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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被‘���’移出群聊”……
11 月中旬的这两天，眼看着自己接
连被“踢”出数个微信群，火箭军
某导弹旅发射三营六连指导员吴戈
不但没有感到忧伤，反而觉得轻松
不少。

前段时间，该旅下大力气为基层
减负，一时间机关文电通知精简
了、各类检查工作组减少了。可在
一次业务集训时，为方便传达最新
通知，负责该项工作的机关干部建
了个微信群，将他拉了进去。然而
这个群，并没有随着集训结束而解
散，转而成了这名机关干部与基层
交互的“自留地”——发一些不便
从官方渠道下发的消息，提个小要
求，布置个小工作……

起初吴戈不以为意，可随着类似
的微信群渐渐增多，他开始感到不胜
其扰，因为一旦被群主“@”，就如

同接受了必须执行的命令，扛上了不
能推脱的负担。

压减的事务为何换个名目出现反
弹？减负咋又“按下葫芦浮起瓢”？
到发射三营帮建的旅工作组了解相关
情况后，把问题带回了机关，展开进
一步调查。一些机关干部坦言：之所
以大家都愿意通过微信群下发通知，
一方面是因为这省去了下发正式通知
要走的必要程序，另一方面，由于这
是“非官方行为”，因而不会登记在
基层电话通知本上备查。如此一举两
得，自然深受青睐。
“看似打开了‘便利之门’，实则

让旅里的减负工作大打折扣，也违反
了保密规定，留下了失泄密隐患。”
旅交班会上，旅领导对这种现象提出
严厉批评，并告诫机关人员：那些困
扰官兵的“五多”难题，追根溯源，
有很多是由于不依法依规办事造成

的。今天发一份临时文件、明天下一
个临时通知，管得了眼前管不了长
远，管得了表面管不了根本，长此以
往，只会导致基层更加忙乱。

为此，该旅组织机关加强条令条
例、规章制度学习，树牢依法统
筹、依法行政、依法指导的思维理
念，并围绕训练、工作、生活等方
面，制订 《旅解决“五多”问题为
基层减负的具体措施》，立下 19条铁
规，其中一条就是禁止用微信下发
各种文电通知。

效果好不好，关键看落实。该旅
通过遴选基层监督员、设立监督意
见箱，对机关计划统筹、工作指导
和服务意识等方面进行常态监督，
对不落实 《措施》 要求、随意扰乱
基层工作的部门和个人，予以通报
批评、追责问责，推动一条条减负
措施刚性落实。

下发微信通知缘何乐此不疲？
■段开尚 本报实习记者 邓东睿

潜望镜·减负进行时

“上报完毕，终于可以休息了！”10
月 28日深夜，将营里 10月份的收文统
计表上传至团参谋部网盘后，关上电
脑的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团通信营文
书黄炜鹏长舒了一口气。

此时，团机关楼仍灯火通明，参谋
部的参谋正抓紧汇总机关与基层单位
上报的月收发文数据，准备提报至月
办公会进行讨论研究。按照规定，月
发文数量超标的机关部门，需在月办
公会上向团党委作出检讨说明。

这是该团落实上级通知要求，一
心为基层减负的一项具体举措。前段
时间，为确保减负措施落地生根，团党
委颇费了一番脑筋。其中，针对“压减
各类文电数量，机关各部门要较上年
度减少发文 30%—50%”这一条，他们

想到了“逐月数据统计，进行量化通
报”的办法。

然而，这项本应让基层单位高兴
的“金点子”，在实际落实过程中，官兵
却颇有异议——
“原来收到文件只需要落实通知

精神，现在还得统计上报收文数量。”
天天与文电“作斗争”的文书黄炜鹏有
些无奈地说，“文电数量控制住了，登
记统计却多出一项，这不是顾此失彼，
用‘新五多’解决‘老五多’吗？！”

同样感触颇深的，还有政治工作
处干事吴洋涛。“对机关发的文电进行
数量统计，本来是一个通过信息化管
理、归口统计就可实现的‘简单动作’，
现在倒好，每到月底开办公会前，机关
各部门、基层各营连拿着与以往格式

不一的表格疯狂填写，无疑又增添了
工作量，让官兵叫苦不迭。”他说。

10 月底的月办公会上，不少机
关干部和基层主官如实反映了这个
问题，大家都觉得在理。经过讨论，
团党委一班人很快形成一致意见：
无论制订哪一条减负措施，都要多
思考是否可行、会不会产生次生负
担，要把目光聚焦到真减上。随后，
该团作出规定：由保密室统一负责
文电数量统计，基层与机关各部门
无需分头上报。

以此为契机，该团迅速掀起“减负
工作回头看”活动，从压减文电、精简
会议、规范活动等方面，深入查摆纠治
类似问题，有效防止“五多”问题反弹，
得到团里官兵一致好评。

控制文电数量咋能顾此失彼？
■郑孝刚 本报特约记者 刘一波

Mark军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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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穿越这片麦田地，前方就
是目标点！”11 月上旬，第 73 集团军
某旅新兵营一场定向越野如火如荼
展开，只见一名名新兵上下跃动、奋
力奔跑。而一旁的新训班长们，手持
相机为他们记录下精彩瞬间。这是
该旅鼓励带兵骨干用欣赏的眼光看
待新兵带来的新变化。
“不少新战友步入军营后，紧张严

肃的氛围让他们感觉格格不入，有些人
甚至出现事事自我否定的倾向。”该旅
领导告诉笔者，他们在前期的心理摸排
中发现：个别带兵人的带兵理念与新兵
的活跃思想交织碰撞，致使一些新兵对
军营缺乏归属感、认同感，开始“迷失自
我”、找不到前进的方向。为解决这个
问题，前不久，他们在新兵营展开“赏识
教育”，引导全体带兵骨干在训练、生活
中转变视角，用信任与欣赏的眼光看待
新兵。

新兵刘上斌在学校里学的是体
育教育专业。教育活动开展以来，班
长吴开东不仅耐心疏导他心中的困
惑，还在体能训练时间，放心大胆地
让他带队训练。“许多骨干不懂的知
识点，刘上斌都知道。”看着大家沉浸
在热火朝天的训练氛围中，新兵连连
长谢建超说，此举不仅使刘上斌个人
变得更加自信，连里也多了一名体能

小教员，真是两全其美，个人与单位
双丰收。
“换个视角看，新兵可能比你想

象的更优秀。”据悉，新训以来，该旅

通过“记录你最美的样子”“点赞新
兵”、邀请受阅官兵帮带等一系列活
动，助力新兵不断突破自我、拔节成
长。

用信任和欣赏的眼光看待新兵
■王晨辉 刘 环

值班员：中部战区陆军某团新兵六

连连长 袁 雷

讲评时间：11月13日

这段时间，连队新训骨干尽心尽
责帮助新兵们在军营里茁壮成长、
全面发展，值得表扬。但我发现部
分新训骨干对新兵并非抱着欣赏和
发展的眼光，总觉得一些新兵难以
成器。

其实，来到军营的每名新兵，心里
都怀揣着一个梦想，或向往军人神圣
的职业，立志保家卫国；或想考军校、
选取士官，在军营挥洒青春……然而
有时候理想与现实终有差距，由于学
历结构、家庭背景、成长环境有所不

同，新兵们对军营的适应各有差异，
成长进步的步调也就难以一致。但
这绝非我们新训骨干抱以异样眼光
的理由。

鲁迅先生曾说：“即使是天才，生下
来的第一声啼哭也绝不会是一首好
诗。”作为新兵的“第一任老师”，不管新
兵有什么样的缺点，新训骨干都不能放
任不管，而应该像园丁一样用剪刀把花
草剪精美、用锄头把杂草锄干净，让新
兵们像《士兵突击》中的许三多一样，在
带兵骨干的关爱下成长为优秀的士
兵。千万别忘了，每一个花骨朵，都有
一颗绽放的心。

（徐 蕊、郑岳明整理）

每个花骨朵都有绽放的心

值班员讲评

记者探营

第 73 集团军某旅装步七连中士杨
成军想不明白：作为连队屈指可数的“老
士官”，晚上熄灯后，自己没有及时交手
机，就跟家人在微信上多聊了一会儿，为
啥指导员朱亚强的反应会这么大。

个人素质过硬，为连队奉献了这么
多，难道这一点点小小的过错都不能被
原谅吗？当着排房里那么多战友被批
评，自己这个老班长的面子往哪儿搁？

躺在床上，杨成军辗转反侧，怎么也
睡不着。他起身下楼来到营房屋后的小
路上闲逛解闷，一抬头却看见了连队的
那棵团结树。

尽管在夜里，但就着点点星光，杨
成军依然能够清晰地看到它的茁壮茂
盛。一阵微风吹拂而过，大树发出沙沙
的声响。

杨成军想起了入伍之初，老指导员
讲的故事。上世纪 80年代，连队党支部
成员在后勤生产规划上意见不一，内部
关系一度僵化。时任团领导来到连队与
连队骨干召开了一次支委会，及时化解
了分歧和矛盾。为铭记教训、增进团结，
会后，连队官兵一道栽下榕树、枫树和三
角梅，以此警醒自身。后来，这三种植物
的根长到了一起，叶连着叶，枝缠着枝，
成了如今的团结树。

也是从那时起，连队逐渐形成这样
一个传统：每逢支部班子成员更换，他们
都会在团结树下召开一次支委会；每当
官兵之间出现矛盾，都要在团结树下面
“树”思过；遇有个人利益难以取舍，他们
也会自发来到团结树下，坦然地走进自
己的内心世界。

抚摸着团结树，杨成军还想起了

连队老班长曾海龙讲的道理：军营
凡事都有规矩，每个人必须自觉接
受条令条例的约束；如果人人都想
着个人第一，那势必会削弱整个集
体。

想到这些，杨成军羞愧地低下了头，
他明白了：晚上熄灯后玩手机愉悦了自
己，破坏的却是整个连队团结一致的氛
围。转身上楼，杨成军敲开指导员的房
门，两人开诚布公地聊了很久。

其实，七连的干部也都知道，偌大
一个连队，官兵总有意见不一的时候。
“我们一班不服！”这天，一班班长王

祖君找到连长王若愚对连队组织的小比
武小竞赛提出抗议——一班的战士参加
过阅兵的多，队列才是他们的强项。但
是小比武小竞赛都是基础体能和战术训
练，连续好几次输给别的班，他们心里憋

屈啊！
王连长没有说话，他带着王祖君来

到团结树下，“那咱们明天就比队列！”
一句话让王祖君沉默了，他的心里翻江
倒海：“是啊，拿自己的强项比别人的弱
项，算什么本事？如果大家都想着用这
样的方式争第一，还能是一个团结的集
体吗？”

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回到班
里，王祖君带着战士们埋头苦练，终于补
齐了短板。
“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

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11月
的一个清晨，团结树上四季常开的三角
梅沾着尚未散尽的露水，在阳光的照耀
下熠熠闪光。迈着整齐的步伐、高唱着
《团结就是力量》，装步七连的官兵开始
了新的一天。

七连有棵“团结树”
■本报特约记者 徐 鹏 赵 欣 通讯员 林 彤

杨俊滨绘

连日来，在野外驻训间隙，武警玉林支队特战分队利用现有条件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互动游戏，让特战队员在训练之

余放松身心，以愉悦的心情和昂扬的斗志投入接下来的训练。图为上等兵徐中强（右三）和班长雷耀华进行“看看谁是‘臂

力王’”趣味对抗的场景。 余海洋摄影报道

小咖秀

11月初的陕北大地，武警陕西总队
“魔鬼周”极限训练雷霆上演。训练场一
隅，一名沉着冷静的女子格外显眼，在她
的一道道指令下，保障官兵紧张有序地
朝着训练“峰值”发起冲击。

华晨阳，榆林支队供应保障中队指
导员，身负“总队十佳参谋”“军事训练尖
子”等一箩筐荣誉，用火红青春在铁血军
营演绎着别样的芳华。

2016 年，从军校毕业的华晨阳，只
身来到地处黄土高原与毛乌素沙漠交界
的榆林支队。在路上，望向茫茫沙尘，华
晨阳内心无比笃定：你的心情是什么颜
色，你看到的世界就是什么颜色；所谓的
成功，不过是朝着梦想的方向砥砺前进。

说到做到。新学员岗前集训结束，
因工作需要，华晨阳被分配到支队参谋
部通信岗位任职。看着眼前几十条五颜
六色的通信电缆，华晨阳觉得从书本上
学到的知识是那么无力。“不管什么困

难，我都能克服。”带着“干就干出彩”的
斗志，华晨阳与密密麻麻的通信线路展
开了一场“较量”——她经常一个人钻到
闷热的机柜下面，一条一条试线；她每天
从早到晚都在背记线路和代码，甚至连
晚上做梦都在连接线路。

付出就有回报。有一年，华晨阳所
在单位临危受命，担负抢险救援通信保
障任务。在 5天 5夜的战斗中，华晨阳始
终坚守岗位，检修线路、排除故障，不间
断地为指挥所传输清晰流畅的画面。

2018年，华晨阳主动请缨参加总队
参谋业务比武。考虑到通信保障工作
与摆兵布阵相距甚远，支队领导婉拒了
她的请求。没承想，几天后总队随机抽
点比武选手时，意外地抽到了华晨阳。
“能不能吃得消？”为了回击质疑，华晨
阳经常练到汗湿衣背、练到满手血口
子。功夫不负有心人，当华晨阳在一众
男兵中斩获个人第 6名的成绩时，全场

叹服。
今年初，华晨阳调任供应保障中队

指导员岗位。为提高中队实战化保障
能力，华晨阳摸索出一套“联合闯关”的
训练方法，将物资快速收发、油料快速
补给、装备快速维修与机动演练捆在一
起训练，极大调动了官兵的参训热情。
前不久，在支队举行的后勤专业比武
中，一位支队领导指着一堆后勤装备向
华晨阳“发难”，华晨阳对答如流、全部
正确。她说：“我是中队指挥员，了解掌
握装备基本性能和操作方法是分内事，
没啥可惊讶的。”如今，在华晨阳的带领
下，中队各项建设蒸蒸日上。官兵都
说，别看我们指导员是女的，可打仗本
领一点儿也不差。

一句话颁奖辞：今日军中“花木兰”，

带兵打仗响当当。“指导员更是指挥员”，

你让这句话更有分量。

这名女指导员爱论武
■李海燕 张继文

走进新兵连 走好兵之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