场。

面对质疑，李名胜掏出一个笔记本，
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数据和文字，记
录着故障原因和改良方法。原来，在反
复调试中，李名胜发现新舰炮存在电缆
线与炮耳摩擦、高速俯仰旋回稳定性差
等问题，从而影响到射击精度。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厂家技术组借
来这个笔记本进行对照检查，最终证实
李名胜的判断无误，于是连忙对该型号
装备进行改装。就这样，李名胜的名声
在厂家技术员中传开了……

“敢同权威叫板”的底气，源于日复
一日的积累。类似这样的工作笔记，李
名胜写了20多本，仅某型舰炮的操作要
领及故障排除就多达80项、超过7000余
字，并且图文并茂、要素齐全。后来，上
级将李名胜的工作笔记整理成册，作为
辅助教材在枪炮专业训练中推广。自
此，他的名声传得更远了。

前不久，李名胜带出的 5名徒弟有
2 人考上军校、3 人进入士官学校深
造。支队领导得知消息后，专门打来电
话为李名胜庆功：“老李啊，战士走近你
时是铁，离开你时成钢。我估计这次你
的名声要传到更远的地方去喽！”

一句话颁奖辞：叫板权威，源于日

复一日的实践积累。这个“名声在外”

的李名胜，名副其实！

“名声在外”李名胜
■万永康 胡世天

潜望镜

Mark军营

新闻观察哨

我也要立功

10月下旬，第82集团军4名精武标兵走进新训场，面对面与新战友分享自己

的成长故事和军旅感悟。这不，一等功臣、某合成旅侦察营副营长候国领（左二）

来到新兵中间，深情讲述起自己多次荣立军功背后的故事，新兵们听得入神、深

受触动，情不自禁地伸手触摸候国领挂满胸前的军功章。

姜 帅、陈天锦摄影报道

小咖秀

采访手记

杨俊滨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