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不是这份文书调研报告，也许
很难觉察，该师基层文书们曾经历过的
那些不可思议的故事——

因为“白天干扰多，工作不出活”，许
多工作只能晚上处理，大部分文书每天
都要加班到午夜后。

最忙的一个月，一名文书接收了
200多份上级文电通知，上报各类请示、
报告和文字材料均在 60份以上。有人
开玩笑说：“仅从数量上看，这相当于几
名机关干部的工作量。”

这些材料大多是机关要的。一名文
书说，自己一年撰写上报的各类材料近
10万字，这些材料被保存下来，多数又
成了日后应付上级索要材料时重复利用
和加工的“原材料”。

接电话是文书最重要的业务之一。
有时候挂了电话才发现，“一支点着的香
烟还没吸一口已经燃尽了”，有时候电话
会在熄灯后打过来。电话响起，意味着
任务来了。为了避免遗漏，文书们大多
养成了速记和第一时间报告的习惯。尽
管如此，因为事务繁杂，“转头就忘”造成
工作疏漏挨批评的情况仍时有发生。

事实上，根据条令规定，文书原本不
用这么忙。然而，因为“某些说不清道不
明的原因”，文书承受着基层其他官兵难
以理解之“痛”。

痛点一

不怕忙得焦头烂

额，就怕忙得没意义

已是深夜，电脑前，文书李强终于在
《今日工作总结》上敲完最后一个句号。
正想关电脑睡觉，眼睛扫过桌面便笺上
的“明日待办事项”，李强又感觉头皮发
麻，睡意全无。

午休时间统计上报官兵定级考评成
绩，体能训练时间核查官兵证件，晚上校
对打印专业训练教案……密密麻麻的文
字用阿拉伯序号整齐排列，多达 13项，
而这些还只是临时任务，如果把日常必
办事项统统列进去，“根本干不完”。

实际上，夜晚加班在文书队伍中已
是常事。该师调研显示：18%的文书与
李强有相似的处境。26%的文书表示，
日常任务过多，一个人周转不开，误时误
事屡屡发生。

以文电上传下达为例：某团炮兵营
文书仅今年 2 月就收到了各类文电通
知 202 份。某防化连文书曾在一周内
收到文电通知 59份，涵盖了信息统计、
报送材料等方方面面。某工兵营文书
程建回忆，今年 1 月，自己平均每天要
上报各类报表 5.5份，“看到表格就头晕
眼花……”

作为连队“管家”，忙碌并非不能接
受，最让文书们感到厌烦的其实是反复
折腾——名目繁多的各类登记统计最受
人诟病。

目前，仅连队正规化建设所需登记
统计项目合计就有 6类 40项，多数需要
文书随到随办或者每天更新。调研中，
超过 60%的文书反映，因为标准不一造
成的格式错误，各类统计很难一次性过
关。

去年底，某连文书高志杰为全连近
百名官兵录入考评信息时，原本半天的
工作，却因上级对格式标准反复调整，前
后返工5次，折腾了整整7天才弄完。

文字功底强、会写材料一直是衡量
文书胜任岗位的一条重要指标。该师调
研显示，39%的文书反映工作花费时间

最多的是“撰写上级索要的报告、材料”，
28%的文书表示，加班熬夜最多的事同
样还是“梳理各类讲评材料”。

某营文书刘文涛说，去年年底，团
里落实士官队伍履职尽责分析讲评，机
关要求营连自主上报情况，他辛辛苦苦
撰写的一份 2000 多字的报告，被机关
采用不到 200 字，“感觉付出没有得到
重视”。

除了繁重的业务负担，一些客观因
素同样让本就宝贵的工作时间捉襟见
肘。去年驻训，由于实行野战化宿营、战
斗化部署，某连距离文印室近 2公里，文
书腾锋曾为打印一份文件在文印室和连
队之间奔波3趟，耗费了 2个多小时。

痛点二

不怕头绪多，就怕

工作统不好

去年夏天的一个深夜，某团一连值
班室内，文书高远峰对着电脑屏幕发呆。

他很清楚，此时已经超过装备部门
要求某型装备数据统计的上报时限，可
他眼前还有 10余份 300多页的专业训练
教案没脱手。

想起连长下的死命令——“作训股
明天要检查，就算不睡觉，今晚也必须校
对完”，疲惫不堪、心力交瘁的高远峰揉
了揉眼睛，点燃一支香烟……

难熬的并非这一夜，无奈的也不止
高远峰。

很多时候，“令出多门”却缺乏统筹
协调，加之有的连队主官预见性不强，文
书们需要同时处理不同业务部门安排的
多项工作。工作堆积到一起本就让文书
左右为难。雪上加霜的是，职责定位模

糊，导致一人分饰多角，更让文书们力不
从心。

调研中，超过半数文书反映，“感觉
连队什么事都离不开文书，连主官干什
么事都要先喊文书”，从核对信息到制
订方案，从会议记录到打印资料，如此
种种看似“举手之劳”，实际上积少成
多、费时费力。跑跑颠颠之间，“即使不
参加体能训练，每天也能轻松运动过万
步”。42%的文书表示日常业务工作之
外占用时间最多的是“连队干部安排的
杂活琐事”。

现实中，许多文书还身兼库室保
管员、网络管理员、新闻报道员、板报
员等多种角色，有的连取快递都成了
分内之事。

基层忙乱，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机
关统筹不力。41%的文书有过在午休、
熄灯后和节假日收到上级通知的经
历，“一到周五，文电通知就像开闸放
水，一股脑倾泻到基层”。谈及原因，
36%的文书认为，上级机关有时在处理
单位与部门、整体与局部之间的关系
时只顾自己，没有充分尊重基层实际
和官兵需求。

该师去年开展的一项关于机关服务
指导基层的问题调研可以佐证：43%的
机关干部承认，曾因注重排场、办事急于
求成，对基层安排工作过急过满，给任务
不给条件、给时限不给时间，导致基层疲
于应付。

一名机关干部举例说，对一些不需
要书面下达的通知和要求，往往一个电
话就办了，随意性比较大。为了提高自
身工作效率，有时同一个部门的不同干
部同时向基层要同样的数据，“为自己考
虑得多，确实忽视了基层的感受”。

与此同时，营连主官自主抓建思路
不清导致工作冲突，同样是文书们“不可
承受之重”。18%的文书有过类似的经
历——主官想到什么抓什么、上级强调
什么抓什么、机关检查什么抓什么，心中

没目标、工作没标准，搞得官兵晕头转
向。

去年年底，大学生列兵周康接任连
队文书后，请教前任文书，自己应该具体
干哪些工作。前任文书思考良久，回答
耐人寻味：“具体岗位分工还真没人给我
讲过，按我的经验，机关安排的必须要
干，主官要求的肯定要干，连队需要的全
都要干。”
“既然都要干，那究竟啥算分内、啥

算分外，就没有一个清晰的界限？”这“三
个要干”让周康更加摸不着头脑。

痛点三

不怕吃苦，就怕

“苦尽甘不来”

去年底，某炮兵连文书赵东东紧攥
着笔，写下“检查”二字后，一阵酸楚涌上
心头。

那两天，赵东东加班加点，一口气上
报了十几份材料和统计表。不料，其中一
份因格式不正确、内容有错情被机关通
报，指导员要求他写出深刻的书面检讨。
“干好 100件事记不住，干错一件事

就揪住不放？”赵东东越想越委屈，一肚
子苦水无处可倒。

该师 25%的文书表示，吃苦不讨好
的现象在自己身上时有发生。一些连队
主官嘴上挂着心疼，然而一旦工作中出
了问题，批评随之而来。

调研中，85%的文书反映，岗位业务
培训主要靠“师傅带徒弟式”的短期传授
和自我摸索，主官多数时候只要结果不
看过程，自己需要在“零试错”的环境中
不断学习新事物、提高熟练度。

个人成长进步尝不到甜头，同样让

文书队伍的动力渐渐流失。由于工作涉
及面广、要求细致，文书们的“高光时刻”
很少，出糗却往往被记在账上。

调研中，63%的文书表示很少在连
队晚点名和各类讲评中受到表扬。此
外，由于文书长期伏案工作，缺少充足睡
眠和体能锻炼，军事素质难免落后。
37%的文书表示，因为频繁分派的临时
性任务耽误自身训练、考核，定级难通
过，评功评奖意愿总是泡汤。
“其实忙一点累一点没啥，关键是找

不到认同感。”上士董永刚对于文书岗位
又爱又“恨”：爱的是能锻炼人、培养人，
能力素质提高快；“恨”的则是苦过累过
还不被理解。

这在文书队伍中是一种普遍共
识。平时加班熬夜不算，每逢过节，文
书是最忙的时候，从节前的“五表”制
作、节中的通知落实到节后的总结讲
评，都是文书的事。

即便这些被看在眼里，战斗班的战
友们依旧不理解，身体累、心里苦俨然成
了文书队伍的真实写照，超过三分之一
的文书找不到价值认同，“不知道自己在
瞎忙些啥”。

下士艾力曾经也说过不少文书的闲
话：“那时候感觉文书是连队主官身边的
‘红人’，只需敲敲键盘打打字，风吹不着
雨淋不到，既舒服又体面。”但担任文书
后，他才体会到另一种滋味。
“干好是分内职责，失误就难辞其

咎。”艾力表示，最怕上级来检查登记统
计资料，一旦出了问题，首先“倒霉”的就
是自己。

由于工作节奏很难与其他官兵同频
共振，文书常常“一个人在战斗”。某高
炮连文书姚国利工作标准严，丁是丁卯
是卯，而平时训练、娱乐等活动又很难与
战友“合拍”。久而久之，几位同年入伍
的战友对他产生了看法，觉得他不近人
情，导致他几次收集资料都碰了“软钉
子”。

痛点四

不怕辛苦受累，就

怕累得难以言说

“大家都不容易，要不你再坚持坚
持？”

然而最终，文书高超还是“辞职”
了。这一次，面对连长的挽留，一心想回
战斗班的他没有选择妥协。

高超虽是某步兵连文书，实际的任
职命令却是“三班班长”。而实际履行三
班班长职责的，则是任职命令为连队文
书的另一名战士。

按规定，这个连的文书最高编制到
中士军衔，两年前高超晋升为上士，不再
符合编制要求，连长觉得高超能力强、经
验足，培养新人周期长、上手慢，于是想
出了“偷梁换柱”的办法，并许诺等新人
培养出来了就放他走。

然而因为“连队正在上升期，连长处
在关键期”，两年过去了，前后培养的 3
名新文书工作标准始终达不到连长的要
求。眼看岗位越坐越实，向来耿直的高
超终于忍不住对连长说出了心里话：“我
再这么干下去，真正不容易的，恐怕是下
一任连长。”

和高超的经历相似，许多文书表
示，面对繁重的任务每每试图拒绝时，
“大家都不容易”渐渐成为了一种“劝
解”的说辞。不只是连队主官和文书之
间，调研中 38%的基层官兵反映，这几
年，随着机关服务基层的理念转变和制
度规范，机关和基层看似关系近了，实
际上往往是“该干的、不该干的一样不
落”。

某连文书张飞回忆，一次熄灯后，
机关电话突然打了过来，一名装备助理
员向其要装备数据。团里规定熄灯后
不接受机关业务，按规定本可拒绝，可
这位助理员和颜悦色，一句“上面突然
要数据，大家都不容易”，让张飞心软
了，只好从被窝中爬起来加班。

与拒绝人情时的难以启齿相比，另
一些情况则让文书们无可奈何。

去年年初，某营文书杨凯的办公电
脑需要维修，联系相关部门后，这个说
不归他们负责，那个说不在他们职责范
围内。按照保密规定，办公电脑又不能
拿到外面维修，“思来想去不知道怎么
办”。14%的文书反映，有的机关干部
缺乏主动为基层解决问题的担当，甚至
基层推机关、机关推领导，推诿扯皮“踢
皮球”。

也许是患难见真情，文书之间总是
惺惺相惜。遇到紧急任务，29%的文书
首先把求助的目光投向同行，而非连队
主官和其他人。一句“大家都不容易”，
他们之间便能互通有无，迅速形成“统一
战线”，毕竟“单枪匹马是真的不容易”。

文书之“痛”背后病因何在？该师随

之出台的53条减压减负措施改变了什

么？请读者继续关注后续报道。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使

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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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一份基层文书调研报告里的“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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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营，根据专业特点不同，基层营连一

般会编配军械器材员兼文书、军械油材员兼

文书、通信员兼文书等岗位。通常，这些人被

统称为“文书”。

官兵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一个好文书

能成就一个好连队，一个好连队必须有一个

好文书。”

文书既是营连主官统筹协调各项工作的

助手，还是掌管战备训练、武器装备和官兵“吃

喝拉撒”等日常琐事的“管家”。某种程度上

说，文书队伍是反映基层建设生态的一面“镜

子”，反射着领导机关的指导理念，折射着各级

干部的工作作风，衍射着基层建设的生态。

今年春季，新疆军区某师时任政治部主

任肖世才到挂钩帮建单位蹲连住班时发现，

某营营部居然配有2名文书，一人负责训练

和后装工作，另一个“帮忙”处理政治工作，俨

然一个“小机关”，但仍旧忙得不可开交。

“年度工作一展开就是快节奏，一名文书

实在忙不过来。”营主官的解释，透着无奈。

这一情况在该师政治工作讲评会上引发

热议。面对基层主官的满腹苦水，师领导感

到“事情并非‘超配文书’那么简单”。为了掌

握文书队伍的真实工作状态，顺藤摸瓜找到

问题根源，该师围绕全师文书的工作常态组

织了一次专项调研。

调查报告虽然只有短短5页纸，却如同

在平静湖面上丢下了一块石头，涟漪荡开，掩

藏在连队看似一切“井井有条”表象深处的基

层文书忙乱现象一览无遗。

文书队伍疲于应付反映出什么问题？现象

的背后，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究竟是什

么？释放基层活力需要怎样的革新？这些问题

在该师党委“一班人”的头脑里掀起阵阵波澜。

今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

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

知》，明确2019年为“基层减负年”。中央军

委也专门印发了《关于解决“五多”问题为基

层减负的若干规定》。在全军上下整治形式

主义为基层减压减负的大背景下，这份关于

文书工作状态的调研报告，成为该师剖析病

因对症下药的重要切口。

该师党委以文书调研报告为原点，剖析

官兵“苦、累、难、乱”种种现象，透视深层次形

式主义根源，制订出台减负减压53条具体措

施。

半年来，该师减压减负举措为官兵带来

不少现实改变。但祛除形式主义“病根”并非

易事，难以一蹴而就，该师和更多的单位仍然

在路上。

一份基层文书调研报告里究竟有何“痛

点”？文书之“痛”背后病因何在？该师有何

减压减负措施？围绕文书之“痛”的现象、原

因以及解决举措，本报从即日起推出3期军

营观察，敬请关注。

2019年7月，新疆军区某团组织班战术演练。为基层减负正在给练兵备战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吴建平摄

记者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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