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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军营 连日来，第72集团军某旅新兵一连积极开展涵盖学习、训练、养成等内容的“每周四星”评比活动，

营造爱军精武浓厚氛围，激发新兵练兵备战、敢打必胜的血性胆气。图为11月2日，该连指导员尚道

军为本周“学习标兵”陆炜佩戴证章。 刘自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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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是新毕业排长在部队一
展身手的时候。但据郝小兵调研来
看，每每此时，甚至此后相当长一段
时期，对很多排长来说，却是被“边
缘化”的开始。

条令规定，排长对全排的工作负
完全责任，履行领导全排落实战备、
完成训练、正规秩序等一系列职责，
作用不容小觑。然而，不少排长反
映，一些连主官抓工作不按层级管
理，经常越过排长越级指挥；部分班

长骨干等级观念淡化，有事不向排长
请示，直接越级汇报，导致这些排长
慢慢失去了存在感，逐渐“靠边站”。

排长的处境缘何如此尴尬？除了
部分排长能力欠缺、“水土不服”等
原因，连队主官也难辞其咎。一方
面，他们对新任排长的工作不托底，
事无巨细，大包大揽，不注意培养帮
带；另一方面，对班长骨干越级上
报、不尊重排长等思想行为听之任
之，默许纵容，不予及时纠正。

一级有一级的责任，一级有一级
的担当。尤其对刚下连任职的新排
长，更应该还权还责于他们，给他
们搭平台、压担子，帮他们强能
力、树威信，使之尽快成长成熟，
毕竟将来的领导干部也是从排长岗
位一步步干起来的。在这个意义上
说，对排长负责，就是对战斗力负
责、对未来负责。

文/袁 康、付孟哲

图/曾宇明、彭 军

排长的处境为何有些尴尬

1946 年，新四军 1师 2 团政治处提
出了“在战场上比比看，为人民立功劳”
“把功劳记在功劳簿上”“人民功臣，个个
尊敬”等口号，掀起了群众性的立功运
动。

1946年 10月，山东人民武装自卫委
员会、山东军区人民武装部作出《关于开
展立功运动的决定》，决定在民兵自卫队
员中开展立功运动。

1946年 11月，延安《解放日报》发表
短评《广泛开展立功运动》，称赞立功运
动“是人民自卫战中的一个创举”，认为
“为人民立功劳，作人民的功臣，这是一
个革命战士的最大光荣，也是对人民的
最大贡献，应当大大提倡与推广”，号召
全军普遍开展立功运动，作为争取解放
战争胜利的有力武器。

1946年 12月，新四军兼山东军区颁

发《立功运动暂行条例》，规定凡有以下
事迹的单位和个人都可以立功：（1）英勇
作战，建立奇功的指战员和战斗单位。
（2）英勇沉着，射击准确，杀伤敌人指挥
员。（3）指挥艺术机动灵活的指挥员及各
种各样战术上成功的创造。（4）作战中英
勇艰苦，坚决完成重要任务的供给、卫
生、侦察、通讯、联络、政工等人员。（5）模
范的政治纪律、战场纪律及团结巩固的
单位或个人。（6）坚持或开展边沿、敌后
游击战及政治攻势的武工队、小部队，有
功的单位或个人。（7）提高生产效率，创
造或改进生产技术，加强节约，成绩优良
的单位或个人。（8）落实俘虏政策，火线
喊话宣传，瓦解敌军，成绩卓著的单位或
个人。（9）一切军、政、供、卫生机关部门，
工作效率最好，或超过常例的工作单位
或个人。《条例》规定功劳分为立功、小

功、大功、特等四等，制定了评奖办法。
1947 年 2月，《解放日报》再次发表

社论《再论立功运动》，介绍并高度评价
全军开展立功运动的经验，指出，这一运
动显然已经成为人民解放军争取胜利的
有效工具和很大的力量。这个以表彰先
进为主的群众性革命英雄主义竞赛，成
为提高全军指战员政治觉悟和增强部队
战斗力的重要方法，对保证解放战争的
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1947 年 6月，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又
颁发了《部队立功运动概则》，将功的等
级改为特等、一、二、三、四等五级。取消
小功积大功的办法。四等功由连(伙食
单位)评定及批准，特等功由师报军区或
纵队批准。

1947年 10月，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作
了一年来立功运动的总结，阐述了立功
运动产生、发展、基本内容、基本规律和
基本经验。

全军各部队普遍结合实际，提出了立
功的标准、评功的方法和评功的程序，为
立功运动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立功运动在全军广泛开展起来。
（摘自《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工作大

事记》，李鹏整理）

立功运动

战士小王一向喜欢吐槽。前不久，

连队组织学习上级关于减负的文件，小

王却不以为然地说：“搞什么减负任务

布置会，负担只会越来越重。”指导员找

到小王谈心，交流中小王详细了解单位

开展减负工作具体计划后，对自己的消

极言论深感惭愧，指导员也鼓励他继续

当好减负监督员。

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任

何工作都或多或少会存在一些问题不

足，有人吐槽在所难免。官兵之所以抱

怨，归根结底是因为工作开展不到位，

答疑解惑不及时。吐槽并非抹黑单位

形象、唱对台戏，而是他们期待并且相

信单位领导能够解决各种问题。

换个角度看，官兵的吐槽何尝不是

一种“好声音”呢？带兵人愿听吐槽，就

能及时掌握官兵关心的热点问题，集中

力量加以解决，把矛盾消除在萌芽状

态。而且，好的意见建议往往是改进工

作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做到事事有回

音、件件有反馈，也就把工作做到了官

兵心坎上。

在现实工作中，一些单位工作推进

难度大，得不到基层官兵支持，原因之一

就是作决策前没有充分调研论证，凭经

验、靠猜想来判断官兵所思所想所需，其

结果只能相去甚远乃至南辕北辙。

问需于兵，能明方向；问计于兵，能

定良策。刚刚闭幕的中央军委基层建设

会议指出，要坚持基层至上、士兵第一，充

分尊重官兵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带着

对官兵的深厚感情做工作，坚决克服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以此为遵循，新时代

各级带兵人要乐于倾听战士吐槽，善于

从吐槽声中听出金点子，从官兵最需要、

反映最强烈、问题最突出的方面入手，干

好工作、办好实事，进一步激发活力动力，

推动我军基层建设取得长足进步。

吐槽声中有期盼
■钱立全 沙凌云

深秋的粤西，某野外驻训场硝烟弥
漫，第 74 集团军某旅一场对抗演练拉
开战幕。

然而，第一份导调文书就将大家逼
入险境：旅基本指挥所遭“敌”机降分队
偷袭，3人重伤、6人轻伤，指控装备受
损，退出战斗。

仗刚开打，基本指挥所就瘫痪了，
“红军”参演官兵顿感危机四伏。而此
刻，又一波次“蓝军”机降分队正朝“红
军”阵地逼近，并趁机实施通信干扰和
袭扰破坏。
“预备指挥所接替指挥！”危急时

分，该旅迅速启用预备指挥所，按照
预案与所属分队建立联系，依据作战
命令进行火力筹划。随着一条条指
令从预备指挥所发出，“红军”开始逐
渐掌握战场主动，某导弹营战车迅即
锁定目标，导弹腾空而起，将来袭“敌
机”击毁。

走下指挥车，预备指挥所指挥员、

该旅副旅长陈达长舒一口气，不禁回忆
起几个月前的尴尬一幕——

那次演练，该旅扮演“红军”，各要
素刚刚完成开设，对抗随之打响。“01报
告遭到‘蓝军’袭击，3号手受轻伤”“02
报告遭到‘蓝军’袭击，1号手阵亡，装备
损毁”……

正当大家疲于应对时，指挥方舱传
来消息，基本指挥所遭到“蓝军”通信干
扰，与部队失去联系，短时间无法恢复，
该旅只好启用预备指挥所接替指挥。

由于长期以来都是基本指挥所“唱
主角”，面对复杂多变的战场态势，久疏
战阵的预备指挥和参谋人员慌了神，顾
此失彼连连出错，最终被判行动失败。
“战斗力是一个环环相扣的体系，

哪一环不过硬，都是致命的死穴。未来
信息化条件下作战，指挥机构是敌首选
打击目标，最易遭受破坏，打造过硬预
备指挥机构是接续作战的重要保证。”
演练复盘中，该旅领导带头反思，深刻

查找出思想观念、人员编组、日常训练
等方面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栽个跟头，捡个明白。该旅机关随
即对预备指挥所的职责进行细化规范，
周密制定接替方案，严格人员上岗考核
标准，在指挥人员、指挥器材和通信工
具编配上切实按照作战要求落实落
细。同时明确，在此后演练中，预备指
挥所与基本指挥所同步作战筹划、同步
推演作业、同步模拟指挥、同步处置特
情，全过程参与指挥战斗行动。每次演
练结束，预备指挥所与基本指挥所共同
复盘分析问题，一起探讨对策措施，确
保“替补中军帐”随时拉得出、上得去、
打得赢。
“有备方能无患。不管基本指挥

所，还是预备指挥所，首要的功能就是
能打仗。”走下演兵场，该旅领导高兴
地介绍，今天两轮演练，导调组共设
置特情 11类 28个，“替补中军帐”正
确处置各种情况，圆满完成任务。

“替补中军帐”焉能久疏战阵？
——第74集团军某旅加强预备指挥所建设的一段经历

■郑 烨 陈晓鹏 杨 珂

10 月下旬的一个周末午后，当许
多战友都在宿舍悠闲地玩着手机，我却
开始忙得像个高速旋转的陀螺。起床
后，先是中队长安排我维修了 10余个
靶架；刚干完，我又在司务长的催促
下，马不停蹄地换了淋浴间的水龙头；
晚饭刚吃完，我又被班长拉着装载第二
天的演习物资……

回到宿舍，刚想缓口气，没承想，
坐下不到 5分钟，值班排长就又给我布
置了任务——“重阳，物资车运行包上
的清单卡片需要全部更换一下，你来
办，我放心！”经过一番“倒腾”，看着
被重新塞得满满当当的物资车，我忍不
住叹了口气：“这真是‘两眼一睁、忙
到熄灯’，我太难了！”

等我回到宿舍躺下，战友们大都
已经进入梦乡。“唉！”我忍不住叹了
口气。这时，一旁还没睡着的战友刘

天祥安慰我说：“能者多劳。你这么能
干，就多干一点呗，反正都是为连队
作贡献。”其实我何尝不懂这个道理
呢。指导员张鹏常在队列前表扬我，
“重阳干活细、标准高，让人放心。”
正因如此，一些修修补补、零零碎碎
的工作，只要我在中队，干部骨干都
会安排给我，我也逐渐成了大家公认
的“放心人”。

然而，就在前不久的上级工作考评
中，忙前忙后的我最终还是出了纰漏。
我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
出”。“明明谁都能干的活，为啥都要安
排给我？我又没有三头六臂，当然也会
出错。”那天，忙得汗流浃背仍吃力不
讨好的我，实在没忍住，对着一旁的排
长侯杰抱怨起来。

回去的路上，侯排长的脸色有点不
好看，我也闷闷不乐，心想：回去肯定

少不了要挨顿批评。没想到，侯排长不
但没批评我，还在队务会上把我的想法
提了出来。“大家都想把中队建设得更
好，但工作不能只集中到一个或者几个
人身上。否则只能让‘快牛’不堪重
负，让‘慢牛’变得优哉游哉。”侯排长
的分析，让大家陷入了思考。
“侯排长说得对，能者多劳勿过劳。

我们要把担子压给不同的官兵，让能力
强者有时间学习更多知识和技能，让能
力弱者通过任务牵引补齐能力短板。”紧
接着，指导员张鹏的一席话引起在场骨
干的共鸣，大家决定：以后在安排各项
工作前，先充分统筹考量官兵的工作能
力，既保持“快牛”的积极性，也激发
“慢牛”的主动性。如今，随着工作方式
的转变，战友们的动力活力十足，中队
干事创业氛围也随之日益浓厚。

（袁金涛、秦雨豪整理）

能者多劳勿过劳
■武警河南总队机动支队特战一中队上等兵 王重阳

“去掉一个最高分 94.5 分，去掉一
个最低分 90.2分，王文安的最终得分为
93.33分……恭喜他成为新擂主。”前不
久，武警岳阳支队“巴陵卫士大讲堂”政
治教员授课擂台赛上，执勤五中队指导
员王文安首次参赛便一举夺魁。他赛
后直言：“这样的授课压力虽大，却也非
常锻炼人。”

通过擂台竞技让想讲愿讲的官兵
脱颖而出，这是该支队破解政治教育难
题的一招“妙棋”。该支队领导介绍，以
往开展政治教员授课活动，都是由基层

单位推荐人员参加，久而久之，一些干
部骨干成了“授课专业户”，授课内容也
是老生常谈、缺少新意。今年以来，为
打破这种现象，该支队在广泛征求基层
官兵意见建议后，决定开设政治教员授
课擂台赛，努力形成“人人都可上台露
一手”的良好局面。

擂台赛开始之前，该支队政治工作
处组织专人对报名者的授课内容进行
严格把关，确保每一堂参赛课符合教育
要求、紧贴官兵思想实际。此外，他们
还通过随机抽点的模式，从基层抽选 30

名官兵组建“大众评委团”，对参赛者的
授课内容进行现场打分、现场点评。

据悉，自擂台赛打响以来，该支队
先后有 10 余名官兵走上擂台，共角逐
出 3名“赛季擂主”。年底，他们将结合
攻擂、守擂情况，评选出年度最佳擂主、
年度优秀教案、年度优秀课件等，持续
激发官兵的参与热情。该支队政委袁
勇智介绍说，授课形式的创新，不仅培
养出更多优秀政治教员，也搅动课堂一
池春水，官兵对政治教育的满意度大幅
提升。

授课需打擂 人人可登台
■邓东海 寻树文

潜望镜

新闻前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