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5 军营观察E-mail:jbjygc@163.com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４日 星期一责任编辑/魏兵

记者调查

新闻样本

为减去“赘肉”而努力的，远不
止 张 要 东 一 人 。 一 场 以 破 解 基 层
“苦、累、难、乱”问题为核心的理念
转变和制度革新，在新疆军区某师悄
然展开。

今年 3 月，师里自下而上征求到
100 多条意见建议，从加强训练指导、
完善训练保障、激发练兵热情等 9个方
面，研究出台“排解基层苦累难、提
升官兵获得感”53 条硬措施。对此，
师党委一班人非常清醒：减压减负并
非写在纸上的经验文章，如何将措施
一以贯之执行下去，才是需要重点关
注的难题。

打消“好文件能不

能真正执行”的疑虑

今年 6月，张要东接到师里将要进
行政治工作检查调研的通知，并预告了
检查的重点。对照要求，他需要做的准
备工作简单明了。

张要东介绍说，师里规定：机关不
得为了完成检查任务拼凑问题、吹毛求
疵，日常管理教育问题，只需通知基层
纠改，不再下发通报。在他看来，工作
指导理念上的转变，好像把压在胸口的
大石搬走了，整个人都轻松了。

事实上，“减压减负 53条措施”刚
一出炉时，更多人关心的是“好文件能
不能真正执行”。师党委决定把官兵们比
较关注的“落实双休日制度”这一条作
为切口。

那是严格落实“减压减负 53 条措
施”后的第一个周末，机关干部起床
后接到的第一个电话大多是询问“今
天真的不上班么”，轮休的干部照常
一大早赶到单位，害怕“计划赶不上
变化”。

在远离机关的基层部队，这种“不
适应感”更强烈。某营教导员李晓江特
意派人“潜入”友邻单位观察动向，
“只要他们休息，我们也休息”。四级军
士长董伟国当天担负连值班员，为了保
险起见，他还是把战士们带出室外组织
了一些简单的体能训练，“毕竟这些年
从来没有双休过，难说上面会不会再有
变化。”

出乎意料的是，这些“不适应”全
被收集起来，交班会上把“落实双休日
制度”单独列为专题进行讲评，休息好
了受表扬，休息不好还要挨批评。

官兵们从中体会到了师党委为基层
减压减负的态度和决心，疑虑一点点被
打消。

为帮助基层尽快解开束缚，师党委
做了一系列突破性尝试——官兵手机由
班排自主管理且不得上锁，除正课时间
均可自由取用；把营区卫生维护和绿化
种植外包出去，让官兵把主要精力投入
到训练中……

减压减负，最终目

的是为战斗力提质增效

今年 5月底，某团组织军事训练
考核，高炮一连以总评全团第一的好
成绩打了一个翻身仗。谈起去年的那
次考场“折戟”，连长刁盼盼有一肚子

苦水。
那次考评区分现场考核和军事训练

资料检查两个部分进行。尽管各类资料
在连部的会议桌上堆了半米多高，可仍
被查出训练登记缺项等问题。官兵现场
考核成绩优异，却因为资料检查拖了后
腿，排在全团倒数几名。

面对全连官兵失落的目光，刁盼
盼感到自责又懊恼：“战斗力水平明
明提升了，为什么非要揪住这些本本
不放？”

今年的考核，按照规定，高炮一
连连部桌上只摆了薄薄的几本登记手
册，机关按照“检验真实战斗力水
平”的原则，着重考察官兵单兵训练
水平和连队整体作战能力，大幅削减
了资料检查项目并压缩了其所占的分
数权重。

考评制度的优化，为基层立起了
“战斗力水平提升”这个检验训练质效
的标尺。一系列加强训练指导的措
施，为推动战斗力水平提升提供了
“东风”。

“减压减负，最终目的是为战斗力
提质增效。”作训科科长王克明说，
“减压减负 53 条措施”不仅在禁止索
要材料、严控文件通知、防止量化评
比过滥等方面做“减法”，同时围绕加
强训练指导、完善训练保障、激发练
兵热情等方面做了“加法”，激励官兵
主动思战、专心谋战、聚力研战、齐
心练战。

新的举措让某步兵团炮兵专业分队
组训骨干秦亮受益匪浅。炮兵专业在步
兵团属于小兵种专业，教学资源长期匮
乏。措施出台后，该师区分专业性质，
评定 8类 27名首席教练员，根据各团教
学需求，派首席教练员上门进行指导。
与此同时，野外驻训期间，师里集中各
小兵种专业分队采取“小专业、大集
中”的模式分别跟随兵种团集中开展训
练，使训练效益得到保障。

严 格 按 规 章 制 度

办，大家都容易了

“哪些该有、哪些不该有不再是糊
涂账，谁来填、怎么填也有了硬杠
杠。”登记统计制度愈发规范，让某连
文书唐杰切身感受到减压减负带来的变
化。

今年 4月，师里依据《内务条令》
《基层建设纲要》等相关规定，参照机
关对口业务科室意见建议，梳理归纳了
基层连队正规化建设所需“软件”资料
和登记统计项目，取消了《手机出入柜
登记本》《在外人员管理登记本》等一
批“本本”，让饱受登记统计之苦的营
连主官和文书们拍手称赞。
“纠治‘五多’就像治病，要盯着

患处用药、直击病根。”师里要求，除
《基层建设纲要》《党支部工作条例》以
及军以上单位明文规定外，各级不得随
意要求基层将业务工作上会研究，更不
得动辄要求专题研究。单项工作能纳入
每月全面建设形势分析的，不得单独开
会、单列议题、重复分析。
“基层点名不超过 15分钟、连务会

不超过 1 小时、交班会不随意扩大范
围。”自从出台会议活动统筹审核制
度，该师通信营教导员余林源明显感到
开会、陪会和候会的次数少了，会议的
时间也短了。翻阅会议活动统筹审核制
度，其中明确规定：严格控制会议活动
数量，避免层层重复开会；师团每周大
交班，时间一般不超过 40分钟；营连
结合交班安排部署其他工作，总时长不
超过90分钟。
“严格按规章制度办，大家就都容

易了。”这一点，某团宣传股股长高传

伟有深刻的体会。以往但凡遇到大项教
育，团里就要求机关第一时间整理要
点、编印理论题库，还要定期组织理论
测试，不但增加了机关负担，基层官兵
也叫苦不迭。如今师里规定，师团两级
不得编印“口袋书”，不增加战士背记
内容；按上级要求需要每月组织的考
核，要统筹合并，原则上每月最多组织
一次综合性理论考核。

这些改变虽然看似微小，在官兵眼
中却是实打实的减负。

一名服役 14年的士官说，通过改进
理论教育的方式方法，“口袋书”少了，官
兵们理论学习的成效反而提高了。

自 己 的 日 子 自 己

过，自己的孩子自己抱

“以前需要一个星期才能完成的工
作，如今只用半天就能搞定。”今年 5
月驻训准备工作展开时，团里要求各连
统计上报装备数据，高效便捷的录入系
统让某连文书张勇格外欣喜。

该师作训科科长介绍，今年以来，
师里结合战备数据库建设，研究论证建
立局域数据中心，破除部门间信息壁
垒。目前他们已经实现部分信息数据共
享，基层只需在数据库更新原始数据，
便可完成各类装备数据统计工作。

通过信息手段避免了频繁向基层索
要基础数据，官兵们不再反复做无用
功。另一端，机关对文电通知的严格管
控同样让基层感到一阵清风。

作为科里把关文电下发的第一责任
人，该师组织科科长刘国军一个月就压
减合并了十几份通知。

不随意提高批假权限和降低外出
比例、不随意占用双休日出公差、搞

活动……对于“充分相信基层、还权
基层”，该师党委的理解是，坚决防止
和杜绝“权力上收、责任下放，统得
过死、管得过多”，使层级管理、层级
负责成为基层经常性工作新常态，让
基层“自己的日子自己过，自己的孩
子自己抱”。

基层干好自己的事，机关也要用好
自己的权。提起机关服务理念的转变，
官兵们纷纷点赞：耐心倾听，用心解
决，一声“马上就办”让大家心里倍感
踏实！
“马上就办”是该师利用强军网开

办的一个“吐槽”平台，官兵既可以反
映个人诉求，也可以提出意见建议。打
开“马上就办”的界面，可以看到,官
兵反映的每个问题都有相应的业务科室
详细解答，从讲解政策规定到办理流程
进度，全程透明公开。
“为基层解难帮困必须紧抓快干！”

师党委立下铁规：一般问题，当天解决
不过夜；需部门以上领导审批的，三天
之内妥善处理；需常委会研究的，一周
之内予以答复。

部队把官兵捧在手心，官兵把荣誉
举过头顶。今年开训以来，该师在陆军
和军区组织的比武竞赛中捷报频传，勇
夺 4项团体第一，5项个人第一，斩获
17枚奖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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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条减压减负措施改变了什么？
■汤文元 唐超山 本报记者 李 蕾 特约记者 黄宗兴

“张要东，体能训练成绩进步大，被

评为本月训练之星！”

掌声振聋发聩，四级军士长张要

东先是一愣，然后快步出列，黝黑的

脸上露出了少有的羞涩。往事如电影

般一幕幕在脑海中迅速划过，内心涌

起万千感慨：这场景太熟悉，又太陌

生。

在新疆军区某师装甲团大多数官

兵印象中，张要东一直是一位出色的

文书：入伍15年，军械员兼文书一干就

是 10年，从连队到营部先后 4次调换

单位，历经 9位营连主官，工作很少出

纰漏。

很少有人知道，张要东曾是一名训

练尖子。时针拨回到2009年8月，连队

文书复员离队，急需有人接班。而张要

东因为屡屡在比武中摘金夺银，凭借出

色的表现被任命为代理排长，熟悉连队

工作运转的他，成了连队主官眼中接任

文书的最佳人选。

“没想到，这一干就是10个年头。”

渐渐地，张要东每天忙碌于上传下达通

知、登记统计数据、梳理总结材料和其他

服务保障工作，“5+2”“白加黑”成了常

态，教育训练也因业务工作忙碌而常常

缺席。

10年间，张要东发际线“后撤”了3

厘米，体重飙升了几十斤，从曾经的

“飞毛腿”变成了“拖油瓶”，每次体能

考核只能擦着合格线勉强过关。即将

迎来军旅生涯的“最后时刻”，张要东

渴望重新找回当初在训练场上龙腾虎

跃的感觉。

今年3月，师里出台53条减压减负

措施，基层“苦、累、难、乱”问题得到一定

程度缓解，基层文书们身上的担子也轻

了许多，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被投入

到练兵备战中。

重新走上训练场的张要东心里有一

种久违的感觉。

“加班熬夜的次数少了，训练场上

流的汗多了，3个多月下来，体重下降

了 10多斤。”走下领奖台，张要东激动

地说，他为自己定了个小目标：大练50

天，在即将到来的军体比武中再展往日

风采！

时隔10年，老文书又成“训练之星”
■汤文元 唐超山

文书这个不起眼的岗位之所以成

为问题的焦点，究其原因还是一些单

位减压减负没有真正落实到末端，导

致基层忙乱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在很多单位，文书是各类文电的最

终接收者、具体承办人，基层忙不忙他

们最有发言权。在为基层减压减负的

工作全面展开之际，如果一些单位的文

书们仍被“收不完的通知、填不完的表

格、报不完的材料”所困扰，说明这些单

位那些与战斗力无关的事务并没有真

正减少，官兵的负担并没有真正减轻。

文书之“痛”，实质上是基层忙乱

的一个缩影，深层次里是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的顽疾在作祟。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

是政策实施的主阵地、工作落实的最

末端。开会、填表格、报材料虽然都是

推进工作的方式方法，但绝非工作的

目的一定要有所节制和分流，过多过

满势必会造成基层忙乱、主业偏离。

据我们抽样统计，有的连队除《内

务条令》明确的“7本5簿3表1册”外，

还另外建立了若干个登记统计本，明

知没什么作用，但为了迎接上级检查

时能拿出“证据”，仍然乐此不疲；有的

机关为了基层连队不出事，在条令条

例、规章制度之外还制定了不少“土政

策”，引起官兵不满。类似的种种问题

反映出一些单位只把减负当口号喊，

留于纸面、止于文件，只注重表面上的

治理，不注重根子上的防范，没有把上

级精神完全落到实处。

为基层减负要有钉钉子精神，做

到守正笃实、久久为功。“五多”问题从

提出至今已有多年，历经治理、反弹，

再治理、再反弹的多次循环，产生了很

强的“抗药性”，而其每一次循环又是

对领导机关、党员干部威信的考验。

打好这场攻坚战，必须树立实干

精神、注重实效导向，把减负的每一项

工作抓具体、抓深入、抓彻底，营造各

级党委机关关爱基层官兵的浓厚氛

围，确保为他们真减负、减真负。

虚花结不出实果。为基层减负要

狠刹形式主义歪风，精准发力、步步为

营。要想赢得最后的胜利，必须抱定

“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决心，拿出既治

当下又管长远的刚性措施，给“讲而不

止、禁而不绝”者套上问责追责的“紧

箍”，真正让基层官兵从“文山会海”中

解脱出来，从纷繁芜杂、没必要的琐事

中解脱出来，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

入到练兵备战中。

面对基层文书的“不可承受之

重”，我们期待各级把文书队伍的“苦

累难乱”作为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的一个切入点。与此同时，要对慢作

为、不作为、乱作为等不良风气说

“不”，让实干和敢于担当成为常态。

要将减负的全过程和各环节置于监督

之下，防止一些负担“改头换面换马

甲”，减负过后“雨过地皮湿”。

让
基
层
真
减
负
减
真
负

■
张
国
文

减少“五多”，不仅仅让文书从繁重的事务性工作中解绑，更激发了基层官兵的训练热情。图为该师基层军械员兼文书回归战位，与连队一同参加20公里

强化训练的情景。 尹阿龙摄

基层热点话题·文书之“痛”③

第599期
锐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