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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暖新闻

Mark军营

基层之声

微议录

“以前洗件衣服几天都晾不干，自
从哨所进行排水除潮改造之后，晾晒
半天就干了……”沈阳联勤保障中心
某储供基地下士魏亚汇告诉记者。今
年以来，基地党委机关为基层解难题
出实招，出台了定期召开“问题见面
会”解决问题的机制。

该基地政委张玉君介绍说，基地
所属单位点多线长，一些困扰基层
官兵的老问题、小问题难以及时进
入党委机关视野，经常久拖不决。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基地党委班子
研究决定定期召开“问题见面会”，
以解决基层的实际困难。记者看
到，他们不仅在营区显眼位置设置

意见箱，开通“兵情热线”，还定期
选派机关干部到仓库哨所蹲点调
研，汇总问题之后，党委机关择机
在相关基层单位召开“问题见面
会”，当场研究解决方案，明确解决
时限、牵头领导和机关负责人，有
效化解了涉及多部门解决问题步调
不一、协调不畅等矛盾。

记者了解到，该基地通过“问题
见面会”已解决问题 20多个，大到营
房改造，小到改善食堂菜品、协调超
市给予官兵折扣优惠，让基层官兵得
到了更多“获得感”。魏亚汇兴奋地
说：“‘问题见面会’真成了‘问题告
别会’！”

“问题见面会”：跟“久拖不决”说再见
■本报特约记者 汪学潮 通讯员 周江川

井冈山时期，为了讲清革命道

理、广泛凝聚意志，毛泽东用大白

话让刚加入革命队伍的“泥腿杆

子”听得懂、记得住。在海丰从事

农民运动时，彭湃专门用当地方言

创作歌谣广受欢迎，助推了革命运

动高潮形成。

如今，官兵的文化水平更高，营

连的硬件设施更好，有的授课材料不

可谓没有文采，有的演示课件不可谓

不够精美，有的教育活动不可谓缺少

声势，但似乎离官兵所期待的样子总

还是有一些距离。笔者认为，重要原

因就在于教育者缺乏主动向官兵靠

拢、积极与官兵并排、高高将官兵举

起的意识，缺乏自我革新和问计于一

线官兵的主动作为，反而常常会陷入

孤芳自赏、自我感动的怪圈。

不久前我在给官兵讲课时尝试摒

弃传统教案，适时引入官兵熟悉的网

络语言，一堂课下来有位战士讲道：

“本以为一上午的强化训练，下午听

课会打瞌睡，但没想到不仅没有困

意，还听进去不少。”这或许让我们

得到启示：“流量主导”的时代，拥

抱官兵才能拥抱价值；“内容为王”

的时代，官兵爱听才能入心入脑；

“用户至上”的时代，抓住官兵内

心、赢得广泛认可就是抓住了关键、

赢得了主动。官兵是基层建设的主

体，教育课上，不妨多些“用户思

维”。

不妨多些“用户思维”
■沈凯雄

蜜第 80集团军某旅利用
演训间隙广泛开展小比武、小

竞赛，锤炼官兵血性胆气。这

不，高炮三连新战士郝少阳（前

排右一）向自己的班长陈傲岩

发起了挑战。比拼中，这对“师

徒”较上了劲，虽然到达了身体

极限，但谁都不服输。

孙连伟、姚广凯摄影报道

师徒较量

最近这段时间，真是把我郁闷坏
了！思来想去，这都是被“逐级反映”
给害的！

5月上旬的一天夜里，我站岗时
实在扛不住困意，被查哨干部逮个正
着。因为第二天没有及时汇报这件
“糗事”，通报下来后，我挨了一顿猛
批：为什么出了问题没有逐级汇报？

从这以后，我多留了一个心眼，凡
事都要逐级反映。

这段时间，天气逐渐变热，加上野
外驻训条件艰苦、训练量增大，频繁换
洗的衣物在帐篷里往往没法及时晾
干。我想着能不能利用午休的时间把
贴身的衣服晾晒到帐篷外面去。

找到班长说明情况后，班长犹豫
了半天说：“你看纠察一天转得那么
勤，在外面晾衣服肯定会被通报，不
然你请示一下排长。”“中午在外面
晾衣服‘太惹眼’，其他人都没晾，咱
也不能搞特例啊。”排长知道我的
来意后也是委婉拒绝。听到这，我
也打消了再去找指导员反映情况的
念头。

这到底是“逐级反映”还是“逐级
劝阻”？这件事让我倍感郁闷，但没想
到更郁闷的还在后面。

端午节前，得知在乌鲁木齐上班
的姑妈要来看我，我还是第一时间想
着要逐级反映。结果没想到班长听
完我的情况后，打趣道：“现在我们在
野外驻训，你让你姑妈大老远的过来
看你，合适吗？要不就让你姑妈下次
再来吧！”我一听，连忙回应：“班长，
我姑妈快一年没见到我了，刚好过节
放假，就想着来看看我。”班长听后沉
默了一会儿说：“行啊，你明天跟排长
说呗。”

第二天，我又去找排长，结果得到
的回复是：“这个没问题，不过我们端
午不是要进行板报评比吗，你作为主
力，这两天先加班把板报高标准办出
来再说吧。”

忙完板报，我又去找了指导员，
指导员倒是爽快。可姑妈因为一直
等不到我的确切消息，已经回老家
了。

这两次“逐级反映”让我郁闷不
已，就在团强军网的官兵论坛上发起
了牢骚，不承想，帖子被教导员看到后
回帖：请放心，这类事情一定解决！

第二天，教导员就在全营开饭前
宣布了中午可以在帐篷外晾晒衣服的
决定，并讲道：“战士逐级反映问题，不
是让你们逐级劝阻，一定要敞开民主
渠道，多听战士呼声，把战士的事当自
己的事来看……”

从这之后，心中的“挠头事”终于
解决了。

（林 超、杨锐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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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官兵的合理诉求，有些基层

带兵人把战士的呼声当成“发牢骚”，

把战士逐级反映问题当成“想法多”，

以至于用“逐级劝阻”回应战士的逐级

反映。

我想，有些带兵人这样做主要是

怕给领导留下“解决问题能力不强”的

印象，所以才把官兵逐级反映的问题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用冠冕堂皇的

客套话回绝，其实这样一味去“堵”不

仅会挫伤官兵的积极性，而且会影响

单位的长远发展。

作为基层带兵人，我们和战士离

得最近，感情最深，不要把战士反映的

问题当成扯单位后腿的“黑点”，而是

要把为战士解决问题当成为单位加分

的“亮点”，对他们提出的合理建议与

正当诉求，件件有回音，及时解决好。

只有这样，才能聚人心、暖兵心，推动

连队建设蒸蒸日上。

把解决正当诉求作为“亮点”
■新疆军区某红军团政委 王 迪

“这大热天要是能喝上一口冰汽水
该有多爽啊？”周末晌午，隔着热气腾腾
的帐篷，下士张越的“心愿”被路过的我
听到。话音未落，下士李向前揣着一包
东西从帐篷侧面突然蹿出来，火急火燎
的表情在他看到我的一瞬间，变得紧张
起来。
“排长，喝、喝、喝水。”结结巴巴的

话语中，李向前迅速掏出一瓶冰凉的饮
料递给了我。

部队刚进驻训地，配套生活设施还
没到位，战士们从哪整得这些冰镇饮
料？莫非是小商贩来寻“商机”了？盯
着饮料瓶上“康帅傅”三个大字，我大概
猜到了八九成，决定一探究竟。
“班长，都有啥商品啊？”接连询问

了几个“满载而归”的战士才知道，小
商贩来自附近的村庄，中午或是傍晚
时分露面，卖的远不止“康帅傅”这一
种饮料，还有其他疑似山寨产品，而且
还不便宜。看着俩战士悄摸地咕咚咕
咚畅饮几口，我越发犯嘀咕，这个问题

不容小觑。
“大家再忍耐些时日，团队的配套

设施马上就到位了”“虽然解了一时之
快，但是喝坏了身体，罪还得由自己受”
“还是请上级把小商贩清走吧，别让他
来‘诱惑’我们”……在我的建议下，连
队组织了一次大讨论，官兵们各抒己
见，最后统一了意见：向机关建议，尽快
完善配套生活设施，进一步规范驻训营
区管理，防止外来人员随意出入。

没过几天，李向前拎着一袋饮料又

被我碰个正着，我顿时心生疑虑，“莫非
小商贩又出现了？”“排长，您瞧瞧这可
是地道的冰红茶，正规渠道买的。”原来
因为野战文化超市还没开张，为了及早
满足官兵需求，团里临时设置了售货
点，只在休息时开放，以解燃眉之急。
“那也别仗着年轻猛贪凉，要少喝

饮料多喝白水，否则再好的身体也吃不
消。”搁下顾虑，我还是一如既往地提了
几点要求。
（帅丽建、本报记者 颜士强整理）

我赶跑了官兵追捧的“康帅傅”
■某炮兵团排长 王玉玺

值班员讲评

小咖秀

时下，全军部队陆续深入荒漠戈

壁、深山野林、风雪高原、海岛险滩

展开野外驻训。由于客观因素，不少

部队保障工作存在滞后现象，比如电

路、通信、生活等日常性保障一时不

能到位，使得少数人通过这样那样的

渠道，储备生活“物资”，不管质量是

否过关，只要能买到，就当“香饽

饽”。这不仅对官兵的健康造成威胁，

还给部队安全管理埋下了隐患。

野外驻训伊始，存在困难是暂时

的。各级领导机关要紧前准备，把

官兵诉求吃准摸透，对可能出现的

问 题 预 估 研 判 ， 提 前 形 成 应 对 方

案 、 解 决 办 法 ， 克 服 “ 到 时 候 再

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事

后想招”心理。同时，各级带兵人

要做好官兵的教育工作，引导大家

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同时相信机

关为基层服务的决心和能力。

让官兵少一些“自我保障”
■某炮兵团政委 蔡爱民

值班员：北部战区空军某通信站

二连指导员 李照祥

讲评时间：6月24日

最近，我发现个别同志仍然存
在着“差不多就行”的思想，这与
练兵备战的主旨是格格不入的。这
些同志把紧急集合少带一件装具、
体能考核离达标差十几秒等当作微
不足道的“小事”，总觉得对练兵备
战这件“大事”没多大影响。如果
任这种思想蔓延开来，后果将不堪
设想。

大家知道，咱们话务工作是一项
严谨细致的工作。话务转接错误，会
导致重大信息不能及时传递；交换机
一个元件损坏，极可能造成整个部队
通信的瘫痪。大家只有彻底摒弃“差
不多就行”的思想，提高工作标准，
压实工作作风，扎实做好工作训练中
的每一件事情，才能当好党忠诚可靠
的通信兵。

（张瑞先整理）

“差不多”可能
“差很多”

提到“吴老三”，北部战区陆军
某旅侦察四营的官兵人人都能画像：
浓眉大眼，黑不溜秋，肌肉有棱有
角，两手老茧一看就是“练家子”。
然而，“吴老三”自己却不喜欢这个
名号。
“吴老三”本名吴风朋，入伍 15

年，9次参加上级比武。2012 年，他
第一次参加狙击手比武就勇夺第 3
名。那时，他以为这个成绩将是个不
错的开始，没想到，此后的 7 次比
武，吴风朋奖牌拿了不少，却始终与
金牌无缘。因为取得的成绩中第三名
居多，大家调侃久了，就有了“吴老
三”的名号。

在一次次的赛场折戟经历中，最
让吴风朋刻骨铭心的是，2013年，他
参加集团军创破纪录比武，在狩猎狙
击课目中，吴风朋一路领跑，直到最
后一枪前，他还领先第二名 4环，冠
军几乎被收入囊中。然而，关键的最
后一枪，吴风朋却因为修风出现失误
导致脱靶，将冠军拱手让人，仅取得
第三。

一次次意外和失利，却从未让吴
风朋停下追梦的脚步。都说狙击手是
子弹“喂”出来的，吴风朋却认为，
不动脑子，“喂”再多子弹都没用。几
年来，他写下十几本射击日记，精准
记录了海拔、气温、风速等外部环境
对弹道的影响。

日复一日的严抠细训，只等一个
为自己正名的机会。今年 5月，吴风
朋再次报名参加陆军比武。有人说：
“明年就退伍了，还折腾干啥？”他回
答：“不干啥，就是把‘老三’的帽子
摘了！”

比武当天，在“全能火器手”
的角逐中，吴风朋接连使用榴弹发
射器、狙击步枪等武器精准命中靶
标。这一次，冠军被他稳稳收入囊
中。

令吴风朋没想到的是，凯旋后，
连队门口悬挂起战友专门为他制作的
横幅：“热烈祝贺吴风朋成功脱掉‘老
三’的帽子”。看到这一幕，吴风朋笑
了：“吴老三”终成“无老三”。

一句话颁奖辞：弹道无痕，脚底

留印。一路走来，吴风朋一次又一次

从跌倒处爬起、于无声中奋进，打赢

了自我突破的逆袭之战。

七年“吴老三”终成“无老三”
■王 鑫 陈庆业

潜望镜

蜜6月下旬，南部战区海军
航空兵某团机务新兵首次参与

机务保障并成功“放飞”数架战

机。看到战机升空后，他们难掩

激动的心情紧紧相拥在一起，纪

念彼此的“初战告捷”。

秦钱江、本报实习记者 遇

际坤摄影报道

并肩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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