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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3 项任务因管线资源协调困
难，进展缓慢；11 个项目因施工设备
短缺，暂时停摆……夜已深，西北古
城的一个部队院落悄无声息，此刻，
某信息通信旅时任旅长禚晓松眉头
紧锁地坐在办公桌前,正在凝神思考
如 何 带 领 官 兵 闯 过 眼 前 的 一 道 道
“关隘”。

他的案头，放着一本已撕过半的
2019年台历。这台历如同一个翻倒的
沙漏提醒着他，旅队担负的工程建设任
务正在倒计时。
“你们是我军信息通信工程建设的

‘国家队’、主力军，能不能按照规划如
期完成既定目标任务？”数月前，在部队
职能任务调整后上级机关组织召开的
第一次大会上，一位领导把军令状摆在
了禚晓松面前。

签还是不签？作为军人，禚晓松
没有犹豫，但写下自己名字的那一刻，
心里就像压上了一块大石头。本来，
单位要从“通信值勤部队”转型为“通
信工程部队”已属不易，同时还要按节
点推进各项通信工程建设更是难上加

难，更要命的是，这两项交织叠加的任
务还面临更大的困境：人员未配齐、机
制未理顺、设计未完成、经费未到位、
装备未列装……

都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梳理一
块块难啃的硬骨头，禚晓松和旅政委陈
新军心里何尝不知，围绕随便哪一个
“未”字，都能找出一大堆“没法干”的理
由。但他们更清楚，改革当前，坐等“万
事俱备”只是不想担当作为的托辞，不
讲条件完成任务才是党委领导的第一
能力！

那一天签完“军令状”，禚晓松连夜
赶回营区召开党委会。尽管党委班子
仍缺编 3人，但大家请领任务一个比一
个积极，当晚就成立了 1个工程指挥部
和 6个项目部，常委们分工把口、各管
一摊。

改革关头勇者胜。旅党委迅速动
员全旅官兵，全力以赴投入这场攻坚
战，部队很快化整为零，奔赴分布全国
的“责任田”铆足干劲，迎难而上。

不懂专业知识，大家边干边学，从
图纸设计、工程发包、物资采购到建设

施工，逐方面、逐环节补齐能力短板；
眼瞅着其他工程师都有项目干，年近
退休的高级工程师杜建中坐不住了，
主动跑到旅领导办公室“请战”，誓为
改革再出一把力；一个在建国防工程
遇到瓶颈，需要某市分管副市长拍板
定案，三营三连连长陈阳阳径直来到
该副市长办公地点蹲守一周，直至问
题得到解决……

事非经过不知难。一天，某重大工
程建设急需进行物资采购，按照新的规
定，必须依托联勤保障部队完成，但具
体怎么操作、走哪些程序均语焉不详。
怎么办？
“改革就要‘摸着石头过河’，如果

没有‘石头’可摸，那就干脆建一座桥！”
旅领导果断决策，带人揣着介绍信直奔
联勤保障部队某部上门办公，几经周
折，最终与之建立起一整套协调工作机
制。事成之后，旅政委陈新军感慨道：
“终于明白为什么说‘改革要杀出一条
血路来’，‘后墙’不倒、任务倒推，根本
等不得、耗不起，不打几个冲锋是断然
不行的。”

一边要加快部队职能转型，一边要完成工程建设任务，改革当前，如何

应对这样的双重考验？请看记者发自某信息通信旅的系列报道①——

立下“军令状”之后
■本报特约记者 张能华 实习记者 邓东睿

前不久，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干
事李震宇在基层座谈中遭遇了意想不
到的尴尬。

原来，李震宇根据工作安排，到基
层各分队就改进党委机关服务指导部
队工作方式征求官兵意见。在保障一
队，随机确定的 7名官兵不到 5分钟就
填写完调查问卷表。
“最后一栏可以自由填写，大家就

没有什么意见吗？”面对李震宇略带不
悦的追问，一名战士半开玩笑地说：“我
的意见，就是今后少征求我们的意见。”

本想尊重群众意见，战士为何会

不领情？李震宇有些纳闷，并就这个
问题进行了专门调查，发现战士的
“吐槽”并非毫无依据，机关征集意见
的内容的确不少：教育活动、训练措
施、日常伙食……征集意见的形式也
比较多样：问卷调查、座谈了解、逐级
上报……次数多了，一定程度上给基
层造成了干扰。排长郭泽天说：“有
的战士甚至把参加机关座谈当成出
公差，自发轮流排班。这种被动应
付，让座谈效果大打折扣。”

为何出现这种情况？李震宇梳理
近期组织的问卷调查、座谈交流发现其
中端倪，一是“逆向把关”，让基层为机
关的决策担责，看似开门纳谏，实则是
机关干部为工作中可能出现的漏判、误
判寻找推卸责任的借口，把“大家都没

意见”作为免责的理由；二是随意扩大
意见征集范围，征求党委机关的意见，
被扩大到营连分队；征求营连干部的意
见，被扩大到战士个人，该拍板的不拍
板，该定调的不定调，造成意见层层征
集、层层上报。
“问题的根源还是不敢担当！”

该部领导一针见血指出病因。连日
来，他们细化规范征求基层意见工
作，明令禁止随意组织调查问卷、官
兵座谈。同时，党委一班人以上率
下担责负责，按照“依纪依法、容纠
并举”原则，综合分析机关干部工作
中出现的问题失误，既大胆容错，又
坚决纠错，鼓励机关干部放手干事、
大胆创业，有效纠治了不担当、懒作
为现象。

问计基层缘何令基层反感？
■蔡 磊 王 凯 本报记者 张 放

“我从小身体就不协调，笨手笨脚
的，怕搞砸了给大家添麻烦。”一到出
公差，童夏就打退堂鼓。
“我肺活量小，跑步时很难受，希

望你能理解一下。”黄雪松平时生龙活
虎，一到跑步就掉队。
“我心理素质差，在大家面前发言

会特别紧张。”芦东伟平时很健谈，但
讨论中从不举手发言。

……
这段时间，武警某支队新训大队

新兵中出现的类似“自黑”现象，引起
干部骨干注意。一番推心置腹的交流
后，新战士李健说出了大家的心声：
“我们入伍前自由惯了，现在部队管理
这么严，从起床到就寝，训练、学习、工
作节奏太快，我们根本适应不了。为
了找个偷懒的借口，只好贬低自己，希

望班长和排长对我们要求低一点，管
理放松一些。”
“从表面上看，是少数新战士不适

应部队严格的管理、紧张的训练，实际
上是他们缺乏奋发向上的精神和清晰
的军旅目标。针对这一现象，作为一
线带兵人，我们必须做好教育引导工
作。”行政例会上，新训五中队指导员
李洪超的发言得到大家的认可。

统一意见后，支队将“军营讲堂”
搬进新训大队，“说说我的从军路”“每
天 向 前 迈 一 步 ”“ 相 信 自 己 就 能
行”……干部骨干上台现身说法，讲述
自己的军旅成长故事，引导新战士重
新审视自己的从军初衷。与此同时，
他们还帮助新战士结合自身实际制订
军旅目标，目标不攀高、不求大，有近
也有远。为了激励新战士实现成长目

标，新训大队积极开展“晒晒我的军人
范儿”“今天又有新进步”以及“内务卫
生标兵”“军事训练标兵”“理论学习标
兵”“作风纪律标兵”等评选表彰活动，
将达成目标、表现突出的新战士张榜
公布，营造超越自己、争先创优的浓厚
氛围。新战士崔勇涛指着光荣榜上自
己的照片高兴地说：“经过努力，我完
成了我的一个军事训练目标：3000 米
跑进了前三名，被评为本周‘军事训练
标兵’。我将这个消息告诉家人后，爸
妈都夸我是好样的。我一定继续努
力，争取拿到第一名。”

如今，童夏出公差很积极，黄雪松
跟上了跑步的队伍，班排讨论时常见
芦东伟侃侃而谈。排长白音朝格拉
说：“有了目标，努力拼搏，改变自己，
每个战士都是好样的。”

目标激励：每天都有新进步
■张中平 袁 航

“在前期组织的联演联训任务
中，为何车辆抢位置、下车一窝蜂的
情况屡屡出现？谁是一线指挥员？”
11 月底，武警贵州总队某作战支援大
队召开阶段工作总结会议，大队党委
对照基层反映上来的问题，一对一地
“打板子”。各个班子成员主动对号
入座，自觉认领问题，并当场明确整
改时限。

定期召开类似既发“喜糖”又打
“板子”的总结会议，在该大队已成为

常态。“以前搞总结，就是发‘喜糖’，
表扬这个，嘉奖那个。成绩讲了一箩
筐，问题简单几笔带过，总结流于形
式，对工作促进作用不明显。”对此，
大队教导员王伟深有感触，“基层工
作重在盯着问题抓落实，‘板子’打得
准、打得狠，问题整改才会见效快、见
效实。”

总结一次，提高一步。大队长李殷
程介绍说，他们坚持从日常工作入手，
深入基层展开调研，对阶段性工作实行

点对点总结、面对面问责，逐一对账清
理，形成“会前找问题、会上说问题、会
后抓问题”的工作模式。
“每次挨了‘板子’回去，就逼着自

己想办法解决问题，这一来二去，抓建
思路便日益清晰。”防暴装甲车中队指
导员张成感慨地说。

开好总结会，抓建有质效。今年以
来，大队参加上级组织的各类比武考
核，10余名官兵摘金夺银，3名大队干
部受到表彰。

总结会上，既发“喜糖”更打“板子”
■吴哲明

数月前，我与几名战友乘坐高铁一

路南下，前往某省会城市执行某工程项

目建设任务。作为该项目负责人，望向

窗外，我无暇欣赏沿途美景，一门心思

都在想着如何解决此次任务的关键难

点——与地方相关部门协调，拿到项目

施工审批书。

出发前，尽管已经做了充分的思

想准备，但真正协调起来，才发现困

难远比预想的大得多：第一次来到市

政府，光是在警卫门岗通过多种方式

确认身份，就耽搁了两个多小时。当

我们好不容易拿着工程函来到某科

室时，对方又提出各种理由让我们反

复修改……如此翻来覆去，花费了近

两周的时间，我们才获得这个部门的

签章。

“还有十多个部门要协调，如果依

照当前进度，就算最终拿到审批书，只

怕‘黄花菜都凉了’。”那天，辗转难眠的

我拉着战友们起床开会，提出了一个大

胆的想法：明天直接去找分管副市长，

看看能不能开辟一个“绿色通道”。

这能行吗？一位战友忧心忡忡地

说：“连长，你一个连级干部直接找副

市长沟通协调，简直不对等，怕是会

碰壁啊！”我何尝不知呢。按照以往

正常做法，遇到这种事，旅里如果解

决不了，肯定上报基地机关出面协

调，如果基地机关办不了，就再上报

更高的机关，哪有我一个连长什么事

啊？但现在不同了，任务压身，时间

紧迫，如果再按部就班办理，不知要

等到猴年马月。

这让我想起战友苏金坡在另外一

个城市遇到的一幕。那天，苏金坡去某

央企协调通信光缆施工事宜，对方一上

来就嫌他官小：“叫你们单位领导来！”

苏金坡笑着回答：“办事跟官大官小什

么关系？我就是领导啊。”

对方上下打量苏金坡，又问：“这么

重要的事你做得了主吗？”苏金坡斩钉

截铁地回答：“我是项目负责人，我不做

主谁做主。”最后竟把对方说服了。

是啊，“我是项目负责人，我不做主

谁做主”，这话说得多好。不是说一级

有一级的责任，一级有一级的担当吗？

如果遇事动不动就把矛盾上交，还要我

们干啥？想到此，我下定决心自己解

决，第二天一大早就去找那位副市长。

结果刚到市政府大门口，我就被

拦住了，怎么说都不行。没有更好

的办法，我就使出最笨的办法——

在副市长进出的办公楼前蹲守。我

买来干粮和矿泉水，连续 7天早出晚

归，均无功而返。就在我以为此路

不通另想出路时，这位副市长竟然

安排时间与我单独会面。原来，他

从秘书那里了解到情况，被我的执

着深深打动了。

很快，施工审批书签了下来。临行

前，这位副市长对我说：“以后你们在这

里施工如果遇到困难，直接来找我。有

一批像你这样有担当的好同志，你们单

位一定能把工作干好！”

在此，我无意吐槽别人，更不是标

榜自己，只想说，“每临大事要担当”，正

是在改革和任务面前每个人都应该具

备的素质。 （徐弘源整理）

“每临大事要担当”
■某信息通信旅三营三连连长 陈阳阳

当事人说

新闻前哨

11月21日，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即将退伍的老兵前往停机坪，再看一眼他们悉心保障

的战机。停机坪上，老兵们郑重敬上军礼，立誓牢记“讲规矩、求精细、请放心”的机务作风，返乡再创

新业绩。 秦钱江摄

记者探营 透视“脖子以下”改革·基层观澜

11月15日，第72集团军某旅干部在实弹射击现场，为刚刚取得50环佳绩的新兵许柯佩戴大红花、颁发荣誉证书。连日

来，该旅抓住比武竞赛、考核考评等时机，对新兵及时进行现场表彰，激励新兵刻苦训练，积极投身强军实践。 李 磊摄

走进新兵连 走好兵之初

一线直播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