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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基层打基础，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基

层连队的各项工作需要日日抓、月月抓、年年抓，不

能期望毕其功于一役，更不能想起什么抓什么、抓成

啥样算啥样。只有严格落实《军队基层建设纲要》各

项规定，坚持规范化、精细化，一棒接着一棒干，一张

蓝图干到底，才能使各项工作在法治轨道上有序运

转。新疆昌吉军分区乌拉斯台边防连按照条令和

《纲要》要求，对照不同人员和岗位职责，明确细化每

日、每周和每月必办的事，确保人人肩上有担子、件

件事情能落实，促进了连队全面建设稳步发展。

法 治 进 行 时

军营话“法”

8月中旬，南部战区陆军某旅按照新的司号制度要求，组织司号员进行岗前培训。 周 浩摄

部队工作千头万绪，但最终要通过
基层这个末端抓落实。近年来，新疆昌
吉军分区乌拉斯台边防连按纲抓建，细
化每个专业每个岗位，坚持人按职责
干、事按制度办，以“钉钉子”的精神办
好“天天必办”的事，全面搞建设、扎实
打基础、反复抓落实，让强军目标在末
端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标兵连队也有短板弱项

乌拉斯台边防连担负着中蒙 100
多公里边境线守防任务，组建以来，先
后 14次被原兰州军区和新疆军区评为
“基层建设标兵连队”、22 次被表彰为
“边防执勤先进单位”，荣立集体一等
功，是个老典型。

可老典型也有“打瞌睡”露短板的
时候。一次，连队巡逻分队按计划乘
坐某新型巡逻车前往边防线，登车时
却怎么也打不着火。驾驶员查看发现
水箱已结冰，机油也被冻成了黏稠
状。原来前一天，另一名驾驶员未按
规定将车停入车库，导致巡逻车在零
下 30多摄氏度的院里冻了一整夜。时
隔不久，在一次夜间潜伏时，某型通信
装备刚和上级建立通联，屏幕便显示
“电量不足”。调查得知，负责携带装
备的战士前一天忘了给装备充电，备
用电池也没带……

反思这些问题，连队党支部感到，
经常性基础性工作还有很多有待加强
改进的地方，“如果躺在功劳簿上，职责
不明凭感觉办事，连队的标兵牌子就会
被砸掉，全面建设就会裹足不前。”
“巡逻车发动不着、电池没充电，

要透过这些现象查找出深层次的原
因。”连史馆里，面对一面面锦旗和奖
牌，指导员程振安组织官兵讨论，逐个
查找问题短板漏洞。大家围绕条令条
例和《军队基层建设纲要》，从执勤训
练、教育管理、物资保障等方面，进行
了复盘反思。

官兵们认为，虽然连队表现一直平
稳，但有时开展工作比较粗疏，岗位职
责不明、末端落实不力、吃老本的事情
也不少。连长殷皓伟告诉记者，党支部
痛定思痛，决定按照“训法围绕大纲，管
法围绕条令，建法围绕纲要”的思路，结
合边防连队实际，把官兵每天、每周和
每月必办的事尽量进行细化。他们对
连队 20多个不同类型岗位专业情况进
行梳理摸底，逐专业汇总形成日、周、月
“明白卡”，通过这种横向到边、纵向到
底的规范，使全连官兵各自战位和职责
变得清晰明了。

人人心里揣张“明白卡”

在连队一楼公示栏上，不同战位人
员“必办的事”一目了然。在“军医”一
栏这样记录：“每日巡诊、开展心理服
务、检查饮食卫生……每周开展卫生防
病、卫勤训练……每月请领药品和器
材、走访驻地了解疫情……”
“‘明白卡’不仅挂在墙上，更要落

实到具体行动中。”殷皓伟说，“明白卡”
细化了岗位分工，基本杜绝了糊涂账和

推诿扯皮问题的发生。比如，车辆返回
营区后，要入库才算“销账”；炊事员打
扫操作间卫生后，还需检查电器、刀具
是否复位才能离开；执勤前，要核对携
带装备器材清单后才能出发……
“明白卡”并非另起炉灶，而是在条

令和《纲要》的规定范围内，让岗位职责
更加精准清晰、科学合理，达到“以日促
周、以周促月”的目的，全方位为中心工
作服务。

刚推行“明白卡”时，个别官兵不太
理解：“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将各项职
责规定很明确，这么搞有必要吗”“规定
这么具体详细，会不会约束官兵自主能
动性”……

上等兵张贝贝也曾有此顾虑，觉得
每天都要按规定落实好必办的事情，还
要一件件“销账”，有些繁琐。但久而久
之，“天天必办”的事让他改掉了往日
“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松散作风，形成
当天事情当天办的好习惯。
“精细化建设，是一项短期内看起

来繁琐，但长期坚持必定带来更大收益
的工作。”指导员程振安谈到，从粗放化
到精细化，首先要突破的是思维局限。

通过制订“明白卡”，连队已在军事
训练、政治教育、边防执勤、官兵个人成
长路线图等方面，探索出精细化抓建模
式。在“人人有战位、人人需有为”的机
制下，激发了官兵创先争优的积极性。

战斗力在精准精细中提高

前不久，记者乘车前往胡居尔特执
勤哨所。路上，指导员程振安说，连队
相继列装了一批新装备，戍边守防信息
化、智能化和专业化程度明显提高。但
是部分指挥员不懂指挥、缺乏新装备训
练和使用骨干等问题，制约着连队战斗
力发展。

他们在参加上级组织的远程教
学、送骨干外训等基础上，以新大纲和
日、周、月训练规范为依据，建立重难
点课目和弱项课目“账单”，实行训练
“挂账销号”，并采取“分组研讨、结对
帮带、集中合练、对抗考核”的训练模
式，形成“边防通”“多岗通”人才培养
的新路子。

走进哨所训练场，通信技师、上士杨
秦挥汗如雨。随着指挥员下达口令，他
运用某新型通信装备与上级联络，根据
“战场”态势变化，又接连担任步枪手、某
型机枪射手等多种角色。杨秦说，通过
几个月的岗位互换训练，并采取对弱项
课目建台账、逐项销账的方法，他和战友
的综合军事素质明显提升。

在哨所器材室，执勤装备和个人装
具横成行、竖成列，整齐地摆放在器材
室的物架上。哨长杨小东说，按照战斗
序列摆放，便于随时应对突发情况，按
照日、周、月明确的实战化执勤必办事
项落实，应对突发事件才能做到物品备
得齐、用得上。
“‘必办的事’必须办好。”昌吉军分

区领导介绍，乌拉斯台边防连运用富有
边防特色的机制落实经常性基础性工
作，夯实了全面建设的基础。前不久，
在军分区组织的军事考核中，乌拉斯台
边防连官兵再创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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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听到一位基层主官反映，他

所在连队两年前曾发生过问题，可没想

到最近又被领导在会上讲评了一番。全

连官兵心里很不是滋味，感觉一下子没

了干劲。

细细想来，类似的过度批评现象并

不鲜见。有的动辄把个别错误加工成

“典型案例”，导致当事官兵“一事毁几

年”；有的揪住一个问题不放，把喋喋不

休当作认真负责；有的遇事喜欢上纲上

线，一点小事就把人批得体无完肤，严重

影响官兵工作积极性。

所谓“超限效应”是一个心理学概

念，指刺激过多、过强或作用时间过久，

从而引起极度不耐烦或逆反的心理现

象。上述几种过度批评的现象，容易导

致官兵心理从愧疚变成厌烦，甚至产生

逆反和质疑：“为什么对曾经的一点小过

失揪住不放？”“反正‘挂上号’了，以后干

好干坏一个样！”或许，被批评者正在努

力改正自己的问题，但在过度刺激下，极

有可能选择破罐子破摔。

批评是一门学问，用好了让人虚心改

正，用不好就会适得其反。在批评方面的

“任性”，实则暴露出个别带兵人以自我为

中心、不注意方式方法、把握不好度、不能

换位思考等问题。这些问题不纠治，可能

工作做得越多，越是事与愿违。

避免“超限效应”，要求带兵人讲究

批评的方式方法，在讲评一个问题或是

提出一个建议时，要抓住时机讲深讲透，

并给对方留足领会接受改正的时间。如

果迟迟不见效果，可以再找一次机会提

醒。若是原则性问题，必须严肃责令要

求整改，但切忌把同一个问题翻来覆去

地讲、一味拔高地讲，激起厌烦情绪、逆

反心理，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从更深层次看，依法带兵才是“超限

效应”的治本之策。剖析问题，实质上还

是个别带兵人法治素养不够、存在“人治”

思想的一种表现。批评和管理只是手段，

落实条令法规推进部队全面建设才是目

的。带兵人立起法治思维，就不会情绪

化、随意化，办事有据有度、让人信服；官

兵立起法治意识，就能主动遵章守纪、规

范行为，有错误时能正确对待批评、及时

整改，真正让批评收到良好效果。

带兵当防“超限效应”
■苏延强 赵第宇

8 月中旬，第 76集团军某旅随机设
置“敌情”，组织战备值班分队开展战备
应急演练，各要素值班员传达指令迅速
准确，处理情况得当，整个过程时间比以
往类似演练缩短了近 5分钟。随机抽问
出动人员装备底数，值班员均回答准确。

前不久，上级对该旅战备值班情况

进行检查时，曾发现一些问题：某值班员
虽然对驻训地民社情对答如流，但对留
守营区近期民社情动态却“只知其一，不
知其二”。

掌握敌情、社情、舆情和环境情况，是
新条令对值班员提出的明确职责。调研发
现，个别值班员值班期间条令意识不强、掌

握部队情况不够及时全面，甚至存在把日
常业务工作带到值班岗位等问题。
“值班不是‘坐班’，必须落实规定职

责，对表实战要求，时刻保持‘在状态’。”
他们梳理条令相关要求，结合当前野外
驻训实际，对各要素值班员职责、业务内
容、交接班流程和值班注意事项进一步
明晰；开展值班人员规范化培训，并由值
班领导不定时对值班情况进行抽查；每
周交班会对本周值班情况进行讲评。同
时，该旅还让机关干部人人参与战备方
案修订，在实践中提升值班干部综合能
力素质。

笔者来到旅作战值班室，政治工作
部干事李浩正在了解梳理当日各分队训
练情况。他说：“时刻保持‘在状态’，感
觉离战场更近了！”

第76集团军某旅严格落实战备值班制度

在战位更要“在状态”
■张颖科 黄旺民

“雨天路况复杂，能见度低，车队打
‘双闪’谨慎行驶……”8月初，第 74集团
军某旅运输连组织轮式运输车驾驶训
练。道路崎岖泥泞，路况复杂，下士刘浩
文沉着冷静操作方向盘，车辆平稳通过
水坑、泥泞路、陡坡等复杂路段。

不久前，小刘在驾驶训练中，与地方
车辆发生轻微剐蹭。事后，很快查明原
因，主要责任在于突然变道的地方车
辆。即便如此，机关还是本着“教育部
队、警醒官兵”的目的，要求连队上报处
理意见。一时间，运输连又是制订整改
计划，又是组织检讨反思，小刘的训练积
极性明显下降，变得畏首畏尾。
“问责不能问掉官兵训练积极性。”

该旅领导了解情况后感到，问责本是明
确管理责任的有效手段，运用得当，可以

实现“问责一个、警醒一片”的效果。倘
若问责不分责任主次轻重，一律用“棒
子”打下去，不仅难以令当事单位和责任
人信服，还会挫伤官兵训练积极性。

由于安全问题负面影响大，安全
标准被人为拔高，“消极保安全”成为
制约战斗力生成的一道“紧箍咒”，个
别单位没有完全走出“怕出事、不敢
训”的思想误区，容易导致问责层层加
码。为纠治问责简单泛化等问题，该
旅组织领导机关进行业务学习，引导
机关干部树立精准问责意识。他们区
分党委机关、营连主官、干部骨干等 5
个层次，将实施问责的主体进行责任
细化，让问责有的放矢。
“干事业难免有风险的，不能期望

每一项工作只成功不失败。”旅纪检监

察科科长付芳有介绍，为增强官兵改革
创新的信心和勇气，给敢于担当的官兵
撑腰鼓劲，他们坚持问责与帮带并举，
减少官兵顾虑，确保问责不问掉官兵训
练积极性。

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经
过有关科室反复勘查认定，运输连驾驶
员刘浩文并无过错，旅党委对相关业务
部门提出批评。这几天，该连针对新训
驾驶员复杂路况经验缺乏的短板，开展
复杂道路驾驶、夜间闭灯驾驶、弹坑路驾
驶等训练，小刘积极参训。
“基层事情繁杂，主官不仅承受着

‘连轴转’的工作压力，还背负着‘走钢
丝’的问责压力。”运输连指导员刘景表
示，旅党委实事求是精准问责，给基层减
轻了压力，大家可以大胆放手谋事创业。

第74集团军某旅给敢于担当的官兵撑腰鼓劲

精准问责助力官兵轻装上阵
■钟志光 周 盼

8月 12日，第 75集团军某旅野外实
弹射击完毕，战炮班成员立即忙碌着清
点药筒装箱回收，填埋堑壕工事和车炮
运动痕迹。很快，整个阵地变得几乎看
不到部队实弹射击的痕迹。
“当前部队机动频繁，演训任务增多，

转场组织实弹射击已成为常态。”该旅作
训科参谋袁印介绍，演训过程中整治实弹
射击场，恢复炮阵地原貌，是机关检查指

导工作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也是演习过程
中导调组检查评分的重要参考。

以往个别单位组织野外实弹射击，
射击完毕就匆匆撤走，不注重射击阵地
的恢复工作。这一情况引起该旅领导重
视：若部队阵地设置规模、堑壕尺寸、车
炮运动轨迹等行踪被别有用心之人利
用，容易暴露部队行踪方向、建制规模、
武器装备配置等重要信息，存在较大安

全隐患。
针对这一情况，该旅在今年野外驻

训前，组织官兵进行野外实弹射击安全
保密教育，邀请院校和兵工厂专家为营
连分队授课辅导，引导官兵时刻绷紧安
全保密弦。旅机关要求分队实弹射击完
毕之后，消除射击阵地遗留的痕迹，尽可
能将其恢复原貌，隐蔽行踪轨迹。

笔者随同装运车辆来到该旅野战弹
药库，见官兵正在按数清点回收实弹射
击中使用过的药筒、装弹箱等，确保信息
无误后统一入库上交。

旅弹药科助理员聂光祥介绍，药筒
和弹药箱上面喷印有弹药相关信息，若
回收不及时或数量达不到要求，也存在
一定的隐患。每次实弹射击结束后，他
们都认真做好回收清点工作，并由营主
官签字，有效杜绝了药筒、弹药箱等丢失
情况的发生。

第75集团军某旅督导官兵严守保密纪律

演训过后不“留痕”
■李晓东 尹弘泽

8月 23日，

宁夏固原市双拥

办、司法局携律

师协会与武警宁

夏总队固原支队

共同组织“送法

进军营”主题活

动，宣讲法律知

识、开展法律咨

询、赠送法律书

籍，增强官兵法

治观念。

张裕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