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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选准人，是最好的导
向。那么，怎样才能做到选准人呢？
近年来，武警湖南总队党委着眼建立
健全体现军队好干部标准的考核选拔
机制，创造性地采取“三次考核、对
比印证”的办法，对营团职干部进行
立体式、全覆盖、多维度考评，选人
用人的科学性准确性和公信度得到进
一步提高。

谋打仗的干部该不

该被“一票否决”？

回忆起前年从落选到推荐送学的
经历，如今已是某支队副支队长的赵
晖兀自感慨不已。

那时，赵晖军事素质过硬，比武
竞赛获得的奖章一大摞，抓训练也很
有办法，加上在支队副参谋长岗位上
工作了近 4年，不少官兵觉得他是推荐
送学的不二人选。但支队党委向上级
党委推荐送学的名单里，却没有赵晖
的名字。

原来，有人反映赵晖抓训练是把
好手，但管理方法手段上欠考虑。比
如，他查岗查哨时爱悄悄“摸哨”，有
一次半夜发现哨兵打瞌睡后直接拉响
警报，把整个院子都惊醒了，“折腾”
的动作有点大；再比如魔鬼周极限训
练考核，他严苛得几近残酷——把没
水没粮的特战队员们丢到大山里两天
两夜。加之赵晖说话不爱“转弯”，唱
黑脸批评了不少人，民主推荐的票数
不占优势，他也就“自然而然”地落
选了。

赵晖的遭遇并非个例，总队人
力资源处处长陈恢军查阅了前些年
的调研统计数据后告诉记者，在前
些年干部送学提升考核中，确实有
部分表现优秀、实绩突出的考核对
象因类似赵晖的“爱较真”“唱黑
脸”而与机会失之交臂，有的干部
失去最后一次机会后不得已选择转
业，心有不甘地离开了部队。

赵晖这样的干部被“一票否决”，
当时在该支队乃至总队范围内引发了
一场讨论和思考——党委选人用人该
坚持什么标准？

识人用人是一项复

杂的系统工程

“赵晖们的落选，恰恰说明识人用
人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要有
更为科学合理的制度规定和衡量标
准。”总队党委常委何勇进介绍，总队
党委经过广泛调研，感到必须让选人
用人标准更客观更科学。

他们广泛征求基层官兵意见，以
军队好干部标准为出发点进一步细化
考核标准，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
办法，综合运用整体研判、个体研判
和专项研判，多维度多层次、立体式
全景式反映干部的德、能、勤、绩、
廉、体情况，探索出台“三次考核、
对比印证”的办法考察识别干部强军
打赢的综合素质。
“就像是体检做 CT，既全面透

视、精准甄别，又经年累月形成立体
式、全方位的认知。”总队党委书记蒋
建宇介绍，所谓的“三次考核”就是
年度全覆盖式考核、年度考察帮建考
核、优秀营团职干部集中考核，年度
全覆盖式考核和年度考察帮建考核结
果“对比”不一致的，以及群众对公
示所有考核结果有反映意见的，均由

总队政治工作部门组织复核，作出复
核结论。三次考核的得分综合后，作
为确定送学、遴选后备、提升使用的
重要依据。

不仅如此，总队各级还坚持把“六
看一听”“三个并重”贯穿干部考察识
别全程，即看政治能力、军事素养、平
时表现、工作实绩、考评结果、自律情
况，听群众公论；将政治品德与能力素
质并重、单位进步与个人进步并重、党
委意见与群众意见并重，进一步提高了
识人选人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后来，按照“三次考核、对比印
证”的办法综合衡量，赵晖有了再次
推荐送学的机会。临行前，总队组织
动员教育还以赵晖为例，提醒参加培
训的所有学员取长补短，进一步提高
综合素质。

既有按部就班又有

“小步快跑”

一名干部 37 岁、一名干部 42 岁。
去年，同时走上正团职岗位的两名干
部的年龄“反差”，引发了一些官兵的
热议。

原来，总队党委在实施“三次考
核、对比印证”考核机制后逐步形成

共识——既要让多数干部按部就班，
又要让特别优秀的“小步快跑”，让干
部选拔任用走上“能进能退，有序更
替”的良性轨道。去年调整晋升营团
职干部时，有近三分之二的基层优秀
干部得到提拔，也有 12名勤勤恳恳的
“老黄牛”搭上了“末班车”，激活了
整个干部群体的动力活力。
“择英才而用之，制度是最好的

‘伯乐’。”总队党委副书记告诉记者，
探索实践“三次考核、对比印证”办
法近 3 年，他们力求做到两个 100%，
即送学、遴选后备、提升使用的干部
必须 100%是经过 3次考核出来的优秀
干部；考核中被发现的“问题干部”
100%被挡在送学选拔任用门外。

盘点这个总队识人用人的办法，
一些特点现于眼前。考核引入“对
比”“印证”的方式，全面历史地识别
评价干部，合理采纳运用群众意见，
以多维叠图、综合评定等方法公平公
正评价干部；聚焦“实在实干实绩”，
通过多波次的干部考核，把干部的真
实情况在平时全面掌握起来，把考核
结果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
督促干部更好地干事创业；拉长考核
时间链条，综合运用整体研判、个体
研判和专项研判的方式多维分析、多
方印证，多渠道、多层次、多侧面、
多时段了解真实情况。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

期。”总队一名党委常委说，这种做法能
较好确保干部选拔的质量经得起检验。

原娄底支队副支队长庞新颜铆在基
层默默无闻抓建设，有战友担心他“藏
在深山人未识”，但实际上，连续3年考
评优秀的庞新颜已经进入了组织视野，
并很快被提拔到长沙支队参谋长岗位
上。庞新颜感慨地说：“这样的识才方
法不仅是‘探测仪’更是‘连通器’，
畅通了干部和组织之间的沟通交流渠
道，不仅‘接地气’，而且‘提士气’。”

扎实树好军队好干部标准，进一步激

发了干部队伍提升综合素质和担当创业的

自觉性主动性。图为武警湖南总队永州支

队正在开展干部负重体能组合训练。

杨 宁摄

制度是最好的“伯乐”
—武警湖南总队党委创新选人用人机制的调查与思考

■杨 韬 本报特约记者 熊湘平

党对军事科研的绝对领导究竟该
如何落细落实？科研机构党组织战斗
堡垒作用该如何有效发挥？近日，军
事科学院军事法制研究院在去年以来
支部试点基础上出台的《加强党支部
建设实施细则》让人眼前一亮，12 类
具体规定让党建工作有了操作性强的
具体抓手。

这个研究院由多家科研单位合编
组建，成立之初，高端人才少、科研
队伍老化、科研转型难等问题较突
出，部分科研人员习惯走老套路，跟
不上创新驱动、开放共享、融合发展
等新理念。

如何缩短磨合期、实现合编合心合
力，推动科研转型是他们着力解决的首
要难题。去年 7月，该研究院党委常委
分头带队沉到科研一线，与科研人员开
展了“一对一”谈心活动，搜集整理出
科研工作、行政管理等 4个方面 25项矛
盾问题。

在支部试点初期一次座谈会上，
有的党支部书记谈道，基层科研单位
党支部书记由研究室主任担任，很容
易把行政角色带到党务工作中，出现
组织工作与科研行政工作混淆的现
象。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建章立
制。研究院党委在认真听取各基层党
组织意见的基础上，确定将把好科研
方向、建强科研创新团队、选准科研
课题、统筹推进科研任务、科学评价
科研绩效、公正处理切身利益问题六
个方面作为各党支部领导科研工作的
重点，指导试点党支部结合单位科研
实际逐一明确实施细则。

研究室党支部核心作用发挥不好，
党员对党组织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落
实组织生活制度容易成为表面文章。研
究院党委副书记谭亚东对此深有感触：

“基层党组织功能弱化是一个重要原
因，我们把精准帮建党支部作为突破
点，以基层党支部建设支撑引领全面建
设。”

研究院党委书记刘仁献告诉记
者，作为新调整组建的科研单位，去
年以来，研究院党委认真贯彻上级精
神，从不同类型研究单位中选取 4 个
研究室党支部开展党建试点，通过解
剖麻雀、总结经验、以点带面，有效
提高了基层党支部的组织力、凝聚
力、战斗力。

记者翻开某研究室 《加强研究室
党支部对科研工作领导的规定》，看
到“研究室党支部必须把思想政治工
作贯穿渗透于科研工作全过程各方
面”“研究室党支部必须坚持对科研
项目立项把关，围绕学科创新发展和
实践需求，以落实上级的科研任务为
重心”“部署科研任务，应当坚持公
平公正，着眼有利于完成科研任务，
有利于每个科研人员的成长进步，进
行统一安排”……除此之外，该研究
院围绕落实全面从严治军制定下发意
见，并将“六个方面”作为党支部领
导科研工作的重点，指导试点支部结
合自身科研实际，逐一理出具体思
路、明确实施细则。

基层党支部建设有力，科研人员
更加心无旁骛地投入到科研攻关中。
该院组建一年多来，先后接续推进 31
项法规编修任务，完成 18项法规审读
修改任务，提交 100 余份重要咨询报
告。

军事科学院军事法制研究院

建强科研一线战斗堡垒
■吴永辉 裴玉辉 本报记者 邵龙飞

尊重群众意见一直是党的群众路
线的具体体现，也是贯彻民主集中制
的重要一环。通常情况下，群众意见
是公正客观的，也比较符合实际情
况。但如果涉及到个人切身利益时，
有人就易受主观因素影响，导致意见
不一致。

去年底，连队组织年终评功评
奖。经过班排自下而上层层投票，一
共推荐上报了 3名立功候选个人。而
全年工作成绩突出，且在军事比武中
表现出色的中士班长马剑却不在名单
之内。在我的提议下，大家会前进行
了深入调研。

调查了解中，一些官兵反映，马
剑军事素质好、工作成绩突出，这些
大家比较认可，但他的管理有时过于
严格，凡事要求高标准，大家没少被
他批评，对班里兵龄较长的老班长，
他也是“不留情面”。因此，那次评
先评优马剑得票不高。

本该是合适人选，却因为原则
性强、得罪人而丢了“群众票”。是
应该按照民主评议结果继续进行评
选，还是再斟酌考虑？这让我有些
纠结。

部分支委认为，既然是群众推
选出来的，那就是代表了大家意
见，应该按程序召开支委会研究。
重新组织投票，可能会让官兵觉得
党支部不尊重大家意见，进而影响
党支部的权威性，甚至会让个别人
觉得组织在有意偏袒某些人。我与
大多数支委认为，在敏感问题面前
出现“情绪化”，最终没能做到客观
公正，这样选出来的结果很可能对
连队风气形成不好的导向。

对此，我没有简单地以少数服
从多数来定夺，而是组织班子成员

多次碰头商议，最终大家达成一致
意见：向营党委申请重新进行评功
评奖投票。

再次投票推荐前，党支部组织连
队官兵围绕“评功评奖为了什么”
“什么样的官兵应该获得奖励”等话
题进行教育讨论，将记录连队日常管
理工作的《连队精细化管理量化统计
表》《军事训练成绩表》等拿出来公
示。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引导大家
立起以实际工作为依据，以连队建设
发展和战斗力建设需要为标准的评比
理念。

经过重新投票以及支委会研究，
马剑最终被确定为立功候选人之一并
上报营党委。

之后的总结大会上，马剑深有感
触地说：“第一次评议结果，让我反
思了自己在工作上的不足，只顾高标
准但批评不讲究方式方法，事后又缺
乏沟通，这是不对的。以后我会注意
和大家多交流并搞好团结。”

这次经历让我意识到，尊重群众
意见，要有吹糠见米的“眼力劲”。
凡是涉及官兵评功评奖、士官选晋、
提干学习等事关个人切身利益、事关
单位风气建设发展方面等敏感事务，
党组织不能当“甩手掌柜”，也不能
简单盲从，一定要在尊重客观事实的
基础上做到客观公正。作为党支部书
记，要全面掌握连队建设和官兵思想
情况，用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武装官
兵，发挥党员队伍的引领作用，培育
官兵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努力当好连队建设的领头雁。党
员人人都用坚强党性和一颗“公心”
对待责任义务，就能有担当有作为，
赢得群众信任。

（庞双双整理）

要有吹糠见米的“眼力劲”

铿锵有力的入党誓词，从重庆陆
军预备役某旅勤务队支部组织生活会
上传来。该支部利用组织生活时间，
为当月入党的党员过了一次难忘的入
党纪念日。

前不久，该旅结合党员汇报思想
组织了一次座谈，一些党员虽然能记

住自己的入党年月，但具体日期和入
党介绍人却容易遗忘，对入党那段难
忘的经历也是比较模糊。“这从一个方
面反映出个别党员干部初心使命淡
化、先锋模范意识弱化的问题，特别
是在预备役部队调整改革准备期，容
易出现心思精力不集中、思前路忧后

路等情况。”对此，该旅党委决定通过
组织党员入党纪念日活动唤醒入党初
心、燃旺强军志，激励党员干部在备
战打仗中发挥好模范带头作用。

该旅党委要求有关部门通过调阅档
案，统计整理出每名党员的入党时间、
入党介绍人以及入党申请。各支部在每

月最后一周的组织生活中，安排专门时
间为党员过入党纪念日。虽然没有鲜花
和蛋糕，但为每名当月入党的党员发放
一张入党纪念日贺卡，组织大家重温一
次入党誓词、发表一次入党纪念日感
言。精致的贺卡，语重心长的“入党纪
念日”寄语，营造出融洽氛围，庄严而
严肃的宣誓又增加了活动的厚重与责
任。在发表入党纪念日感言的环节中，
党员人人动情地回忆自己的入党历程，
娓娓道来的入党故事、真挚的情感往往
能引起共鸣，实现“几名党员过生日，
全体党员受教育”。

活动开展以来，该旅党员骨干队
伍焕发出了昂扬的斗志。4月中旬，在
军地联合组织的重大演练活动中，他
们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圆满地
完成各项任务。

重庆陆军预备役某旅

组织党员过好入党纪念日
■王 浩 曾兴钢

调查与思考

改进作风一得

书 记 手 记

个别原则性较强的党员骨干容易在学习工作
中“得罪人”，导致实际表现与评议结果不太一致。
出现这种情况该怎样处理？新疆军区某连党支部
书记彭植深有感触—

党建视野
党建影像

连日来，驻疆某部坚持从实战

出发，组织开展攀爬、负重越野、格

斗、野外生存等课目训练，旨在锤炼

官兵顽强战斗精神和极限条件下的

实战本领。图为4月26日，该部党

员骨干带头示范高空攀爬训练课目

的情景。

王军强摄

紧贴实战强本领
党员示范敢争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