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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

关注基层减负 激励担当作为

一位部属反映最近会议开得太

多，领导脱口而出：“明天开个会，

研究一下！”像这样以会议落实会

议、以文件传达文件的做法，在个别

领导干部和机关看来，似乎成了约定

俗成的“套路”和雷打不动的习惯。

要想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

让基层官兵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就

必须防止用形式主义的做法来解决形

式主义问题。

形式主义为什么消而不灭、禁而

不绝？一个重要原因是，形式主义就

像条偏斜的轨道，把前进的方向引偏

了；形式主义就像条务虚的绳索，把

实干的手脚捆住了。比如，明知道讲

话要力求短、实、新，但一开口还是

禁不住大话、套话、没用的话；明知

道要少开会、开短会、开有价值的

会，但还是习惯于开空洞无物的会、

照本宣科的会、毫无必要的会；明知

道抓工作要求真务实，但还是热衷于

造声势、出风头、博彩头；明知道检

查工作要重实效，但还是习惯于以材

料论高下，以“痕迹管理”代替工作

落实……结果形式主义被搞得越来越

“规范”、越来越大行其道。

马克思讲：“如果形式不是内容

的形式，那么它就没有任何价值

了。”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

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

心缺失。空耗精力的文山会海、名

目繁杂的督察检查、流于表面的

“痕迹管理”……这些“幼稚的、低

级的、不动脑子的东西”，在一些人

看来就像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

来香”。究其根源，就在于他们缺少

“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不愿做打

基础、利长远、见效慢的长线工

作；缺少“胸中装着全局图画”的

意识，习惯于从局部利益、个人利

益考虑问题；缺少“大事难事看担

当”的精神，遇到矛盾绕着走，是

非面前不开口。

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的《关于解决

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

中，第一条要求就是“以党的政治建设

为统领加强思想教育，着力解决党性不

纯、政绩观错位的问题”。这是因为政

绩观决定思想方法、工作作风。有什么

样的政绩观，就有什么样的思想作风、

工作状态。所以，割除形式主义这个毒

瘤，必须从端正政绩观入手，教育党员

干部从思想观念、工作作风和领导方法

上找根源，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把对上

负责与对下负责统一起来，彻底铲除形

式主义生存的土壤。

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

源。形式主义“蔓在基层，根在机

关”。各级领导干部和机关应坚持以上

率下、率先垂范，带头更新工作理

念，解决好“不开会不发文怎么抓好

落实”“不看笔记不听汇报怎么检查工

作”等课题。拿出切实管用的措施，

敢于对形式主义的东西重拳出击。进

一步转变工作作风，把文山会海之类

的繁文缛节赶出新体制，充分调动广

大官兵干事创业、担当作为的积极性。

（作者单位：军委办公厅）

破除形式主义的“套路”
■刘德成

本报讯 郝东红、记者孙兴维报
道：“取消人工划价后，检查、取药方
便多了。”近日，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
学员刘亮前往第 901医院就诊，在接受
影像检查和取药时，没有像往常一样拿
着单子奔走于诊室和军人划价记账窗口
之间，而是直接通过刷卡“一站式”集
约办理，减少了两次“折返跑”，缩短
了就诊时间。这是该医院改进卫勤保障
模式，优化就诊流程，方便官兵就诊的
一个缩影。

针对官兵反映较多的“门诊挂号
等待时间长、就诊环节复杂”等难
题，该医院从优化官兵就医体验入
手，改进保障模式。在召开体系部队
座谈会听取建议的基础上，医院党委

常委带领机关人员深入保障部队了解
基层需求，先后梳理 4个方面 16 个问
题，逐一拉单列表、明确责任部门和
整改时效。

信息多跑路，官兵少跑腿。全面升
级就医信息系统，推进军人门诊就医
“全网通”服务新模式，确保实现军人
在门诊挂号就医时，检查、治疗、取药
等后台自动划价和信息同步。

针对医院下辖的派驻门诊部保障人
员多、就医需求大等实际，他们建立
“专家上门送诊”机制，积极推进专家
靠前保障，为体系部队提供优质高效的
就诊服务；建立专家常态化巡诊、坐诊
制度，让基层官兵不出营门享受部队医
院专家的面对面卫勤保障。

第901医院优化就诊流程提升为兵服务水平

信息多跑路 官兵少跑腿

本报讯 李贵波、祁祺报道：近
日，海军某总站机关检查组来到所
属雷达对抗分站，分站值日员梁吉
旺迎上去做好配合引导工作，分站
主官在训练场照常组织训练。上级
检查，分站主官不陪同，是不是显
得不够重视？梁吉旺说，前期总站
下发通知，例行性检查基层，主官
无须陪同，分站已提前安排他做好
迎检工作。

该总站某分站分站长韩佳伟告诉
笔者，以往基层主官陪同检查似乎成
了不成文的规定。经常是检查连一级
单位，营一级主官也要陪同，甚至有

时在检查组婉拒陪同的情况下，基层
主官仍硬着头皮“靠过来”。为何基
层干部如此“周到”？该总站政委李
海陆介绍，他们针对这一现象进行了
调研，基层主官的普遍心态是，检查
组来了，工作再忙也得“露个脸”，
以表重视。

为保证基层主官不再为陪检分
心，该总站实行面对面反馈机制，对
检查出来的问题和不足事后直接向基
层干部提出整改意见和帮带措施，不
随意通报。同时，为减小机关检查的
“声势”，检查通知不再按级下达，而
是直接告知本级受检单位。此外，他

们还要求机关对基层的业务工作检查
以综合检查为主，实行提前申报审批
制度，政治教育、安全管理、装备管
理等检查一并纳入其中。韩佳伟坦
言，规定出台后，基层主官陪检次数
明显减少。

减少陪检带来的是机关和基层工
作质效的提高。该总站机关参谋赵四
方说，这些举措不仅可以避免基层官
兵精力空耗，还能让机关更易了解掌
握基层实情。他近期到部队检查，在
没有扰乱基层正常工作秩序的情况
下，仅用半天时间就掌握了 3个营区
官兵的训练动态。

海军某总站力减基层迎检压力

例行检查营连主官不陪检

本报讯 张洪杰、胡屹东报道：前
不久，北京卫戍区“老虎团”出现的变
化让基层干部感到欣喜。机关交班地
点从大会议室搬至小会议室，参会人
数缩减近 60%。“开会少了，搞训练的时
间更多了。”该团二营营长刘志刚告诉
笔者，如今每周参会时间缩短了30%。

该团领导坦言，一段时间以来，他
们在精简会议的数量上采取了一些措
施，却仍有部分基层干部反映每周参会
时间长。原来，一些同基层关系并不大

的会议，仍然扩大范围要求基层干部参
加。一次会议，原本团党委机关参加即
可，却要求各营除一名值班主官外，其
余在位干部全部参会。结果是会上基
层干部既不需要发表意见，会后也没有
需要基层具体落实的事项，基层抓教组
训的时间和精力被空耗。

为此，该团党委对会议的内容、参
加层级等事项进行明确规定，严禁随
意拔高会议规格、扩大会议规模，不允
许基层参加无关的会议。同时，为防

止传达上级指示时层层开会，他们在
强军网上公布会议中要求基层需要落
实的具体事项，供基层干部直接查
看。此外，他们还优化会议流程，删减
合并重复性的会议，要求开会时说“干
货”、讲要点，力戒空话、套话，进一步
提高会议质效，减轻基层参会负担。

减压力、减负担，增动力、增活
力。据了解，该团最近召开的一次安
全稳定工作会议，现场只见到对口机
关干部。

北京卫戍区“老虎团”严控与会人员层级

基层干部参会时间少三成

3月27日，武警江西总队宜春支队组织特战队员开展丛林搜索、伪装潜伏等课目训练。 曹先训摄

3月中旬，一场军民联合铁路投送紧
急装卸载演练在西北某货运场站展开。
“物资装备多，时间紧急，货运场站

军运员人手不足！”演练一开始，导调组
就出了一个难题。

军运员一般由货运场站货运员、安
检员等铁路部门工作人员兼任，负责配
合军代表进行铁路运输装卸载准备、组
织及收尾工作。运输物资多、保障力量

有限时，待运物资通常只能排队等待。
“不能让待运物资形成积压。”军代

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从地方某物业公
司紧急征调物业管理员前来支援。没过
多久，数十名物业管理员身着工作服、佩
戴统一标识到达货运场，立即投入到平
板车装载固定作业中。

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军事运输投送
调度中心领导说，随着高原铁路运输保

障任务的增加，他们积极引入地方资源，
将地方一些优秀的物业、餐饮、运输企业
引入保障环节，完善政治审查、日常训
练、定期演练等机制，组建起一支“编外”
铁路运输保障力量，提高铁路运输保障
能力。

演练现场，物业管理员张劲兆和 5
名同事正在对一辆车进行捆绑固定。他
们熟练操作紧固器、铁塑三角挡、防磨垫
等制式器材，配合默契，仅用 10多分钟
就完成了作业。

临近中午，导调组再次给出新情况：
“就餐人数超出军供站保障能力，无法足
额提供热食保障。”军代表王成功立即联
系地方某餐饮公司，1小时后，两辆装有
热食的车辆驶入站台。饭菜荤素搭配，
按人数装盒，官兵和保障人员吃上了热
腾腾的饭菜。

当天，在军代表、部队官兵、铁路部
门和地方多家公司的并肩战斗下，铁路
投送紧急装卸演练顺利完成。演练结束
后，各方代表就如何提高融合保障力量
反应速度、热食质量等问题复盘检讨，为
进一步增强高原铁路运输军民融合保障
能力出谋划策。

左上图：物业管理员正在进行车辆

捆绑固定作业。本报记者 张 放摄

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部组织联合投送演练——

“编外队伍”助力破解高原军运难题
■本报记者 张 放 通讯员 王军伟

“老彭去世前嘱咐我，让我一定要
常去看看先遣连的战友们……”视频那
头，一位华发老人向新疆军区某机步团
“进藏英雄先遣连”官兵讲起了当年先
遣连的故事。清明前夕，该连官兵在连
队荣誉室内通过视频连线，与先辈的亲
属一起缅怀牺牲在雪域高原的英烈。

这位老人叫李彦清，是先遣连副连
长彭青云的爱人。去年，该团曾邀请李彦
清老人与其他几名先辈的亲属一起来到团
队，参观先遣连荣誉室，给官兵讲述英雄
事迹。今年，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该团
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邀请老人共同缅怀
先烈。

1950年，彭青云和其他 135名战友
在时任保卫股长李狄三的带领下，从新
疆于田出发，翻达坂、越雪山，以牺牲
63 人的代价，完成党中央赋予的“挺

进藏北，解放阿里”的光荣任务，被授
予“进藏英雄先遣连”荣誉称号。
“那时，在执行任务过程中，陆续

有战友因高原病去世，最多的时候一天
举行过 11次葬礼。”李彦清说，老彭这
一生最敬佩的人就是党代表李狄三。

李狄三在病情危重时，连队打算为
他注射一支盘尼西林。但他坚决不肯，
因为他知道这是连队最后一支救命药，
他想留给其他战友。连队党支部最后不
得不召开会议，希望通过形成组织决议
给他用药。李狄三流着泪说：“请同志们
不要形成决议，临死前就别再让我背上
不执行党的决议的名声了，恳求大家把
手放下吧。”

这就是共产党员——在最困难的时
候，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把死的危险
留给自己。

“长眠的战友，我替丈夫来看你……”通
过摄像头望着荣誉室里李狄三的雕像，李
彦清老人低声哽咽，官兵眼中泛起泪花。
“先辈们用生命换来的幸福生活，

我们要坚决捍卫。我们要像先辈们那
样，担当起军人的职责与使命！”该连
四级军士长秦振旗激动地说。

那年，该连赴高原执行演训任务。
低温和缺氧让秦振旗所带领的小分队体
验到高原的严酷，复发的腰疾更是钻心
地疼。困难时刻，先烈们的英雄事迹给
予他力量。演训中，秦振旗多次请缨，
带伤圆满完成任务。

千言万语，诉不尽对先辈的无限追
思；百转千回，道不尽对烈士的深切缅
怀。活动结束后，连队官兵凝视着荣誉
室的老照片和烈士遗物，心里久久不能
平静。

在新疆军区某团的邀请下，“进藏英雄先遣连”原副连长爱人

通过视频连线，和部队官兵一起缅怀先烈——

重温英烈故事 遥寄绵绵哀思
■唐 帅 窦 垚

本报讯 窦高平、颜波报道：修一修
军垦先辈曾经住过的地窝子、扫一扫安
葬革命先烈的无名烈士墓……清明前
夕，武警兵团总队执勤第一支队组织官
兵来到革命旧址，以特别的方式祭奠先
烈英魂，感悟峥嵘岁月。

支队所属大队、中队，大部分驻守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所属团场。那里
有第一代军垦人留下的丰富红色资
源，如先辈们当年住过的地方、战斗英

雄长眠的烈士陵园等，由于年代已久，
有的已破损，有的周围杂草丛生。官
兵利用空余时间，带工具前往修缮清
扫，并把兵团精神教育课堂摆到了修
缮现场。
“当年，革命先辈住地窝子、喝涝坝

水，他们献了青春献子孙，有的甚至献出
了年轻的生命……”三中队指导员张全
民一边带着大家修缮清扫，一边给大家
讲兵团历史、兵团故事。怀着对革命先

辈的崇高敬意，官兵在修缮清扫过程中
始终小心翼翼、精心维护。

战士小谭入伍前有着一份收入不
菲的工作，入伍来到戈壁后一度觉得
失落。为英烈扫墓时，他发现有 30 多
名革命烈士的墓碑上连名字都没有留
下，永远扎根在祖国边陲大漠，内心被
深深触动。活动结束后，他向战友们
承诺：“我一定会在祖国边疆站好岗、
执好勤！”

武警兵团总队执勤第一支队组织修缮清扫革命旧址

祭奠先烈英魂 感悟峥嵘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