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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基层减负 激励担当作为

本报讯 曹先训、刘强报道：“不怕
苦也不怕累，就怕考试天天背”“应知应
会满天飞，检查不会没得睡”……这是以
前武警江西总队九江支队官兵“吐槽”的
顺口溜。6月初，一场理论考核前，笔者
来到这个支队，却不见顺口溜中提及的
加班背记理论场景。该支队领导介绍
说，这是他们科学精简基层官兵理论学
习内容带来的变化。

3月下旬，曾连续多次被评为“执勤

标兵”的该支队战士王坚，竟然在哨位
上打起了瞌睡，被上级通报批评。究竟
怎么回事？询问之下，王坚道出原委：
那几天，支队正对基层进行量化考评，
不少机关股室都像往常一样，下发了理
论知识应知应会题库，内容涉及政治理
论、专业知识和各类规定等，题量多达
上千道。为了顺利通过考核，王坚和战
友连续几晚加班背记，导致白天执勤提
不起精神。

为帮助官兵提升理论学习效益，
告别题海战术，该支队规定各股室今
后不得擅自下发题库，确需下发的由
相关部门审批；区分专业和岗位职
责 ，对 现 有 应 知 应 会 题 库“ 精 简 瘦
身”，把关注点从“出题考人”转向对
理论知识核心内容的领会感悟，针对
官兵的思想状况和工作实际，力争做
到理论学习有收获。同时，他们还积
极改进理论考核方式，减少背记知识

点的内容，突出对理论理解掌握程度
的考察，官兵不必再对着“标准答案”
死记硬背。

据悉，今年 3月份以来，该支队下发
的各类应知应会题量比以往明显缩减，
各类理论考核的频次也更为合理，官兵
不再疲于“奔”考，理论学习热情不降反
升。在支队刚刚结束的强军理论知识竞
赛中，官兵踊跃报名参与，答题正确率达
95%以上。

武警江西总队九江支队对接官兵“槽点”为基层减压

学习考核告别题海战术

本报讯 高闫宇、特约记者李佳豪
报道：“今天的问卷调查不再统一组织，
请大家登录强军网，利用空闲时间完成
后自行提交即可。”5月下旬，第 77集团
军某旅组织了一场特殊的思想调查。与
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他们没有集中组织
官兵填写，而是全程在网上进行。

该旅领导告诉记者，以往组织问卷

调查，机关首先集合全体官兵，整队之后
以连队为单位发放问卷，再进行统一填
写，整个过程通常需要半个小时。对于
值班执勤人员，连队还会预留几份，待他
们执勤结束后补填。有时候几个调查问
卷合并组织，题量较大，不少官兵索性
“一钩到底”，违背了问卷调查的初衷。
运输勤务营上等兵顾锐强袒露心声：“繁

杂的问卷调查已经成了负担。”
如何既有效提升问卷调查质量，又

节省官兵时间？该旅宣传科科长周军介
绍说，他们运用信息手段，借助强军网搭
建数据统计平台，官兵轻点鼠标即可完
成答题。提交问卷后，后台会立即生成
分析报告，省去了机关干部人工统计的
环节。不仅如此，他们还区分义务兵、士

官、干部三类调查对象，在调查问卷的设
计上各有侧重，不仅压缩了问卷篇幅、减
少了答题时间，也更有针对性、实效性。
“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改变，却能感

受到旅党委为基层减负的决心。”修理二营
教导员赵增感叹道，“文电少了、会议短了，
占用官兵时间的虚耗空转不见了，我们有
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练兵备战中去！”

第77集团军某旅党委从小事做起彰显减负决心

思想调查不见纸质问卷

本报讯 刘晓波、于正兴报道：5月中
旬，东海某海域战舰列阵、硝烟弥漫，陆军军
事交通学院镇江校区毕业综合演练正如火如
荼进行。实施水路快速投送的船艇驶向某水
域时突遇“敌情”，只见船艇编队指挥船驾驶
室里，航海班班长张苗苗端坐在战位上，舵转
车回，双手随着舰长的口令稳稳拨动舵盘，千
余吨的战船灵活转向，破浪前行。
“熟练规避，突围顺利！”演练结束，指

挥部发出通报。作为我军首批船艇士官女
学员之一的张苗苗，喜悦溢满青春的脸庞：
“我们这批 15名士官女学员，人人都能胜任
战位！”

据该院领导介绍，他们坚持按实战标准确
立办学育人思路，注重提高首批士官女学员训
练起点、训练效益，缩短战斗力生成周期。

课堂跟着船艇走。跨江渡海中，女学员掌
舵穿越狂风恶浪、勇斗暗礁险滩，“敌情”伴随
全程，船艇“遭袭”破损、战位舰员“受伤”、船
艇主机故障等带战术背景的10余个实战课目
轮番上演。

近千海里的航渡中，士官女学员与本
科男学员实行同船同艇差异化组训，全战
位列阵、全封闭式演练，互相比拼、同台竞
技，磨砺了女学员的精气神，全方位锤炼了
战斗作风。

同批出航的男学员王怀硕感慨道：
“在危险、疲劳、艰苦的条件下，士官女学
员同我们男学员一样，始终做到口号声声
不断、誓言字字不忘、斗志时时不散，闯过
了急流险滩！”
“这批士官女学员掌舵意识强，技术基

础好，综合素质高。”学院领导介绍，作为我
军首批船艇士官女学员，她们接受的是“2+
1”培养模式，即在陆军军事交通学院完成 2
年基础理论课程和船艇职业教育后，再到基
层部队进行 1年的任职实践。日前，这 15名
士官女学员都完成了人才培养方案的全部
课程和岗位任务，即将奔赴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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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李维、郑灿鸿报道：5月下
旬，南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深圳舰协
同数型舰船，在某海域展开主副炮射击、航
行补给等多个课目训练。炮火硝烟中，该
支队紧贴实战组织舰艇副政委岗位合格考
核，检验政治工作干部备战打仗能力。

战斗警报在深圳舰响起，官兵迅速进
入战位。战术绘算、装订气象参数……深
圳舰迅速占领射击阵位，锁定岸上目标。
然而此时，“敌”3艘增援舰船向深圳舰高速
机动。“敌”情不期而至，气氛突然凝重起
来。“在装备性能相近的态势下，以一敌三，

这仗怎么打？”不少官兵心里直犯嘀咕。
“‘敌方’支援兵力妄图对我进行合

击，扭转不利战局。但制海空权在我、制
信息权在我、胜利之势也在我，全舰官兵
务必坚定打赢信心，叫他们有来无回！”关
键时刻，一个洪亮的声音通过舰上广播直
击官兵心头，这是随深圳舰出海参加考核
的湛江舰副政委王亮在进行战斗动员。

战斗在哪里进行，政治工作干部就
出现在哪里。在副炮控制室，运城舰副
政委李建国细心观察到 2名火控兵手冒
虚汗，操纵动作生涩。他凭着多年的工

作经验对他们进行心理暗示，帮助年轻
的水兵消除紧张情绪，渐渐找回信心。

现场监考的支队组织科科长马留见
介绍说，这次舰艇副政委岗位合格考核，
严格按照大纲要求，坚持“先训后用、持
证上岗”的原则，紧贴实战要求和训练进
程，进行了战场动员、特情处置、心理攻
防等多方面的考核，有效检验了参考人
员开展战时政治工作的能力。据了解，
前期该支队还组织了舰艇部门教导员岗
位合格考核，近 30名长期工作在一线的
教导员，成功取得“上岗证”。

南部战区海军某支队紧贴实战组织政治工作干部岗位考核

持证上岗，本领锤炼紧贴实战需求
本报讯 张歆、特约记者贺军荣

报道：6月上旬，武警陕西总队党委派
出由常委带队的工作组深入所属各支
队，指导各支队党委召开民主生活
会，并针对政治能力训练中存在的问
题逐一解决。今年以来，该总队积极
主动作为，把加强政治能力训练摆在
突出位置，研究制订《政治能力考评
督导办法》，推动政治能力训练正规化
常态化。

该总队领导介绍，为着力解决政治

能力训练形式化、浅表化的问题，他们
以《政治能力考评督导办法》为依据，
采取考勤登记、打分记录、奖惩激励等
方式，从日常表现、考核成绩、成果收
获三个方面对政治能力训练情况评估打
分，引导官兵牢固树立政治理想、正确
把握政治方向、坚定站稳政治立场、严
格遵守政治纪律。

考评督导中，该总队坚持把备战
打仗本领作为检验政治能力的硬指
标，对军事训练考核全程跟踪问效，

让官兵在急难险重任务中积累政治经
验、锤炼政治能力。同时，他们还明
确规定：在实践中表现出政治能力与
所担当的岗位职责不相匹配的党员干
部，必须“回炉”补课。

政治能力训练走深走实，推动了党
员干部队伍政治能力的整体提升。年初
以来，该总队党员干部坚决服从命令、
听从指挥，坚持立足岗位、苦练本领，
带领部队圆满完成山林灭火、武装联勤
巡逻、安保勤务等重大任务。

武警陕西总队建章立制加强党员干部队伍建设

考评督导，能力检验突出打仗标准

（上接第一版）

那天晚上，汪通独自一人坐在海边，
思绪如波涛翻腾。他的班长、四级军士
长张孝伟默默坐在他身旁：“有时候，梦
想可以很远，也可以很近，关键是能不能
抵御诱惑，守岛其实也是守心。”

许多人对戍守西沙的军人充满好
奇：经年累月守着波涛、望着星空，他们
会不会感到孤独寂寞？这样让青春流
逝，到底值不值得？

来到中建岛，走进守岛官兵的精神
世界，这些问号被一一拉直。

篝火晚会上，时而悠扬、时而动感的
音乐声中，守岛官兵尽情地唱着跳着，年
轻稚嫩的脸上绽放着澄澈的笑容。此时
此刻，万顷波涛中，这座天涯孤岛跳跃着
欢乐与光亮，远在祖国大陆的人们，又何
尝能体会守岛官兵内心的热闹与幸福？

临别之际，记者接过年轻战士送上
的一枝秋海棠，与他拥抱道别，这名战士
腼腆地笑着说，“不好意思，我身上都是
汗。”一瞬间，守岛官兵的质朴与纯真击

中心房，让人热泪盈眶。

我们的身后是伟大

的祖国

老兵退伍的日子，是守岛官兵最不
愿提起的日子。

去年，四级军士长张建雄服役期
满。老兵离岛那天，四级军士长郭丹阳
正在值班。他站在顶楼哨位上，默默地
看着与自己同年上岛、并肩守岛 14年的
好战友登上直升机，心里“觉得少了很多
东西”。

随着机翼的盘旋声渐渐消逝，望着
载着战友的直升机渐渐远去，变成天边
一个“小黑点”，郭丹阳再也抑制不住自
己的泪水……

身处天涯小岛，注定有辛酸有泪
水。但官兵们说，从不会感到孤单，因为
身后就是伟大的祖国。

在岛上坚守 14年的老兵张孝伟，这

样解释坚守的意义：“远方的母亲牵挂着
我们，祖国母亲在我们心中。”

在守备营荣誉室，一个玻璃柜里摆
放着上千封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其中
有退伍老兵写来的，更多的是社会各界
群众写来的。刘长文说，信息时代，更多
关爱来自网络互动和电话热线。每到过
年过节，他的手机总能收到来自全国各
地的问候，也有询问通信地址的……无
论是几句贴心祝福，还是寄来一包家乡
特产，都代表着人们对海岛、对守岛官兵
的拳拳关爱。

那年中秋节前夕，一位学俄语的北
京女大学生，在电视上收看了中建岛守
岛官兵的故事，感动不已。她买了 9个
月饼，并附上一封情意浓浓的信，一并寄
到中建岛。

在那个年代，由于交通不便，等包裹
寄到时，已经两个月过去了。虽然月饼
已经不能吃了，但那封信却让官兵们开
心了好几天。午饭后，官兵们聚集到营
院内的凉亭里，一字一句地读：“中建岛

的兵哥哥，祖国边防有你们在，是我们的
幸福……”

守岛爱岛，即使离开了中建岛，也割
舍不下心中那份特殊的记忆。

这两年，一些中建岛转业、退伍的军
人建立了一个“中建人”微信群，其中年
龄最大的有 20 世纪 70 年代入伍的老
兵。平时，大家聊得最多的是对守岛岁
月的怀念，对当下生活的满足，以及对未
来的憧憬和梦想。“从中建岛走出去的老
兵，性格都非常乐观，很少有抱怨人生
的。”刘长文说。

在守备营营区，一株 3米多高的银
毛树，半沐阳光、半沐阴凉。40多年前，
老兵巫瑞孔在中建岛栽下这棵“中建第
一树”。

去年，已经62岁的老兵巫瑞孔，通过
自己的女儿联系上刘长文，想完成一个心
愿——再为自己当年种下的那棵“中建第
一树”浇一次水、再交一次特殊党费。巫
瑞孔的女儿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中建岛
一直是父亲魂牵梦萦的地方……”

遗憾的是，由于身体原因，巫瑞孔
始终没能如愿。但刘长文却把这件事
记在了心上：他和战友采下几片“中建
第一树”的叶子，晒干脱水后，用透明薄
膜塑封，制作了一个精致的树叶标本。
今年，一位下岛探亲的战士专程把标本
送到了巫瑞孔的家。那天，望着几片树
叶标本，巫瑞孔激动不已，不停地用手
反复抚摸……

一位在西沙守岛多年的老领导，退
休后对西沙有太多的不舍。每年春节，
他都会给守在这里的战士寄上几大包生
活用品和食品。接受采访时，他给记者
讲起中建岛的往昔与今朝，他说：“对于
守岛官兵来说，祖国安宁就是他们的守
岛梦。也正是怀着这样的梦想，中建人
的青春永远不老。”

身处天涯之远，却如

咫尺之近

在守备营荣誉室里，珍藏着一封来

自远方的“情书”。时光荏苒，一段深情
故事也被尘封在岁月里。

写信人是一位来自南京的女孩，刚
满 20岁的她，从小崇拜军人。一次，她
在报纸上看到中建岛守岛官兵的故事，
就想方设法联系在部队服役的表姐，要
到了邮寄地址。后来，这封“情书”真的
漂洋过海，来到岛上……信的结尾，女孩
还留下了通信地址。

军医蔡关泉是战友们公认的“笔杆
子”。官兵们提议，让蔡关泉代表大家给
这位女孩写回信。谁知数月后，那封信
却被退了回来——原来，信在路上走得
实在太慢，等寄到原来的地址，她已经大
学毕业离开了学校……
“中建人都很单纯。”守备营某连指

导员陈子民，军校毕业后就到了中建岛，
他如阳光般热情的性格，很快适应了岛
礁环境。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一个浪
漫的水兵……”抑或，这也是陈子民内心
的一份执着、一种诗与远方。

几年间，陈子民带领战友在岛上建
起电子阅览室，组织开展沙滩排球赛、篮
球赛；用废弃的衣柜木板、捡来的马尾松
木，设计加工成一排海滩躺椅、用椰棕制
成“遮阳伞”……每到周末，官兵们开展
游泳训练间隙，躺在自己制作的躺椅上
休息，每个人脸上绽放的笑容，如浪花般
纯粹而清澈。

听着官兵们的讲述，记者心头收获
的是一份释然，更收获了一个答案——
是沧海孤岛的寂寞坚守，让守岛官兵用
坚毅和顽强，抵御着各种诱惑。

驻守天涯，远离亲人，守岛官兵有
太多辛酸故事。但他们的情感世界并
不苦涩，而是那样丰富精彩，充满军人
特有的浪漫情怀。

中建岛四季湿热，但这里也有“雪
人”。官兵们根据心上人的模样，用白色
珊瑚石堆成一个个“雪人”，拍成照片发
给“她”。他们还会在巡逻时捡来美丽贝
壳，串成精美项链送给心上人。

中士张昕是个有心人，他听说虎斑
贝象征着忠贞与挚爱，就在一枚捡来的
虎斑贝上刻下“爱的誓言”……如今已经

牵手走进婚姻殿堂的小两口始终觉得，
中建岛就是他们的福地，是他们人生幸
福的新起点。

陈子民与妻子结婚 3年，两人聚少
离多，到今年 5月又有将近半年没见过
面了。记者建议两人“隔空示爱”，陈
子民躲在角落想了好久，才在一张白
纸上写下一句：“何岚，我想对你说，辛
苦了。”

那天，陈子民举着那张纸，站在中建
岛主权碑前，身板挺得笔直。他一再提
醒记者：“麻烦把我 P得白一点，要是她
看到我的‘西沙黑’会心疼的。”

再过几天，通信信号班班长李孝
龙就要休假返乡了。战友们眼中“中
建第一帅”的李孝龙，看上去神采飞
扬。身边的战士悄悄告诉记者：孝龙
是“人逢喜事精神爽”，他这次返乡，就
是要跟经过 10年爱情长跑的心上人领
证结婚了。

中建岛这么苦，有姑娘愿意嫁给守
岛军人吗？李孝龙不无自豪地说，只要
素质好，天涯有芳草，我的战友们找的对
象一个比一个美丽。

中建岛的爱情，是常来常往、还是鸿
雁传书？官兵们说，都不是。过去中建
岛交通不便，很少有船只能到中建岛。
海上风大浪高，有时候看着船来了，爱人
和亲人就近在咫尺，却也只能泊在外
港。李孝龙就曾眼睁睁地看着即将相聚
的爱人离岛而去……

船来了靠不了岸，这对恋爱中的人
来说是残酷的。然而，中建岛绝不是爱
的荒原。
“如今不同了！”李孝龙告诉记者，虽

然远离陆地，他们却同步享受着祖国发
展的成果——今天的中建岛，营区周围
绿树成荫，“三防菜地”里时蔬不断，学习
室内有卫星电视，岛上开通了 4G信号，
强军网进班入排……
“身处天涯，远隔千山万水，如今却

如同咫尺。”李孝龙说。

压题照片：中建岛守备营官兵环岛

巡逻。 蔡盛秋摄

祖国万岁：种在岛上，刻在心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