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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聚焦基层建设热点①·干部借调

干部借调问题比较敏感，牵扯到上

上下下、方方面面、大大小小的不同类

型机关和部门。记者写这篇调查，无意

给哪级机关和部门挑刺。面对部队转

型的重要关口，发现问题而不去正视和

解决问题，才是更大的问题。

记者了解到，关于干部借调的问题，

上级曾三令五申，并有明确规定：确需借

调的需本级机关主要领导批准，归口人

力资源部门承办，借调期不得超过3个

月。前不久，相关部门还专门下发通知，

要求各级清理清退违规借调干部。

但从记者调查的情况看，违规借调

还很顽固。某部人力资源部门的同志

说，已经记不清各级就清理借调人员一

事发了多少次“红头文件”、搞了多少回

“专项清理”了，但通知归通知，行动归

行动。上边督察紧了，就把人放回去；

风头一过，很快又借回来。

任性借调引发的问题多、危害大，

缘何禁而不止？

调研中，很多部队主官建言，治理

借调乱象，就要像抓“四风”那样，各级

都要硬起手腕，相关措施要跟上，具有

刚性约束力。特别是领导机关应带头

以上率下，维护新体制编制的权威性和

严肃性，一级抓好一级，发现一起、查处

一起、曝光一起，坚决防止违规借调问

题反弹回潮。

破解借调困境，上下更要转变观

念。调查发现，现在有一种不好的现

象，无论哪个方面或什么原因的问题，

动辄就拿新体制编制说事。尤其是在

干部借调问题上，一些同志更是振振

有词：机关大大缩编，任务有增无减，

不借怎么能忙得过来？种种现象表

明，我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还没

有从根本上统一到新体制编制的轨道

上来。部队重塑的新形态、组织架构

的新设计、制度体系的新完善、官兵成

分的新结构，都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

是一次彻底的“脱胎换骨”。一些同志

习惯于用旧体制的思维模式干新体制

的事，用打仗的编制干不是打仗的事，

新的理念尚未形成，旧的羁绊剥离不

掉，新旧矛盾交织碰撞，所以各级都喊

忙，上下都叫累。

客观上讲，随着新体制编制落地，

各级都想有所作为，把本单位本机关本

部门的事情做好。但吃不透、把不准改

革的内涵和要义，就容易出现好心办坏

事，不知道如何发力、往哪发力，把劲用

过了，甚至使偏了。任性放纵的干部借

调、毫无节制的各种检查就是例证。

另一方面，实现强军目标不是一朝

一夕的事，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拔苗

助长。现在的问题是，这也想干、那也

想抓，安排工作过急过满，看起来风声

大，实际上难聚焦，违背发展规律就会

事倍功半。

当务之急，应当把新体制编制下各

级机关自身的功能定位搞清楚，把部队

对接新体制编制可能遇到的新情况搞

清楚，把顾眼前与谋长远的关系搞清

楚，把机关精准帮带基层的方法步骤搞

清楚。把这些都搞清楚了，抓建有方

向，指导有章法，落实有重点，就会避免

手忙脚乱，甚至忙中生乱。

我们还应该看到，大面积的干部

借调现象，是伴随着新体制编制的运

行出现的。改革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还

要用改革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既不能

大惊小怪，也不能掉以轻心。走前人

没有走过的路，难免会走弯路甚至走

岔路，允许试、允许闯，也要容忍失

误。眼看路子不对就赶快刹车，抓紧

改过来就好。

曾有军事专家说，有时影响大军

征战的并非高山激流，而是鞋里的沙

子。事实上，把这些事放在实现强军

目标的大坐标系中来审视，充其量就

是个“小插曲”而已，连个坎都算不

上。人民军队从诞生到当下，什么恶

仗没打过，什么风浪没见过。可以相

信，拥有光荣传统、担负强军重任的新

一代官兵，必将不辱使命，在波澜壮阔

的改革大潮中，找准自己的角色定位，

谱写出壮丽的时代篇章。

如 何 看 待 干 部 借 调 现 象
■本报记者 胡春华 通讯员 徐水桃 胡瑞智

初夏时节，记者一行深入部队本来是调研
练兵备战情况，但在边走边看中，却发现一个
颇受官兵“吐槽”并普遍存在的现象——干部
借调。记者顺藤摸瓜，在多种渠道的广采细访

中逐步探明实情：借调范围广、借调职级全、借
调理由杂、借调人数多。
“任性借调”的危害不可小觑：扰乱了基层

秩序，损害了机关形象，伤害了官兵感情。广

大基层官兵热切企盼，各级机关和部门应带头
维护新体制的权威性和严肃性，转变职能，规
范权限，理顺关系，让新体制的功能和优势尽
快释放出来。

某部组织紧急出动演练，官兵全副武装奔赴集结地域。 胡瑞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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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层借调，有些单

位基层干部快被抽空了

5 月初，记者来到某旅六连。训练
场上，带队和跟班训练的干部只有指导
员一人。

连队其他干部都去哪了？
“连长参加比武集训，副连长休假，

1名排长在外上学，其余 2名排长都被
机关借调走了。”陈指导员无奈地说，
“现在连队最缺的就是干部，经常被各
级借调，致使连队正常的工作无法展
开，即使硬着头皮展开了，也因干部缺
位、岗位空转，导致该落实的工作大打
折扣。”

在另一个营的战备拉动现场，记者
见到了被借调到旅机关作训科的郑排
长。他正对全旅各营连战备训练情况进
行检查指导。

让一个排长指导全旅如此重要的战
备训练工作，能行吗？面对记者提问，作
训科科长解释说：“不行也没办法，在编
的老参谋要么在组织比武集训，要么被
上级借调走了，工作要想正常运转，只能
从下面抽人先顶上。”

该旅人力资源科科长拿出一组统计
数据给记者看，受借调这一主要因素影
响，全旅所有连队中，干部在位率不足一
半的占 85%，仅单主官在位的连队就有 6
个。

一路追踪，记者又在另一个旅级单
位，同时遇到了两个以借调人员为主体
组成的工作组。

一个是来自某军种的训练监察组，
除了 1名带队领导和 1名参谋是在编干
部外，其余 4人皆为从下级临时抽调上
来的。

另一个是来自某集团军的风气巡
查组，5 名组员均为借调干部，连负责
带队的组长都是从某旅抽调的一名副
政委。

在某军种的一个汽车连，卢排长的
借调经历更特别。从连队被借调到团机
关不足半年，他又被基地机关借调走了。

东西南北中，记者通过多种渠道和
方式了解到，干部借调现象相当普遍。

借调范围广。上至各级机关，下到
基层营连，遍布各大军种，一级借调一
级，有的甚至跨越多层机关借调。

借调职级全。从营连排长到机关干
部、从旅团领导到机关参谋，除了主官之
外，各级干部无一“幸免”。

借调理由杂。整理转业档案、参与
专项巡视、组织机关代培、进行安全检查
等，各种理由五花八门、名目繁杂。

借调人数多。在某军种机关，从下
级单位借调上来的干部总数，比机关在
编人数多出许多……

你抽我，我借他，层层借调的结果
是：有些单位的基层干部快被抽空了。

那天，某旅杨教导员到机关开会，平
时营里不在位的排长和副连长们，一个
个以“机关干部”的身份坐到了他的旁
边。杨教导员苦笑着说：“每次只有开会

时才能感受到，原来营里的干部队伍这
么兵强马壮。”

被借调的干部究

竟都在忙些啥

谈及被借调的感受，王参谋只说出
这一个字：“忙”。

去年 4月，他从集团军机关被借调
到某上级机关处室后，只要处里有下部
队检查调研、组织考核的任务，就少不了
让他去。上级机关所属部队多，跟着检
查组下去走一圈，一个多月就过去了。

同样感同身受的，还有某部被借调
到纪检监察科的杨排长。前不久，上级
组织某专项巡视，又把他从旅机关抽走1
个多月。后来，因旅里迎接上级一个工
作组检查缺人手，他又赶回来配合迎检。

记者很想约他聊聊，可当电话打过
去时，他又被上级抽调到别的单位去交
叉检查了。杨排长描述自己的状态说：
“借调后，被一个接一个的任务推着往前
走，感觉身子和脑子都不是自己的了。”

调研发现，一个“忙”字，成了各级被
借调干部的真实写照。他们究竟都忙些
啥？记者对此进行排查和梳理。
——有的忙于填空补缺。就拿一个

旅级单位宣传口来说，过去理论、教育、
文化、新闻报道、政工网等业务都有独立
编制，由专人专项分工负责，现在还新增
了“旅史编撰、年鉴汇编”等多个大项业
务。人手不够用，就从下边借，分管一个
或多个业务。一位借调到宣传科负责新

闻报道兼文化工作的副连长说：“对于一
个新手，一下子交给这么多业务，整个人
都是蒙的，免不了手忙脚乱，天天加班加
点。”
——有的忙于跑腿打杂。打印

文件、整理资料、呈阅电文、统计报
表……细数借调机关半年来参与完
成的工作，某部赵排长有点不好意思
地说：“似乎没有能拿得出手的成绩，
老参谋们都去忙大事要事去了，我只
能帮着干些跑腿打杂的小活，虽然这
些事并不那么重要，但也得有人去
忙、有人去干。”
——有的忙于检查考核。训练监

察、安全检查、明察暗访、财务清查等各
类形式的检查考核名目繁多，借调干部
一直在路上。某教导队周副队长被借调
旅机关财务科一年多来，真正在科里待
的时间不足半个月。这期间，他先后跟
着上级某检查组走遍了 10余个省份的
30多个部队，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调
侃道：“不是在检查，就是在去检查的路
上。”
——有的忙于赶写材料。某部组织

处陈干事是个写材料的高手，上级机关
发现后，就把他“挖”走了，专职搞材料写
作。只要有总结汇报、领导讲话、方案计
划等，就少不了陈干事，点灯熬夜是常有
的事。他无奈地说：“白天黑夜都在电脑
前敲键盘、推稿子，身体真的有点吃不
消。”
——还有的忙于临时性、专项性任

务。比武集训、试点观摩、晚会排演等，
都会从基层借调一批干部来突击。每
逢干部转业、老兵退伍，张排长就要被
借调到机关人力资源科忙上几个月。
那段时间，他都是埋在一堆堆转业干

部、退伍士兵的档案里，没日没夜地“集
中突击整档”。由于工作量大、事情又
急，张排长常常忙到深夜，经常着急上
火流鼻血。

“任性借调”的危

害不可小觑

从上述现象中不难看出，被借调干
部确实忙得晕头转向，而且有苦难言。
调研中，曾有不少官兵质疑，机关该不该
这么忙？有没有必要这么忙？到底忙到
点子上没有？

从基层反馈的情况看，机关的“忙”、
被借调干部的“忙”，不仅没有获得基层
官兵的好评和认可，反而带来不少负面
影响。

一个刚转业的干部直言不讳地告诉
记者：“这是典型的机关忙乱，造成下边
乱忙。”

谈及这一现象，一位旅军事主官不
无痛心地说：“这么好的时代，遇到这么
好的体制，可惜就是干不了该干的正
事。不能说有些工作不重要，但凡事都
有主次、分轻重缓急，军委领导一再强
调，以战备训练为中心，一切工作都要为
中心工作让路。而现实的情况是，各级
都来抓一把、插一手，布置任务的人越来
越多，落实中心工作的人却越来越少。
很多时候，部队都是在检查、巡视、考核
中转圈圈，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备战
打仗。”

上级组织问卷调查，某合成旅一名

战士在意见建议一栏中直接写道：“我们
没有什么意见，唯一建议就是以后别再
来问我们有什么意见。”
“任性借调”的危害和影响，深深触

痛了广大基层官兵。
扰乱了基层秩序。一名营长说：“我

们不能把‘五多’都归咎于干部借调，但
它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五多’！试想，
机关自身的业务都忙不过来，哪还有时
间和人力查来查去、跑来跑去？”

在某军种机关的一个处室，本身编
制 4人，从基层借调 4人。记者了解到，
除 2名在机关办公外，其余 6人长期在下
边跑，不是检查就是考核。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前不久，某部一
次迎检中，合成营王教导员发现，检查他
们单位的正是自己的排长，而检查的内
容也恰好是这名排长负责的工作。

王教导员坦言：“基层‘一个萝卜一
个坑’，人都被抽走了，岗位出现空缺本
身就是问题，还美其名曰加强力量检查
指导，实则是给基层添乱。机关检查指
导，主要是解决基层解决不了的问题，而
不是光发号施令，这捅一下，那戳一下，
导致基层的工作被这种所谓的检查指导
牵着鼻子走，而不能依据自身实际搞好
抓建。”

在某旅发射制导连，晚上 11点了，
张指导员还依旧带着 3 名战士在补笔
记、填表格。他介绍说，这是连队当月迎
接的第 4次检查，平均每周都有检查组，
涉及安全保密、后装保障、主题教育、训
练考核、基层风气方方面面。但大部分
检查人员都是从基层抽调的，他们不熟
悉机关相关的职能和基层实际，导致检
查多以资料多寡和“痕迹”轻重定绩效、
排座次。

从某种程度上说，基层的形式主义
是被这种检查考核逼出来的。这位指导
员对记者抱怨说：“任职快两年了，其他
方面没啥长进，却练就了学会疲于应付
的基本功。”

损害了机关形象。在某部，3个不
同级别的工作组同时进驻。据这个单位
的同志反映，有的工作组个别借调人员
趾高气扬，命令式地电话通知比自己军
衔高好几级的谈话对象跑步过来，还有
的到领导办公室后就开始翻箱倒柜，不
讲方式、没有分寸……

在某旅，营连文体骨干培训由宣传
科一名借调的排长组织，要求各连推荐
3名骨干参加。高炮营耿教导员为此专
门作了动员，官兵热情都很高。结果这
名排长就是找地方老师象征性地讲讲，
拍了几张照片留了档就走人了，培训根
本没啥效果。张教导员直言不讳：“对机
关来说，作为一项工作，他们算是完成了
任务，但让基层官兵怎么看机关？”
“机关的形象就是这样被毁的，有何

威信可言？”一名在高级机关工作多年的
老参谋忧虑地说：“过去机关选调干部都
是过五关斩六将、个顶个，能力素质要与
一级机关的职能定位相匹配，这种素质
包括专业素质、指导方式、工作作风等。
现在随意从下边抽调一名干部顶替，不
经过培训，不熟悉岗位职责，不懂得怎么
指导、不知道怎么调研，更不讲究工作方
式，基层意见很大。”

伤害了官兵感情。一方面，有的被
借调干部内心很“受伤”，因借调导致能
力素质和职务晋升受到影响的不在少
数。前不久，某旅被借调到军需营房科
的于排长就在一次下基层检查中，因为
方法不当遭到基层官兵集体“投诉”。

事出有因。营房专业毕业的他，分
配部队不到一年就被以“稀缺专业人才”
为由，破例借调到机关帮助工作。既没
有“老机关”的帮带，又一直往返各营区
忙于营房改造、工程审计等工作，于排长
感到既委屈又无奈：“干的都是跑跑颠颠
的事，能力素质怎么提得上去？”

另一方面，借调导致的低层次指导
影响着基层官兵的“情绪”。某部王指导
员对记者说，一些借调干部下基层检查，
连基本情况都不问，就开始指手画脚，甚
至把发现问题多少当作检查指导的成
绩，完全没有机关帮抓指导营连的应有
意识，既没有什么效果，还把基层折腾苦
了。这名指导员无奈地说：“检查组走
后，我都要为官兵好好上一课，给大家鼓
鼓劲、暖暖心。”

“这样的事情多了、时间久了，消耗
的不仅是官兵的时间和精力，由此引发
的深层次负面影响更不可低估。”某旅人
力资源科科长不无担忧地说。

现象与现状，担忧与感慨，记者采写
这篇调查，同样不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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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干部借调”那些事儿
■徐水桃 胡瑞智 本报记者 胡春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