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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样本

官兵们尝到了幸福

的甜头

说起休假，第 71集团军某旅官兵人
人心里揣着一本“明白账”。

前年，榴炮二连连长马水杰休假两次
共16天，每次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一年 20天的假，分了 2次休，仍然没
有休完，还剩4天。

想起 4天假期就这么“泡汤”了，马
水杰一肚子苦水：“各项演训任务一个接
一个，很难抽出大段时间来休假。虽然
身为驻地干部，仍然难有机会回去。”

据统计，该旅前年共有近百名干部
没有休完假。

休假难以完全落实，给官兵带来不少
“后院”问题。由于指导员交流离职，榴炮一
连连长杨超有段时间长期单主官在位。期
间，女友与他发生了矛盾，但他始终没办法
当面解释，只能在电话里安慰。结果，已经
准备订婚的两人最终分道扬镳。
“你太忙了，我需要可以陪伴在我身

边的人。”这成了不少军人在婚恋方面不
得不接受的痛。

弓不能一直拉满，弦不能一直紧绷，
适度松缓一下，那根弦会更有弹性和力
量。基层官兵“后院”问题牵绊多、个人
压力难化解等状况，引起该旅党委的重
视，也让党委成员把目光聚焦到了官兵
年休、调休等福利待遇的落实上。

对年度休假这样的“大福利”要保证
落实，那么对家属来队、经费报销这样的
“小福利”该怎么办？在这方面，该旅党
委认识统一：官兵福利无大小，必须一视
同仁，严格按政策规定落实。
“落实福利待遇，我们要打一场思想

观念上的‘主动仗’。”该旅领导嵇承说，旅
里将官兵普遍关注的有关事项遴选出来，
细查各类法规政策，拉出了官兵福利待遇
“明细表”，研究制订实施细则，对双休日
值班执勤调休、家属来队接送站和困难救
济等20余项关乎官兵切身利益的福利待
遇，明确了具体落实办法。

过去，哪些是该发的福利、具体该怎
么发，不少官兵因为不了解政策规定，往
往不知所措。在制订实施细则过程中，
该旅对福利待遇落实对象、所需材料和
标准进行了明确，对具体流程逐项进行
细化，使官兵一看就明白、照着就能做，
可操作性大大增强。

指导员刁嵘峥前段时间参加某大型
考核任务未能调休，现在正申报补休。
他告诉记者：“以前当月未能调休，错过
了就错过了，现在机关下发的落实福利
待遇实施细则明确规定，可以申请补
休。这是观念革新带来的喜人变化，我
们也尝到了幸福的甜头。”

做基层官兵的幸福

使者

谈到福利待遇的落实情况，某合成
营文书王彪满面笑容：“以前去财务科前
还得想一番，现在去账务科抬脚就走，很
多自以为难捋清的事到了那里一切清清
楚楚。”

一次，教导员吴松突然喊来王彪，安
排他马上将一份材料送往主营区机关。
当时，每天往返主营区两趟的“幸福班
车”已经开走，王彪立即出门打了辆出租
车。送完材料回来，王彪才觉得乘出租
车这事有点欠考虑。

坐出租车去机关，这在“幸福班车”
开通以前不是事，按规定报销就行。但

现在，为方便基层往返机关和官兵外出，
旅里已经开通了“幸福班车”。这种情况
下，“打的”的票据还能不能报销？

去报销吧，少不得解释半天。若不
能报销，脸上也挂不住。思考再三，王彪
还是决定去问个究竟，“万一以后再发生
这样的事呢？”没想到，他到了财务科把
事一讲，票据很快就报销了。财务科助
理员曹盛杰还热心地叮嘱他：心里拿不
准的，可以随时向财务科咨询，打电话和
现场来问都可以。

拿着报销完的钱，王彪当时心里热
乎乎的。

幸福来敲门，改变的是财务人员的
态度，贴近的是基层官兵的心。现在，不
仅王彪对机关财务科的印象发生了改
变，战士们也说，机关越来越把我们的事
放在心上了。
“实施细则的制订，不仅使官兵该享

有的福利待遇明晰起来，也使负责落实
福利待遇的办事人员责任更加明晰。”
曹盛杰说：“从某种程度上讲，‘明细表’
的制订与相关制度的实施，已经把官兵
的福利待遇变成了一种权利。”

变化远不止这些。更多的变化正发
生在官兵工作生活中。
“没想到刚递交假本，不到 2小时就

可以离队。”走出营门的排长曹禺新，沉
重的心多了一份感动。

在部队训练最繁忙的时候，曹禺新接
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妻子怀孕期间胎儿
出现异常。考虑到自己是某演训科目负责
人，一时间他不知道如何向指导员报告。

来到连部门口，曹禺新欲进又止。
好不容易下决心见到指导员，他又欲言
又止。指导员询问清楚情况后，立即向
上级报告。内心如焚的曹禺新，本以为
走完审核流程至少需要一天。没想到，1
小时后，旅人力资源科干事鲁桦便主动
联系上他，核实完情况后，让他立即收拾
东西准备出发。
“家庭出现特殊情况的官兵报告后，

可以先离队，再补假。”根据实施细则相
关规定，机关特事特办，迅速帮他购买了

时间最近的高铁票，并安排专车送站。
回到家后，曹禺新一直陪伴在妻子

身边，尽到了丈夫的责任。
作为到部队没多久的一名干部，曹

禺新现在回想起这段经历，他的内心幸
福感满满。
“明细表”带给曹禺新的是部队大

家庭的温暖，带给曹禺新妻子的是爱
人温馨的陪伴。而对副连长李春霖来
说，“明细表”给予他的是一个幸福的
舞台，让他得以当众把对妻子的爱大
声喊出来。

李春霖和妻子去年 6月领证后，他
俩原定 8月举办婚礼，可眼看婚期一天
天临近，妻子却始终没有等到他归来的
消息。
“任务、任务，你的眼里只有任务，心

里到底还有没有我？”一向善解人意的妻

子破天荒地发了火。面对电话里妻子的
埋怨，李春霖既愧疚又无奈。

去年国庆，该旅为因练兵备战延迟
举行婚礼的 20名官兵隆重举办集体婚
礼。在军地领导的主持下，他们互赠信
物，深情告白。

集体婚礼现场，李春霖手捧鲜花，当
众向妻子麻丽丽许下爱的承诺。妻子麻
丽丽感动得泪流满面：“3年了，我们终
于等到这幸福的时刻！”

幸福正在敲开更多

扇“门”

张啸忘不了从旅领导手中接过奖章

时那种激动的心情。
在该旅去年“优秀基层干部、练兵

备战先进单位”表彰大会上，10 名基
层干部戴上大红花，昂首走上领奖
台。其中，就有某地空导弹连指导员
张啸。

谁能想到，这名军政兼优的基层干
部一度有过“向后转”的想法。

张啸道出当时事情的原委。他和妻
子张云两地分居多年，那年好不容易盼
到了妻子满足随军条件，可幸福的感觉
还没持续多久，新的难题又让这个小家
庭陷入了无助：张云从“白领”变成了待
业人员。去了驻地人才市场好几次，都
无功而返。
“如果向后转会怎样？”万般无奈之

下，张啸脑子里冒出这个念头。旅里下
发的“明细表”清单和福利待遇实施细

则，让夫妻俩的心里一下子“拨云见晴
天”。

那段时间，旅里不仅为张云办理
了未就业补助手续，之后又向她提供
了再就业的机会。旅里与驻地街道办
组织了军嫂就业技能培训，张云参加
了视觉特效培训班。她拿到职业技能
资格证后，多家用人单位向她伸来橄
榄枝。

去年 10 月 初 ，张啸接了一个电
话，灿烂的笑容立刻溢满脸庞。他乐
呵呵地告诉身边战友：“嫂子的工作有
着落了！”

让张啸更开心的是，不仅家属实现
了就业，孩子的入学问题也一并得到了
解决。张啸有两个孩子，家属随军后，3
岁女儿的入学也成了问题。原本，张啸
心里想着家属的就业问题能解决就已经
很不容易了，孩子的入学问题可以暂时
放一放。没想到，旅里得知情况后，主动
帮助他协调解决，最终张啸的女儿顺利
入学驻地省军区幼儿园。

这样的“双喜临门”让张啸感受到了
组织上的关心关爱，也打心底里有了干
劲。他的工作热情明显高涨，决心扎根
军营本职建功。
“幸福接了地气，战斗力提升自然就

有了底气。”该旅政委唐开喜说，“制订实
施细则的目的，就是要让上上下下都想
官兵所想、急官兵所急、解官兵所难，有
效激发基层官兵的事业心、责任感。”

随着成效的显现，旅党委在这方
面的步子迈得更远，工作也做得更细。

在外驻训期间，旅里在条件允许的
情况下，组织驻地干部两周轮休一次。
去年先后有 30 多名驻地干部返营调
休。官兵家里遇上大的困难，旅里会伸
出援手，从“帮困基金”中拿出经费进行
扶助。家属来队，餐桌上会加上“暖心
菜”。

在这个旅，幸福正在敲开更多扇
“门”，自从细则实施以来，官兵能直接感
受到的温暖越来越多。围绕“后路、后
院、后代”问题，该旅拿出专项资金为基
层办了 10类 35件实事,协调解决了 28名
官兵子女就近优质入学问题，救济慰问
了 153名家庭困难官兵，帮助 19名官兵
处理涉法维权问题，为 109 户士官公寓
配齐家电厨具……官兵的获得感、满意
度持续提升。

幸福来敲门，干事更精神。某连
指导员宋健模范带头作用明显，被
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军医李兵
在演训任务中表现优异，被评为“优
秀共产党员”……去年一年来，该旅
先后有百余名官兵因工作成绩突出
受到表彰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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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幸 福 主 动 来 敲 门
■陈 曦 常 军 林陈彬

误了一顿晚餐也能领补助？

前不久，保卫科干事刘伟因出公差

错过晚饭。回到单位，他立即递交了误

餐补助申请单。凭着误餐补助申请单，

刘伟从财务科领到了误餐补助。

钱虽不多，但刘伟真真切切地感到

了温暖。

在第 71集团军“临汾旅”，感到这

种温暖的远不止刘伟一人。某合成营

副连长王治忠的家属来队，餐桌上多

了两道“暖心菜”；宣传科干事严德逵

工作到零点以后，吃上了夜餐；某合成

营参谋石茂玉周末担负值班执勤任

务，周一就落实了调休……这些点滴

小事汇成的幸福时刻，背后是该旅推

行的福利待遇“明细表”制度。

2015年，中央军委下发《关于规范

完善军队人员有关福利待遇的若干规

定》，明确了官兵应当享受的福利待遇及

标准。这个旅在落实过程中发现，对于

哪些是福利待遇、哪些不是，有的基层官

兵不掌握相关政策，也不知道如何报销

领取，加上部分机关干部把握政策不准

不细，导致官兵本应享受的一些福利待

遇落了空。

了解上述情况后，该旅组织人员详

细查阅各类法规政策，将涉及官兵福利

待遇的项目逐条筛出，列出了福利待遇

“明细表”，研究制订实施细则，并依托旅

强军网进行公示。

因公误餐，自己垫支的饭钱能否报

销？每月哪些通信费可以实报实销……

实施细则下发后，这些问题全有了具体

答案。按照政策规定哪些福利该发，如

今一目了然，不仅官兵人人揣着一本“明

白账”，也让相关办事人员有了明确操作

依据。

“落实福利待遇应当依法依规，不发

或少发官兵的正常福利也是一种违规行

为。”翻开实施细则可以看到，该旅建立

了“工作组督导、基层机关自查、官兵立

体监督”三位一体的督导体系，明确规定

对违规取消、克扣或迟滞落实官兵福利

待遇的个人和单位进行严肃处理，以解

决在落实过程中存在的“雷声大雨点小”

“雨过地皮湿”等问题。

该享受的福利待遇尽快落实，不该

享受的坚决卡住。周末，“1号车”被派

去接送来队官兵家属，而该旅领导外

出办私事自掏腰包“打的”；某科助理

员在申请报销通信费时数额不实，被

打回重新填报。某连连长杨博宇说，

福利待遇“明细表”公布后，官兵们以

连为家的意识更加浓厚，练兵备战的

热情明显高涨。

官兵福利待遇有了“明细表”
■杨琪潇 陈 曦 常 军

“获得感”这个词，根据《咬文嚼

字》编辑部发布的解释，多用以指人民

群众共享改革成果的幸福感。对军人

而言，获得感既包括收入、住房、医疗等

物质方面的满足，也包括职业认同感带

来的精神方面的满足。

当前，国家层面的全面深化改革，尤

其是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正在给全军

官兵注入源源不断的获得感。成立退役

军人事务部、军人家庭悬挂“光荣之家”

荣誉牌、军人依法优先等政策的落地，正

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在军人享受着来自全社会的尊崇

目光的同时，部队各级需要思考的是，

如何让官兵同步感受到内部环境中的

获得感。在人民军队转型重塑的关键

时期，很多事关官兵切身利益的政策制

度正在紧前推出，受到全军官兵欢迎。

落细落实这些政策是官兵获得幸福感、

获得感的重要举措。

误餐补助、加班夜餐补助、通信费

补助……钱虽少，却事关基层官兵的根

本利益；子女享受优质教育资源、驻地

干部分批调休……事虽小，却关乎基层

官兵的真切幸福。

一份福利待遇“明细表”内容不算

复杂，但释放的能量不小。是否能反映

和满足官兵的正常福利诉求，体现着机

关“基层至上”的观念是否在心中深深

扎根。

官兵的获得感连着战斗力。获得

感强，内心幸福，基层官兵练兵备战就

会活力迸发；反之，获得感不强，内心苦

闷，负面情绪叠加，就可能影响部队士

气，进而制约战斗力提升。

强烈的获得感来自哪里？对基层

官兵而言，除了真打实练、岗位建功、体

现自身价值外，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方

面，就是要看应该享有的福利待遇兑现

落实了多少。

《孟子·离娄上》有言：“得其民有道，

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

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福利待遇能在

多大程度上得到落实，取决于机关在这

方面做了多少工作和努力。当前，练兵

备战任务繁重，训练强度明显加大。从

实践来看，越是训练艰苦越是要关心官

兵冷暖，越要让“获得感”充盈官兵心

间。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释放改革红

利，凝聚军心士气，进而更好地激发出每

一名官兵身上所蕴含的胜战潜力。

让“获得感”充盈官兵心间
■唐开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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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感”激发官兵训练热情。图为步兵班班长杨初格西在班进攻战斗演练中下达冲锋命令。 万里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