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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论坛

今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解

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决

定将2019年作为“基层减负年”。基层是部队

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强军兴军的根基所

在，为基层部队减负实质上就是为战斗力建设

减负、为实现强军梦增力。要想更好地为基层

减负，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像雕刻那样精准抓建

基层。

曾有人问米开朗基罗是如何雕刻出“大

卫”的，他说：“很简单，我只是凿去多余的石

头，去掉那些不该有的大理石。”雕刻用的是

削冗功夫，练的是删繁就简。如果能像雕刻

那样精准抓建基层，主动为基层减压减负，基

层官兵就能甩掉包袱、轻装上阵。倘若减不

对地方，消不去冗余，基层的负担就很难真正

减下来。

反观当下，有的单位工作没少做、气力没

少下，但基层的矛盾问题仍然“涛声依旧”；有

的单位钱物没少给、实事没少办，但官兵仍不

领情；有的单位决心很大、要求很严，但基层建

设水平依旧在低层次徘徊……究其原因，主要

还是抓建的思路出现了偏差。调整改革后，

“小机关、大部队”的趋势更加明显，在抓建基

层的过程中，改变粗放式帮带、概略式指导势

在必行。领导机关积极适应这种大势，应对各

种现实矛盾，更加需要像雕刻那样精准抓建基

层，推动基层聚焦主业、加速转型。

当前，军、旅、营体制下编制结构横宽纵短，

基层类型多样、任务不同、基础各异。精准抓建

基层，特别需要像雕刻那样删繁就简，为基层减

压减负。放眼全军，基层建设抓得比较好的单位

都敢于打破“坛坛罐罐”，都敢于去掉无益于战斗

力的“枝枝蔓蔓”，让战斗力建设的“轮廓”一步步

清晰。而那些抱残守缺、因循守旧、行动迟缓的

单位往往存在指导多头、抓建杂乱等问题。

像雕刻那样精准抓建基层，就要对基层精

准帮建。领导机关应着眼实战需要，因地制宜、精准指导，在标准要求上，量身

定制不搞“一般粗”；在时间安排上，灵活调整不搞“一张表”；在实施方法上，梯

次推进不搞“一刀切”，防止和克服经验式、粗放式做法，真正厘清抓建基层的责

任，一级尽好一级的责、一级干好一级的事。如此，才能解决好基层负担过重问

题，推动各项工作末端见效、落地落实，形成各项建设有序推进的良好格局。

（作者单位：32552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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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周琛洧、单成澳报道：爬绳
课目必须触摸攀登绳顶端，5公里武装
越野必须穿作战靴……6月上旬，武警
工程大学一场军事训练考核在演训场如
火如荼展开。笔者注意到，此次考核对
动作标准、着装规范、完成时间等提出严
格要求，确保学员军事素质评定规范化。

为何主动提高学员考核门槛？该校
领导给出答案：军队院校因打仗而生、为
打仗而建，必须始终坚持校门对接营门、
操场对接战场，为部队培养毕业即用、来
之能战的高素质军事人才。为此，他们
广泛调研当前部队人才需求，并安排教
员赴基层代职、组织学员赴部队实习，形
成一套特色鲜明的人才培养体系。

全面规范学员军事训练考核标准就
是其中一项具体举措。笔者在学员军事
训练考核现场看到，400米障碍、5公里
武装越野、轻武器射击等 9个课目考核
连贯展开，淬炼学员综合军事素质；着力
纠治多项与战斗力标准不相符的具体问
题，在学员心中牢固树立战场意识。

爬绳课目考核中，学员何晓过于追
求速度，没有触摸攀登绳顶端便滑落地
面，被判“不及格”。走下考场他深有感
触地说，不考虑战场环境的训练，只是中
看不中用的“假把式”，未来战场敌人不
会“多给你一次机会”，只有在每一次训
练中严格要求自己，才能更好地走向部
队、走向战场。

武警工程大学强化为战育才意识

瞄准战场规范学员军事考核标准

本报讯 牛涛、唐瑞杰报道：5月
中旬，海军陆战队某旅岗位练兵比武
落下帷幕，13项训练纪录被刷新，多项
新训法在实战中得到检验。更引人注
目的是，此次比武中，近七成课目的评
判指标摆脱了“米数、秒数、环数”的束
缚，立足实战评定成绩。

该旅作训科科长李素峰告诉笔
者，今年比武的 17 个大项 124 个小项
课目的评判标准大多与实战运用挂
钩。以越野射击课目为例，参赛官兵

需背负 20 公斤重的战斗装具穿越复
杂的综合障碍区，在跃进中换弹匣，
到达射击阵地后迅速完成多次射
击。在某型火箭发射车操作与使用
项目考核中，夜间作业使用灯光不合
理、参考人员协同不到位等被列入扣
分细则。

规则转变促进训练提质增效。战
斗小组综合比武中，官兵先后完成判
定距离、手榴弹投掷、1000米武装越野
跑、设障与破障等课目的比拼，体能和

技能得到双重锤炼。带领战斗小组夺
得冠军的空中突击营班长李勋说：“这
块奖牌‘含战量’高！对接实战的比
武，过瘾！”

规则转变更折射出部队训练模式
的跨越转型。该旅按照新大纲有关要
求，共同和专业训练分工及标准更加
细化，由单一化向多兵种、多领域延
伸。通过此次比武，他们深挖几十项
训练短板，为下一阶段的训练提供了
重要参考。

海军陆战队某旅立足实战运用检验战法训法

岗位练兵摆脱“米秒环”束缚

仲夏将至，夜幕降临。第 78集团军
某旅礼堂内座无虚席，伴随着悠扬的旋
律，该旅大型朗读活动“军营朗读者”第
一期“初心”拉开帷幕。
“唯有信仰，才能产生真人。如果说

真理是一支燃烧的火炬，那么率先举起
这支火炬的，是真人的手臂。”四级军士
长王国强选读了金一南所著的《浴血荣
光》中的部分章节，铿锵有力的语调将大
家带回那个风云激荡的峥嵘岁月。
“什么是初心？军人的初心就是建

功军营，为强军事业贡献一份力量的远

大志向……”活动主持人、该旅某支援保
障连指导员刘仕鸿的“点睛”话语道出官
兵的共同心声。

朗读者们依次上台，以充沛的情感传
达文字力量，并不时与台下官兵互动，令
官兵在思想的交流碰撞中受到启发教育。

该旅领导告诉笔者，他们开展以“不
忘强军初心，矢志备战打赢”为主题的
“军营朗读者”活动，借鉴央视节目“朗读
者”模式，综合运用文字、图片、视频、音
乐等多种元素，生动展现有血有肉的强
军人物和故事，帮助官兵拨开心中迷雾、

明晰奋斗方向。
通信值勤站组织官兵朗读《杨开慧

传》《赵一曼传》等红色书籍选段，女兵们
叫响“让青春在三尺机台上闪光”的口
号，在工作中比学赶超，业务水平提升明
显；下士万延丰去年考军校落榜，一度情
绪低落，读了《红岩》后，训练场上的他像
小老虎一样充满激情。
“在强军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谈

及官兵在活动中的成长变化，该旅领导
信心满满，“读书助力官兵成长和部队发
展，我们将把朗读活动持续开展下去。”

“在强军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第78集团军某旅开展“军营朗读者”活动见闻

■史 双 赵焕斌

本报讯 程锡南、于航报道：每名
官兵，每件装备、物资都有一串数字编
码，对照这一编码，人员岗位职责一目
了然，定位匹配所属装备快速准确……
5月下旬，第 74集团军某旅侦察营组织
战备拉动演练，笔者看到这样新鲜的一
幕。据该旅领导介绍，他们在战备建设
中创新推出“战位编码”，有效提升了部
队执行战备任务时的人装出动效率。

上士邓伟群指着迷彩服左袖口袋
上的编码说，这是一串“神奇的数
字”。一年前，上级临机抽点该旅一营
紧急出动，由于战备物资匹配缓慢，一

营官兵未能按规定时间到达指定集合
地点。痛定思痛，该旅随即着手研究
如何提升出动效率。经过训练骨干和
机关部门协力攻关，他们创新推出“战
位编码”。采用这一创新成果后，一营
的战备出动速度大幅提升。
“这个编码不仅仅是简单的几个数

字。”该旅作训科参谋白尧说，不同的编
码代表不同的战斗岗位，同时对应战备
方案中的具体任务分工，官兵佩戴“战
位编码”之后，必须熟悉其对应的战备
职责。此外，他们给战备物资贴上“数
字标签”，形成了一套精准的物资管理

体系，既便于物资管理，又有利于“三分
四定”高效落实。警卫勤务连连长殷豪
胜说，现在参加战备拉动演练，大家拿
上对应的战备物资就往车上装；到达宿
营地，官兵对着编号就能找到自己的物
资，人装匹配更加快速，结合更加紧密。

由于“战位编码”相对固定，但编码
对应的官兵会有所变动，他们通过编码交
接确保各项战备工作不断线。前不久，排
长傅丁立休假回家，他将“战位编码”移交
给班长雷志亮。10多天后的一次战备拉
动演练中，雷志亮按照编码对应的职责，
带领全排出色完成了演练任务。

第74集团军某旅探索战备工作精细化方法路子

“战位编码”提升人装出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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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日，第72集团军某旅在西

北戈壁组织炮兵分队进行实弹射击训

练，锤炼部队综合火力打击能力。

彭先华摄

“总算没把好事办成‘坏事’，以后
可得多站在基层官兵的角度考虑问
题。”初夏时节，眼瞅着“两站一室”人气
日益高涨，火箭军某旅保卫科科长孙旭
长舒了一口气，悬在他心头的大石头终
于落了地。
“‘两站一室’由法律服务站、心理服

务站、官兵说事室组成，被官兵亲切地称
作‘心灵驿站’，深受官兵喜爱。”孙旭介
绍说，旅队移防新营区后，为保证为兵服
务不断线，“两站一室”重建项目被第一
时间提上日程，可谁也没想到，重建之路
却一波三折——

起初，考虑到机关办公楼房间紧张，
孙旭与科里的干事几经商议，并与通信
营领导沟通协调，拟将项目选址定在通
信营。理由很充分：通信营与机关同属
一个院落，刚好又有空余房间。

没想到，这个“考虑周详”的方案呈
报上去，却遭到旅领导质疑：“两站一室”
的维护、管理等日常事务繁杂，来来往往
人员众多，如果建在基层单位，势必影响
基层正常秩序、牵扯官兵精力。好端端
的为兵服务工程，可不能一边办好事、一
边扔“包袱”。

基于这个考虑，旅党委研究决定，整

合机关业务科室，腾出 3间办公室给“两
站一室”专用。

很快，“两站一室”就在机关办公楼
3楼挂牌启用。但没过几天，新的问题
又来了，来“两站一室”的官兵寥寥无几，
为兵服务工程成了“摆设”。缘何如此？
百思不得其解的孙旭来到发射一营调研
了解到：原来，战士们普遍感觉“两站一
室”和旅首长办公室位于同一楼层，来来
回回不方便；而且心理服务站设置在朝
北的房间，光线偏暗，内心怎么也“阳光”
不起来……

官兵不满意，党委就改进。“两站一
室”再次搬家：政治工作部把朝南的会议
室让给心理服务站，日常会议改在党委
会议室召开；一位机关部门领导主动让
出朝南的房间，隔壁的影音工作组也腾
出房间。整个搬家过程用时不到一天。
“两站一室”重新挂牌运行，来往官

兵络绎不绝。但旅党委对此事的思考却
未停止：重建为兵服务工程，缘何一波三
折？归根结底是机关没有精准对接基层
官兵需求，才会陷入被动的局面。若是
在筹建前就广泛征求官兵意见，还会出
现后来的一系列情况吗？

为此，该旅举一反三，打出一套“组

合拳”：建立“群众监督员”机制，接受官
兵评议，确保服务基层不使“偏劲”；定期
组织政策宣讲，在强军网开辟公告专栏，
拓宽基层知情渠道；结合下连当兵和蹲
点调研等时机，对机关办实事活动进行
“回头看”，严防出现“半拉子工程”。

把好事办好，官兵才能叫好。记者

前往采访发现，正课时间刚结束，发射一
营下士杨俊龙就来到心理服务站，躺上
按摩椅听着舒缓的音乐，卸去一身的疲
惫。据悉，截至目前，该旅共处理官兵棘
手问题 72起、协助解决军人军属各类法
律纠纷 9件、开展心理疏导 10余次，“两
站一室”真正成为官兵的“心灵驿站”。

为兵服务项目缘何两度迁址
—火箭军某旅剖析反思典型案例确保精准服务基层

■肖云舰 徐国豪 本报特约记者 田 亮

火箭军某旅重建“两站一室”一波三

折的经历，再次印证这样一个道理：服务

基层，对路才有“出路”；关爱官兵，走心

才能“贴心”。

互联网时代，很多APP客户端都能

通过智能推荐算法，根据每个用户的需

求进行“精准推送”。对广大基层官兵来

讲，同样期盼机关的为兵服务能多一些

“精准推送”。

当下，个别单位出台为兵服务举措的

初衷是好的，但最终效果却没有得到官兵

认可，根本原因就在于缺少“用户思维”，

没有深入了解官兵到底需要什么，一定程

度上让“服务”变成了“自弹自唱”。

机关是为基层存在、为基层服务

的。只有真正从基层官兵的角度出发，

尊重基层官兵的主体地位，服务基层多

一些“精准推送”，才能急基层之所急、办

官兵之想办，真正把实事办到点子上、办

到官兵心坎上。

服务基层呼唤“精准推送”
■靖 周

短 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