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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已深，连队会议室里依然灯火通
明。此时，正是上级检查组到来前夕，
几名骨干都在忙着加班“补本子”……

这样的场景，对很多基层官兵来说
并不陌生。在他们口中，这叫完善“软
件”。

连日来，记者到多个基层单位采
访。谈起“软件”问题，官兵们有喜有
忧。喜的是，“软件”问题在基层不少单
位，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治理；忧的
是，部分基层单位的“软件”问题还像韭
菜一样，割了一茬又起一茬。

一路采访，一路观察。记者听到了
许多基层官兵对“软件”管理的看法和
思考，也看到了他们的创新和探索。

这些困惑、思考、创新与探索，都折
射着一个共识：治理好“软件”的问题，
必须下一番过硬的功夫。

臃肿繁多的“软件”——

“不多搞几个本子，

我们也怕工作显不出成

绩，检查过不了关”

说起登记统计，某连文书黄军感触
颇深。任文书两年来，他做得最多的工
作，就是填写各类本子。

他以智能手机、移动硬盘等使用管理
情况举例说，除了一本《网络、移动电话、
涉密载体使用管理登记本》，他手里还有
一本专门的《智能手机使用登记本》。
“前一个本子过去就有，后一个本

子是允许使用智能手机后建立的，目的
都是加强管理，我不认为多余。”小黄
说：“礼多人不怪，本多不会错。”

他打开连队文件柜，数了数各种本
子，足足二三十本，数量远超规定的“七
本五簿三表一册”。

这些“编外”本子从何而来？通过
调查，记者发现大致有以下几类——

一是管理类登记统计，本生表、表
生册，部队管理不断加强，本子也不断
派生；二是业务类登记统计，一条业务
线衍生出数个名目的“本本”，而且检查
时大多要看；三是成绩类登记统计，训
练考核、理论测试等各类成绩都要有专
门的表册，其实不少冗余。
“《政治教育笔记本》《心得体会本》

得批阅，《物资请领本》也得签字，连主
官要在一个个本子上签字，就像是参加
‘粉丝’见面会……”某营教导员陈军无
奈地说：“每签一个字，基层管理责任似
乎也就压实了一分。”
“本本”多，记录自然就多；记录多，

花费的时间就多。“一多”引起“诸多”，
“诸多”则容易造成偏离主业的忙乱。
一遇到检查和大项活动，完善各种登记
统计往往成了不少基层单位的一项重
要工作。
“不多搞几个本子，我们也怕工作

出不了成绩，检查过不了关。”一名指导
员坦言：“本子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穿
着‘马甲’粉墨登场的形式主义。”
“ 因 为‘ 本 子 ’问 题 ，我 吃 过 苦

头！”某旅装步十连一名班长说，多年
前，他休假归队遇到上级政治工作检
查，放下行李就开始补本子。他不仅
补了《政治教育笔记本》8 个课时，还
批阅了班里 8 名人员的笔记本，填补
了《班 排 讨 论 本》《谈 心 交 心 记 录
本》。即使如此，由于时间紧张导致
字迹潦草、内容简单，最终他还是受
到了批评。

对于部队的登记统计，某旅一名

来队家属也印象颇深：几年前，她刚到
营区就被哨兵拦下，要求填写《地方车
辆进入营区登记本》和《地方人员进入
营区登记本》。后来她了解到，连值班
员还要在《连队要事日记》“临时来队
亲属”一栏填写家属姓名、来队时间等
要素……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些单位增加
“编外”的本子，确实出于加强部队管理
的初衷，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
一些基层营连出于争彩头、怕担责等考
虑，人为增添的一些登记统计本，就显
得多余。

在某连，机关工作组发现了《随机
教育笔记本》《知兵爱兵录》等 4本连队
自主建立的本子。问及缘由，连队干部
直言不讳：因为过去这一做法受到上级
好评，连队便把它作为一个“亮点工程”
和传统做法保留了下来。

有单位梳理发现，一名士兵要填写
的本子，往往分为多个类别。一名战士
大略估算了一下，过去一年下来，各类
笔记本上要写好几万字。

对于基层各类登记统计本，官兵们
说，并不反对上级规定的本子，怕就怕
随意加本子，加班补本子。

变了味的“软件”——

“形式没有错，好形

式 变 成 形 式 主 义 就 是

大错”

说起机关与基层的关系，有一句人
们耳熟能详的比喻：“上面千条线，下面
一根针。”

线有上千条，针就一个眼。“千条
线”如何穿过“一针眼”？在不少基层官
兵眼中，其中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依靠
登记统计。登记统计了，就代表工作落
实了，反之则不然。

一名指导员说，有时候，一份通知
和领导指示，要在好几个本上“体现”。
比如一份安全事故通报，既要记到《党
支部会议记录本》上，也要记到个人的

《政治教育笔记本》上。这也罢了，有时
一些无关紧要的内容，也要求一记再
记，重复记录。
“基层最怕通知会议不断，三天两

头迎检，大事小事记本上。”某连文书
小郑说，以前上级来一份通知，动辄要
求全连传达做好笔记，支委会要专题
研究，各班要组织讨论，会议记录还要
做好。

如果遇到重要通知和首长讲话扎
堆，完善“软件”的任务就更重了，连队
一周支委会就要开好几个。官兵们说，
最怕同样的文件，层层转发，层层记录。

为什么要记录？有人直言不讳：说
到底，还是怕担责，怕不层层传达上级
怪罪下来。

事实上，有的文件内容与基层官
兵关系并不大，只需领导机关掌握即
可；有的则是事务性通知，只需官兵知
晓就行，可一些单位还是要求记到本
子上。

为啥？基层带兵人感到有些无奈：
有的机关科室下来督导检查，比较重视

自己业务口主抓的工作，本子上如果没
有体现就怕“说不清”。

某连何指导员说，一次部队管理科
一名参谋来连队检查安全技能训练，现
场抽考，两名战士对中暑常识及急救方
法都掌握得不错。可是，最后这名参谋
还是要求相关内容得记到本子上。记
哪个本子上？结果得到的答案是《政治
教育笔记本》。
“形式没有错，好形式变成形式主

义就是大错。”某旅卫生连一名干部认
为，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抄到本子上，本
身是强化记忆的好形式，但如果大家只
是“文字搬运工”，上级检查也只看本
子，就变成了形式主义。

火箭军某部一名班长说：单位抓理
论学习确实有一套，书本上学了，要求
有划线、有批注、有笔记，个人收获很
大。可如果硬性规定每次至少要抄写
两页，就有点流于形式了，不少人平时
训练忙没时间，只能利用休息时间补。

上级有指示，基层有“显示”，本子上
留“痕迹”本无可厚非，但就怕过犹不及。

某旅侦察营安全管理类会议占记
录内容的四分之一左右，每月按纲建连
形势分析会议题最多。有支部书记认
为，如此一来，按纲建连形势分析会很
容易开成“大杂烩”，议题越来越多，记
录越来越多，真正的问题却很容易如蜻
蜓点水，被忽视了。

“软件”背后的隐忧—

“一些形式主义做法

不可怕，可怕的是形式主

义已成思维惯性”

一份 12页、有多项内容的“政治工
作检查对照清单”拿到手，某旅十连指
导员宁然胸有成竹。

此次检查内容细、涵盖广、规格
高。宁指导员迅速将文书与几名骨干
集合起来，一一分工，人手一份明细清

单，开始“翻箱倒柜”地查漏补缺。
有了这份“对照清单”，尽管时间

紧、标准高，宁指导员仍然很有信心。
他说，“不怕查内容，就怕内容来得太突
然”，基层最怕上面变花样、搞“创新”，
一旦抛开实际另搞一套，基层就得按新
要求落实，硬着头皮将各种本子补齐。

某营火力连中士小范说，一次，当
过组织干事的老指导员觉得《军人委员
会工作记录本》记录不细，内容不全，要
求本子重写，他补了整整一星期。

一些战士直言不讳：“不怕忙着练
打仗，就怕检查打乱仗”“宁愿训练场上
流血汗，也不愿空调房里补本子”。

一名干部说，过去机关对营里政治
工作落实情况进行检查，检查组不是先
到连队看官兵精神面貌、完成任务、综
合素质等情况，而是提前通知各连队将
政治工作相关软件、各类本子交至营部
会议室以备检查。

空军某部一名干部谈到，有的检查
组不查出问题不算成绩，如此一来，基层
在准备迎检“软件”时，自然“多多益善”，
宁可“准备过了”也不愿“准备漏了”。

对此，武警某部一名排长深有体
会。一天晚上，听说第二天有上级来听
汇报，他便“条件反射式”地连夜写了
2000字材料应对。结果，第二天检查组
不看材料直接听汇报，他干脆脱稿讲，
反而受到表扬。“看来，一些形式主义做
法不可怕，可怕的是形式主义已成思维
惯性。”他感慨道。

今年是基层减负年，全党全军向形
式主义发起总攻。记者在调研中看到，
基层“软件”建设过程中一些官兵反映
强烈的形式主义问题，在很多单位都得
到了不同程度的纠治。

然而，“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有形的形式主义好纠治，但要根除一些
人思想深处搞形式主义的思维惯性，任
务依然艰巨。

有官兵谈到，只有彻底把这样的思
维惯性消除掉，那些基层“小软件”，才
不会难倒一批英雄汉，才能正确发挥作
用，驱动部队这个大系统快速运转。

基层“软件”的繁简起伏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黄远利 许浩杰

基层减负热点话题·聚焦登记统计①
提到软件，你会想到什么？可能很

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计算机软件或是

手机里的应用程序。

《新华字典》里，“软件”有两种定

义：一是与计算机系统运行有关的程序

文件、数据等的统称；二是借指生产、科

研、经营等过程中的人员素质、管理水

平、服务质量等。

但在基层部队，许多官兵口中的

“软件”还另有所指——他们将各种登

记统计也称为“软件”。

这些“软件”是反映基层各项工作

和建设情况的重要载体，也是机关实

施工作指导、促进工作落实的重要手

段。计算机系统运行离不开软件，否

则就是“砖头”一块。同样，部队基层

也离不开“软件”，否则工作就难以正

常运转。

当前，基层登记统计总体情况是好

的，但也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有

的部门为凸显分管业务，要求基层做的

登记统计项目“只增不减”；有的机关工

作组下部队检查偏重看登记、查统计；

有的基层单位为展示“成绩”自行搞了

一些不必要的本、表、册……这在一定

程度上给基层造成了忙乱，也给官兵增

加了负担。

基层官兵口中的这些“软件”不是

什么高科技，但里面大有玄机。有人因

此挨了批评，吃了苦头，也有人尝到“甜

头”，乐此不疲。可怕的是，一旦形成基

层用“软件”来体现工作和成绩、机关通

过“软件”来实施管理、领导透过“软件”

来指导基层建设的路径依赖，基层建设

也就变成了“软件”里的建设，“全面过

硬”自然“硬”不起来。

加强基层建设，必要的登记统计，

一个都不能少；重复无用的本子，一个

也不能多。基层的“软件”，应是基层建

设的帮手，绝不能成为“五多”的宿体。

前不久，中央军委印发《关于解决

“五多”问题为基层减负的若干规定》，对

各级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解决“五

多”问题提出明确要求。

调查采访中，我们感到，各级正不

断规范基层“软件”建设，不遗余力斩断

伸向基层的“五多”之手。

善除恶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

源。当前，我军组织结构和力量体系实

现革命性重塑，军队建设、改革和军事

斗争准备持续向纵深推进，一切工作向

打仗聚焦，备战任务重，实战实训要求

高。这迫切要求我们，一定要把“五多”

问题解决好，把基层“软件”规范好，把

基层负担减下来，把战斗力标准立起

来，把官兵的干劲鼓起来。

关于“软件”的另类定义
■本报记者 陈典宏

记者手记

记者调查

某旅组织官兵开展合力冲击训练。

付 栋摄
卸下“本本”负担 扛起练兵重担

习主席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

十次集体学习时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

“痕迹管理”比较普遍，但重“痕”不重

“绩”、留“迹”不留“心”。这段话，直击

基层建设要害痛点，具有很强的现实针

对性。

一些基层部队出现的“补本本”“建

软件”等问题，本质上就是“重痕留迹”

的一种表现。

“痕迹管理”本身是一种科学的管

理方式，本意在于加强管理、激发动力，

以明确责任、推动落实。不过，“留痕”

只是手段，指导工作才是目的。如果在

应用这一管理方式时本末倒置，只会适

得其反。

基层是部队一切工作的基础。部队

的一切工作最终都要落实到基层。工作

落实没有，落实得好不好，往往要通过考

核检查的方式来衡量。如果考核检查只

是盯着“软件”设指标，实际操作中难免演

变成在“重痕留迹”上做文章，在“重绩

留心”上打折扣。这样的“痕迹管理”，既

占用时间、耗费精力，又助长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

从根本上说，重“痕”不重“绩”、

留“迹”不留“心”，是一些单位和部门

在落实上级精神方面，披着形式主义的

外衣，走着官僚主义的老路。

分析当前“重痕留迹”大行其道的原

因，不难发现，有的把登记统计正规等同

于单位建设和管理正规，认为笔记记得

好官兵思想就红，台账整理得细问题整

改就彻底；有的把登记统计落实理解为

基层执行力强，认为完善好各类“本本”

就是对领导指示的落实；有的把对登记

统计的掌握替代为对基层的了解，上级

机关不需要扎到基层一线调查研究，只

需要检查各类“本本”，就可以发现问题，

整改问题……在如此种种认识偏差的影

响下，基层怎能不忙乱？

最好的“留痕”，莫过于干出实绩，

在“重绩留心”上下功夫。所谓“绩”，就

是业绩、绩效，这要求我们必须把业绩

和绩效作为开展工作的根本目的，“留

痕”只能作为管理手段，手段服务于目

的，而不是相反。所谓“心”，就是心思、

心力。这要求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

候，必须明确其根本目的是什么，而不

能使偏劲，把心思用在“留痕”上。上级

机关不能单纯以工作痕迹衡量下级工

作业绩，更多的还是要看完成任务质

量、看部队建设发展状况、看群众满意

度、看战斗力是否提高。

破除“痕迹管理”，一方面，要加强

源头治理，及时纠正错误的评判导向，

牢固树立战斗力标准，完善考核评价体

系。另一方面，还要引导各级领导树立

正确的政绩观，把心思和精力用到抓落

实、干实事上来，让那些敢扛事、能干

事、善成事的官兵有舞台、有奔头。

干出实绩是最好的“留痕”
■唐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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