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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治 进 行 时

过多过滥的“口袋

书”成了新负担

有一次，北部战区陆军某旅修理二
连指导员许林在连队按纲抓建形势分析
会上坦言，有时基层应知应会考核过
多，“理论周周考、技能天天考、综合
月月考”。

谈到这些，该连四级军士长张洪富
说：“内容大多太乱，花在背记的时间
实在太多了！”作为连队修理专家，他
驾驭战车奔驰演训场毫不含糊，却对背
记应知应会考题有些发怵。
“训练苦累不可怕，就怕‘口袋

书’又下发。”坦克连排长孙焕卿前些
天刚拿到一份“教育应知应会 120题”，
内容还没有背记过半，很快又收到一份
“理论常用知识 100题”。排长梁浩对此
也是感触颇深。从新兵连开始，梁浩就
担任理论骨干，旅里几次组织应知应会
知识竞赛，他都带队摘得桂冠。可有时
面对众多的应知应会，梁浩也有些无
奈。有些战士干脆反映，宁愿多跑一个
五公里，也不想背记枯燥的理论题。
“对‘口袋书’的编印下发，虽然

上级规定要求不得过多过滥，但个别机
关部门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调
查发现，个别机关部门缺少沟通交流和
全盘考虑，下发理论考题重复的多，甚
至出现“张冠李戴”的现象。一次，机
关业务部门一天下发了 3份应知应会题
目。下士李宏鹏发现，其中一份竟然标
明是“干部版”。“这明显是超出了战士
的学习掌握范围。”看着题目，李宏鹏
不知从何入手。
“为了提升学习成绩，我们只能把

大量精力放在背记上，自由支配的时间
大幅减少，有时连周末也不能休息，容
易导致训练成绩下滑。”在防化连军事
训练形势分析会上，上士刘岩矫道出了
战士们的心声。

一次问卷调查显示：官兵反映最多
的问题是应知应会“口袋书”有时过多
过滥，有些背记内容与提升战斗力关系
并不大，成为官兵眼中“五多”之外的
又一“多”。

莫让应知应会考核成

为“留痕”工程

战士吐槽反映出一个现象：个别机
关部门为体现对某项工作的重视度，把
应知应会考核作为一项“留痕”工程，
下发“口袋书”时只顾“考核成绩好不
好”，不管基层“需要不需要”，官兵
“能不能够承受”。

“有时为了应考，大家连休息时间
都搭上了。”四级军士长张波说，“表面
上看学习氛围浓厚，实际上学习并不走
心，只是在应付过关。”前不久，该旅
训练监督小组抽查连队参训率时发现：
个别连队为了提升应知应会考核成绩，
训练日安排人员在宿舍突击背记考题。

类似现象引起了该旅领导的关注。
“直面问题才能解决问题。把基层官兵
从无谓的背记中解放出来，才能更好地

将精力用在练兵备战上。”旅政治工作
部主任张锋表示，只有找准“口袋书”
与官兵日常工作训练的“最大公约
数”，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应知应会考核，应该是需要官兵必
须牢记的内容，要少而精，需要哪一级
掌握，就下发到哪一级，不能随意下
发。为此，旅党委一班人深入基层调
研，将基层官兵反映集中的问题进行梳
理总结，制定下发《关于规范应知应会
的细则》，明确要求不准照搬照抄、重
复出题；不准一天多考、一考了之，一
切与练兵备战对表，坚决纠治机关随意
下发“口袋书”的现象。另一方面，要
求机关各部门从自身查找原因，加强沟
通交流，对各类题库进行合并瘦身，避
免重复下发、随意下发、经常下发。

他们着眼纠治“机关下发题库，基
层忙于应考”的习惯做法，用授课辅
导、讨论交流、实践体会的方式，取代
过多的“应试”式考核，切实为官兵减
负，让官兵集中精力练兵备战。

让“口袋书”成为助

力备战的“掌中宝”

旅机关依据条令条例和新颁布的训
练大纲等法规制度，聚焦主责主业，
经过反复论证，重新明确制作下发
“口袋书”标准，废除了多份与战备训
练关系不大、超出官兵背记范围的应
知应会“口袋书”。

该旅在政工网上开设了“你最欢迎什
么样的应知应会”专栏，对“热度”最
高、留言最多的话题进行遴选投票。统计
显示：官兵对新大纲、主题教育、福利政
策等 6类 13个方面的知识最感兴趣。随
后，机关人员着眼基层官兵所需，把相关
内容整合“打包”送到官兵手中。

基层官兵反映，这些与战备训练和
官兵生活相关的“口袋书”，方便又实
用。比如：一些常见病预防和训练伤
防范的应知应会，能让官兵增强预防
常见病的能力，掌握自救互救的技
巧，全身心地投入到训练中。旅卫生
科区分季节变化，收集整理易发生的
常见病和训练伤，编辑成册下发基
层，丰富了连队官兵的卫生知识。

嘟嘟嘟——急促的哨声划破了黎明
前的夜空。接到出动命令后，官兵们
迅速按任务要求携带装具，在指定地
点集合。战士小王说，需要个人携带
的装具以及行动步骤，机关下发的
《紧急出动手册》里都有，我们已背记
在心。旅机关在清理应知应会“口袋
书”中，将与作战训练相关的内容进
行分类强化，执行什么任务，携带什
么装备物资，多长时间等要求一目了
然，提升了训练质效。如今，少而精
的应知应会“口袋书”，成为助力官兵
练兵备战的“掌中宝”。

前不久，天气干燥导致训练场外部
突发山火。装步五连官兵接到任务后迅
速收拢人员，按要求着装并携带灭火器
材，及时扑灭山火，避免了险情。连队
指导员姜淼说，上级下发的安全常识小
册子里有专业扑火知识，这为顺利完成
任务提供了很大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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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令条例应知应会、主题教育应知应会、装

备常识应知应会……曾经，便于随身携带背记

的应知应会“口袋书”，给官兵随机学习理论知

识提供了便利。然而，个别单位不注重统筹，导

致“口袋书”种类繁多，需要背记的理论考题也

越来越多，成为基层官兵的负担。

清理纠治过多过滥的“口袋书”“便携册”

“小纸条”，把基层官兵从背记应知应会考题中

解放出来，让他们聚力练兵备战，是转变工作

作风、为基层减负的务实举措。北部战区某旅

依法规范应知应会内容，下大力纠治“口袋书”

过多过滥问题，收到良好成效。

“原以为打牌输赢也就几瓶饮料、几
桶泡面，没想到最后竟演变成赌钱，一步
步陷入赌博的泥潭……”5月 23日，在第
83 集团军某旅合成三营支援保障连法
治教育课堂上，几名文艺骨干表演的小
品《如此打扑克》，引发了官兵思考。
“发人深省的案例更能打动人，寓教

于乐的方式更能教育人。”该旅领导介绍
说，过去连队法治教育，大多是由干部骨
干带着大家学条令条例、法规条文，有时
剖析案例照本宣科，很难引起官兵共
鸣。今年，他们在创新教育形式上下功

夫，破除以往“我讲你听、我说你记”的教
育模式，组织基层文艺骨干把发生在官
兵身边的法治小故事编排成小品，为教
育课堂增添了更多活力。

一次，二连一名战士用手机与朋友
微信语音聊天，当对方问及部队平时训
练情况时，一旁的排长连忙提醒这名战
士注意保密。这幕细节被指导员谭凯发
现，他以此为线索，结合军队保密禁令、
军队人员使用微信“十不准”等法规，组
织文艺骨干创作出小品《泄密》。教育课
堂上，战士高帅看到小品中的战士因视

频聊天中无意间泄露军事秘密，受到严
肃处理的场景，深有感触地说：“如果脑
子里不时刻绷紧弦，失泄密真的就是那
么一瞬间的事。”从那以后，他每次与家
人和朋友聊天时，都会有意避开谈论部
队训练生活方面的敏感事项，防止失泄
密问题的发生。

该旅还注重发挥官兵特长，把相关
条令法规内容制作成微视频、漫画、顺口
溜等，把抽象内容形象化，使授课方式更
加生动，真正把法治教育融入官兵的生
活、工作、学习中。

第83集团军某旅丰富法治教育方式

鲜活小品走上教育课堂
■曹志国 殷 杰

“连长，机关检查组直接到车炮场
啦！”5月底，正打算准备迎检材料的第
82 集团军某旅火箭炮连连长邓奇翰放
下电话后，匆忙朝车炮场跑去。
“车炮场灭火器欠压、饭堂消毒柜温

度低……”检查结束，连队照单认领了检
查组现场指出的问题。邓连长坦言，检
查督导实事求是，过去那种当面不讲、过
后通报的现象没有了，他一定带官兵按
要求抓好整改落实。

切身感受到机关检查督导新风的，
还有该旅步兵二连连长崔文辉。上个
月，得知机关工作组到营连检查工作的
消息，崔连长有些手忙脚乱，因为各类
登记统计本，学习笔记、心得体会等，都

要加班完善补充。然而，令连队意外的
是，机关工作组这次一改往日翻本子、
考背记的习惯做法，直接来到训练场检
查参训率，到战备库室检查物资维护情
况，到炊事班检查卫生安全，检查督导
严格细致，不仅指出问题，还提出整改
意见建议。
“以往机关检查督导一波接着一波，

有的问题可以当场解决，非要登记在案，
反复讲评。”前不久，旅“基层风气监督二
维码”信箱的一封官兵来信，引起旅领导
反思。机关检查组过多过频，检查督导
时机关科室职能界限不清，有的工作指
导不考虑基层实际，导致基层工作无序、
官兵精力虚耗，看似是工作方法问题，实

则反映的是党委机关作风不实的问题。
该旅在广泛征求官兵意见的基础上，

以《军队基层建设纲要》等法规为依据，规
范机关业务科室检查督导工作，改进检查
督导方式，成立联合检查组，定期对部队
“四个秩序”进行联合检查，着力破解检查
考核过多过频的问题。如今，联合检查组
到基层营连不要求主官陪同，不单纯查看
各类登记统计本，而是深入基层末端，分
散到各点位查问题、摸实情、出良策。

机关依法抓建，基层减压松绑。“现
在不用疲于应付各种检查通知，晚上可
以专心复习备考了！”报考今年成人本科
自考的炮兵营指挥保障连文书牛小敏，
欣喜地说。

第82集团军某旅依法规范抓建基层

检查督导务求实际效果
■王龙刚 屈凯明

刚在自动步枪蒙眼分解结合比武中
勇夺全团第一，又在实弹射击中大失水
准排名最后。新疆军区某装甲团结合前
不久群众性岗位练兵比武中，榴炮三连
军械员兼文书朱健分解、射击成绩两头
冒尖的典型事例，引导官兵科学用装爱
装，确保装备性能完好无损。

回想起备赛那一周的经历，朱健后
悔不已。

蒙眼分解结合是朱健的拿手项目，
为确保夺冠，他“每天拆装枪械百余遍，
不练足 3小时不罢休”。分解结合中若
哪个零部件出现小卡顿，他就拿砂纸打
磨一下，直至整个分解结合过程变得十
分流畅。比武那天，朱健动作娴熟似庖
丁解牛，稳夺第一。

可接下来的比武让他意想不到：团里
要求选手立即用自己手中分解结合后的
枪进行实弹射击。200米卧姿脱靶，150
米跪姿命中2发，100米站姿命中4发，期
间还出现枪弹卡壳故障……被官兵一致
看好的朱健，连及格水平都没达到。
“拆装过多过频，片面追求速度，强

拆硬卸甚至人为打磨机件，导致枪械失
了准头……”复盘讨论会上，连队干部总
结教训。“幸好这次射击比武，不是在真
刀真枪的战场！”朱健说。
“出现不抛壳或单发变连发故障的枪

械，大多是击发机磨损造成的。”“坦克火
炮瞄准镜连杆拆卸过频，磨损量超出范
围，会直接导致打不准。”该团因势利导，
邀请国际军事比赛“军械能手”修理排项
目冠军、四级军士长高天龙，为大家上了
一堂题为《看一看，不当分解结合对武器
损耗有多大》的管装爱装课，让官兵进一
步认清不当分解结合武器装备的危害。

该团以此事为契机展开持续调研，
发现无光条件下分解结合枪械和攀岩叼
刺刀、徒手劈砖头、出枪翻跟头等课目，
都带有表演性质，战场上用到的可能性
十分有限，“图好看”成分大于实战意
义。有关部门结合装备管理条例和新训
练大纲，对武器分解结合时机、频次以及
操作要领等进行规范。明确规定除正常
擦拭保养外，不得随意进行竞速和蒙眼
无光条件下武器分解结合，专业人员训
练要尽量依托老旧或报废装备。他们还
抽组军械、火炮、坦克等武器维修人员，
对全团武器装备进行排查维修，确保装
备完好无损。

如今，该团武器装备分解结合走上
科学规范之路，训练间隙或日常小评比，
官兵随意拆卸武器以及强拆硬卸、打磨
零配件的现象得到有效杜绝。朱健手中
的枪，经过一番维修、校准后，也恢复了
“指哪打哪”的水准。

新疆军区某装甲团依法引导官兵爱护武器装备

比武成绩缘何两头冒尖
■唐继光 赵治国 王 凯

一线探访

6月初，第81集团军某旅按照《队列条令》要求，结合演训任务，在长途机动途中组织开展新兵

授枪仪式，强化官兵爱装管装意识，激发责任感、使命感。 刘 强摄

武警广西总队钦州支队按照新大纲要求，把特战队员拉到驻地海滩，通过开展水中格斗、武装泅渡、

极限体能等课目训练，将体能、技能和战术训练有机结合，锤炼特战队员反恐处突技能。 柴 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