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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军营

1月29日，第72集团军某合成旅驻地人防办组织幼儿园小朋友到军营开展

“戴红围巾、送剪纸、贴窗花”活动，为官兵送上新春祝福。图为官兵和小朋友一起

张贴窗花。

谢权鑫、何睿健摄影报道

“福”到军营

记者来到支队采访的那天是星期
三，正好赶上晚上的“强军大讲堂”。

在这里，不分级别职位，谁都可
以上台讲上一讲，内容更是包罗万
象：从军事训练到政治教育，从材料
撰写到带兵方法……坐在记者旁边的
组织纪检干事曾涛小声说：“我就是通
过这个平台对组织工作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

讲堂结束后，当记者问及“转隶
后有没有担忧过自己的前途”，曾涛立
马打开了话匣子。

2017年底刚转隶时，机关各部门
都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事多人少忙不过
来的现象，组织纪检股矛盾尤为突
出，时任一中队代理指导员的他，被
借调过来帮助工作。

这个机会是曾涛靠日积月累的努
力学习换来的。“每天晚上十点多熄灯
查铺后，我就一头扎进书本里，常常
是十二点才睡觉。”曾涛说，有一次跟
家属视频，妻子说了句：“老公你的白
头发又多了……”

按理说，一名土生土长的基层带
兵人要胜任机关干部的工作，怎么

也得学习锻炼一两年，而他仅用了
不到半年，就正式调入政治工作
处，完成了基层带兵人向机关干部
的转变。

原来，这个支队建立了成熟的机
关基层交流制度，基层干部不用担心
“熬不出来”，机关干部也不会是“稳
坐钓鱼台”。

时间倒回至支队刚移防到青海的
第二天午夜，忙碌了一天的官兵早已
酣然入睡，只有党委会议室依旧是灯
火通明。

平日里乐观开朗、积极向上的防
化中队中队长吴洪友坐在角落里，
愁眉紧锁。如果没有转隶这回事，
吴洪友已经成为一名作训参谋，毕
竟这个被大家称为“钢铁侠”的男
人，军事素质没得说，带出来的兵
也是“嗷嗷叫”。

可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部队接
到转隶命令，还新组建了几个专业性
都很强的中队。下午的党委会上，常
委们一致决定，这几块难啃的“硬骨
头”，像吴洪友这么优秀的军事干部，
责无旁贷得“啃”一块。

党委会结束后，几名拟任中队主
官被喊到会议室，单独开了个通气
会，一开就到了深夜。快结束的时
候，早就看出吴洪友心事的支队长何
虎特意提高嗓门说：“实干就是前
途，成长进步交给组织，你们放心！”

吴洪友干得怎么样？记者在防化
中队了解到，这一年，他带着中队官
兵边学理论边摸索着训练，现在已基
本形成战斗力，前不久还在总队专业
大比武中拿了名次。

实际上，像吴洪友一样努力和优秀
的干部不在少数，可是部队改革后，“人
多位少”的矛盾很突出，曾出现过一个
正连岗位多人竞争的现象，有的人便出
现了一些负面情绪。
“如果因眼下的阵痛而心神不宁，

因暂时的困难而瞻前顾后，这样的干
部也不会有多大前途。”支队政委郑轶
告诉记者，“说一千道一万，努力提升
自身能力素质才是干部不焦虑的‘不
二法门’。”

如今，在这个支队，素质立身、
实干吃香的观念已深深烙印在每名干
部心里，记者一路采访，无不被他们

积极向上、干事创业的蓬勃朝气深深
感染。
“你看，我们支队的每名干部都

有一个清晰的未来。”人力资源股干
事程东方拿出一本册子给记者看。
册子封面上写着：支队干部成长路
线图。

机动一中队排长高歌大学专业是
汽车指挥，应着重向后勤方向培养；
宣传保卫股股长郝亚博很会凝聚兵
心，提正营后可以考虑安排到教导员
岗位；特战一中队中队长马春云有股
子闯劲儿，让他适当交流到侦察股锻
炼……册子中，支队为每名干部科学
设计了发展路径。

转隶一年来，该支队累计提升使
用干部 30 余人，1 人交流到国防大
学，2人被推荐到总队机关，9名转业
干部妥善安置。

目前，仍有 3 名转业干部没有找
到合适归宿，不过支队始终在为他们
多方联系，给他们吃“定心丸”，3名干
部也没有“着急上火”，因为他们知
道，无论去留，支队永远是他们温暖
的家。

抓部队首先要抓干部。请看武警青海总队某机动支队“转隶移防一周年回头
看”之二—

告别焦虑，根本的要靠提升能力素质
■郭紫阳 本报记者 张海华

本报讯 王鑫、杨鑫报道：“一营
账目未按要求进行公示，扣 0.5 分”
“五连风气监督员理论学习不主动不及
时，扣 0.2分”……春节过后，北部战
区陆军某旅每月例行的基层风气讲评
会呈现新面貌：机关讲评基层不再只
是定性点出问题，而是见人见事、见
数据见细节，单位之间风气建设孰优
孰劣一目了然。该旅领导介绍说，实
施百分制量化考评制度，是他们持续
推动正风肃纪、加强基层风气建设的

一个创新举措。
去年以来，该旅在调研中发现，在风

气建设上，有的连队口号喊得响、工作缺
招法，有的不注重联系实际，抓风气建设
还是老经验、老套路，还有的只有动作没
有标准，效果难以保证。

为此，旅机关广泛征求基层意见，
将基层风气建设细化为政治纪律、训风
考风、求真务实、廉洁自律等 9大类 40
项具体标准，制订出《基层风气建设考
评评分细则》，使官兵对应该干什么、怎
么干、达到什么标准等一目了然；区分
单位自评、实地检评和综合考评 3个阶
段，每月末在旅分管领导带队下，对基
层应该落实的具体工作量化考评，分

营、连 2 类进行综合排名，力求以考促
改、以评促建。
“百分制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基层风

气建设的短板，下一步我们将考评常态
化，为每个单位画好像、树好‘靶子’。”旅
政委郭红庄告诉笔者，他们将基层风气
考评结果与单位年终评优评先挂钩，督
促基层把工作落实在平时，进一步夯实
风气建设基础。

对照《细则》抓落实，风气建设见实
效。支援保障营在这次考评中排名靠
后，营党委主动担责、带头反思，梳理出
办公耗材超额消耗、回应官兵意见建议
不及时等 13个具体问题，逐一制订整改
措施。

北部战区陆军某旅加强基层风气建设有新招

向量化考评要清风正气

新闻前哨

我从小酷爱篮球，更喜欢与高手过
招。走上教导员岗位后，我也常和战士
们打打篮球，大家由此慢慢熟络起来，
我自认为在与战士同娱乐这一点上做得
还算不错。

然而，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却让我开
始反思个人喜好与营队建设的关系。

战士小魏长得人高马大，篮球技术
在全营数一数二，知道我也有相同爱
好，每次都邀我切磋球技。再加上他性
格开朗活泼又很健谈，更成为我了解官
兵思想动态的“左膀右臂”。与他单独
切磋，渐渐成为常事。

前段日子，营里正在酝酿推荐外出
学习的人选，从候选人专业发展潜力来
看，我个人并不倾向于中士小刘。然而
没想到，在研究上报人选前的某个晚
上，小刘主动向我表达想去学习的迫切
愿望，其间夹杂着希望我消除对他误解
与偏见的说辞。

我很纳闷，遴选送学人员一事我从
未向任何人表达过我的意见与想法，他
是如何知道我对他并不看好。

细细回想，那天与小魏一起打
球，闲聊时他曾问过我对小刘的印
象，我当时并没在意，只是随口一
说，觉得小刘在专业能力上还“欠火

候”。会不会是他把我的话传到了小刘
的耳朵里？

揣着这个疑问，我刻意加强了对小
魏言行举止的观察。而紧接着发生的一
件事，让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那晚，我查铺到一连时在小魏班外
站了一会儿，果然从班里传来一阵私
语，仔细一听是他的声音——
“我听教导员无意中说起，上级将

组织营主官考核。这不，没见着最近教
导员和我打球的次数都少了吗……”

小魏轻描淡写的几句话，在我听来
却如此刺耳。回到寝室，我陷入了沉
思。小魏有此言行，从根子上看，责任
在我。说到底，作为一线带兵人没有真
正融入战士、走近兵心。落实“五
同”，不是像一块磁铁去吸引有相同喜
好的人，让战士们去迎合你，更不应以
个人喜好定亲疏，而应该像一滴水珠，
去融入整个大海，把战士们的喜好变成
自己的喜好。

随后，在组织打篮球时，我注意
让更多的战士参与其中。同时，我也
开始渐渐接触之前从未接触、甚至有
些排斥的娱乐活动，比如备受战士青
睐的电子竞技游戏“吃鸡”、纸牌类推
理游戏“狼人杀”等。一段时间下
来，越来越多的战士愿意向我倾诉，
我感觉身边曾经“走失”的兄弟们又
回来了……

（唐鑫阳、田鸿儒整理）

不以个人喜好定亲疏
■第77集团军勤务支援旅修理一营教导员 周成林

带兵人手记

已经连续三年担任基层党支部书
记的张衍博怎么也没有想到，今年推
举技术学兵的过程中竟然“半路杀出
个程咬金”，投票的关键时刻也因新兵
的一句话而卡了壳。

年初，武警黑龙江总队大兴安岭
支队机动中队对推举技术学兵进行公
开投票。开始前，中队约法三章：由
各排推荐，名单汇总后再进行全中队
投票。这样一来，谁能得到这个机会
大家定，结果公开透明，人人信服。

然而，就在全中队官兵投票完毕，两
名班长准备当众打开投票箱计票时，
一声“断喝”冷不丁传来：“报告，我
有意见！”说话间，新兵小龙已经站了
起来：“为什么唱票监票的人没有一个
是我们新兵？这怎么能叫全程公开透
明呢？”

坐在一旁的班长刘恒吃惊不已，
连连给小龙使眼色，示意他坐下，现
场在一时寂静过后迅速炸开了锅。小
龙说，公开推荐、公开名单、公开投
票，这些环节新老兵一视同仁，为啥
最后关头却成了老兵的“独角戏”？一
班长赵宏达当即提出反对意见，他认
为，唱票计票是评选的重要环节，理

所当然让老兵来担当，新兵当兵没几
天，哪适合担此重任？听着大家的争
论，站在一旁的张衍博若有所思。

大家各说各的理，到底孰是孰
非？所有人都把目光聚到了张衍博身
上。在众人瞩目下他缓缓走上讲台，
出人意料地先对小龙这种当众叫板的
做法提出了表扬：“参与中队工作不
能论资排辈，我看小龙说得对，只要
一个环节还有漏洞就不能叫全程透
明。”他随即宣布：“由新兵和老兵各
推荐一人唱票监票，确保结果准确、
公平公正。”现场气氛顿时活跃起
来，评选活动在公平公开的气氛中继
续进行……

投票现场，新兵提出异议
■李东映

一线直播间
“现在有一项紧急任务，大家马上

到我办公室集合！”不久前的一个夜
晚，遥感实验室的同学们正进行技术攻
关，听到教研室杨主任的一声号令，大
家纷纷起身聚拢过去。
“咱们实验室要参加一项军事演

练，现在距离演练还有一周多的时间，
我来说一下具体分工：小张，你负责态
势描述、文本推送；小刘，你负责态势
标绘；小姜，你负责态势分析、筹划军
事方案……大家不仅要保质保量完成各
自任务，还要结合此次演练，思考现代
战争制胜机理，演练结束后我们将召开
总结会，汇报相关心得。”

解散后大家都小声嘀咕：“打仗是

指战员的事，我们研究技术就好，参加
演练干什么”“只做技术导调工作也就
罢了，为啥还要筹划军事方案”“唉，
论文进度又要延缓了”……遥感实验室
共包括四名博士、五名硕士，都正处在
毕业设计攻坚的关键阶段，演练任务的
到来无疑“火上浇油”。

态势标绘让我犯了愁。平日里，大
家讨论研究最多的是遥感领域的前沿、
热门技术，相关军事业务鲜有人知。虽
说大家是军校硕士、博士，潜意识里还
是普遍认为将来要从事专业技术工作，
军事指挥距离我们太遥远。主任这样安
排任务，实在是有些强人所难了。

几天下来，我被想定中一个个陌生
又晦涩的军事术语弄得头晕眼花，标绘
工作无从下手，无力感涌上心头，忍不
住抱怨：“演练与课题毫不相关，论文
进度一推再推，这些时间若拿来阅读文

献、完善实验，兴许又能出一个技术成
果，岂不是更好？”想到这里，我向杨
主任办公室走去。
“杨主任，现在临近毕业，大家撰

写论文的压力很大，演练任务又太繁
重，对科研工作造成了不小冲击，况且
毕业后我们从事的工作……”我小心翼
翼地说。
“大错特错！”主任打断了我的话，

“你们做研究，不懂军事怎么行？这次军
事演练，特意强调了指战员职能，针对的
就是你们军事上的短板弱项，就是要好
好练练你们的谋略、考考你们的技术！”

主任的话让我恍然大悟：只懂技
术，不懂军事，科研方向就会跑偏。
只有既通晓技术、又了解军事，才能
更好地思战研战，最终谋战胜战！我
打开想定，继续投入到紧张的演练准
备工作中……

做研究，不懂军事怎么行
■解放军航天工程大学学员 刘翔宇

士兵日记

记者探营

1月28日 星期一 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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