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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临时抽调机关帮忙的新疆军
区某储供基地保障五队二中队队长李
鹏鹏回归到本职岗位，带领官兵保质保
量完成某型弹药紧急发放任务。该基
地依法正规基层秩序，规范编制运行，
用实际举措为基层减压减负。

年中，基地政治工作部副主任尹
华聪来中队调研，偶然听几名战士嘀
咕：“李队长今晚又要去机关加班写材
料，咱们夜训简单组织下就行了。”进
一步调查发现，个别机关部门感到“人
少事多，有时候实在忙不过来”，以各
种名义违规抽调基层干部帮忙的情况

时有发生。
随后，基地党委对违规借用基层

干部的现象立即叫停，研究制定《关于
清理违规借调干部、正规基层秩序的
规定》，明确人按编制走，事按制度办；
依据相关规定对机关作出明确要求，
既不得随意借调，也不能以完成急难
任务为由抽调干部临时帮忙；确因工
作需借调的，须经基地领导审批。

基地党委以此为契机，着力改进
机关工作作风。进一步明确，机关不
得随意派单项工作组下基层，不在官
兵休息时间派遣检查组，不得临时向

基层额外附加公差任务，减少机关督
导频次，减少文电通知。同时，基地党
委开通“马上就办”平台，不定期召开
官兵恳谈会，听取基层心声，解决基层
难题。

机关改进作风，人员回归战位，基
层有更多精力瞄准打仗主责主业。官
兵反映，以往训练中的一些偏训漏训课
目得到补训。近日，保障二队输油管线
队齐装满员迎接上级应急油料保障演
练考核。一路上敌情不断，官兵灵活应
对，提前 30 分钟到达指定地域开展油
料保障。

新疆军区某储供基地依法正规基层秩序

借调人员回归战位
■程志强 李大伟

9月 23日，第 76集团军某旅组织轻
武器实弹射击训练时，严格落实条令条
例和《陆军军事训练大纲》要求，场地设
置要素齐全，人员紧张有序，重要点位摄
像机全覆盖无盲区。

此前，该旅领导在一次检查基层实
弹射击训练情况时发现，个别单位存在
指挥员口令不规范，出发和射击地线距
离不一，修械员、安全员、医务员等人员
保障不到位等问题；有的现场组织秩序
不够正规，警戒人员战备意识不强，为训
练埋下安全隐患。
“开展轻武器实弹射击训练，涉及

范围广，不确定因素难以排查，危险系

数较高。”作训科参谋孙彤彤表示，射击
技能作为常态化考核课目，组织实弹射
击相关环节复杂，容易出现问题。比
如：一名新兵首次进行轻武器实弹射
击，突遇子弹卡膛，一着急不知如何处
置；季度考核中，有个连队指挥员口令
不规范，靶壕报靶员还未上报环数，新
一轮射击子弹已从头顶飞过；一次实弹
射击结束，某连军械员清点枪支入柜
时，发现枪未关保险……

训练安全无小事，严格规范训练组
织管理尤为重要。针对实弹射击训练中
存在的问题，该旅机关组织各单位严格
落实训练大纲要求，在每次实弹射击前，

逐级召开安全形势分析会，摸排安全隐
患，派出心理医生对参训人员进行心理
评估。严格落实轻武器射击场地设置要
求，确保各点位随时保持“战位”，并组织
相关科室对保障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实
现“持证上岗”。旅里还规范射击指挥口
令，要求各级落实责任制度。

规范训练组织制度是一把“安全
锁”，确保了训练安全，提升了训练质
效。在最近组织的一次实弹射击考核
中，笔者看到，按照规范的场地设置，各
个点位间清晰明了，保障人员佩戴红色
袖标认真执勤，参考官兵严格按要求有
序展开。

第76集团军某旅规范训练组织制度

为实弹射击训练加上“安全锁”
■白 楠 赵永斌

前些天，听到一位基层战士的抱

怨，说条令明文规定，星期六可以用

于集体组织文体娱乐活动，也可以安

排休息。可他所在连队周六不是加

班补训，就是组织文体活动，双休日

变成了单休日。

这位战士的抱怨绝非个例，一些

官兵普遍反感的土政策土规定，在个

别基层单位依然没有得到根除。比

如，一名战士训练成绩不达标全班加

班陪练，战士执勤打瞌睡被罚一月内

不准请假外出，节假日随意安排计划

外集体活动，等等。这些现象，说到

底还是带兵人的法治意识不强造成

的，挫伤了战士练兵打仗的积极性。

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落

实到基层部队，最关键的是要筑牢带

兵人的法治信仰，增强带兵人的法治

意识，提高带兵人依法管理的能力素

质。基层带兵人作为法规制度的具体

执行者，只有自觉将法治信仰融入心

中，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落实法规

制度才能不搞变通、不打折扣，基层全

面建设才能沿着法治轨道健康运行。

法贵必行，行贵当严。带兵人心

中有了法治信仰，管理中就会依法行

事，作风上就会依法律己，一切工作就

会依法依规开展，基层各项工作就会

不偏航不迷路。现实中，有的带兵人

对法规制度缺乏敬畏之心，做决策、办

事情随意任性，不按制度规定和计划

安排办事；有的不严格执行条令条例，

搞一些土办法土规定；有的“一朝权在

手，便把令来行”，以权压法，以言代法，

助长了官僚主义作风。这些，最终影

响的是部队战斗力建设。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

法之必行。带兵人心中的法治信仰

树得牢不牢，日常工作生活中能否做

到依法依规办事，直接影响官兵的法

治意识和单位的法治环境建设。作

为带兵人，在法规制度、条令条例面

前，要始终咬定原则不放松，严于律

己，坚决做到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

授权绝不为。要自觉增强法治意识，

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尤其要善于依

法规制度谋事、管人、用权，自觉维护

法规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养成善

于运用法治思维抓落实、谋发展的思

想和行动自觉。这样，才能形成官兵

学法、信法、用法、守法的法治环境。

信仰需要行动诠释。带兵人的

法治信仰、法治意识，是在一点一滴、

一字一句的尊法学法当中培塑的，是

在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的守法、用法

过程中涵养的。因此，带兵人要始终

信仰法治、坚守法治，抓管理、搞建

设，都要与法规制度对表，摒弃依靠

行政命令、依靠习惯和经验开展工作

的做法，用自身模范行动影响和带动

官兵，引导官兵把法治内化为政治信

念和道德修养，外化为行为准则和自

觉行动，依法履职尽责，形成办事依

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

盾靠法的良好氛围。

（作者单位：32275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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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集团军某旅按照新大纲要求，近日在陌生地域组织开展机降协同训练，锤炼部队联合作战能力。

李士龙摄

北部战区陆军某旅按照

条令条例要求，组织官兵对

武器装备进行维护保养。图

为指挥通信连中士张俊祥在

擦拭枪支前，进行分解结合

的讲解示范。

马 强摄

前不久，武警江西总队九江支队与
驻地某律师事务所组成法律服务小分
队，走进基层营区进行法律知识巡回宣
讲，开设法律咨询席现场解读政策法规，
为军人军属涉法问题提供法律援助。

支队调研曾发现，官兵个人及家庭
涉法问题日益增多，支队法律骨干力量
相对薄弱。为此，他们与驻地某律师事
务所签订共建协议，成立法律服务工作
站，聘请专业律师担任支队法律顾问，定
期开展“送法进军营”活动，面对面宣讲法

律法规；在长期聘请地方专业人员担任
法律顾问的基础上，成立法律骨干培训
班，为各基层中队培养法律骨干；收集整
理借贷、土地纠纷等官兵常见法律问题，
编印下发基础知识手册。

他们还依托强军网、微信公众号等
新媒体开设官兵涉法网上援助站，官兵
可以与律师进行一对一法律咨询，打破
以往时间、地域限制，还能更好维护官
兵个人隐私。

战士小赵老家进行村级公路修建，

在与施工方就房屋拆迁补偿问题协商
未果后，家里房屋遭强拆，引发纠纷。
得知这一情况，支队保卫部门主动携手
“编外”法律顾问，帮助其分析案情、提
供援助，并派人赴小赵家乡调查取证，
协调地方有关部门帮助维权，最终得以
解决。

今年以来，该支队借力地方资源开
展法律知识讲座 10余场，为 20余名官
兵提供法律援助，指导协助解决拆迁补
偿纠纷等涉法案件2起。

武警江西总队九江支队借力地方资源开展法律服务

“编外”法律顾问解兵忧
■刘 强

“能否合并？能否简化？”9月中旬，
作为文电承办人，看着案头上级下发的
几份传真电报，辽宁省营口军分区政治
工作处干事齐亮赶紧到机关几个处室
转了一圈，询问有没有类似的通知，好
一并汇总处理。

文电下发程序的细节变化，体现了
这个军分区党委机关纠治文电过多问
题的新气象。

加班加点干工作

为啥不讨好

“以前文头换一换，文电层层往下
转发就行了。”齐亮一边打开电脑一边
告诉记者，如今行不通了，军分区机关
下发的每一份文电，都要经过严格审批
把关。

有段时期，单位文电通知“满天
飞”的现象屡见不鲜。有一次，齐亮到
基层座谈，有官兵反映，机关某部门下
发了一份《关于转发抓好近期几个重
要通知落实的通知》，内容照搬上级通
知，没有结合实际提出具体落实措施，
显得大而空，基层官兵不知如何着
手。虽然这个通知不是自己经办的，
但是也给齐亮提了个醒：乱下通知招
基层烦、惹官兵怨。

齐亮坦言，文电曾一度是个别机
关部门抓建基层的“万能钥匙”，往往
是一项工作通知发了，机关就感到自
身责任尽到了。“这把‘钥匙’使用起来
成本低，收益又高，再加上长期缺少约
束，才会越用越顺手，越用越任性，进
而出现上级通知改头换面直接下发，
或者依样画葫芦‘击鼓传花’等现象。”
有段时间，熬夜加班拟写通知成了齐
干事工作常态，“常常为一段文字、几

句话琢磨好长时间。”
可机关干部这样加班加点干工

作，在基层官兵那边并不讨好。基层
官兵曾流传一种说法：“黑头管不住红
头，红头管不住笔头，笔头管不住无
头。”这里的“黑头”说的是法规制度，
“红头”指的是上级文件，“笔头”指的
是领导批示，而“无头”指的正是过多
过滥的文电。

一些基层官兵深切感到，文电通知
过多，工作不知道从哪里干；而没有了
文电，又不知道如何干。

敲碎脑袋里的“坛

坛罐罐”

一直以来，齐亮感到有个怪圈似乎
走不出来，那就是“文电越治越多”。他
刚到军分区时就听基层官兵这样说，如
今当上了机关干事，基层官兵还是这样
说。
“涤荡脑袋里根深蒂固的人治思

维，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多年来，无
论思维方式还是行为方式，无论工作方
式还是指导方式，一些机关干部形成了
一种惯性和路径依赖，感到文电是“法
宝”：安全管理工作出了漏洞，发个通知
要求“重视安全”；基层休假难引发意
见，发个文件要求“抓好落实”……要表

达什么事情的重要性，最简单的办法就
是下发通知。

一些基层干部说，“天不怕，地不
怕，就怕周末上级来电话！”这样的事
经常能遇到：周五临近休息了，突然接
到上级某项通知指示，一般要求限期
上报材料、完成工作、准备检查等等。
通知一来，基层不敢不从、不得不为，
一些干部职工周末不得不在加班中度
过。
“有人得好处，没人挨板子”。开展

纠治整改不能摆脱这样的“惯性”，那就
无法走出“清理一批又冒出一批”“一边
清理一边生产”的尴尬怪圈。

如何解开死结？齐亮认为，最根本
的是来一场依法依规的理念革命，敲碎
脑袋里的那些“坛坛罐罐”。不消除长
期存在于各级机关的‘文电情结’，纠治
问题难免如同菜地里的韭菜——割了
一茬又一茬。

给泛滥的文电通

知戴上“紧箍”

利用一个多小时，齐亮汇总了其他
部门的工作安排，对《关于做好节日期
间安全工作的通知》进行了梳理，然后
经过相关领导两次综合审定，才下发到
基层。

“我自己得先吃透上级文电精神实
质，每次拟制、签发文电都要与相关法
规对对表。”齐亮说，如今，每当拿起桌
上电话要打给基层，他都会停顿一下，
思考一下这个电话是不是必须打，有多
大实际效果，是不是可以改进一下方
式。

法之不行，文电乱象难解。采访
中，一份《省军区为基层减负七条刚性
措施》映入记者眼帘。措施对部署工
作的指导性文件、综合性报告、传真密
码电报等不同类型文电字数作出明确
规定，要求对上报告情况、对下转发通
知，不凑字数、不攒条数，有长则长、
能短则短，禁止刚部署工作就要情况
要结果……
“求减更须求变，纠治文电乱象，

是新体制下依法治军道路上必须翻越
的一道障碍。”军分区领导介绍。结合
中央军委印发的《关于解决“五多”问
题为基层减负的若干规定》，他们制订
了《党委机关指导基层措施》《文电通
知管控实施办法》等规章制度，对减少
文电数量、规范文电报批、压缩文电篇
幅进行了细化和规范，推行机关网络
办公、制发文电精、短、实等一系列措
施。

多项刚性措施出台后，基层单位文
电收发数量明显下降。
“文电通知悄然发生的变化，让机

关基层都轻松！”齐亮坦言，如今只要随
时根据部队需要，发挥好“关闸”“分流”
作用就行了。
“一些不必要的通知少了，就可以

安心干点‘正事’了。”鲅鱼圈区人武部
军事科科长王小明告诉记者，以前只要
一听到信息声、电话铃，就条件反射般
的心里“咯噔”一下，估计很可能上级来
通知了。现在，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接到
上级下达的“紧急通知”了。

走出纠治整改“割韭菜”的怪圈
——辽宁省营口军分区党委机关精简文电的新闻调查

■朱世伟 本报记者 宋子洵 特约记者 赵 雷

“五多”是个老问题，而且会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演化变异，不时花样

翻新。“五多”之一的文电多也有这个特性，如果不能紧随形势任务常抓不

懈、有效纠治，不仅分散基层精力，使官兵疲于应付，还会影响到练兵备

战。纠治“五多”问题需要下大力反复抓。各级要严格落实中央军委《关于

解决“五多”问题为基层减负的若干规定》，综合施策，共同发力，上下联手

共同纠治，坚决走出纠治整改“割韭菜”的怪圈。

法 治 进 行 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