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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

关注基层减负 激励担当作为
本报讯 赵宝峰、戴麟权报道：会

议纪要挑干货精记，杜绝事后补记；对
《连队要事日记》等登统计，必须规范
填写……前不久，北京卫戍区某师下
发《基层日常工作及登记统计规范》，纠

治整改登记统计过多过乱的现象。
“迎接检查补本子、谈话谈心记

本子、大会小会上本子、文件落实
看本子……”在该师，尽管师党委
数次集中整改，“本本乱象”却屡屡

出现反弹。某连指导员陈伟坦言，
机关检查不看本子就少了抓手，基
层工作不写本子就少了佐证，一来
二去，屡禁不止。
“‘本本’过多过滥并非一日形

成，负担也难以一日卸掉。为基层减
负一篙松劲退千寻。”在师全体干部
大会上，该师领导的一番话引起大家
强烈共鸣。为从根本上纠治形式主

义，该师打出一套“组合拳”：下发
《基层日常工作及登记统计规范》，明
确除“七本五簿三表一册”等必要登
记统计本外，其余全部取消；制定《坚
决纠治“五多”问题 18 条措施》，以刚
性规定对机关检查指导基层的程序、
内容、频率作出规范；师团党委常委
带队，专项指导，强力推进整改落实；
采取纪委介入的方式成立专项检查
组，每月一次巡查跟进防止问题复发
反弹……

不从“痕迹”评定工作质效。近
日，有基层官兵向专项检查组反映，机
关某科室在赴基层检查时，仍存在单
纯看资料、一味翻本子的情况。经核
实，检查组向该科室负责人提出整改
意见。

检查工作岂能“本本”定优劣
北京卫戍区某师下大力气向“痕迹主义”开刀

本报讯 窦高平、颜波报道：前些
天，武警兵团总队执勤第一支队十一中
队接到通知：原定在中队开展的文化活
动“六室一场”试点被取消，精品课备课
任务作出调整。

该中队连续 10 年被总队评为基
层按纲建队标兵中队，是支队的“窗

口单位”。支队一有试点任务，上级
领导或工作组来支队调研、检查，十
一中队经常“唱主角”。仅去年下半
年，中队就承担了 5个试点观摩任务，
官兵休息时间经常被占用。不久前，
为搞好文化活动“六室一场”建设，支
队机关又决定在该中队先行试点，并

要求该中队干部准备一堂文化精品
课。接到任务后，中队长向在蹲点的
支队领导反映：“我们承担试点任务
过于频繁，日常训练、学习等计划经
常被打乱。”

标兵中队不堪重负引起了支队党
委的深思。他们查阅去年所属大、中队

担负过的试点任务，发现先进单位所占
的比重超过 70%。广泛征求基层单位
意见后，支队要求机关各部门将年度各
项试点工作进行梳理归类，取消了一批
和战斗力建设联系不紧的试点，对精简
后的试点进行科学统筹、合理分配。对
担负试点任务的相关中队，派出业务
精、懂基层的机关干部蹲到一线进行指
导，确保试点任务按时保质完成。

试点任务的精简和合理分配，换来
的是训练质效的提升。前不久，在总队
组织的特战骨干比武中，连续 5年被评
为支队先进中队的特战二中队再次夺
得 3个单项课目第一、综合成绩第二的
好成绩。

试点任务不再扎堆“窗口单位”
武警兵团总队执勤第一支队科学统筹基层工作计划

4 月 25日，南疆军区托克满苏边防
连一批下连仅一周的新兵走上海拔
5000多米的巡逻点位。笔者了解到，随
着边防条件的改善，下连新兵的高原适
应期大幅缩减。

新疆军区不少边防连驻守在海拔
4000米以上的高原，新兵初上高原会出
现不同程度的高原反应，有的战士适应
期长达两个月。为保障新兵安全度过适
应期，一些高原边防连队在新兵下连初

期，还会配备全程帮带的骨干。
为帮助新兵在下连后更好更快地

适应高原环境，近年来，新疆军区在改
善边防条件、加强人文关怀等方面下
功夫，打出了一套“组合拳”：配备保暖

设施、建设第五代营房、氧气接到床
头；边防哨所陆续接入国家电网，结束
了过去因断电导致“制氧难”“吸氧难”
的历史。

在边防条件持续改善的基础上，新
疆军区还在人文关怀上下功夫，帮助新
兵适应新环境。高原适应性训练贯穿
整个新训过程，通过开展益趣活动锻炼
新兵心肺功能，提升低氧环境耐受能
力。在加强心理干预、提前让新兵服用
抗高原反应药品的基础上，多个边防团
在海拔 2000 多米、3000 多米、4000 多米
的地方均设有调整点，“阶梯式”上升将
新兵送上高原。到连队后，连队干部适
时组织交流活动，帮助新兵调整状态、
缓解压力。
“这些年新疆高原边防发生了很

大变化，特别是这 5 年来，随着边防
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新兵高原适应期
越来越短。”新疆军区一名领导介绍
说，多个边防团新兵刚到高原，迅速
调整身心状态后，很快走上执勤巡逻
战位，发生严重高原反应的情况明显
减少。

左上图：4月下旬，南疆军区某边防

连组织刚下连的新战士，徒步对海拔

4979米的山口实施巡逻。

马庚赟摄

随着新疆军区边防条件持续改善，新兵的高原适应期大大缩短—

下连一周，新战士巡逻海拔5000米
■本报特约通讯员 黄宗兴 通讯员 杨静辉

抓建基层有两种方法：抓经常与

抓突击。谈到两者功效的区别，一位

“老机关”说：“突如其来的骤雨浸不透

地，毛毛细雨常下才能打开每一个土

坷垃。”这个形象比喻说明了一个道

理：抓突击不能代替抓经常。

基层是部队的刀尖子，必须具备

较强的突击能力。领导和机关临时下

达任务，作为一种情况刺激，有利于考

察检验、短时快速提升基层某方面能

力。然而，这毕竟不是全系统全要素

抓建，偶而为之可以，一旦形成惯性，

不仅会与抓经常抢道、对打基础挡道，

还会掩盖基层建设的一些弱项短板。

基层建设是一个循序渐进、日积月累

的过程，决不是靠打一两次冲锋就能

达成的，只有反反复复抓经常、点点滴

滴打基础，才能实现全面进步。

某连队去年受领了几项大任务，而

且舍得下功夫、花力气。一年下来，却

出现“两头冒尖”现象：一边出成绩，一

边出问题。年底总结讲评的时候，无论

领导机关还是连队，都很头疼。跳出连

队看抓建，问题就出在抓突击占比过

高，抓经常做得不够。这也启示我们，

抓突击代替不了抓经常，强大的突击能

力，是靠扎扎实实打基础得来的。基础

不牢，突击队也就当不好、当不长。功

到深处剑自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据基层同志反映，现在少数机关干

部存在“只会抓突击、不会抓经常”的情

况。究其根源，一方面是对基层建设规

律不懂不顾，工作做到哪算哪，指导抓

建缺乏统筹、不够科学；另一方面，对

“基层第一”的内涵缺乏深刻理解，认为

基层建设得好不好与己无关，以自身业

务为圆心画圈。特别是当抓突击、抢彩

头尝到甜头后，抓经常就停留在口头上

了，由此导致经常性基础性工作时紧时

松、不深不细、顾此失彼。

基层建设是一个循环往复、动态

发展的过程。无论基础性建设还是经

常性工作，都不会一劳永逸。日久见

真功，持久出实效。只有端正政绩观、

循着规律抓，大力弘扬埋头苦干、精雕

细刻的精神，始终盯着那些不起眼、见

效慢的工作，一锤一锤地敲、一件一件

地抓，才能实现基层过硬、基石稳固。

（作者单位：武警锦州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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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时节，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组织突防突击训练，锤炼飞行员过硬战斗本领。 吕世强摄

本报讯 孙昕林浩、叶杉报道：“多亏
部队出具的安置推介函，帮助我再次‘起
跑’！”不久前，武警江西总队某支队转业
干部章志新特意打电话向老部队报喜。
得益于支队党委推介，章志新如今已经被
用人单位提前录用，并安置在重要岗位。
“转业干部把青春芳华献给了部队，

作为‘娘家人’，我们应该倾心尽力送一
程。”该支队领导介绍，今年转业干部名
单确定后，支队党委立即着手帮助他们
联系协调安置事宜。为便于用人单位全
面了解转业干部的德才表现，该支队从

任职经历、学习培训、表彰奖励、个人特
长和执行重大任务等方面，逐一为转业
干部“画像”，制作安置推介函。同时，他
们还指派专人携函赴地方军转安置部
门，面对面介绍转业干部情况，重点推荐
长期在基层默默奉献、在工作中勇于担
当作为的干部优先选岗。

据了解，除主动推介安置外，该支队
还就转业干部档案移交、家属随调安置、
子女入学手续办理等事宜，积极与地方
有关部门沟通协作，确保转业安置无问
题遗留。

武警江西总队某支队——

主动推介助退役干部再起跑

本报讯 徐义、特约记者李佳豪报
道：根据摸底成绩分班、量身定制个性
化辅导方案、对重要知识点进行专项巩
固……近日，第 77集团军某旅引进地方
教育资源，帮助考学战士复习备考，先
进的教学理念和方法让人耳目一新。
“考学对于战士的成长成才十分

重要，我们要为他们尽可能地创造便
利条件。”该旅领导说，面对战士的军
校成才愿望，去年以来，他们在不影响
正常战备训练的基础上，提前一段时

间组织集训，通过开办“周末讲堂”
“考学夜校”等方式，组织学员苗子复
习。为确保教学质量，他们专门从驻
地聘请优秀教师来队辅导授课，帮助
考学战士有针对性地查漏补缺、备考
冲刺。

教师进军营，帮圆军校梦。据了解，
去年该旅首次引入地方教学资源后，当
年就有 16名战士考入军校。在刚刚结
束的模拟测验中，又有 12名学员苗子超
过了往年士兵考学录取分数线。

第77集团军某旅——

优秀教师来队辅导战士考学

本报讯 李叶鑫、祁祺报道：“徐医
生，我这次考核成绩不理想，特别担心
训练会拖战友后腿。”“只要你按班长要
求把每个细节做到位，训练肯定没问
题。”4月下旬，海军某总站心理巡诊小
分队利用训练间隙为官兵进行心理疏
导，这是该总站着眼试训任务开展心理
健康服务的一幕。
“试训任务紧凑集中已成为部队练兵

常态，培养官兵良好的心理素质至关重
要。”该总站领导介绍，随着实战化训练的
不断深入，部队野外驻训、水面舰艇保障任
务增多，对官兵心理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

为着力解决动散条件下人员思想和
心理问题，该总站积极建立“全程跟踪、持
续反馈”的心理健康服务保障机制，探索
“线上咨询”与“线下巡诊”相结合的方法

路子，定期开展基层心理诊疗，为每名官
兵建立心理健康档案并动态跟踪评估；深
度挖掘心理教育资源，携手军内外心理卫
生专家，适时组织心理健康教育与心理行
为训练，强化官兵自我调节能力。
“新兵上岗前组织了心理测评，有 3

人偏弱，通过心理卫生员、分站骨干与其
家人的三方配合，他们的心理素质得到
有效加强。”某分站指导员郭文强说，以
往开展心理工作手段相对单一，现在不
仅能配合上级做好心理巡查、监督、反馈
工作，还能自行组织心理行为训练。

心理素质过硬，练兵备战信心更
足。笔者在某站训练现场看到，面对外
场驻训、水面保障等各项任务，官兵通过
开展心理行为训练释放压力，以更好的
状态迎接困难挑战。

海军某总站线上线下结合开展心理健康服务

紧贴任务强化官兵心理调适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