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8基层传真２０１９年２月２０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张科进

新闻前哨

Mark军营

一线直播间

短评

互联网邮箱：jbjccz@126.com

强军网网盘：jbjccz

本报讯 高方录报道：“啥，福利
检查督导组要来？第一次听说有这样
的工作组，稀罕！”春节前夕，接到文
书电话的第 76集团军某旅警卫勤务连
指导员吕月云挂了电话后，好奇地往
连队走。

为何这个旅会有一个福利检查督
导组？原来，旅政治工作部主任吴有
权一次和基层战士闲聊，一个战士随
口说了句话让他记在心里：抓安全工
作层层检查、人人监管，如果落实我
们的福利待遇也能像抓安全工作一样
抓好检查督导该多好啊！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吴有权立
即安排人力资源科负责福利工作的
干事和其他两个部门各一名干部组
成福利检查督导组，梳理官兵从新
兵入伍到老兵复退，从结婚生子到
转业安置期间的家属随军随队、子
女入学入托、分居费、保教费等 6大
类 18 项福利待遇，定期对基层落实

情况进行检查督导。
“指导员，最新下发的福利待遇政

策要及时公布，做到人人熟知，要尽
快为连队新调入的战士申请办理拥军
公交卡……”那天，该旅人力资源科
干事姚斌一行如期来到警卫勤务连，
现场就一些检查发现的问题进行通
报。“没问题，我们马上落实。”指导
员吕月云刚刚表完态，几个老士官围
拢过来，连声说：“欢迎常来检查。”

转了一圈，官兵家属来队探亲公
寓房配套设施不全、部分士官家属保
障卡两次都没办下来、变相侵占战士
双休日等 10多个问题浮出水面。检查
督导组将其梳理归类，能现场纠正的
现场进行了纠正，需要各部门协调解
决的明确了时间期限，并承诺将结果
及时反馈给官兵。

为了使官兵的福利待遇落实无死
角，检查督导组还采取定期检查、随
机抽查、问卷调查、设立福利热线、

开通反馈信箱、张贴微信二维码等方
式，拓宽民主渠道，听取情况反映，

使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惠兵关怀实实
在在落到基层。

第76集团军某旅以有力举措落实官兵政策待遇

鼓掌欢迎：福利检查督导组来啦！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

上强调，要深化军人医疗、保险、住房保

障、工资福利等制度改革。这是一项暖

人心、稳人心、得人心的工作，体现了组

织的温暖和关爱，有利于帮助基层官兵

解决现实问题和实际困难，从而大大增

强广大官兵的职业荣誉感自豪感获得

感，激发投身强军兴军的内在动力。

好的政策重在落实，也难在落实。

随着国防和军队改革深入推进，一项项

有温度的福利政策先后推出，基层官兵

自然举双手拥护。可再好的政策，如果

不能落到官兵头上，最终都是白纸一

张。

各级要像76集团军某旅这样，坚

决纠正各种不符合政策和上级决策的

行为，及时发现政策落实的“空隙”和盲

区，以有力举措切实让党中央、中央军

委的好政策落地生根、畅达官兵心田，

增强官兵获得感、幸福感。

切实让好政策畅达官兵心田
■张科进

今年春节，人们都在想着回家过
年，可第 79 集团军某旅新兵二连班
长、四级军士长马士超却决心坚守在
新兵营，他放心不下班里的新战士。

春节这段时间，他一边准备专业
训练阶段的考核比武，一边还专门抽
出时间，给每名新兵家长写了一封
信，汇报新兵的成长进步。虽然年前
工作忙得脚打后脑勺，但在他看来，
发挥新兵家庭共育功能非常有必要。
“现在的新兵越来越‘难带’，带

兵理念方法也必须与时俱进。”从
2008 年开始，马士超已经第 6次带新
兵了。他发现，今年连队的新兵一大
半是大专以上学历，占比较之往年明
显提升，而且思想更活跃，综合素质
更全面。

在班排宿舍门后，记者看到张贴
的各级各项带新兵规定。马士超感
到，从 3个月到 6个月，不仅是时间上
的延长，新训骨干的训练、教育、管
理责任也在倍增。

记者了解到，以往新兵训练 3个
月是一名班长带全程，而如今进入专
业训练阶段，同一个专业，课目不同
教练员也不同。这种“精兵带新兵”
方式，能够充分发挥组训者专长，释
放基地化、集约化、专业化训练最大
效能。
“现在每次组织考核，都是先考班

长，再考新兵，这对组训骨干素质提
出了更高要求。”马士超来自赫赫有名
的“神枪手四连”，是集团军优秀“四
会”教练员，曾赴多个兄弟单位担任
射击教员，但今年带新兵，他感到了
许久未有的“本领恐慌”。

在一次步战车机关炮操作训练
中，新兵小张向马士超请教几个按
钮的功能。由于马士超去年才从马
里维和回国，刚接触这种武器不
久，对新大纲训练教程掌握不深，
只是了解基本操作步骤，结果当场
闹了个大红脸，最后求助其他班长
才得以解答。

马士超感到，从入伍训练阶段的
手榴弹“投远”到专业训练阶段的
“投准”，从精度射击到应用射击，新
的训练标准给组训者带来的新挑战一
点也不比参训者小。
“以前新训骨干‘闭着眼’都能教

新兵共同基础课目，而现在依据新大
纲，新兵专业训练教什么、怎么教、

教到什么程度，都需要新训骨干首先
自己学懂弄通，才能传道授业。”通过
一个多月实践摸索，马士超将维和期
间积累的实战经验运用到单兵战术基
础动作等课目教学，受到了新战士的
广泛好评。
“新兵专业训练结束后，紧接着

就是半年考核。当前新训质量的高
低，直接影响着连队年度考核成绩。
新兵能否快速进入角色，成为合格的
战斗员，我们组训者肩负着重托，必
须加把劲。”据了解，有的连队驾
驶、炮长等专业经验丰富的士官比较
少，但都能克服困难，优先保障新兵
训练。

在去年的连队总结表彰中，马士
超被表彰为优秀士官，这使他深受鼓
舞。但他也谈到，有的战友担心带新
兵时间变长了，长期不在老连队工
作，会成为被“遗忘”的人，影响成
长进步。

对此，马士超提出了自己的建
议：各级可以探索建立专门的新训机
构，使教学组训力量更加集中、更加
专业，个人工作表现与评优评先挂
钩，这样兵教头的工作动力会更足。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专业训练
期间，由于训练进程紧凑、在位人员
比例限制等原因，过年前后的“休假
黄金期”，新训骨干很难脱身离队，这
使他们略感苦恼。对此，各级组织也
在积极想办法。前段时间，老连队专
门派人暂时顶替马士超，让他回家登
记结婚。
“不为干不好找借口，只为干得好

想招法。作为连队最老的兵，必须无
愧于组织的信任。”在采访即将结束
时，马士超再次表达了带好新兵的坚
定信心。

新的训练模式，给带兵人带来了怎样的影

响与挑战？请听——

一名新训班长的“喜”与“盼”
■安东海 本报特约记者 海 洋

为期6个月的“一站式”新兵训练，

让新兵直通战位，成为合格的战斗员，

新训班长骨干肩上的担子加重了。各

级组织既要加强教育引导，使他们强化

责任感和荣誉感，更要关心关注个人利

益诉求，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和获得感。

同时，应进一步完善训管教制度机制，

使新训班长骨干心无旁骛传本领，使

“先训后补”训练质效逐步提升。

采访手记
春节前夕，武警山西总队

忻州支队开展“立功喜报送上

门、军人军属共光荣”活动，将

立功喜报、奖章及奖金送到立

功官兵家人手中。图为该支队

立功干部曾凡虎与家人一起分

享这份喜悦时，女儿钦佩地说：

“爸爸真棒！”

袁浩翔摄

“在新装备训练中，满足于学操作
流程，不学原理构造，出现了简单故障
不会排除，这种及表不及里的训练应
纠正！”
“去年伪装隐蔽训练时，连队虽将

宿营帐篷分散搭设，却没考虑天气因
素，结果晚上突降暴雨，水差点就淹到
床板，这样宿营是否符合实战？”

春节过后，西部战区某团练兵备
战“真、实、严”大讨论活动现场硝烟味
十足，官兵们直言不讳、大胆踊跃剖析
问题。

新年先理欠账，开局先破难题。
该团瞄准去年军事训练短板弱项“破

壳”，围绕制约战斗力建设质效的 5类
问题开展“真、实、严”大讨论，深挖与
实战相悖的“不真”“不实”“不严”现
象。找准去年的问题靶标，理清新年
度练兵思路。

该团二连讨论现场，上士罗益
正在“挑刺”：“一次战备演练，由于
上级临时导调更改机动路线，装备
车只能在高楼林立的闹市区穿行，
结果机动途中出现通信故障，导致
演练失利。”

罗益的发言，让现场官兵产生共
鸣：“出现这种现象，是由于平时机动
多在熟悉路线，在陌生地域训练较少，

今年需要加强。”
“演训任务中，念台词、背脚本、

走程序现象仍然存在。就这一问题，
我要作出检讨。”一名战士提出的问
题，让指导员王文彪顿时脸红了起
来，他主动作了检讨反思，“演训时满
足于作战备教育和动员，却对如何实
时疏导官兵心理思考不够，今年需要
加强钻研。”
“有人演训时挎包里装饼干泡面，

携带战备物资不规范”“上次下雨搭设
天线，地钉仅打进去三分之二，结果地
软钉脱，导致天线杆侧倒”……讨论交
流中，一个个与备战打仗要求不符的

问题直击官兵内心。
“新年工作转换，问题不能偷换。”

装备运用不精、敌情意识不强、与实战
结合不紧等短板弱项被一一揪出。官
兵们结合自身岗位实际，分析问题一
针见血。
“确定新年度训练目标，要把解

决问题突出出来。”针对各级梳理的 7
个方面 28 条问题“台账”，该团上下
迅速刮起阵阵“头脑风暴”，人人拉单
列表锁定短板弱项制订措施，汇总形
成新年度训练方案。“问题歼灭战”打
响后，全团处处涌现谋打仗、练打仗
热潮。

欠账不随年历“翻篇”
——西部战区某团筹划新年度训练坚持问题导向

■杨 博 喻楚雯 王亚飞

值班员：南部战区陆军某旅二连指

导员 陈波波

讲评时间：2月13日

我近期发现，连队超前消费、奢侈
浪费等不合理消费现象抬头，个别同志
衣服只买潮牌，鞋子动辄上千元。部分
同志把工资花得分文不剩，一到月底就
找战友东借西凑，十分狼狈。

大家仔细想想，我们所买的这些商品
真是生活所需吗？我看未必。有的战友盲
目从众，听别人说这个很好吃、那本书很好

看，于是就统统买回来尝一尝、看一看；有
些同志网购成瘾，有用没用的东西买来一
大堆，结果大部分都用不上，浪费很大。

不合理消费不仅会加重大家的经
济负担、滋生享乐主义思想，不利于个
人健康成长，甚至还会助长攀比之风、
搞坏单位风气，影响部队战斗力。在国

家鼓励消费拉动内需的今天，勤俭节
约、艰苦朴素并没有过时，依然是我军
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同志们，对待消费应该有正确态
度，必须量入为出，把钱用在刀刃上，切
勿成为所谓的“月光族”。

（曾梓煌、胡仕柱整理）

向不合理消费说不
值班员讲评

爸爸真棒

侦察班长李孝义被旅评为优秀基层
骨干，他特地发了朋友圈晒幸福，连长
李进前看到照片里披红挂彩的李孝义，
不禁想到去年的那场演习。彼时，李孝
义还是副班长。
“李孝义是咋回事？你不是说他很

优秀吗？”演习开始不到半小时，李孝
义所带的侦察班不仅没传回一条情报，
反而全部钻进“蓝军”布设的“口
袋”，被判“集体阵亡”。营长气得直拍
石凳，接连向连长发问。

李连长心里不舒坦，脑子里想的
是营长想要的答案。李孝义优秀吗？
答案是肯定的。在副班长的岗位上，
李孝义工作没得说。内务评比，流动
红旗在他班没挪过窝；叠被子比赛，
他一出手保准前三；搞副业生产，快
赶上专家水平……
“要说他存在的不足，就是在训练

场上不怎么冒头。”李连长想起来，每
次一说到内务和副业生产，李孝义就头
头是道，而开议训会却闭口不谈。他还
说这叫懂规矩，因为抓训练是班长的本
职，他这个副班长不能“多事”。其
实，像李孝义这样的副班长，旅里大有
人在。

不想“多事”的李孝义，终究把

事搞砸了。那次演习，因为班长休
假，李孝义临时担当重任，竟“找不
着北”。你看，敌情尚未判明、协同也
没弄清，他就草率带队前出侦察，平
时跟在班长后面穿插的他，根本不是
指挥那块料。

从副班长到班长的距离有多远？
优秀副班长带队吃败仗一事引起旅党
委重视，演习一结束，旅里就着手帮
“偏科”副班长补课。集训队多措并
举，既学习抓教育管理，又突出补齐
组训短板、组织实践锻炼，帮助各位
副班长真正把主责主业扛起来，人人
争做素质全面的好帮手，积蓄当班长
的能力基础。

走进集训队是铁，回到连队是钢。
各连党支部“把好钢用在刀刃上”，果
断给副班长压担子、教方法，为他们提
供更多平台，使其在实践摸索中不断提
高抓全面工作的能力。

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去年
底，班长生病住院，李孝义代理班长，
他不但把内务和副业生产抓得有板有
眼，组训更是出手不凡。由于表现突
出，李孝义三喜临门：全班年终考核成
绩优秀，自己转正履新并获评优秀基层
骨干。

一位“优秀”的副班长为何带队吃败仗？春

节刚过，记者来到西藏军区某旅一探究竟——

从副班长到班长的距离有多远
■黄金林 孙明轩 本报特约记者 晏 良

潜望镜

记者探营 聚焦陆军新兵训练改革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