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符合选晋条件的情况下，上半年
“双争”评比活动中表现突出的士兵优先
考虑选晋，“双争”评比“小红旗”数量在本
单位同年度兵中最多的可直接选晋……
8月下旬，第 81 集团军某旅《士官选晋
工作实施方案》公布后，引来了官兵的
热议。

该旅领导介绍，今年士官选晋过程
中，他们结合指标数量和拟选晋申报情
况，将“双争”评比成绩作为士官选晋的
重要依据，把平时表现作为一项重要指
标，既保证了选晋过程的公平公正，又树
立了干在平时、争在平时、评在平时的鲜
明导向。

坐上选晋“直通

车”，“小红旗”该不该让

临近士官选晋，作战支援营指挥
通信连指导员杨超伦却发现了一个
问题，在上报 8 月份连队“双争”评比
结果时，平时军事素质过硬、各方面
表现突出的十一班上等兵小薛没有
得到推荐，而平时表现一般、即将退
伍的同年兵小武，却被推荐获得一面
小红旗。
“小红旗”是该旅细化“双争”内容、

衡量“双争”成绩的一个重要体现，也是
这次士官选晋的一项重要参考。正值工
作开展的节骨眼，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
况？杨指导员了解情况时，小薛这样回
答：“今年士官选晋，我符合‘直通车’的
标准，而小武评选优秀义务兵就差一面
小红旗，不如把这个机会让给他。”

小薛所说的“直通车”，是该旅今年
士官选晋过程中的一项举措：“双争”评
比小红旗数量在本连级单位同一年度兵
中最多、且符合选晋条件的士兵可以直
接选晋。

本想通过“双争”评比调动大家的积
极性，营造比学赶超的氛围，没想到会出
现主动“让旗”的事。“评比小红旗到底该

不该让？”杨超伦组织全连官兵展开讨
论。“小薛在激烈竞争中让出小红旗，这
种发扬风格的精神值得肯定”“如果都这
样让，有失公平公正，也容易降低标准，
达不到‘双争’评比的效果”……大家在
讨论中意见有所不同。
“这件事乍一看是发扬风格、讲战友

情谊，但违背了‘双争’评比的初衷，不仅
不符合条令条例规定，也让依法施奖、按
绩表彰变形走样，还容易滋生‘轮流坐
庄’问题。”经过杨指导员的一番引导，大
家很快统一了思想认识。党支部要求各
班排严格按照条令条例和《军队基层建
设纲要》相关规定把关，重新评选上报参
评人员。

动态考评，临时外

出也能评先扛旗

“看到自己在教导队这几个月的努
力没有白费，心里的这块石头终于落了
地。”士官选晋前夕，刚从旅教导队集训
结束回到连队的舟桥一营三连上等兵史
金龙，看着属于自己的两面小红旗贴上
连队“双争”评比栏，对选晋下士充满了
信心。

今年 5月，史金龙被连队推荐为预
提指挥士官苗子，前往旅教导队集训。
在 4个月的时间内，他刻苦钻研、努力训
练，体能素质和专业成绩走在全队前

列。眼看集训快要结束，史金龙心里犯
起了嘀咕：“自己一年中有三分之一的时
间在教导队集训，虽然取得了优异成绩，
但不知能否作为连队‘双争’成绩，会不
会影响士官选晋。”
“你在教导队的表现，回到连队后

照样能够得到认可。”教导队教导员曹
京涛的一句话，让史金龙吃了定心
丸。曹京涛介绍，根据旅开展“双争”
活动的规定，在教导队参训的每名学
兵，不仅要在平时参与到“双争”评比
活动中，按照量化成绩评出“小红旗”，
在结业时也都会得到一份综合评定，
其中包含每月综合表现评定结果，对
于没有进行“双争”量化的单位，旅里
还会根据培训单位出具的鉴定进行科
学客观评价，实现培训单位与原单位
“双争”成绩无缝对接。

记者翻看该旅《基层“双争”常态量
化评比实施办法（试行）》发现，他们对在
外学习的技术学兵、执行大项任务人员、
调动人员以及文职人员的“双争”评比，
进行了明确规范。各单位根据参评对象
的平时表现和相关单位的评价，在认真
把握、全面考量后作出公正评价。

评在平时，告别

“一考定输赢”

“平时不争评时争”，是基层官兵

对以往士官选晋中投机现象的印象。
“一考定输赢”的士官选晋模式，曾一
度受到官兵们的吐槽。以往士官选
晋，不管以前表现、成绩如何，都以
最后考核成绩为准。因此，不少有参
选士官意愿的战士，在旅里最终考核
之前，往往不愿参加其他大项活动，
生怕节外生枝，影响了最终的考核成
绩。
“今年士官选晋将‘双争’评比

成绩作为重要依据，与往年相比更
加公平合理。”防化一连上等兵李
显辉说。 8 月初，他在一次训练中
受伤住院，眼看选晋考核临近，自
己的伤情却迟迟不见好转，他担心
因 住 院 而 误 了 考 核 ， 影 响 选 晋 结
果。

旅人力资源科杨干事得知情况
后，叮嘱他安心养伤治疗：“你新训
期间就立了三等功，在一年内参加
过 2 次大项比武活动取得优异成绩，
平时个人‘双争’成绩在连队名列
前茅，完全符合士官选晋条件。”听
到这个消息，小李悬着的心放了下
来，表示出院后要更加努力训练，
争取再立新功。

年初以来，这个旅纠治以往在士
官选晋、立功受奖、党员发展等热点
敏感问题上“不看全年看一时”的评
定方式，依据条令条例及《军队基层
建设纲要》 等规定，按照“每月自
评、季度讲评、半年初评、年终总
评”的方式，对照先进单位和个人评
选标准条件，区分“优秀、良好、一
般”三个档次实施考察推荐，将“双
争”活动贯穿于各项工作中。

士官选晋工作，更是对部队选人用
人机制和风气建设的一次检验。近日，
该旅张榜公示了选晋士官名单，同时还
公布了举报电话，接受官兵监督。该旅
领导告诉记者，有了平时的“双争”成
绩做保证，才能让选上的底气足、让落
选者心气顺，激发官兵安心本职、干事
创业的激情干劲。

用好“双争”这把硬标尺
—第81集团军某旅依法依规开展士官选晋工作的几段经历

■本报实习记者 张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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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治 进 行 时

8月中旬，正在海拔4500米雪域高原驻训的第77集团军某旅炮兵分队，对“敌”阵地实施火力打击，在陌生复

杂地域锤炼实战化本领。 郭 朋摄

8月23日，第73集团军某旅

按新大纲要求组织开展机降协同

训练，锤炼部队作战能力。

李士龙摄8 月中旬，武警兵团总队执勤第二
支队某特战中队野外驻训期间，即将退
伍的战士小惠父母接到来自“支队保卫
科”的电话，对方电话里称“你儿子在部
队和人打架，对方要3万元赔偿”。

最近一段时间，此类情况时有发
生。官兵家人有时会接到以公安机关、
招工单位和部队领导名义发来的信息，
称战士“在部队违法违纪，要保证金才能
免于处分”“外出突发疾病，急需医疗
费”，或是“给退伍老兵介绍好工作，需要
收取中介费”，等等。个别战士家属情急

之下容易上当受骗。
该支队对此高度重视，保卫科科长

丁保健通过调查走访了解到，诈骗分子
利用老兵复退这一特殊时段，针对战士
家人急于为孩子退伍后找工作、希望战
士平安回家等心理，在以不法手段获得
官兵和家属相关信息后，通过电话、短
信、微信等方式，向他们传递虚假信息骗
取钱财，其手段更具有迷惑性，伪装更具
有欺骗性，让人防不胜防。

为让大家认清不法分子惯用的诈骗
手段，支队联系驻地公安机关，将打击涉

军诈骗列入地方打击电信诈骗专项行动
内，并对泄露官兵及家属信息的行为进
行调查处理。同时，在官兵中开展“防范
电信诈骗”专题教育，通过邀请公安人员
来队授课、让正在服刑的诈骗罪犯现身
说法、编印“防范电信诈骗图册”、开通法
律咨询热线、公布公安机关举报电话等
方式，让官兵和家属了解电信诈骗的各
种“套路”。支队还邀请驻地律师，到基
层开展法律知识普及、警示教育和法律
援助，帮助解决官兵及家属涉法难题，强
化官兵法纪观念。

武警兵团总队执勤第二支队

筑牢预防电信诈骗“防火墙”
■程 进 秦云路

近日，火箭军某旅警卫伪装防护
连文书李思盼看到旅里新制定的《精
细化管理评分标准》，终于从库房取出
新篮球，课余时间和战友们走上了球
场。

就在前些天，大家还说李思盼放
着新篮球不让用太“抠门”，可李思盼
有自己的苦衷。原来，上个月机关来
连队检查经常性工作，器材室因为摆
放着外表磨损的篮球和足球被扣分，
原因是“文化器材维护不到位”。连
长、指导员虽然并未就此事批评李思
盼，但这件事给他这个“保管员”上了
一课。为了不让连队再次丢分，李思
盼索性把所有新器材一锁了之，遇到
上级检查再把新器材拿出来摆上。

那天，连队举办篮球赛，旧篮球因
磨损严重出现漏气，连队战友想找李
思盼换个新球，可小李说啥不同意。
连队干部了解真相后，一方面要求小
李放开文体器材使用，另一方面及时
向机关反映意见建议：配发文化器材
就是给官兵使用的，出现磨损很正常，
建议取消关于器材磨损扣分事项。

本应供官兵休闲娱乐的器材，却
成了束之高阁的“装饰品”。机关通过
此事反思自身工作：不从实际出发制
订的检查标准，给基层产生了错误导
向，不仅花钱没办成好事，反而挫伤了
官兵积极性。

基层“心声”让机关脸红。该旅党
委机关举一反三，采取自查自纠、问卷
调查和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广泛征求
官兵对机关工作的意见建议，对照条
令条例和《军队基层建设纲要》，修订
完善《精细化管理评分标准》，摒弃脱
离实际、违反规定的土规定，把官兵需
求作为服务基层方向，定期开展双向
讲评，畅通服务基层渠道，提升机关检
查督导帮带基层质效。

前不久，该旅党委一班人到基层
摸实情、解难题，先后帮助基层完善健
身室、图书角、俱乐部等场所设施，赢
得基层官兵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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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中旬，火箭军某部下士小邹拿
着被批准外出的请假条，脸上露出了欣
喜的笑容。

上个星期，小邹所在连队组织体能
测试。为督促官兵刻苦训练，提高体能
素质，连队干部规定在体能测试中排名
靠后的人员，要开展一个月的体能强化
训练，在此期间暂时停止请假外出。

小邹原计划那个周末请假外出，和
前来探望他的同学相聚，可没想到由于
成绩在全连排名靠后，失去了请假外出
的资格。他找班长说明情况，但班长表
示这是连队规定，自己也爱莫能助。

因为体能测试成绩不理想被禁止
请假外出，小邹懊悔自己之前训练不
刻苦，但同时也感到有些疑惑：连队这
样做有什么法规依据呢？

休息之余，小邹在内部网上论坛写
下了自己的困惑。没想到，短短数十字
的帖子引起了不少战友的共鸣。原来，
类似被周末禁假的土规定在基层时有
发生。个别连队干部骨干出于“奖励先
进，激励后进”的考虑，将请假休假名额
作为一种奖惩措施。

网上的讨论引起了领导的注意。

该部领导在交班会上强调，个别连队
将请假休假作为奖励的做法是土规
定，损害了官兵的正当权益，毫无法规
依据，不利于单位的正规化建设，必须
立刻叫停。随后，该部下发了关于规
范基层请假休假管理的规定。各基层
连队对日常管理中的土规定及时进行
清理，做到依法依规管理。

请假怎能成为奖励措施
■袁 康 王树财

“最近查哨还是‘老时间’，没人查的
时候可以轻松一点。”8月中旬，空降兵
某旅三营一名执勤战士不经意的一句
话，引起了教导员原夏武的注意。他通
过查看连队岗哨登记，发现近两周查哨
时间大多是在23时和次日5时两个时间
点上，其他时间段往往都是“空档期”。

查哨为何都是固定时间？面对教
导员的询问，一名排长说：“白天工作
忙，晚上常加班，所以睡觉之前和起床
之前就成了查哨的例行时间。”

新条令规定，连队查铺查哨每夜不
少于两次，其中1次必须是在熄灯后2小
时至次日起床前1小时之间进行。按理
说，各连队的查哨时间符合规定。但原
教导员却认为，这样的做法不能提倡。
“落实条令条例，重在领悟内涵！”

原夏武在营干部会上说。大家讨论感
到，新条令规范的查铺查哨时间突出
“下半夜”和“随机性”，是为了提醒哨兵
随时保持警戒，确保遇到各种突发情况
能够及时发现、快速反应。如果查哨时
间有了“套路”，无人查岗的时间里个别
哨兵就可能放松警惕，“敌人”就有机可
乘，若在战时后果不堪设想。

听了教导员的分析，一位指导员反
思：“以前‘定点’查哨，就是想睡个安稳
觉，却没有对表实战化要求。长此以
往，不利于培养战士的战备观念。”

该营以此为契机，对照条令法规进
一步细化规范训练、教育、战备、生活等
秩序，逐条查找问题，明确改进措施，确
保把每一条规定都落到实处。

查哨为何总是固定时间
■张永岳 苏延强

《军队基层建设纲要》明确要求，开展“双争”活动，要着眼建设，注重

经常，科学组织，务求实效。坚持争在平时、比在平时，贯穿于各项工作，

做到每月自评、季度讲评、半年初评、年终总评。

将“双争”活动融入到士官选晋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相关法规制度，

坚持分类型评比，分层次竞争，不搞平衡照顾，不搞“一考定输赢”。如此，

才能把平时表现优秀、军事素质过硬的人才保留下来，确保选晋工作公平

公正、阳光透明。

协同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