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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不合时宜的，确立与

时俱进的

三易计划，增减之间

看变化

7个月前，第 71集团军政治工作部
组织处干事王星接到了筹备集团军新任
营党委正副书记集训的任务。

面对这项早就列入年度计划的重
点工作，王星不敢怠慢。拟制方案计
划、精心设计专题，他还特意参考以
往集训惯例，安排了整整 3天的结业综
合考核。

然而，当拿着这份精心打磨的集训
方案敲开集团军领导的办公室时，王星
没有想到，组织这场集训将会带给他怎
样的思想冲击。

军队编制体制改革后，营作为独
立 作 战 单 元 ， 营 党 委 “ 一 线 指 挥
所”地位作用更加凸显。面对组织
架 构 的 新 设 计 、 制 度 体 系 的 新 安
排、官兵成分的新结构，营党委书
记 能 不 能 认 清 新 特 点 、 把 握 新 规
律、破解新难题，直接关系到基层
建设的质量层次。
“集训绝不能‘捡了芝麻，丢了西

瓜’。”集团军领导告诉王星，此次集训
绝不能搞成比武考核，其目的在于补齐
当前新任营党委正副书记岗位必备、工
作常用、履职亟需的短板弱项，以“关
键少数”的能力突破，谋求基层建设的
全面开花、转型升级。

然而，当前营级党委书记存在哪
些短板弱项？需要怎样的能力素质？
集团军领导开始了全面调研。

围绕营级党委“如何抓好基层理
论武装，如何提高练兵备战质效，如
何强化基层组织功能，如何推进依法
按纲抓建，如何巩固纯洁部队”等
课题，集团军党委领导带机关利用蹲
连住班、检查指导等契机，采取广泛
蹲点座谈、机关对口研究的方式，撰
写调研报告。

手握着这一份份扎实深入的调研报
告，王星的思路变得清晰起来。又历经
2次修改，王星终于完成了集训方案的
拟制。

打破不合时宜的，确立与时俱进
的。翻开前后 3 份集训计划，细细对
照，记者在内容增减之间，品味着此次
集训的思路转变：

内容优化，奔着问题去。营党委
少则 8 人，多则近 20 人，委员人数
多、职级差异大，“班长”怎么当？
怎么解决战士有了问题不问干部问
百度、有了困难不找主官找群主？
新时期官兵关系怎么处理？营好比
是“巴掌”、连好比是“指头”，营
帮连怎么帮，帮什么……每一堂授
课、每一次研讨都紧扣新时期呈现
的新现象新问题。

主官授课，起步高抬腿。着眼营级
党委书记队伍能力需求，授课人员从以
各旅部门副职领导为主，转变为以军旅
两级主官、部门领导为主，辅以集团军
机关处长进行业务介绍，力求每一堂授
课都代表集团军部队在抓建某项工作中
的高水平。

取消考核，告别“分先生”。打破
以往逢训必考核、逢考必排名通报的惯
例，消除参训人员的备考压力，把他们
的心思精力从背题应考引导到能力提升
上来，争取学有所获、学有所悟、学有
所用。

从担心冷场指定发言，到

争先恐后广泛交流

困惑提出来，经验共

分享

当第一次研讨交流开始，看到参训
人员争先恐后上台发言时，王星放下了
手中预先准备的“发言名单”。

这份“发言名单”是王星为了防止
“冷场”而准备的，目的是通过指定人员
预先准备，确保讨论发言时场面上“热
闹”。

可事实恰恰相反，研讨中，大家表现
出令王星始料未及的热情。
“部队每年平均外训 4个月以上，动

散条件下如何抓建？”当这个研讨问题被
抛出时，某旅教导员耿柱德眼前一亮。
作为新组建的运输勤务营，全营 3个连
队，一个连年度驻训超过 9个月，一个连
平均每个月都要小建制出动执行保障任
务，另一个连又长期在营区组织培训任
务。面对营里人员分布散、在外执行任
务多的特点，耿柱德从刚上任开始，就一
直在琢磨如何做好动中抓建。
“不成建制时建立临时组织，小散

远就近挂靠友邻建制单位，确保每个点
位都有得力骨干，每片区域有放心人驻
守”“组织教育，大课上不了就上好小
课；谈心交心，不能面对面就用好屏对
屏；议事论事，主官要经常打电话沟通
商量着办……”

听着一个个兄弟单位的营主官走
上讲台交流经验，耿柱德的思路渐渐
开阔起来，他仔细聆听、思考，记录下
一条条实在管用的做法。研讨最后，
耿柱德也走上讲台，结合工作实践，从
“借力灵活抓、紧贴任务抓、较真碰硬
抓”三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赢得
大家频频点头。

从担心冷场指定发言，到争先恐后
广泛交流，转变源自什么？

“交流研讨的题目具有吸引力。”耿
教导员向记者细数，集训中设计的 38个
讨论题，每一个都是从基层收集来的具
体难题，关乎基层建设的关键环节，有着
广泛的群众基础，“我们既想听听别人有
什么好见解、新点子，也想把自己的思
考，拿出来供大家参考验证。”

轻松的讨论氛围，同样吸引着大家
上台分享。集团军组织处副处长周嗣栋
介绍说，过去集训中组织研讨交流，学员
发言往往也被当成考核评比中的一环，
导致研讨像“汇报”、交流像“背稿”，谁还
愿意主动上台？如今，卸下了“分数”的
担子，也让大家卸下了思想包袱，无论军
事干部还是政工干部，都愿意积极参与
到交流之中，说管用的招、提心中的惑、
解长久的困。

在听取了兄弟单位通过开展“无手

机日”活动、引导官兵合理使用手机的经
验后，某合成旅教导员谢佳深受启发，结
合本单位实际，接连拟定 6 条管理措
施。谢佳说，每一次研讨，都让我们从中
学到了先进单位抓建设的做法、力度和
标准，受益良多。

不设考核排行榜，梳理抓

建新思路

结业没有鲜花，未来

会有实绩

集训结束，坐上返程的高铁，教导员
欧阳凯的心中遗憾与高兴交织。

遗憾的是，这次集训，自己没有完成

单位打个“翻身仗”的嘱托。但当他翻开
那本记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回味着一
个个抓建基层的活方法、新思路时，心里
又满满都是“获得感”。

知之愈明，行之愈笃。回到单位后，
2019年度评功评奖、士官选晋工作随即
展开，欧阳凯第一时间将集训成果运用
到实践中。

围绕骨干保留问题，他提前与营党
委班子成员交换意见、充分酝酿，按照集
训期间学习交流的《基层敏感事务办理
流程》，按步骤严格落实，确保用公正的
程序赢得公正的结果。不仅如此，评功
评奖结束后，他还及时“回头看”，与落选
人员逐个谈心。最终，欧阳凯所在营评
功评奖、士官选晋工作非常顺利，赢得官
兵点赞。

像欧阳凯这样，返营后即将集训收

获运用于实践的书记们还有很多。
借鉴兄弟单位做法，某旅教导员宋

磊将全营 23个党小组长拉进学习微信
群，排出值班表，轮流负责从党报党刊
中遴选文章，推送给大家学习研讨；参
照听课收获，某合成旅代理营长王琛打
破以往建制训练模式，全营按专业分
组，各党委委员分工负责，调动全营抓
训的热情……

结业没有鲜花，未来会有实绩。
如今，回头来再看集训，他们中很多人
说，15 天很短，与自己的军旅生涯相
比，只是短短一瞬；15 天又很长，它承
载了一个集团军党委对基层建设的关
注和期盼。

正如该集团军领导在总结中说的那
样，15天集训取得的成果，也许从短期
看，没有设立“排名榜”有说服力，但成长
的种子已播下，更多的变化正在悄然发
生。

书记们依法解难、按纲抓建的工作
思路更清晰了。16份大课教案、38个研
讨心得、72份工作研究，集训结束后，集
团军组织处第一时间将集训成果汇编下
发，让更多的基层书记队伍学有样本、用
有参考，较好解决了新任职党委书记们
“想抓不会抓”“想干干不好”的困难，有
利于缩短他们的任职“适应期”、抓建“波
动期”。

书记们理性思考、整体谋划的抓
建思维立起来了。“跳出工作看工作，
捅破那层思维的‘窗户纸’”“遇到棘手
难题，多从根源处思考”“纲要表面是
字，背后是事，核心是思想”……集训
中，军旅两级领导传授的好经验层出
不穷，学员们提升了思维层次、掌握了
科学方法，“烧脑”的同时直呼过瘾，
“站位低、认识浅、思路窄、定力弱”等
能力洼地，正在被他们用一个又一个
的成功实践所填平。

书记们立足岗位履职的使命感责任
感更强了。有参训人员在体会中写道：
营党委书记使命光荣、责任重大，身后几
百人，肩上千钧担，既是锻炼能力素质的
重要平台，也是个人贡献强军事业的重
要舞台。这次集训，让自己对营党委书
记“党代表”“指挥员”“主心骨”“当家人”
“守护者”的身份认同、价值认同和使命
认同得到了强化，也对基层党委书记的
岗位更加珍视，“对照这五种身份，自己
的欠账很多、想干的事很多、时间很紧
迫。”

集训画上句号，求索仍在继续。如
今，72颗经过培育的种子已经撒回厚实
的基层沃土，让我们静静地等待着，等待
着他们生根、发芽、成长……

取消考核排名，把掌声留给成长
—来自第71集团军新任营党委正副书记集训的新闻调查

■魏海鹏 本报记者 陈 利 特约记者 杨琪潇

一场不搞排名通报的新任营党委

正副书记集训，收获了参训人员的广泛

好评。这种“不重显绩重潜绩”的人才

培养思路，实际上就是一次破除思维定

势、解决改革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的创

新和探索。

此轮国防和军事改革，对旅以下部

队来说，变化是全方位的：机关变成了

“小机关”，构成更加精干；基层则成为

了“大部队”，类型更加多样；营里编配

了参谋，也成了一级“机关”。营作为管

理链条上的重要抓建层级，既要承担

“团”的部分职能，又要具备“连”的作

风，成为名副其实的“一线指挥部”。

营的地位突出，问题与之伴随而

来，有些营党委书记队伍的能力不足不

容忽视。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当前营党

委书记队伍普遍存在着成分新、经历

单、经验缺、经受重大考验少等问题，职

务代理的多、缺少连主官经历的多、没

有接受过预任培训的多。

面对新体制、新职能、新使命，一些

书记们感叹，过去熟悉的技能，很多已

经过时了；过去掌握的知识，不少现在

“折旧”了。总感到有“干不完的活、忙

不完的事”的背后，是他们对单位建设

的理性思考不够、整体谋划不够、思维

层次不高的瓶颈，制约了基层部队的建

设发展。但是，从辩证的角度看，短板

既是薄弱点，也是增长点。问题改进一

分，部队发展就前进一步；问题解决一

个，部队建设就提升一层。

在前不久召开的中央军委基层建

设会议上，习主席鲜明提出，要强化基

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加强书记

队伍建设。党委支部过硬，基层才能过

硬；党委支部工作上去了，基层工作才

能上台阶。当前，各级组织的培训、集

训并不少，如何培训出适应新体制的基

层书记，打造新时期过硬“头雁”队伍，

还需要积极转变思想，带着问题出发，

保持清醒头脑。

诗人说：“功夫在诗外”；棋手说：

“棋外寻胜着”。若是按照以往惯例，通

过打分排名，或许可以逼着参训的书记

们加班练、日夜熬、反复磨，在短时间内

提升个人业务能力，但是疲惫不堪的应

考状态，也让他们难以真正沉下心来学

习，学到抓建基层、带好队伍的真经。

修炼的种子在寂静中生长，成功

的果子便会在阳光里结实。部队建设

是一个环环相扣、层层递进、步步提高

的过程，“头雁”队伍的培养同样需要

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不考试、不排

名，即便一时间没有喝彩、没有掌声，

但是让新任书记们在研究解决一个个

具体问题、破解一道道建设难题中，明

白一层道理、学到一种思路、掌握一个

方法，就是在潜心为能打仗、打胜仗积

蓄底气和资本。

带着问题出发 保持清醒头脑
■尹红星

新闻样本

参加集训前，第 71集团军某旅教导
员欧阳凯用了这样一句哲语表达了自己
的心情：“人的恐惧来源于未知。”

这场集团军新任营党委正副书记集
训，在欧阳凯看来至少有三处未知——
“作战对手”不明。山外有山，人外

有人，不知将与兄弟单位的哪些“高手”
同台竞技；
“作战环境”不明。集训场地、考核

环境、组织人员均不熟悉，“地利人和”不
占优；
“作战目标”不明。上级机关迟迟不

下发备考题库，盲目准备只怕“竹篮打水
一场空”。

这些未知，让欧阳凯惴惴不安。有
时候，他甚至扳着手指头预测，自己能不
能因工作冲突“逃过集训这一关”。

其实，对于欧阳凯来说，最大的“恐
惧”，还是来自集训的最后一关——打分
排名。

从排长到营教导员，欧阳凯参加
过的集训少说也有十余次。新排长集
训、预任参谋干事集训、分队指挥员集
训……不论何种类型的集训，“以考促

学，排名通报”的做法一直都在延续。
“都说‘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其实，那一纸分数又何尝不是压在我
们参训人员心上的巨石。”谈起历次参
训经历，欧阳凯坦言，考核前为了分数
争分夺秒的背记、集训中反复进行的
练习、集训后等待分数时的紧张和不
安，常常让人整晚睡不着。

这次集训也不例外。由于旅队在近
几次上级组织的比武考核中成绩不理

想，作为此次参训的旅 7名新任营党委
正副书记带队“班长”，欧阳凯多次或当
面、或电话收到旅领导提出的殷切期望：
充分准备、提前筹划，争取考出好成绩、
打个翻身仗！

为了“分先生”，欧阳凯可是备足了“弹
药”。根据集团军最初下发的集训方案，他
依照经验，牵头整理出涉及基层建设的法
规条文，安排参训人员提前背记；根据集训
计划列出研讨课题，分人头落实到参训个

人，方便他们提前准备发言材料、预备“精
品课”——“出发前，我们就做好了‘白天
学、晚上练、夜里熬’的思想准备。”

没想到，幸福来得太突然。集训
第一课，集团军领导的动员讲话让欧
阳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此
次集训，重在研讨交流，旨在提高能
力，不进行打分排名，不搞通报评比！

别了，“分先生”！欧阳凯的心一下
子安定下来，集训学习也回到了应有的

节奏：不用背记题库，每次课堂授课，他
都能静下心来一边听一边思考，收获满
满；不用担心对错，每次课后研讨，他都
有上台机会，提出自己的困惑，分享经
验方法；无需通宵熬夜迎考，有了充足
的休息，课堂上再没有了“瞌睡虫”，大
家的精神状态始终高昂……

集训尾声，考卷到手，大家不由地相
视欣然一笑：满张试卷题目以紧贴基层
抓建的主观题为主，要求见仁见智、有理
有据即可。一个小时的考试时间很短，
欧阳凯舍不得放下笔，他的脑中还有很
多思考没有写完。

15天的集训结束了，带着满是记录和
心得的笔记本，欧阳凯踏上了返程。同他
一样，参训的新任营党委正副书记们也都
满载而归。他们迫不及待地想把自己学
到的“招法”带回单位，推动部队转型发展
驶入快车道，战斗力建设再上新台阶。

别了，“分先生”！
■本报记者 陈 利 特约记者 杨琪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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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训中参训人员认真听课，认真思考，仔细记录“金点子”。 陈卢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