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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筐编篓，重在收口。眼下，各个单

位都在开展年终工作总结。三营营长林

文杰主动给自己的全年表现打了“不合

格”，着实让很多人感到意外。

有人说他太较真了，没必要自找无

趣，也有人说他太实在了，干嘛跟自己过不

去。但仔细一想，我们确实应当为他这种

“较真”和“实在”点赞。问题是时代的声

音，也是工作的导向。忙活了一年，自然要

肯定成绩、表彰先进，但更重要的还是查找

不足、及时整改，争取一年更比一年强。毛

主席曾说：“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不会

总结、不重视总结、或者不坚持问题导向搞

总结，是不可能不断进步的。

反观一些单位和个人，在年终总结

时，讲成绩“浓墨重彩”，谈问题“蜻蜓点

水”，眼里只有亮点、没有痛点，甚至变相

上演“邀功会”，唯恐差距和不足说多了，

会砸了“牌子”、失了“面子”、丢了“位

子”。这是对工作、对单位、对组织的不

负责任。

给自己“差评”，是一种勇气，更是一

种态度。基层各级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

不妨借年终总结这个契机，拿出直面自己

的勇气，亮出闻过则喜的态度，敢于刀口

向内、揭短摆丑，真正把问题找准确、把原

因分析透、把措施定具体，以解决问题的

实效，推动基层建设向上向好发展。

如此“差评”当好评
■李晓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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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营长林文杰把自己的对照检查和
自我鉴定交来时，营党委书记、教导员杨
开放看到自评栏中“不合格”的字眼，顿
时懵圈了。

林文杰所在的第 73 集团军某旅三
营，曾荣立集体一等功，一直是该旅全面
建设标兵营，今年各项工作和建设在全
旅也名列前茅。

按照旅里年终工作总结规定，营、连
主官考评不达优的，单位不能评为优
秀。看着林文杰提交的“不合格”自我鉴
定，杨开放当即提出质疑：“你的表现都
是大家公认的，为什么跟自己过不去？
前 3个季度民主评议党员，你的考评结
果都是优秀，到了年底咋就不合格了
呢？再说，我们营评先的希望很大，你这
个当营长的评不合格了，那我们营还怎
么评先进？”

消息一传开，全营炸了锅。
其实，林文杰这些年工作一直很

出色，无论所在营还是他个人，年年都
是优秀。作为改革强军的典型人物，
多家新闻媒体还报道过他的先进事
迹。今年 6月，根据中央军委有关文件
精神，林文杰符合条件，在营长岗位上
调了副团职。

可如此优秀的营长，年终工作总结
为何却给了自己“差评”？

对此，林文杰有着自己的认识和理
解。在营党委会上，他说：“今年的年终
总结更加突出问题导向。正所谓‘成绩
不说跑不了，问题不查不得了’。虽然今
年全营各项工作成绩突出，但就个人来
说，依然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林文杰接着讲道，之所以给自己“差
评”，主要基于以下几点：一是工作没有
达到预期目标。作为“一等功营”，各项
工作理应走在全旅前列，但今年在专业
训练、伙食保障等单项工作上未能取得
好的成绩。二是面对部队转型，考虑到
个人能力问题，曾一度产生思想波动，致
使履职尽责方面还有一些不足。三是今
年营队少了大项任务牵引，自己产生了
松口气、歇歇脚的想法，抓工作标准有所
降低。“总的来说，与往年相比，这一年的

表现不能令自己满意。”
营长的一席话，句句都是实情，说

的都是心里话，让大家心服口服、顿生
敬意。与会委员对自己此前的对照检
查和自我鉴定，重新进行修改和完善，
并将个人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了自我
解剖。

刀口向内，自我检讨；领导带头，
率先垂范。对今年的年终总结，基层
官兵由衷赞叹：“火药味十足，却清风
扑面。”

年终总结，优秀营长给自己打“差评”
■朱艺森 本报特约记者 赵 欣

“连队战士会接受我吗？”“会不会
给我‘下马威’？”“战士们疏远我怎么
办？”……2017 年 9月，我到连队任职
的路上，内心十分忐忑。

为啥？一方面，我军校毕业后当
完排长就到旅机关工作，基层工作经
验还不够丰富；另一方面，这次改革，
我从另外一个集团军分流而来，被任
命为坦克六连指导员，对连队情况知
之甚少，连队官兵一个也不认识。

到连队才发现，我的担心基本上
是多余的，没有所谓的“下马威”，战士
们很配合工作，但是总觉得大家和我
不亲。当时眼瞅着中秋节来了，我就
决定利用这个机会，让爱人给大家做
月饼吃。

模具和食材是节日前一天买的，
有豆沙、蛋黄、抹茶等多种年轻人喜欢
的口味；月饼是爱人挺着大肚子，站了

6个多小时做的；每块月饼都有精美
包装，印着“快乐成长”“敢打必胜”等
鼓励性短语。晚会上，我说完一段祝
福语后，一名战士用小推车推着月饼
“闪亮登场”，现场瞬间沸腾了。

“嫂子做的月饼，是我吃过最好吃
的月饼！”晚会结束，战士们的几条朋
友圈状态，让我倍感欣慰。从那以后，
战士们和我的距离感渐渐消失，开始
变得无话不谈。

结婚有“七年之痒”之说，意思是
两人相处久了，没有了初恋时的矜持、
浪漫和激情。指导员和战士相处，何
尝不是这样呢？

我敢说，很多指导员和我一样，上
任时都非常忐忑，担心这担心那，尤其
怕和战士处理不好关系。但时间久
了，自己对工作驾轻就熟，对战士情况
也了如指掌，变得越来越自信。这时，

没了忐忑，没了迫切和战士增进感情
的渴望，日常管理就大大咧咧起来。

关爱应该细水长流。连队战士
每年都会新老交替，其心理状态也会
经常发生变化。在处理官兵关系上，
我们时时都是“新指导员”，过分自信
不是好事。要对战士永怀一颗敬畏
之心，害怕不了解他们、害怕和他们
疏远。

给战士过集体生日，查铺查哨看战
士睡得香不香，除夕夜站第一班岗……
当指导员两年多，我一直坚持真心关
爱战士，不怕麻烦、不怕重复、不怕啰
嗦。一名战士家人遇到诈骗，我跑前
跑后帮助解决，尽管最终没有帮上多
大忙，但他说自己会记得一辈子。

如今，我经常告诫自己，将来无论
任什么职务，都要扪心自问：最初的那
份忐忑还在吗？

最初的那份忐忑还在吗
■第71集团军某旅二营副教导员 周智勇

因为重大工作失误被上级机关盯
上了，连续 5年未评先进。3年前，一
心想去荣誉连队任职的我，却去了这
样一支“问题连队”。

上任第一周，连队紧张的内部关
系、低迷的氛围让我感到沉甸甸的压
力：上下不同心，官兵各划各的桨、各喊
各的号；管理上多靠命令，工作上得过
且过……更可怕的是这背后，每个人都
秉持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

翻看官兵履历，连队并不缺乏有
能力、有潜力的尖子，为何难以拧成一
股绳？
“指导员，我真不想干了，在连队找

不到一点荣誉感和归属感，这不是我想
要的军旅。”一位班长的话让我陷入沉
思，是集体长期低迷导致连队缺乏荣誉
感、认同感和归属感，这就是症结所在。
“连队就是我们的‘船’，船上所有

人，都是主人。”我自购了 20本《这是
你的船》分发给各班。教育课上，我向
战士讲述了书里一艘驱逐舰换羽新生
的故事。

“一人想成才，全连来打造，无论
遇到什么困难，都有连队做后盾。”编
连歌、定连魂，打造强者文化，搭设筑
梦舞台；向机关推荐有能力的排长；为
大学生士兵考学提干提供课外辅导；
购置乐器，为特长兵组建乐队；倾力培
养拥有立功梦想的战士……逐渐地，
连队的氛围有了好转，官兵脸上多了
自信的笑容。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深知观
念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连队需要
一场集体主义的回归，那就从团结友
爱、互帮互助开始抓起。

不再单打独斗，四级军士长彭先
光带领骨干集智研讨、编修教案，我带
着排长一同制作教学视频。战士吴书
淋参加“四会教练员”比武，技师蔡志
祥自费 2000余元，为其创新研发了一
套教学器具。最终，吴书淋成功斩获
“优秀四会教练员”并被推荐到战区比
武，荣立三等功。
“没有大家的倾力支持，我拿不下

这个三等功。现在的连队，让我重新

找到了成为强者的路。”那天，计划退
伍的吴书淋突然找我表达留队意愿。

外训期间，战士陶林国母亲突遇
车祸，住进重症监护室，妻子带着刚出
生的孩子显得力不从心。当时连队正
处于任务攻坚期，普通事假很难报
批。我协调上级，火速为陶林国批了
事假。当晚，我拿出 1000 元塞给了
他。很快，连队自发组织了一场募捐，
大家纷纷解囊相助，一股股暖流在连
队上下流淌。半个月后，陶林国母亲
脱离危险，归队的他含着热泪向全连
官兵鞠躬致谢。
“没有荣誉就创造荣誉，没有先进

就争创先进。”年初旅队大练兵比武，
全连上下齐心备战，以总评第三的成
绩，摘掉“后进”帽子，实现“华丽转
身”。如今，在官兵的共同努力下，连
队连续两年被评为“全面先进建设
连”，去年底更是摘得“集团军标杆连
队”殊荣。颁奖典礼上，全连官兵高
呼：“风雨同舟、乘风破浪，因为，连队
是我们的船！”

让战士感到，连队是我们的船
■东部战区陆军某旅突击车五连指导员 张维琦

指导员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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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军营

近日，武警北京总队某支队举

行军事体育运动会，激发官兵训练

热情。看！他们协力拉动车辆的样

子，真燃！

习 浩、李启民摄影报道

“当武警战士，我把抗洪抢险作为
战场；二次入伍当解放军战士，我渴望
走向新的战场……”12 月上旬，第 72
集团军某新兵旅组织“我的入伍初心”
读书演讲活动，新兵宋耀宗满怀深情
的演讲，深深打动了在场新兵，获得阵
阵掌声。

在战友眼中，宋耀宗是个“拼命三
郎”。在武警原水电部队服役期间，第
一次参加抢险救灾任务，宋耀宗就坚守
在一线，扛沙袋、搬伤员、运物资……双
手被沙石磨破、双脚被泥水泡烂也全然
不顾。最终，他以突出的表现被评为
“优秀义务兵”。

本想留在部队好好干的宋耀宗，
因为部队改革只好含泪脱下军装。军
歌没唱够，就来个“二重奏”。虽然离
开了部队，但宋耀宗还是喜欢那首唱
了千百遍的《强军战歌》，产生了再穿
一次军装的想法。于是，他再次在网
上报名参军，通过层层把关和严格筛
选，于今年 9月应征入伍，穿上了丛林
迷彩。

再次入伍，更知当兵的可贵。宋耀
宗始终以高标准要求自己，奋勇争先，
在训练场上、生活工作中处处追求卓
越，很快成为班长们的得力助手。

有人曾问他：“军装穿了两年还没
穿够吗？”宋耀宗笑着回答：“不够！如
果要给它加上一个期限，我希望是一
辈子。”

一句话颁奖辞：脱下军装仍恋火

热军营，二次入伍归来还是好兵！

“这身军装我还没有穿够”
■何 飞 郭志宇

小咖秀

如今的新兵宋耀宗。

金富强摄

曾经的“老兵”宋耀宗。

江樾铭摄

一天下午，排里的战士毛鑫笑着
对我说：“排长，能不能帮‘大龄青
年’介绍个对象啊？”我俩会心一
笑，聊了起来……要是放在一年前，
这样的场景可不会出现。

刚下连那会儿，我可是带着“主
角光环”：在院校担任过学员队模拟连
骨干，大小奖章一大摞，发表网络媒
体稿件百余篇……我自认为能独当一
面，没想到却事与愿违。

由于年龄偏大，到部队不久我就
产生了“弯道超车”的想法。为了
得到领导认可，我在指导员的支持
下创办了乐队，不久后在旅晚会表
演中走红。

正当我沾沾自喜时，有件事却给
我当头棒喝。一天，指导员让我挑选
一名乐队吉他手，看似很简单的事，
却引发了我与班长丁粤潮的矛盾——

宋积忠是大学生士兵，有一定理
论功底，此前加入了连队理论小组。
当时考虑到宋积忠还懂音乐，我就直

接指定宋积忠为吉他手。不料丁粤潮
提出反对，认为宋积忠作为义务兵，
不能因为兴趣爱好过多而减少与战友
相处的时间，但由于我一再坚持，他
最终没能如愿。

从那以后，我们之间产生了隔
阂。他的情绪虽然没表现在脸上，但
对我不冷不热。
“你在队列里面乱动什么……”一

次点名，丁粤潮不知为何，在队列里
摇摇晃晃，被我严厉批评，他没有向
我解释，而是一脸的不服。

就在此后不久，营里对排长履职
尽责情况进行问卷调查，我万万没想
到，结果显示：80%的战士认为我不
是一名合格的排长。面对结果，我心
底不由涌起一种挫败感和无力感。

随后，我找到了指导员。他拍
着我的肩膀说：“你身在兵中却不知
兵……”

指导员的话让我陷入沉思。回想
那段时间，我要么忙于乐队的事，要
么忙理论小组的事，和战士们交流甚
少，更别说走进他们内心。

反思后的我决心改变，可我发现
战士们并不领情。一个周六下午，排
房里的战士围在一起吹牛拉呱、有说

有笑，当我靠近时，欢笑声便戛然而
止，战士们跟我客套了几句话便各自
散开。那一刻，我尴尬极了，感觉我
与他们之间就好像隔着一层纱，能看
得见，却触摸不到。

事情终于出现了转机。在一次五
公里武装越野考核中，丁粤潮突然
晕倒，我急忙带着几名战士将他送
到卫生连，这才知道，丁粤潮已经
生病一周多了，作为排长的我却浑
然不觉。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主动承担
了所有护理工作，为他打饭、取药、
买水果……渐渐地，那个原来一直跟
我唱反调的人，开始对我微笑。

我隐约感到，我们之间那层纱被
捅破了。“排长，我觉得你平时应该多
跟我们在一起……”丁粤潮首先打开
了话匣子。那一夜，我和他彻夜长
谈，说出了藏在心里的话。

回到连队后，我也像换了一个
人，和战士们在训练场上一起摸爬滚
打，休息时间一块儿唠唠家常，遇事
先和骨干商量……慢慢地，我得到了
骨干支持，威信渐渐提升，开展工作
顺利多了，战士们有心里话也会跟我
说，我终于成了他们喜爱的排长。

当多数战士评我“不合格”之后
■陆军某旅高炮营一连排长 朱 强

排长方阵

“15个基层反映的难题被机关业务
部门逐一认领，9个解难需求则退回基层
自行解决……”12月上旬，新疆军区某边
防团基层机关双向讲评会上，机关先对
基层上报事项进行研究和评估，对属于
机关解决范畴的主动认领并明确解决时
限，对基层可以自己解决的予以退回。

该团领导介绍，此前机关“门好进、
脸好看、事难办”现象得到有效纠治，但
“勤婆婆”有时也会惯出等靠依赖的“懒
媳妇”，一些营产营具简易维修、宣传栏
展板制作等基层分内事也要机关指导
解决等现象一定程度存在，已经影响到
基层自主抓建能力的提升。
“把指导帮带的着力点放在提高基

层自建能力上。”该团党委立即叫停机关
“保姆式”服务，明确规定确系基层无力
解决的难题，机关不得推诿扯皮、敷衍塞
责；凡基层力所能及的，必须主动担责自
主解决。同时，针对基层缺人才的实际，
他们把各类培训纳入工作计划，筹备好
一个开办一个。

机关指导不越位，基层过硬有作
为。前不久，该团官兵反映士官公寓设
施较旧，机关及时上门维修并购置部分
新家具；而步兵二连出现网络故障，连队
并没有向机关请“外援”，而是由连队网
管员通过技术排查最终得以解决。

“勤婆婆”不惯“懒媳妇”
■王国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