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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书会”变身“诸

葛会”，推动了一场登记

统计的“数据化”革新

“拿枪时间多，还是拿笔的时间
多？”听到这个问题时，一连上士何世港
的眼里闪过一束光，回想起自己刚入伍
时驰骋沙场的梦想。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他清

楚地记得，当兵第 3年，自己就因能力素
质突出，被选为营里的文书。

担任文书后，他被诸多与“本本”相
关的事务缠身：一年内自己的抽屉里增
加了 13个“本本”，有时一次登记 20多
份文件……每天面对这些要登记统计
的“本本”，他离心中驰骋沙场的梦想似
乎越来越远。

文书何世港的经历，也是许多连队
文书的写照。
“要是能用摄像的方式来记录会

议，那该多好啊！”一连文书冯浩坪曾多
次向身边的战友提到这个想法。

两年前，冯浩坪还是一名计算机网
络专业大学生。入伍后，他来到这个新
组建单位，成为一连文书。

像冯浩坪这样精通计算机和网络
的战士，在全旅文书队伍中不在少数。
对于登记统计，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愿
望：用电脑代替人力，用网络解决登记
统计过多过滥的问题。

一次旅里组织召开“文书会”，让这
些基层“智多星”有了畅所欲言的机会。
“有些会议明明用录像的方式就可

以记录，有些检查需要的数据用电脑一
键就能调阅，为啥偏偏还要记在本子
上？”他们的疑问和思考引起了旅领导的
重视。
“‘本本’本身没问题，但‘本本’也

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改进形式。”一营文
书蒋磊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

那次“文书会”变成了“诸葛会”。
文书们与机关领导的思想火花不断集
聚碰撞，共同为破解“本本”难题出谋
划策。

最终，文书们的意见被采纳，并形
成这样的共识：登记统计只是一种反映
工作的基本载体，其内容决定形式，而
不能用形式决定内容。

为了根治“痕迹主义”现象，该旅启
动了一场“数据化”登记统计革新：用
“数据化”登记统计代替“编外本”。

旅党委对上级规定的“七本五簿三
表一册”进一步规范管理，对确需检查
而又难以体现在“本本”上的内容进行
归纳梳理，充分收集调研各级意见建
议，分部门、分类别、分格式对“数据化”
登记统计方案进行研究……

经过不断完善，“数据化”登记统计
方案在全旅推行后，给基层建设带来诸
多新气象。

记者走进九连连部，见证了“数据化”
登记统计的高效率。随着一阵清脆的键
盘敲击声，短短几分钟时间，文书唐嘉应
就将连队文化装备信息统计录入完毕。

说起“数据化”登记统计带来的变
化和便利，他感慨：“原来这项工作统计
完要一遍遍登记在《连队文化装备登记
簿》上，现在只需要在电子表格中简单
修改就可完成，所有数据信息一‘网’打
尽，全旅资源实现共享。”

一个数据管理平台

的搭建，带来工作方式

转变

转变，悄无声息却又无处不在。
“对‘编外本’的整改，不再是套话，

而变成了具体的措施。”二连指导员陈
赞说起“数据化”登记统计试行第一天
的情景：电脑屏幕上，文档、照片、视频
等文件清晰分类，简洁的列表代替了冗
长的文字，直观的录像代替了“留痕”的
本子……
“内容没变，形式变了，工作中诸多

繁杂多余的事务程序都被减去了。”部
队管理科科长李佰青坦言，以前“本本”
越用越多，是因为没有更好的办法。如
今，基层官兵成为这项革新的受益者，
繁杂的登记统计工作带来的忙乱和负
累正在被逐渐消减。
“数据化”登记统计推行后，全旅文

书们的共同愿望已经渐成现实。
“快看，上传的数据得到反馈啦！”

看到数据信息综合管理平台实时反馈
的信息，三连文书欧阳杰心里踏实了。
“以前登记在本子上的工作，实际

上落实不了一半，遇到检查还要把挖的

‘坑’再‘圆’回来。”聊起数据信息综合
管理平台“上线”前后的变化，欧阳杰不
好意思地挠了挠头，“现在主动上传到
平台，机关反馈有时效，工作不再落到
抽屉里。”

为了配合“数据化”登记统计落到
实处，旅机关专门搭建了数据信息综
合管理平台，带来了工作方式的更多
转变。
“检查政治教育课情况，再也不用

围着‘本本’转了，课堂氛围和教育效
果直观明了。”该旅宣传科干事谭振看
着屏幕中正在播放的基层连队上传的
政治教育课堂视频，仿佛置身连队学
习室。

浏览大屏幕，记者看到宣传科收集
到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数据，包括主题
教育课堂视频、教育计划电子表格等 6
项内容。
“从‘被动查’到‘主动交’，我们不

再对着本子搞‘问题秀’，不再用材料来
指导工作，‘数据化’登记统计不仅让检
查更加全面公正，还改善了机关检查重
‘痕迹’不重实效的风气，也刹住了基层
做表面文章之风。”谭振感慨地说。

一个数据管理平台，带来的不只是
检查方式的转型，还引发了官兵观念的
转变。

四连指导员郭长卿告诉记者，现在
机关干部不再以查本子上的问题为目
的，而是深入连队直击问题，走进现场
看实效，为连队解决了很多实际困难。
“机关工作作风的悄然转变，让官

兵们的‘留痕观’更新成‘实干观’，基层
担当精神不断激发，求真务实的工作氛
围逐渐形成。”郭长卿说。

随着数据信息综合管理平台的应
用，该旅“数据化”登记统计不再为“留

痕”迎检而存在，一跃成为抓建基层工作
的好帮手。

该旅保卫科科长张培介绍，为了更
好地帮助基层开展工作，他们将基层连
队的基础信息全部录入数据信息综合
管理平台，并对日常上报数据进行整合
评判，从而更精准地分析连队出现的问
题症结，研究解决对策。

在机关部队管理科，参谋梁旭杰复
盘一段基层会议视频，当即列出“问题
清单”：“汇报情况有些浮于形式”“分析
问题避重就轻”……

一系列问题被点了出来，梁旭杰逐
一提出整改意见建议。他告诉记者：
“这里的每一条建议都比以前更有针对
性，更有利于部队建设和战斗力提升。”

“数据化”革新成效初

显，让基层减负落到实处

为了让“数据化”登记统计走得更
远，该旅还积极探索如何为基层做好
“减法”。

为使“数据化”登记统计更好地落
地见效，该旅在基层连队会议室、学习
室等场所，安装数据采集固定设备，尽
量减少采集数据工作带来的负担；严
格规范上传时间和权限，避免以往反
复统计、多头上报的情况……
“随着‘痕迹主义’的消退，抽屉里

的本子少了，干实事的动力更足了。”
一连连长冯盼说，“‘数据化’登记统计

革新不但建立了合理的工作标准和评
估体系，还正确引导了基层干部的政
绩观。”

一连指导员王伟也曾是连队文
书。提干后，无论在基层当排长，还是
在部队管理科当参谋，他都靠着多年
的“本本经验”干工作，时常获得上级
的表扬。

如今当了基层主官，这场“数据化”
登记统计革新正倒逼他转变观念：“现
在干实事、听心声、说真话的大环境让
基层战士们的心理负担都减去了不少，
战士们的心离我们近了，干工作越来越
有劲！”
“1 分 59 秒，优秀！”半年考核现

场，十连文书陈其先在 400米障碍场跑
出了个人最好成绩。可谁能想到，眼
前这个壮实灵敏的小伙子，半年前还
在因为考核不及格，愁得整夜整夜睡
不好觉。
“以前我忙于各种‘本本’事务，根

本没有时间补短板，还总被战友们误解
为‘躲在连部吹风扇’。”看着自己的最
新考核成绩，陈其先喜笑颜开。

在训练场，记者看到，作训科参谋
邓敏正在对基层训练情况进行监察检
查。他说，如今检查基层训练情况再也
不是蹲在连部翻本子那么简单，必须实
地查问，甚至现场考核。
“组织训练时不够灵活多变，不同

课目之间需要多穿插组合。”对于训练
中出现的问题，邓敏当场指出，并提出
改进建议。
“我们都是受益者。”在该旅领导看

来，“数据化”登记统计革新带来的最大
“蝶变效应”，是让基层官兵真正卸下包
袱，扛起提升战斗力的重担。旅领导自
信地说：“胜战型部队未来可期。”

一场“数据化”革新带来“蝶变效应”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叶津华

“再也不用担心夜训结束后洗澡
时间紧张的问题了！”7 月 24 日，第
74 集团军某旅机关联合检查组来到
指挥保障连检查夜训秩序时，得到连
队官兵连连称赞。

历来基层官兵见到机关检查组
都是“躲着走”，今日检查组为何受欢
迎？

原来，半个月前，旅机关检查组
发现该连夜训熄灯后仍有官兵洗
漱。经过调查了解，检查组得知，官

兵洗漱延后，是因为当地用水紧张，
经常停水。接到检查组报告后，旅作
训部门和军需营房科联合协调地方
市政部门及时解决了用水问题。

这是该旅开展联合检查和现场办

公相结合，改进检查指导方式的一个
缩影。
“有问题要通报，有困难也要解

决 ，让 基 层 官 兵 真 正 卸 掉 肩 上 的
‘包袱’，光靠落实法规还不够，还

要 有 为 基 层 解 难 帮 困 的 暖 心 举
措。”该旅领导说，为基层减负工作
开展以来，他们下大力精减各类文
电、会议和检查评比，组成多部门
联合检查组，将为基层解难题、办

实事的任务交给联合检查组。
检查组收集基层需要解决的问

题，现场能解决的当即予以办理，
不能当场解决的予以记录，再提交
交班会研究解决。

从“下去检查”到“上门服务”，既
检查又解难。如此一来，机关指导工
作更有针对性，基层官兵办事不用老
往机关跑，办事效率也大大提高，官
兵可以将更多的心思投入到练兵备
战中。

思路一变气象新。该旅改进检查
指导方式以来，共为官兵解决了 5类 14
项困难，进一步激发了部队练兵备战
热潮，训练水平稳步提升。

变“下去检查”为“上门服务”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李珏宏

《来队人员登记本》《军容风纪检查登记本》《内务

卫生检查登记本》……看着文件柜里这些已经束之高

阁的“本本”，第74集团军某旅一连指导员王伟感慨

万千。

随着旅里“数据化”登记统计制度的推行，伴随他

多年的“编外本”终于退出基层痕迹管理的“舞台”。

部队调整改革后，王伟来到这个由数十个单位合

并的新组建单位，经历了“脖子以下”改革的阵痛，也

见证了一场“数据化”革新的起起落落。

如今，这项革新已在全旅推行了半年多，带来的“蝶

变效应”渐渐凸显：登记统计更简，机关检查更实，基层负

担更少，官兵练兵备战热情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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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调查

第74集团军某旅宣传科干事谭振查看基层营连上传的教育课堂视频。 黄子扬摄

锐视点

当前，一些单位存在“痕迹主义”现

象，喜欢在“本本”上做文章，在“本本”上

论长短。为纠治此类形式主义，减轻基层

负担，各级年年都在抓，也都想了很多办

法，采取了很多措施，但依然难以根治。

很多纠治“痕迹主义”的措施之所以

会失效，是因为这些措施是机关干部按照

老套路、老经验“闭门造车”想出来的，咬

文嚼字“推”出来的，甚至有些纠治措施最

终又演变成了新的形式主义，导致纠风除

弊长期在低层次徘徊或原地打转。

跳不出老套路，只会导致“本本”越来

越多。一直以来，有的机关干部下基层检

查工作，不看本子就觉得少了抓手、找不出

问题；有的基层主官干了工作，不写到本子

上就感觉缺少了佐证、没有说服力。大家

抱着“多记本子肯定没坏处”的心态，一股

脑地完善补充“本本”。迎接检查补本子、

谈话谈心记本子、大会小会上本子……这

些“痕迹主义”的老套路层出不穷。

破解“本本魔咒”，需要呼唤新思维新

眼光。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有怎样的观念，

便成就怎样的格局。“痕迹主义”的老套路、

旧思维，套住的是头脑，禁锢的是活力，导

致工作难有新突破，更不会有大的作为。

要想根治顽症痼疾，必须打破思维定

式的“精神枷锁”，扔掉因循守旧的“坛坛

罐罐”，走出经验主义的“依赖怪圈”。第

74集团军某旅的做法启示我们：只有以发

展的眼光，才能找到治“本”良方。

该旅并没有沿袭旧有的纠治措施，而

是另辟蹊径，借用信息化手段开展了一场

“数据化”登记统计革新，从而引发了工作

检查模式、基层治理方式等的转变。

以发展的眼光探寻工作方式的转

型，才是治本之策。为什么“痕迹主义”

总是“野草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甚至不

断产生新的变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还

没有转变职能、转变作风、转变工作方

式，没有找到新招法以替代原来的工作

模式和指导方式。

当前，随着编制体制改革不断深入，

信息技术在军营的不断普及，给我们用

发展的眼光、创新的思维解决“本本”问

题带来了机遇。

应当相信，当滋生“本本”的土壤得到

铲除，当治军方式得到根本转变，当职责

权限厘清明晰，一切战斗力要素的活力定

将竞相迸发，一切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源泉

必将充分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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