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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基层打基础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求各

级领导机关和基层单位各司其职、各尽其

责。新体制下，基层建设呈现出许多新情况

新特点，如何统筹好机关帮建与基层自建的

关系，是一个重要课题。个别领导机关对基

层不放心、不放权、不放手，指导帮建大包大

揽、一竿子插到底，容易弱化基层自建功能。

各级机关要尊重基层建设规律，在把方向、理

思路，帮能力、传方法、解难题、搞服务上用气

力，依法按纲科学帮建，坚持一级抓一级，既

不越权越位又不推诿责任，重在调动基层内

动力，推动基层全面建设取得新进步。

法 治 进 行 时

第82集团军某旅组织基层风气监督员培训，通过学习政策法规，开展难点辨析、群众性讨论等方式，提高

他们的能力素质。图为基层风气监督员参观“廉洁纪律篇”宣传展板。 喻 越摄

“请问，选改为初级士官后，家乡村
委会是否有权收回本人自留地和责任
田？”“请问，当地退役士官安置有哪些
政策规定？”……8 月 2 日，在西部战区
陆军某综合训练基地“军人法律之家”
专题讲座上，官兵提出的一连串涉法问
题，得到专职律师的现场释疑。
“官兵后方家务事，连着前方训练

场。”基地政委张贵泉介绍说，针对近年
来官兵家庭涉法问题逐渐增多，部队专
业法律骨干相对缺乏的实际，基地主动
与驻地政府部门沟通，研究落实《军人
军属法律援助工作实施办法》的方法路
子。他们与驻地司法局等相关部门签

署《法律拥军共建协议》，在基地挂牌成
立“军人法律之家”，为官兵提供便捷高
效的法律援助。

根据协议，驻地政府相关部门定期
安排专职律师和相关人员到部队开展
服务，及时掌握官兵及家属的法律需求
和涉法动态信息，做好法律援助事项的
收集筛查、分析和转交工作，着力帮助
解决官兵及军属日常工作、生产生活中
的矛盾纠纷，确保军人军属法律援助诉
求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受援。

随着“军人法律之家”落户军营，
“法治拥军”系列活动持续深入开展。
他们将法治宣传、法律援助、法律咨询

等公共法律服务融入到部队建设、延
伸到官兵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基
地还特聘驻地公检法等相关部门 8 名
工作人员为“军营法治辅导员”，分批
次邀请他们为官兵宣讲法律法规，为
官兵发放联系卡，选派资深律师“一对
一”结对，开辟法律援助“绿色通道”，
使官兵体验“一站式”法律援助服务，
实现了工作规范化、服务优质化、法治
宣传常态化。
“军人法律之家”作为基地普法的

阵地、官兵维权的前哨，将暖心的关怀、
专业的帮助与便捷的服务送到官兵心
中，激发了官兵练兵备战的热情。

西部战区陆军某综合训练基地

“军人法律之家”落户军营
■燕愿涛 段 青

高原仲夏，晚饭后走出饭堂，临
时来队探亲的军嫂赵洋洋心中倍感温
暖。

赵洋洋是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
战士孟园刚的妻子。前不久，她带着两
个孩子从山东老家到部队探亲。她知道
丈夫驻守在大山沟里，过的是集体生
活，来队之前有些担心吃住问题。没想
到，部队早就为他们一家妥当安排了公
寓住房，部队领导还告诉她，来队期间
带着孩子在单位食堂免费就餐。

该仓库地处青藏高原东缘，远离城
镇，属三类艰苦边远地区，社会依托条
件差。过去家属来队自己开伙，只能利

用周末外出的班车买菜，一星期只能出
去一次，生活很不方便。
《关于改革期间调整驻高原、海岛

部队相关政策的通知》明确，驻防在三
类以上艰苦地区、一类以上岛屿的干
部、士官、文职人员配偶、子女临时来
队，无社会依托、不具备单独起伙条件
的，来队期间可以在食堂免费就餐。
“军人家属来队一次不容易，要让他们
真正感受到家的温暖。”仓库认真落实
政策规定，还明确家属来队和离队当
天，为来队家属搞好伙食保障。

葱椒鱼、拔丝山药、芙蓉鸡片……
赵洋洋来队后的第一顿晚餐，看着两个

孩子吃得这么香，赵洋洋心里乐开了
花。

为搞好相关经费保障，仓库专设了
“临时来队亲属伙食补助”，建立探亲人
员来队登记统计，经相关部门审核，报
单位领导批准后，相关经费就可以报销。

来队后勤保障搞好了，家属们高
兴而来，满意而归，进一步加深了对
部队的了解，对军人的理解。“后方”
稳固，官兵干工作的劲头更足了。连
日来，在大批量被装、油料收发，机
动支援保障力量抽组训练等几个大项
任务中，仓库官兵连续奋战，圆满完
成了任务。

西宁联保中心某仓库落实官兵福利政策

临时来队家属享受免费就餐
■刘一波 王熙明 本报记者 张 放

7月中旬，在新疆军区某师举行的
群众性练兵比武竞赛中，某团三营八
连下士肉孜·卡斯木以优异成绩夺得
长跑冠军。“严格按纲施训才能取得好
成绩。”走下赛场，肉孜·卡斯木说，团
队依法依规指导基层建设，连队能够
排除一切干扰自主抓建，全力保障训
练时间落实。

减少训练计划外

的临时干扰

去年驻训时，部队刚入场，一连连
长戴伟晨带领战士们快速宿营、归整物
资，以便进入“情况”，巩固驻训前班组
战术训练成果。然而，连队的训练计划
却被机关接二连三的临时通知打乱了：
上午清理营区周边环境卫生，下午搭设
野战澡堂……
“临时工作太多，连队训练计划能不

能落实，着实心里没底。”戴伟晨坦言。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一营机枪

连。有一次按照训练计划本应组织战
术训练，可团里每天上午开交班会安排
工作，而后营里再开会传达。连续两
天，连长开完会都带回了新任务，部队
刚展开训练又被集合带回。

基层反映的问题，就是机关改进工
作的方向。该团领导在蹲连住班时了
解到这一情况后，及时组织召开官兵恳
谈会，查找机关在指导帮建中存在的问
题。他们叫停了大包大揽、一竿子插到
底，以及“团机关日交班带营连”等习惯
性做法，切实还权基层。

为确保基层官兵集中精力练兵备
战，该团规定，机关不得随意给基层安
排临时性公差勤务。如确因工作需要，
必须严格控制人数和时间，并报团值班
领导批准，最大限度减少对基层训练计
划的干扰。他们从严格落实法规制度
入手，强化机关按纲抓建、依法指导的
法治思维。在此基础上，清理、纠治机
关工作指导中与法规制度相悖的做法，
切实防止问题反弹，调动基层自主抓建
的积极性。

今年驻训期间，一连严格按周计划
抓训练落实，全连训练成绩稳步提升。
戴伟晨说：“大家一门心思用在训练上，
感觉训练效率提高了不少。”

“需求优先”打破

管理“一刀切”

“排长，送水车啥时候到？炊事区
没水做饭了！”“排长，生活区水用完了，
上午抓紧送一车水。”导弹连排长段祥
祥说，他往年担任运水车带车干部时，
就曾遇到过被官兵“催水”的情况。有
一次，他早饭后就带驾驶员到车场等
候，却因为没拿到机关批准的派车单不
能出车。

原来，当时团里有规定，所有出车
计划必须由当日值班领导签发派车
单。那天，团领导一大早就参加上级会
议，派车单迟迟拿不到，拉水车就不能
动。团里还规定，几辆拉水车必须同时
行动，编队出发、返回，回营区后再分片
区送水。而每辆水车加水的速度不一
样，排队加水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原本
就“水源紧缺”的驻训场各片区，经常上

演“催水”情景。
驻训地官兵用水难问题，通过团里

“‘码’上说事”平台，反映给了团领导。
官兵利益无小事。团领导了解情

况后，对照车辆管理相关规定，对机关
车辆管理“一刀切”的做法及时调整改
进，规定拉水车出车时，由带车干部在
批准时间内自行决定出行时间。拉水
车可分头行动，带车干部根据用水实
际和加水速度确定拉水频次。如果值
班领导因故不能及时签发派车单，部
门领导可以通过电话等形式报批。特
殊情况下，可由当日值班负责人先签
先出，事后再向团值班领导报告，确保
官兵用水。

今年驻训正值暑期，该团几辆水车
分头奔赴各营宿营区和制炊区，为各点
位送水，有力保障了官兵做饭、洗漱等
生活用水需求。

以解决用水难问题为契机，该团
深入查找机关在工作指导中存在的问
题，对照条令和《纲要》规定研究对策、
建章立制。比如，夜训超过凌晨两点，
次日推迟半小时起床；夜训到深夜后，
炊事班将夜宵送到班排；驻训期间周
末正常轮休，由团机关租赁大巴车接
送站……

帮建在基层急需

的关键点上

交接完手头的工作，三连连长张皓
愉快地登上了回留守营区轮休的汽
车。这是新“搭档”到任后，他第 3次享
受轮休。
“以前连队新主官调整上任，正常

的轮休基本就泡汤了。”谈到团里曾经
执行过的一些规定，张皓感慨万千。

野外驻训前，张皓曾向女儿承诺，
轮休时回来陪她一起去公园玩。可没
过多久，张皓所在连换了一位新指导
员，张皓不好意思再提轮休的事。
“有我在，你安心轮休吧！”就在这

时，营长孙志强背着背囊来到连队。他
告诉张皓，团里作出了新规定，对新调
整主官的单位，只要干部在位率达到战
备要求，正常落实轮休制度；干部在位
率低的单位，由机关和营里派干部蹲点
帮带，保证基层主官正常轮休。

还权基层，让基层依法自主抓建，
机关并不因此而当“甩手”掌柜。对基
层无力解决的实际困难，机关及时帮助
解决。驻训前，高炮连炊事灶台炉盘损
坏、网络室电脑出现故障、多件训练器
材发生损耗，连队正常的训练、生活受
到影响，连长帅留招将问题反映了上
去。当天下午，团机关就派人到连队进
行了解、登记和修理，并针对基层此类
问题，形成一份详细的解决方案。

心往基层想，人往基层走。驻训展
开后，团里举办了一期“四小工”培训
班，为基层连队培养水电维修、网络维
护等各类专业人才，帮助连队解决了野
外条件下搭设沐浴室、厕所，接通电视
等难题。

近日，该团炮兵营官兵在野外生疏
地域进行实弹射击，面对大风天等恶劣
天气，一名团领导带机关干部现场指导
帮带，官兵倍受鼓舞，当天实弹射击打
出了较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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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集合入场到专题教育开始，用时
不到 5分钟。7月 26日，第 75集团军某
旅作战支援营专题教育结束后，指挥通
信连连长李斌华告诉笔者，现在集合时
间不再层层打提前量，战士们觉得轻松
多了。

李斌华说，有一次他晚点名时通知
大家，次日要提前 20分钟带队参加营集
会。当晚，有战士反映：连队离营部不到
500米，提前 20分钟完全没有必要；野外
训练这么累，完全可以多给大家点时间
休整。战士们的吐槽引发李斌华深思：
机关明确要求，凡集合只要按时到达即
可，没有必要层层提前。

次日上午，李连长召集班长骨干
听取意见。大家认为，适当提前无可厚
非，但提前量过多就会顾此失彼；训前检

查在时间要求范围内即可，没有必要层
层加码；晚点名级级点名，时间加起来超
过15分钟，这种做法不合乎规定……

听了大家的意见，李连长向官兵作
出承诺，今后参加集体活动，只要在规定
时间内带到即可，尽量将时间归还给战
士们。

当日营集会时，指挥通信连入场时

间刚好，专题教育按时召开。在李连长
带队下，官兵步伐整齐、士气高昂。
“集合层层提前，表面看是对工作重

视程度高，实际反映出部分连队没有立
足实际，没有站在战士立场想问题办事
情，给战士们增加了额外负担。”营教导
员陈进得知事情原由后，肯定了指挥通
信连的做法。

第75集团军某旅作战支援营

集体活动不再层层提前
■李晓东 尹弘泽

“今后不用再为‘指标’头疼了。”
看着墙上的通知，火箭军某团纠察班下
士小张长舒了一口气。

为何有“指标”一说？
不久前的一个中午，小张站在路口

担任纠察执勤时，发现一名战友军容
风纪不整。因个人关系不错，小张未对
其进行记名通报，可这一幕刚好被部队
管理科赵参谋看到，赵参谋当即严厉地
批评了小张。小张也深刻认识到了自己
的错误。调查中，团机关发现“人情纠
察”的情况时有发生。

考虑到近段时间官兵的作风养成有
所下滑，有关部门决定给纠察人员“压
担子交任务”，区分节假日和正课时间
下达纠察指标，以此传导严抓作风养成
的压力。

措施实行不久，问题就紧跟而来：

纠察标准往往随着当天“指标”完成情
况而浮动。为了完成“指标”，个别纠
察人员在无错可纠情况下容易“拿起放
大镜找问题”。官兵对纠察人员的意见
也越来越大。

了解到这一情况，团领导认为，给纠
察“定指标”毫无法规依据，不利于维持
部队正常秩序。办公会上，该团当即叫
停了给纠察人员下“指标”的做法，并对

机关相关人员提出了严肃批评。
该团随即在全团开展法规知识讨

论活动，帮助官兵端正思想认识，正
确看待纠察执勤，并且定期安排官兵
到纠察班“亲身体验”，加强沟通理
解。他们还为纠察班制订学习计划，
通过“学条令、用法规”解决不会
纠、不敢管的问题，强化纠察人员依
法执勤的意识和能力。

火箭军某团

开展纠察不得下达“指标”
■袁 康 卢 昕

南 部 战 区

陆军某旅近日

开展大练兵活

动，组织官兵全

副武装进行400

米障碍、5公里

武装越野等多

课目训练，提升

军事素质，锤炼

过硬战斗本领。

李 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