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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作风，突出的是一个“实”

字，聚焦的是一个“真”字。开展第二

批主题教育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不

折不扣做好规定动作，抓实重点措

施，把目标要求落到位，防止流于形

式浅表化，防止事事留痕做样子。筹

划教育不要搞层层制定意见；学习教

育不得对写读书笔记、心得体会等提

硬性要求；调查研究不能搞扎堆调

研、“作秀式”调研；检视问题不能大

而化之、隔靴搔痒，不能避重就轻、避

实就虚，不能以工作业务问题代替思

想政治问题；整改落实不能雷声大雨

点小，不能虎头蛇尾、久拖不决。

第二批主题教育在师旅团级单位

党委机关和基层单位党组织开展，时

间紧、任务重、要求高。越是教育层级

下移，越要坚持领导带头，抓住关键少

数，压实党委主责。军级以上单位党

委要加强督促指导，注意听取官兵评

价，坚持过程评估与结果评估相结合，

对主题教育开展情况、采取措施和取

得成效进行综合评估，及时发现和帮

助解决问题。师旅团级单位党委是抓

好主题教育的关键层级，必须压紧压

实主体责任，履行“抓”和“带”的双重职

责，既要抓自身，又要抓基层，要集中

精力、统筹安排，充分发挥承上启下作

用。各级党组织书记要带头学、带头

改、带头抓，切实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

任，引领整个主题教育扎实有效展开。

俗话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第

二批主题教育涉及的单位和人员范围

广、类型多、数量大，单位特点差异很

大，党员情况各不相同。从组织方式

上看，不同单位有不同的需求；从解决

问题上看，不同单位有不同的重点。

实践证明，注重区分层次，各有侧重，

有的放矢，才能增强教育的针对性；注

重分类指导，精心筹划，精准实施，才

能增强教育的有效性。当前，正值部

队大项任务密集期，要把主题教育与

正在开展的工作紧密融合，找到载体

抓手和实践对接点，以教育促进工作、

用工作深化教育，做到两手抓、两促

进。要针对不同层级、不同领域、不同

对象特点，科学合理作出安排，改进组

织指导方式，切实以严的标准、实的作

风、新的举措，确保主题教育各项部署

要求到边到底、落地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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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基层减负 激励担当作为

9月中旬，在第 77集团军某旅，循
着远处的轰隆声，记者在某型防空导弹
实弹射击现场见到了该旅一名副旅长。
此时，他正带着几名机关科长，对该型
防空导弹高原射表进行修订。

“除一名副政委担负作战值班任务
外，其余在驻训地的旅党委常委全部
到场参训。”这名副旅长告诉记者，
“这已作为一项雷打不动的制度被严格
执行。”

说话间，该旅炮兵营进驻射击场，
准备组织某型火箭炮实弹射击。常委们
分头就位——担任现场指挥员的该旅旅
长进入炮阵地，下达口令指挥各炮组进
行射击准备；政委根据战斗想定，带领
宣传科科长组织战前动员；保障部部长
随弹药车、装填车现场分发弹药；这名
副旅长则前往观察所，负责记录并评估
火力毁伤效果……
“别看现在人人各司其职、有条不

紊，起初也打乱仗。”傍晚，当天的实
弹射击结束，该旅旅长为记者讲起了
一段往事——

新调整组建后，该旅由摩托化步
兵旅转型为合成旅，新列装了 10余种
主战装备。

一次，该旅组织某新型车载火炮
实弹射击。按照惯例，一名分管外场
训练的常委带队前往进行现场指挥。
然而，面对此前从未接触过的新装
备，这名常委明显感觉“跟不上趟”
“说不上话”。无奈，现场指挥变成了
“现地观摩”。

此事在该旅党委常委一班人中引
起强烈震动。“新体制编制下，我们的
思维是否还停留在‘过去式’”“若不
熟悉手中的武器装备，如何能成为一
名合格指挥员”……经过深刻反思，
他们作出决定——除按规定落实每周
指挥军官专业训练外，党委常委每月
跟训基层不少于 5 个训练日，每年牵
头组织重难点课目教学不少于 4 次，
主战装备实弹射击必须到场参加。

该旅政治工作部主任原工作在陆
航部队，上任之初对步兵专业不太熟
悉。训练中，他和新兵们一起从零学
起，进步十分明显。前不久，他随基
层参加实弹射击，打出了优秀成绩。
“常委在场”引发头雁效应。记者

在该旅训练场上看到，不仅常委全部
深入一线，各营连主官也纷纷带头打
第一枪、登第一车、开第一炮。
“ 常 委 跟 训 带 来 的 变 化 不 止 这

些。”该旅保障部部长告诉记者，常委
跟训一线，不仅提升了谋战研战能
力，还有利于了解基层所需所盼，有
效提升服务基层、抓建基层质效。他
介绍说，今年野外驻训以来，他们先
后在射击场加设休息帐篷，官兵外场
就餐不再“一口风沙一口饭”；把野战
炊事车和救护方舱开进训练场，为官
兵提供食品药品……一项项举措赢得
官兵点赞。

晚饭后，几名常委又来到该旅侦
察营，旁听无人机专业理论授课。该
旅旅长告诉记者，下一步，他们还将
跟训新型作战力量分队。“我们要求合
成营指挥员熟练掌握全营所属武器装
备和专业。作为旅一级指挥员，更应
如此。”这名旅长说。

第
七
十
七
集
团
军
某
旅
党
委
一
班
人
争
做
备
战
打
仗
带
头
人—

﹃
常
委
在
场
﹄
引
发
的
头
雁
效
应

■
祁

建

周
高
恒

本
报
特
约
记
者

李
佳
豪

“月饼送到站里没有？”跨上营房门
口的第 34个台阶时，中士喻伟接到出
差在外的站长陈伟打来的电话，语气略
显焦急。
“还没呢，最快要明天中午才到。”
9月 12 日晚 10 点，镶嵌在喀喇昆

仑高原深处的甜水海，方才入夜。迟来
的一片星光洒落在海拔 5080米的兵站
营院。

甜水海，其实没有海。不只没有海，
过去仅有的一小片湖也早已完全干涸。
这座地处青藏线无人区腹地的兵站，是
我军海拔最高、气候最恶劣、条件最艰苦
的兵站之一。直到现在，吃水问题仍是
甜水海兵站官兵最头疼的事情——所
有生活用水和其他补给物资，都要从几
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外运来。

陈伟到甜水海兵站 6年来，第一次
没能和战士们一起过中秋。千里之外
的他，多么盼望能在月圆之夜和战士们
围坐一起吃月饼。

挂了战友的电话，陈伟摁下手机微
信的视频通话键。几千公里外巴蜀小城
家中，妻子和女儿的笑脸出现在屏幕中。

陈伟赶忙将镜头对准手中画：“芮
芮，你看，这是爸爸在昆仑山上的家！
送给你！”这幅彩铅画，他半小时前才抽
空画完最后一笔。两岁的女儿突然睁
大了已有睡意的眼睛，伸手向妈妈的手
机屏幕抓去。

这是陈伟第一次拿起画笔，为家人
绘出自己在高原上的“家”。画纸上，一
轮明月穿云而出，盈盈清辉洒满昆仑雪
山脚下那个小小营院。

一个多月前，在成都机场，妻子余
亚娟牵着 7岁的儿子、抱着 2岁的女儿，
挥手送走丈夫。因惦记兵站，探亲假还
没休完，陈伟就急着回甜水海。头痛、
胸闷、恶心、呕吐、呼吸困难……重回昆
仑山，陈伟不得不重新适应曾无数次折
磨他的严重高原反应。

再次迈入营院，陈伟的眼睛亮了——
院子里的墙壁上，多出一片彩色的军旅
漫画。这抹跳跃的色彩，让这所地处荒
凉苦寒高原的营院一下子鲜活起来。

陈伟询问得知，几天前，新疆军区
叶城大站幼儿园年轻的女老师柴洁和
同事带着画笔和颜料来到甜水海兵站，
花了整整 4天时间，为甜水海兵站的院
墙留下了12幅一米见方的漫画。
“这里到处光秃秃的，画上彩色漫

画，更有家的感觉。”陈伟能想象出，她
们在墙上作画时，兵站里热闹的情形。

20年前，还在上中学的陈伟就喜欢
画画，梦想着长大能成为画家。而今，他
已经是一名戍守在昆仑高原的军人，与
战友忙着为往来的官兵提供热饭暖屋，
尽心尽力把新藏线上这个高海拔、环境
艰苦的兵站变成一个温暖的家。

墙上那些跳跃的色彩和线条深深
触动了陈伟，他萌发了将甜水海兵站画
出来送给孩子的念头，于是重新拾起画
笔……

手机屏幕里，妻子和女儿笑得那么
甜蜜。陈伟此时还不知道，生病发烧的
儿子，刚刚被姥爷送到医院急诊。

昆仑之巅，甜水海夜色渐浓，一轮
明月破云而出。

中秋节，甜水海兵站站长陈伟为女儿芮芮送上特殊礼物—

“看，这是爸爸在昆仑山上的家”
■本报记者 高立英 通讯员 赵永峰

本报讯 顾桥红、特约记者周演成报
道：“大米 10袋、猪肉 20公斤……”9月 12
日，井冈山舰司务长在“给养物资网上采
购系统平台”下单补给计划后，南部战区
海军某保障基地迅速派出保障分队将所
需物资“送货上舰”。该基地勤务保障大
队大队长朱月良告诉记者，现在只需一块
平板电脑，足不出户就能订菜、签单，方便
快捷。

前些年，该基地对食品供应站全面
改造升级，多型先进加工设备落户军

港。然而，舰艇官兵对物资补给工作满
意度还是不高。该基地通过上舰走访、
座谈找到了原因：舰船食品补给的预订、
开票、签单等环节过于繁琐，耗时费力。

为此，该基地借鉴地方成熟的网购模
式，和某科研中心联合设计，为部队量身打
造“给养物资网上采购系统平台”，实现食
品储备基数化、保障模式集约化、质量监管
智能化。如今，舰艇司务长不用来回奔波，
不用填写纸质订单，只需网上下单，给养物
资便会在规定时间内送到指定位置。

新型信息网络平台使保障效率大幅
提高。一次深夜，该基地突然接到紧急补
给计划，要求在短时间内完成数艘任务舰
艇的食品补给任务。他们迅速启动应急
补给预案，通过“给养物资网上采购系统
平台”收集各舰船订单后，保障人员及相
关车辆快速集结，各种物资有序装载、补
给上舰，打破了该基地的最快保障纪录。
该基地领导介绍说：“下一步，我们还要将
网络平台功能拓展延伸到油料、医药等保
障项目上，不断提升保障效率。”

南部战区海军某保障基地搭建信息化采购平台

网上下单，补给快速送到码头
蜜物资补给。
蜜网上下单。 顾桥红摄

本报讯 赵奎、陈文龙报道：办
会场地布设从简，会上发言简洁凝
练，会议内容充实紧凑……9月中旬，
第 83集团军某旅开会部署下一阶段
任务，会场呈现新气象。据了解，为
进一步破除“五多”问题，该旅在严格
控制会议时间和规模的基础上，不断
改进会风，力争在有限时间内把会议
开出实效。

前段时间，该旅严格落实《关于
解决“五多”问题为基层减负的若干
规定》，将压减会议时间和规模作为
一个重要突破口，并在一定程度上减
少了“工作围着会桌转”现象。然而
旅领导在走访调研“五多”问题整改
情况时，一些基层干部反映，会议时

间缩短了，但又出现工作思路难以在
会上厘清的现象，要花更多精力研究
会议精神、制订落实计划。
“单纯压减会议时间和规模只是

解决表象问题，解决会风拖沓低效才
是关键。”该旅领导及时纠正思想偏
差，着力解决会议质效不高的问题。
他们要求各单位会前通知议题、议
程，针对会议内容提前充分沟通酝
酿，确保会上发言一针见血；鼓励官
兵踊跃发言，纠治以往“会上一言堂、
会后辩论场”的现象，激励大家有话

当面说、直言不讳，在有限时间内激
发更多思想火花；严把会议内容质量
关，挤除会议发言中的套话等“水
分”。此外，他们还建立会后追踪问
效机制，对会上讨论热议的重点话
题，追踪会后落实成效，责任到人，摆
脱“会上热炒会后冷”的窘境。

如今，时间短、议程简、内容精、作
风实的会场新风受到官兵欢迎，机关
干部也从中受益。该旅政治工作部干
事丛博文表示，开会效率高了，大家干
工作的底气也更足了。

第83集团军某旅纠治会风痼疾提高会议质量

既要开短会 更要见实效

蜜视频连线。

蜜精心绘画。

喻 伟摄

始终以好的作风加强领导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