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基层减负累累累

Mark军营

新闻“1+1”“《党支部会议记录本》记得太少被
通报，记得太多也被通报，这可咋整？”
看着桌上摆着的两份问题整改清单，第
80 集团军某旅无人机连指导员周广杰
一时间犯了难。

一个问题，整改清单缘何相互矛
盾？事情还要从上个月的一次专项检
查谈起。

那天，机关工作组下基层进行安
全检查，发现无人机连安全形势分析
存在缺项漏项，且未将会议内容体现
在党支部会议记录本上。“当前，任务
多项展开，训练强度增大，安全形势面
临严峻挑战，可反观你们的安全分析内
容，却没有围绕任务转换、事故通报等
展开专项的安全形势分析，存在议得不
全的问题……”工作组人员不仅当场
指出了问题，事后还专门发了通报。
对此，周指导员感到十分委屈，前期
他为了缓解基层压力，将各类安全形
势分析统筹合并在一起进行了专题分
析，却被扣上了议得不实的“帽子”。

虽然心有不悦，但为了在下次检
查中不被批评，周广杰赶忙按照问题
清单进行了整改。

几天前，机关组织“为基层减压减
负”检查，有了前车之鉴，本以为这次

不会出纰漏，但问题还是来了——无
人机连因为会议开得过频、过急，内容
太多、太杂，“痕迹主义”严重，又领了
一张“罚单”。
“检查的目的是指导帮带基层，

检查组不能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
调。”有官兵直接将问题反映到“首
长信箱”里。
“在法规制度和检查标准的制定

上，要进一步规范统一，各级不得刻
意细化、随意量化。”该旅领导告诉记
者，出现此类问题错不在基层，在于
机关检查组协调不力、指导不力，导
致基层忙乱。

为此，该旅立即展开专题调研，
很快便出台一份机关检查指导工作
规范。翻开规范，记者看到不少举
措：同一个问题不能开两份问题清
单；现场可以解决的问题，坚决不
作通报；要将懂基层的机关干部派
到营连检查指导……18 项明确清晰
的内容紧贴基层实际，给检查组戴
上了“紧箍咒”。
“提出问题，党委机关认账认领，

出台的措施得当有力，再也不用担心
出现‘两份问题清单，不知听谁的’
的尴尬情况了。”排长欧阳棋如是说。

第80集团军某旅规范机关检查指导减少基层忙乱

两份问题清单，到底听谁的？
■本报记者 宋子洵 特约记者 杨国军 通讯员 李骐光

在这个旅采访，记者得知官兵总

结出三类“最不受基层欢迎的检查

组”，细细琢磨，一点不假。

其一，“五湖四海”临时拼凑的检

查组。这类检查组成员主要由“懵懵

懂懂”的新同志或是“专业不对口”的

老同志组成，不懂装懂，浮在面上，动

不动瞎指导、乱批评。

其二，匆匆忙忙不得不来的检查

组。有的例行公事走过场，时间短、动

静大；有的是陪同上级检查组，坐地升

官，吆五喝六；还有的是为迎接更高一

级检查组打前站，口气大、架子足，不

顾基层承受能力提条件，搅得基层无

所适从。

其三，标准繁杂各执一词的检查组。

主要表现在检查标准不统一、可变通性

大，要么是检查标准在设计时就有问题，

要么就是在执行时理解不同、尺度各异。

综观这三类检查组，它们都有一个

共性特点，那就是不但无法帮基层解决

实际问题，还会给基层添乱，好像基层

就是专门配合他们检查的演员。殊不

知，成立检查组的目的是为了掌握情

况，发现问题，研究对策，促进发展，绝

不是为了写材料、搞配合、做样子。到

基层部队检查，固然要坚持问题导向和

目标导向，但也不能“鸡蛋里挑骨头”，

事无巨细“批”字当头、不问实际板子乱

挥，更不能“你好我好大家好”，有问题

视而不见、该批评碍于情面、当惩戒于

心不忍，搞好人主义那一套。

检查组和基层之间的关系应该是

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相互坦诚的。如

果检查部队成了工作留痕、体现权威

的方式，进而抱着相互猜疑、相互隐瞒

甚至互不负责的态度，无论对上级机

关还是基层部队，都是极大的伤害。

说说最不受基层欢迎的检查组
■宋子洵

10月下旬，即将集训结束下连任职
的新排长刘思萌，来找我请教带兵经验。

看着这个浑身充满干劲儿的新排
长，我仿佛看到了 2年前的自己。那种
想要尽快和战士打成一片、融入连队的
心情，我感同身受。于是，我敞开心扉，
把自己当新排长时的一段特殊经历讲
给他听。

2017年 7月，我从院校毕业来到部
队，成为一名新排长。刚到连队的时
候，我就思考着如何尽快踢开“头三
脚”，赢得战士们的认可。

2个月的新排长集训，我的潜力不
断激发，能力素质得到极大跃升。结业
考核时，我取得了综合排名第一的好成
绩，被评为优秀学员。那时候，我对接
下来的排长任职信心满满。

下连之后第一天到训练场，我正寻
思着要找个机会“精彩亮相”，让排里战
士们看看我这个新排长的厉害。没想
到，还真有人找上门来了，一班长竟然
主动找到我，提出要和我切磋切磋。

意外之喜，这正是我露脸的好时
机！一定要挫挫他们的锐气！
“战术基础动作，李排 14秒 22，一

班长 15秒 31”“手榴弹投掷，李排65米，
一班长 52米”，几轮比试下来，每个课
目一班长都比我稍逊一筹，胜利的喜悦
一时冲昏了我的脑袋。借此机会，我把
战士们都集合起来，用“胜利者”的口吻
对他们说：“谁要是不服，就来和我比一
比！看看你们有多大本事……”感觉到
战士们一下子被我震住了，我得意地笑
了笑。

树立“威信”之后，战士们一个个都
被我管得“服服帖帖”。一旦谁有偷懒

苗头或者负面情绪，我马上就提议“训
练场上比比看”，自诩探索出带兵之道
的我开始沾沾自喜。然而，不久之后发
生的一件事，使我彻底改变了想法。

一天晚上我去查房时，发现排房里
面几个战士在小声嘀咕，就贴在门口听
了听。“李排长不就是体能好么，有什么
好嘚瑟的”“是啊，摆着一副高高在上的
样子，整天把‘不服来比比看’挂在嘴边”
“我就不信打仗的时候他一个人能打赢
一个排”……

黑夜无声，战士们的牢骚显得那么
刺耳。我开始反问自己，是否真正融入
了这个集体？带兵只靠出色的军事素
质就可以了吗？

一枝独秀不是春，战士们的话点醒
了我。作为一线带兵人，“跟我上”的意
义不单单是自身素质过硬，还要帮助战
士们成长进步，让他们能够“跟得上”。
作为排长，如果不能下真功、动真情，俯
下身子尽心尽力去帮带战士们，排里只
会成为一盘散沙，何谈合心合力合拍，
何谈凝聚力战斗力？

从那晚起，我放下架子主动向排里
的老班长请教带兵方法和经验，同时在
训练场主动做示范、讲心得、教技巧，积
极帮助战士们解决训练和生活中出现
的问题和困难，把他们当成亲兄弟，真
心真意走近他们、融入他们。

渐渐地，排里的战士也开始主动
找我聊天和请教，我感觉与大家的
距离越来越近，排里的凝聚力也越
来越强。

听了我的一番经历，新排长刘思萌
点了点头，直说受益匪浅。

（吴 阔、叶津华整理）

既要“跟我上”，也要让战士“跟得上”
■南部战区陆军某旅侦察连排长 李英杰

值班员：第72集团军某旅炮兵营

榴炮三连排长 田 科

讲评时间：10月16日

最近听到个别同志反映，我们带兵
骨干在整理内务、打扫卫生这些小事上
对待新兵方法过于简单，往往一句“返
工重搞”应付了事。

新兵刚入营，对他们严格要求是好

事，然而，有的带兵骨干在指导工作时，
方法太过简单，认为只要重复做就能做
好，结果新同志干得多学到的少，有时
甚至适得其反。

基层部队日常工作看似简单，但新
同志以前没有接触过，常会做不好。我
们带兵骨干应该主动靠上去，对他们多
些传经验教方法，少些“重干”“再来一
遍”，因为授之以渔才能提高更快。

带兵要注意教方法

值班员讲评

国庆前夕，军委机关事务

管理总局某训练大队迎来第一

批新兵，他们一入营，就受到班

长们的热情接待。图为新训班

长寇玉磊为新兵武文强盛上一

碗热汤面，让他感受到了军营

的温暖。

宋 威、李咸强摄影报道

军营第一“面”

高 阳绘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
人他在多远的未来……”10月上旬，记
者站在第 81集团军某旅防化二连的课
室门口，心生好奇，本是政治教育的时
间，为何歌声不断？

走进一看，上等兵李如志正站在讲
台上唱着《遇见》以歌相和，侃侃而谈，
讲述自己参加上级比武的故事。台下
的官兵聚精会神，一改以往昏昏欲睡的
情形，短短 5分钟的授课便响起了三四
次掌声，让一向内敛的李如志直言所有
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这也正是该连指导员孔祥增“遇见”
设计的初衷。他告诉记者，在他的这堂
课里，“我遇见”“我听见”“之我见”三个
部分环环相扣，最终都汇聚到“如何坚定
理想信念，自觉融入强军实践”这个主
题上来，课上不仅有比武代表登台，还有
大家以不同情节和形式的主动展现，自
己作为整堂课的组织者不仅要引导大家
往这三部分上走，还要及时用恰当的故
事和表现手段直击心灵，让大家有所感
悟，从而使课堂迸发出感染力和活力。

这样的一堂课准备起来其实并不
容易。在此之前，孔指导员进行过一些
探索，比如观看优秀政治教员的授课视
频，查阅大量的优秀教案，自己在课堂
上讲故事，带着大家看视频，事先安排

人员进行课堂互动等等，但依旧不温不
火，反响平平，甚至有几次课后讨论成
了形式上的表态发言，教育课不得不草
草收场。

究竟什么样的课堂，才能让官兵喜
闻乐见？孔祥增陷入了沉思。一次训
练间隙，几名战士围坐在一起聊天的场
景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不禁激发了他的
灵感，教育上我可以讲，战士们也可以
讲，人人都参与到教育中来，自然会受
教育。

如何才能让大家参与其中呢？孔
指导员坦言，为了准备好这一课，备课
教案本上足足写了 14页纸，在严格按
照上级要求的“标题、观点、事例、依
据、知识点、互动设计、语言表现力、多
手段运用”等“八要素”的基础上，他还
借鉴“我是演说家”“开学第一课”等节
目的表现形式，反复练习随机应变和
掌控课堂的能力。一周准备下来，孔
指导员直呼，“想让战士们上课不打瞌
睡真不容易”。

旅里不少政治工作干部都和孔指
导员有着相同的备课经历，看似简简单
单的一堂教育课想要上出预想的效果，
下的功夫要比原来多很多。负责教育
工作的宣传干事路世乾介绍，脱稿授课
开展以来，对授课人的能力素质和备课

质量要求更高，但课堂的效果也是明显
的，现如今听课打瞌睡的现象明显减
少，官兵们精气神十足。

记者跟随路干事走访检查了连队
的教育课，发现以往查笔记、看登记、考

理论的“老三样”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
推门听课、直奔课堂、现场聆听；此外，
每个月机关还会组织专门的备课示教
以及配合活动，促进了教育质效与授课
人的能力素质同步提升。

上孔指导员的课，不瞌睡！
——第81集团军某旅鼓励脱稿授课增强教育实效的探索系列报道之三

■江雨春 本报特约记者 张 旭

10 月初，我和连值班员检查内务
卫生时发现，不少战士的床头柜和衣
柜抽屉中存放着治疗头疼脑热的药
品，一看名称和商标就知道是经常打
广告的，价格都很昂贵。

头痛感冒、拉肚子等小毛病，卫生
队都能免费治疗，为什么战士们爱买
“广告药”？事后，我与一些战士交流，
询问他们买“广告药”的原因。战士们
告诉我，卫生队开的药都是便宜药，担
心效果不好，而广告推荐的新药虽然
价格贵，但疗效肯定更好。

卫生队开出的便宜药就不是好
药，而价格昂贵的“广告药”就是好
药，这种认识误区在战士中并不少

见。我将这一情况上报营领导后，营
里专门请来了卫生队军医给官兵上
了一课，详细介绍了如何科学合理用
药的问题。

卫生队军医用实际案例告诉大
家，生了病对症下药最重要，药品的价
格高低并不重要。此外，营里还请专
业人员从市场的角度介绍药品的市场
定价机制，从而使大家更加深刻地认
识到，价格高并不一定就代表效果好。

听了几堂讲座后，战士们恍然大
悟。上等兵小李说：“以前不听医嘱，盲
目听从广告买药的做法太荒唐、太可怕
了，不仅花了冤枉钱，还不一定能治好
病。”他的一番话，道出了战友们的心声。

战士们为啥爱买“广告药”
■刘葆旭

营连日志

在这个旅采访的几天时间里，记者

对开展教育感受最深的就是“用心”二

字。脱稿授课只是一种探索、一种形式，

脱不脱稿不一定很重要，让大道理通过

授课人的引导走进战士们的内心才是关

键所在，这不仅需要教育者用心准备，更

需要教育者用心思考。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当

前在部队教育课上，大道理讲不清、小

道理说不透、歪歪理驳不倒的现象依

然存在，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与个别

教育者自身能力素质不够有关，想给

战士们一碗水，自己却没有一桶水。

此时，如果基层的灵魂工程师们还不

用心，意识不到能力不足的紧迫感、本

领恐慌的危机感，就难免陷入少知而

迷、不知而盲、无知而乱的困境，教育

效果更无从谈起。

同频才能共振。广大教育者在不

断提高自身能力的基础上，还应在教育

走活、走深、走实上多下功夫，选好理论

与现实的切入点，尽可能地把大道理和

生活常理结合起来，把解决思想问题与

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深入一线调查

研究、“解剖麻雀”。只有奔着现实问题

和活思想去，紧跟时代发展不断创新方

法手段，才能改变教育者唱“独角戏”的

尴尬局面，激发官兵参与教育的内在动

力，形成人人都是教育者、人人都受教

育的生动局面。

备课用心，官兵走心
■张 旭

采访手记

关注政治教育实效性

带兵人手记

互联网邮箱：jbjccz@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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