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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治 进 行 时
军营话“法”

为基层减负，既要解决“五多”问题，更要解决机关工作指

导中不讲科学、不计成本、不求实效的问题，确保一切工作向战

斗力聚焦。落实减负工作时，如果采用多头重复的信息统计、

过多过滥的量化评比、简单泛化的追责问责，其实质如同“五

多”，是一种变相的形式主义，必然会给基层增添额外负担。

减负成效怎么样，基层官兵体会最直接，也最有发言权。

基层负担轻了，才会心无旁骛、集中精力抓练兵备战。只有厉

行法治，硬起手腕“真减负”，把官兵从无谓的事务中解脱出

来，把那些影响提升战斗力的不合理做法根除掉，减负才能取

得实效。

10月下旬，新疆喀什军分区某部独立连通过组织官兵观看法纪警示教育图片

展、收看警示教育视频等活动，增强官兵法纪观念。 李小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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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崇慧摄

海军某试验训练基地探索开展心
理工作的方法模式，针对官兵特点开展
心理服务“阳光工程”，维护了官兵心理
健康，确保官兵轻装上阵，聚力练兵备
战。近日，该基地召开研讨会进行专题
交流。

每年新兵入伍初期，是出现心理问
题的高发期。“指导员，我的身体素质太
差了，难以适应紧张的训练，与其拖连
队后腿，不如主动退出。”一天晚上，基
地新兵训练大队新兵小唐找到连队干
部，说出自己的想法。针对小唐的实
际，连队干部骨干及时跟进，做好心理
疏导工作，并为他量身定制训练计划，

用每一天的小进步激励他超越自我。
经过一个月的帮带，小唐体能考核课目
全部通过。

新兵训练大队通过调研发现，今年
入伍的新兵思想活跃、接受能力强，但
吃苦精神、承受能力相对较弱，个别新
兵对高强度训练感到难以承受，出现厌
训情绪，甚至产生打退堂鼓的念头。他
们立即组织带兵干部骨干学习条令条
例，查找问题，交流经验体会，要求严格
按训练大纲施训，禁止用土规定、土办
法带兵。大队政治工作干部深入新兵
连，及时了解新兵思想情况，为新兵建
立心理健康档案，安排心理医生走进训

练场，对出现心理问题苗头的新兵，开
展跟进式心理疏导工作，让新战士轻装
上阵。

基地在健全心理专业力量的同
时，重点建强群众性队伍，定期安排心
理专家给基层干部骨干作心理知识辅
导，开展心理行为训练现地教学，并组
织编印《心理培训教材及案例分析》等
教材，帮助基层干部骨干提升开展心
理疏导工作、科学组织心理行为训练
的能力。同时，持续开展“爱兵、知兵、
懂兵、为兵”活动，用真心、动真情关心
关爱官兵，使官兵保持“阳光心态”，激
发了练兵热情。

海军某试验训练基地提升心理服务工作质效

“阳光工程”聚力练兵备战
■奉云鹤 柴淯泷

“部队提供的法律援助帮咱家解决
了劳资纠纷，你一定要好好工作，用实
际行动报答部队关怀……”近日，新疆
军区某团战士李荣仙与父亲通话中，得
知父亲的劳资纠纷得到解决，露出了开
心的笑容。

小李的父亲为包工头打工 1个月，
然而结算工资时却被无故扣掉 1800元，
找包工头讨要工资时却被打伤。李荣
仙母亲打电话把事情告诉了儿子，小李
如实向连队进行了汇报。

团队接到连队干部反映的情况后，
当即向当地政府和人武部发函请求协助
解决，并安排一名休假干部顺路跟踪问
题解决情况。经过多方努力，终于为小

李父亲追回了拖欠的工资和医疗费用。
该团政委陈柏涛介绍，针对近年来

官兵涉法问题增多、维权困难的实际，
该团成立了涉法维权小组，开通服务热
线，聘请驻地律师担任法律顾问，定期
组织开展法律咨询，常态化为官兵提供
法律援助，帮助解决涉法问题。该团结
合官兵身边容易遇到的涉法问题，编印
普法读本，内容涉及典型案例、法理分
析、条文依据，官兵一看就懂、一学就
会。他们还每季度组织一次普法教育，
增强官兵遵纪守法、依法维权意识。两
年来，该团法律援助服务提供法律咨询
60余人次，参与解决官兵家庭涉法问题
11起。

常态化为官兵提供法律援助
■李一飞 张 涛 本报特约记者 张 强

今年是基层减负年。各级领导机

关结合部队实际，制订了不少减负实

招，拿出了实实在在的行动，取得可喜

成效。然而，也有个别单位依然把减负

停留在口头上、会议上，没有做好“减”

的下篇文章，困扰基层的“五多”问题没

有得到根本遏制，有的甚至花样翻新，

成为新的负担。对此，一位基层干部感

言：“减负，要善于从下往上看”。

“从下往上看”，才会听到平时在

机关听不到的声音，发现平时发现不

了的问题。不少基层官兵反映，为基

层减负不能仅停留在纠治“五多”问题

上，还有一些隐性问题值得关注，比

如：只给任务不给条件，只管结果不管

过程；只查问题不解决问题，甚至把查

出问题当成绩；布置工作不顾基层实

际，下达任务指标一味求快求好，不管

基层能否落实；工作刚布置就催着报

情况、报做法，不给基层落实留时间；

每项工作都以简单的拉榜排名通报批

评为主，传经验教方法的少，等等。机

关干部如果不放低身段、下到基层，与

基层官兵真心交朋友，怎么会听到基

层官兵这些心里话？如果不调整视

角，“从下往上看”，怎么会发现这些

“高处”看不到的问题？

“从下往上看”，既反映各级机关干

部看问题的视角，更体现对基层、士兵

的根本态度。基层是一面镜子，可以照

出领导机关的作风形象；基层官兵就像

尺子，可以量出机关工作指导的偏差得

失。缺乏“基层至上、士兵第一”的意

识，就不会对基层、士兵充满感情，就不

会深入基层查实情、办实事、解难题。

或者，即使下基层也是走马观花，不愿

深入细致调查研究，看到的多是经过装

饰的“景观”，听到的多是过滤的“声

音”，指导基层工作只能是浮在表面的

“概略瞄准”，缺少发现和解决问题的务

实行动。

“从下往上看”，就是要站在基层

角度看问题，解决备战打仗中存在的

短板弱项和官兵反映的突出问题。部

队的主责主业是练兵打仗，一切工作

都必须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打仗是

实打实硬碰硬的，来不得半点虚假，这

就需要领导机关要眼睛向下看，脚板

向下走，多到实地摸实情，多做调查研

究，多做为基层官兵排忧解难的工

作。要树立科学务实的政绩观，一切

从实际出发，一切从战斗力出发，坚决

纠治阻碍战斗力提升的形式主义、表

面文章，减少基层忙乱，让基层官兵排

除干扰、集中精力练兵备战。

（作者单位：宁夏中卫军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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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第 82 集团军某旅炮兵营
驾驶员贾鹏悬在心头的那块石头终于
落了地。经营党委会研究上报、旅有
关部门现场鉴定，对贾鹏在复训中因
创新训练方法失误导致车辆受损一事
免于追责。听到这一消息后，贾鹏一
扫心中的郁闷，全力以赴投入到新一

轮的训练之中。
在旅里的一次调研会上，一些基层

官兵对机关工作检查提出意见：有时候
机关在下发通知时强调“若落实不力，
将严肃问责”，这使得基层官兵在开展
工作时“压力山大”；手机使用、就寝秩
序、军容风纪等个别战士犯的小问题，

连队完全可以在权限范围内抓好，没必
要动辄就在全旅范围内通报……

旅党委一班人听取官兵意见后，开
展了一场“如何看待追责问责不规范现
象”的讨论活动，让官兵查找身边问责
简单化、泛化的现象。同时，结合基层
实际制订完善规定：机关在实施问责

时，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依法依规
精确问责、规范问责；制订《问责情况负
面清单》《问责规范十条措施》，针对基
层战备训练、组织建设、安全管理等方
面出现的问题，对问责的条件、对象、范
围、程度进行明确规定；完善容错纠错
机制，结合问题的动机性质、客观条件、
后果影响以及挽回损失情况，对官兵的
失误和错误进行合理化鉴定。他们还
进一步畅通民主渠道，鼓励基层官兵通
过官兵议政会、首长信箱、问卷调查等
多种方式为机关提意见，确保实现“问
责一个，教育一片，影响大多数”。

卸下包袱，轻装前行。务实的举
措，激发了官兵备战打仗的积极性。
前不久，该旅炮兵营在参加上级组织
的军事比武活动中，取得多项第一的
好成绩。

第82集团军某旅

精确规范，问责不再“简单化”
■顼 洋 李国臣

硬 起 手 腕“ 真 减 负 ”
——基层部队依法科学规范工作指导的一组新闻

“外出学习 1人，时间 30天；某型电
台显示屏出现故障，原因为电池蓄电不
足；接收野战淋浴系统物资 1套……”10
月上旬，核对完机关最新下发的数据库
信息，第 75集团军某旅指挥通信连文书
朱海告诉笔者，如今资源共享，再也不
用为应付没完没了的信息统计而发愁。

前些年有一次，刚从野外驻训地返
回营区，朱海就接到上级通知，要求上

报拉练途中装备损坏情况。打开附件，
他傻了眼：上报内容涉及装备名称、型
号、批号、损坏部位等大大小小十多
项。细数下来，其实只有装备损坏部
位、损坏原因和处置情况这几项内容有
实质性作用。面对繁杂的填写内容，朱
海只能硬着头皮逐一统计汇总填写上
报。
“最头疼的就是相似的信息反复

要、重复要甚至分头要。一张表格、一
份材料，有的需要一一核实，有的需要
反复汇总，并不是动动嘴那么简单。”
采访时，指挥通信连连长李斌华坦
言。指挥通信连人员点位分散，通信
装备车辆较多，每次野营拉练，上级作
战训练和装备管理等部门都会要求统
计上报相关情况。以往，个别科室统
计报表前后标准不一，曾给基层统计

工作带来诸多困难。
一次双向讲评会上，基层官兵反映

了信息统计重复填表的问题，直击机关
工作欠统筹不规范的“痛处”。

旅党委研究决定：除严格按条令要
求规范填写“七本、五簿、三表、一册”
外，由机关有关部门按人员、装备、物资
三个类别，进行信息统筹并形成数据
库，在机关内部实现数据流通共享。相
关业务科室将规范后的数据库定期下
发基层，基层根据实际情况一一比对核
实，先查漏后按规定模板上报补缺，及
时更新数据库。

机关工作依法规范，基层抓建正规
有序。近日，旅保障卡办公室统计官兵
家属信息，文书朱海调用最新下发的人
员信息数据库核实对比后，仅需按要求
上交相关人员的身份证、户口本、社保
卡复印件，并填写未登记家属信息等内
容即可，省去了不少重复劳动。

第75集团军某旅

资源共享，信息不再“统计难”
■陈 进 赵洪波 李晓东

叫停“十佳板报”评比、取消驻训地
“文化氛围营造”评比……连日来，第 76
集团军某旅回应基层呼声，全面清理规
范各类量化评比活动，主动为基层减
负。

前不久，该旅领导到基层连队调研
时，有官兵反映，“三天一小评、五天一
大考，现在的量化评比也太多了”“为了

在内务卫生量化评比中争得高分，每到
训练间隙，连队都要派人打扫卫生区”
“组织一场晚会活动，参演节目也要评
出个一二三来进行通报讲评，休息时间
全拿来搞彩排了”……

量化评比本是树立标杆、促进落
实、激励担当的务实举措，能较好地促
进各项工作的落实，但过多过滥、层层

加码的量化评比，反而干扰了基层正常
的工作秩序。装步二连指导员罗岭反
映，有段时间，各级先后开展的评比项
目有专业技能、内务卫生、条令条例学
习等 10多种。有时候，连队官兵一天就
要接受多个机关科室的检查，实在疲于
应付。

问题虽表现在基层，根子还是机关

工作指导方式方法存在问题。旅党委
一班人在剖析现象时形成共识：必须严
控量化评比，不能不问实际、不讲科学，
到处都要量化、凡事都要评比，要破除
“唯分数论”，通过删程序、减环节，科学
统筹和规范量化评比。

旅里对开展量化评比作出规定，机
关到基层检查评比不能“想来就来”，必
须经旅值班首长批准；坚决砍掉重彩
头、图虚名的项目，把量化评比的数量
频次精简下来，提高“含战量”和对战斗
力的贡献率；同时还权基层，充分发挥
营党委的自主抓建能力……

如今，量化评比“瘦了身”，指导帮
带更精准，受益的是基层建设和战斗
力。前不久，该旅官兵发扬“见第一就
争，有红旗就扛”的精神，挺进大漠深处
展开实战化演练，一系列战术战法在险
难条件下得到有效锤炼。

第76集团军某旅

中心突出，科学纠治“评比多”
■本报特约记者 张石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