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8基层传真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５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严珊

“疫”线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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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一龙“火”了！作为第 75 集团
军某旅宣传科一名纳编仅 3 个月的
“新人”，宁一龙的意外走红，源于他撰
写的一份工作体会。

在这份体会中，宁一龙从拟制一
份为基层解难帮困活动计划说起，娓
娓道来，深入剖析了自己在过去 3个
月工作中从“碰壁”到“上手”的心路历
程，给机关干部精准帮建基层提供了
“实践样本”。

去年底，时任榴炮一连排长的宁
一龙，通过层层考核选拔，调入旅宣传
科当干事。刚到机关，宁一龙任劳任
怨、勤奋刻苦，不仅送件、复印等“跑腿
活儿”干得麻利，在上传下达等方面也
同样表现出色。

正当他为自己很快适应岗位而沾
沾自喜时，旅领导赋予他一项重要任
务：制订为基层解难帮困活动计划。

首次单独受领任务，宁一龙感觉大
显身手的机会到了。简单了解基层上
报的情况后，他找出前几年的类似计划
查漏补缺，计划不到一天就“新鲜出炉”。

几番审视，宁一龙颇为满意，很快
将方案呈送上去。没想到一小时后，
宁一龙就收到批复：推翻重来！原因
很简单：不符合基层实际。

呈批件上画的几个醒目红圈犹如
一瓢冷水，让宁一龙突然清醒。痛定思
痛，他带上笔记本深入走访了多个连队。

走访中，宁一龙了解到，原计划给
各分队配发宣传展板，实际上多个连
队反映展板“样式统一，缺乏连队特
色”；各连队官兵对球类运动喜好各不
相同，对训练器材的需求也大不一样，
但计划中却是所有连队一个“面孔”，
不符合实际，也缺乏特色。

经过再三核实，宁一龙根据各连队
实际情况，重新精心制订上报了计划。

令他没想到的是，他重新上报的计划又
被打了回来。这一次，旅领导没有批评
他，而是耐心指导他调整思路。
“某连上报，需更换 1 台点唱

机……”宁一龙经过核实才发现，
该连点唱机配发不到 3 个月，当前
出了一些小故障，只需进行售后维
修便能正常使用。但这个连队官兵
嫌麻烦，刚好又赶上新一轮采购，
便想更换新的。
“为基层办实事，既不能一手包

办，也不可悉听尊便，必须实事求是。”
多次往返机关与基层后，宁一龙对基
层实际和官兵诉求把握得越来越精
准，核减了 6个连队立足自身便能解
决的问题，并重新拟制了计划。

经过多次修改完善，计划获得通

过，机关说好，基层点赞。比如，官兵
反映部分文化活动场所老旧，旅政治
工作部门综合衡量，决定由机关统筹
资源，基层分类设计。时隔不久，特色
各异的 3D 影院、图书室、VR 体验厅
等，在基层“落户”，赢得一致好评。

结合自身经历，宁一龙有感而
发。记者翻阅他的体会发现，语言谈
不上优美，但字里行间透着对基层的
深情厚爱，折射出一名机关干部的责
任担当。意外走红后，宁一龙也感受
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作为机关干
部，指导帮建基层必须切合实际，学会
‘弹钢琴’，找准共性问题和个性差异，
不能搞‘一刀切’‘一锅煮’。只有这
样，精准指导帮建基层才能真正抓到
点子上、帮到根子处。”

一份帮建计划，两次退回修改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赵 超 周贤军

指导帮建基层，是各级党委机关

的基本职能。以什么样的态度、用什

么样的感情指导帮建基层，考验着党

委机关的初心与担当。

时下，少数机关人员指导帮建基

层工作简单粗放，有的为了方便

“统”，制订抓建方案千篇一律；有的

为了体现“分”，对基层官兵要求不

加分析，完全听之任之…… 如此

“统”与“分”，不仅达不到目的，反

而可能造成基层忙乱，无法调动基层

自主建设的积极性。

这启示我们，在指导帮建中，要

搞好基层建设分类指导，切实弄清各

个单位的短板弱项和特点优势，找准

共性问题和个性差异，分类提出要

求、分层解决问题，切实从“一刀

切”“一锅煮”的粗放做法向“对症

下药”“量体裁衣”的精准指导转变。

同时，要把握好机关帮建与基层

自建的关系，坚持依靠基层，扭住官

兵主体，增强基层内生动力。领导机

关重在把方向、理思路、传方法，协

调解决基层无力解决的矛盾困难。在

此过程中，既不能越俎代庖，也不能

撒手不管。

指导帮建要统分相宜
■第75集团军某旅政治工作部主任 张旭馗

“2号地域发现敌无人飞行器！”阳春
三月，接到诱导“敌”情后，短短数秒内，飞
行员程锐连续完成拉杆、提总矩、蹬右舵
等10余个动作，直升机在空中急剧跃升
后，迅速倒转机身，对目标展开攻击……

日前，第 71 集团军某旅对符合晋
级条件的飞行人员进行年度等级评
定。考评现场，负责塔台指挥的该旅作
训科科长赵彦飞介绍说，今年的飞行等
级评定，他们将对地突击、对空攻击等
分队战术课目纳入考评范围，参评飞行
员需要结合敌情背景，自主拟制航线、
选择攻击弹种、占领攻击阵位，难度增
高，战味更浓。

记者了解到，以往等级评定，更多
侧重于对飞行员飞行技术和精准操纵
能力的考评，内容设置主要以起落航
线、精准着陆和野外场地起降等基础动
作为主，要求距离误差精确到米、飞行

时间精确到秒。
“以前，我们更像是参加机动车场地

驾驶考核！”一级飞行员郭鑫对此印象深
刻。几年前参加考评，他强化训练了一个
月，从转弯点选择、航向参数设置到俯仰
角调整，逐一精打细磨几十个动作。虽然
最终高分通过考评，但在年底参加对抗演
练时，仍然因实战能力不足被“击落”。
“现在不一样了。”郭鑫翻开此次的

考评方案，以空中侦察课目举例说明，
飞行员不仅需要在小比例尺地图上分
析地形地貌，还要综合考虑对手雷达盲
区、防空火力配置，自主拟制侦察航线，
更像置身于真实战场。

考核还在继续。转场到新的作战
空域后，程锐将直升机高度稳定保持在
50米，开始依地形隐蔽飞行。
“发现装甲目标，请求导弹攻击！”
“可以攻击！”
接到塔台指挥员许可，程锐迅速建

立航线、占领阵位、锁定击发，一连串动
作后，完成对目标的模拟攻击。

数小时后，“战鹰”完成任务陆续返
场。钻出机舱，程锐长舒一口气：“这次
飞行等级考评，既要关注直升机姿态、
确保飞行安全，又要随时处置敌情、作
出果断决策，对我们的飞行技术和战术
运用提出了双重考验。”

等级评定战味浓
■本报记者 陈 利 通讯员 向 旭

“参照‘药品识别带’，我们就能快速
找到对应药物的名称、剂量、用法和功
能，非常方便。”3月 9日上午，记者在武
汉泰康同济医院感染二科病房看到，医
生刘刚正拿着一串用透明胶带制作而成
的“药品识别带”，向患者宣讲其所服药
品的相关知识。

这个创意来自感染二科男护士陶
俊。该科室收治的患者中，大部分是老
年人，有的平时需要服用的药物多达 40
余种，医护人员短时间内很难将它们一
一记住。

细心的陶俊发现这一现象后，从手
绘到贴图，想了很多办法。他最终决定
采用最直观的方式：用上下两层透明胶
布，将药丸和标注了药品信息的小纸条
“粘”在一起，形成透明的药品“标本库”，

医护人员和患者需要查询相应药品信息
时，简单对比就一目了然。“采用透明胶
带还方便用酒精擦拭消毒。”陶俊说，“目
前药品数量已有 42种，我们还会根据情
况实时增加。”

在感染二科，像陶俊这样的“发明
家”还有不少。

采集鼻咽拭子样本是医护人员救治
新冠肺炎患者的必要操作。感染二科主
任徐智发现，采用以往方法，在采集过程
中，处于坐姿的患者常常会不由自主打
喷嚏，容易直接喷射到医护人员面屏
上。经过冥思苦想，徐智将面屏进行改
造，在其中央位置挖了一个孔。医护人
员采样时，请患者平躺在床上，为他们戴
好特制的面屏。调整到最佳位置后，医
护人员再轻轻将棉签放入患者鼻腔，慢

慢旋转取出。“感觉像是给鼻腔做了一次
按摩。”感染二科患者张先生说。

护士曾小琴用 4 个易拉罐改装的
“试管固定器”，有效固定了鼻咽拭子试
管；护士黄进源用牛奶箱子和药箱改装
的“输液盒”，使液体摆放更加有序规范；
护士沈如飞用铁丝制作的信息化医护系
统显示器固定架，有效解决了设备固定
问题；护士杜欣用晾衣杆和纸板制作的
温馨引导牌十分醒目，让患者一眼就能
看到……

正是这样一群战疫病房的“发明
家”，把科学、规范、舒适、温馨的诊疗带
给了患者。“我们发明的鼻咽拭子采样专
用面屏正在申请国家发明专利，目前已
经受理，相信很快就能获批。”徐智兴奋
地对记者说道。

战“疫”一线，研制“技术发明”
■本报记者 赖瑜鸿 特约记者 陈晓霞

每天接打电话一百多次，收发信
息两三百条，日行三四万步……为啥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光谷院区勤务保障
队队长薛红臣那么忙？大伙儿告诉笔
者，因为他是抗疫一线物资保障的
“硬核管家”！

“30份加班医护人员的晚饭，赶紧
运到保温箱里放好”“洗消组马上组织
人员进行防护用具洗消”……抗疫一
线，薛红臣对保障队所担负的任务了
如指掌：库房里还存有多少物资，保
障小组成员姓甚名谁、身在何处，医
疗队员何时从一线下来、需要准备多

少热食，他都能做到“一口清”。
医疗队员进驻前，薛红臣便带领

保障队官兵连续奋战 36小时，把一座
空荡荡的大楼，清理布置成了能够正
常办公的场所；医疗队员不定时下
班，但是每个人回到宿舍，都能吃上
热乎乎的“特色小菜”……薛红臣还
把各点位保障人员通联方式贴在最显
眼的位置，只要医疗队员有需求，24
小时的服务保障全时在线。

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进驻光谷院区
后，这里也成为“决战”新冠肺炎疫情
的重要战场之一，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

“爱心包裹”，源源不断地汇聚到这里。
为把慰问物资及时送达到医疗队员手
中，薛红臣总是第一时间组织保障队官
兵进行卸载。

一天晚上 9点多，卸完满满 4车物
资，薛红臣便到各点位检查执勤情
况。凌晨 1时许，天上淅淅沥沥下起了
雨，薛红臣赶紧回到卸载点，带领大
家连续奋战近 3小时，将全部物资转运
到室内多个临时储存地点。虽然浑身
被淋得湿透，但薛红臣仍旧笑呵呵地
说：“我的责任，就是当好抗疫一线物
资保障的大管家！”

物资保障，当好“硬核管家”
■本报特约通讯员 陈永林 王亚平

一般来说，积极性越高，对工作就越

有益。然而，“有害的积极性”恰恰相反，

积极性越高，反而对工作越有害。“不怕吃

苦，就怕苦尽甘不来”“不怕忙着练打仗，

就怕忙着打乱仗”“不怕工作苦，就怕工作

没意义”……官兵们的日常吐槽，恰恰反

映了这种积极性在基层仍大有市场。

随手列举几个：有的单位偏爱举轻

若重、反复折腾，本来一件正常的工作，

却要大张旗鼓、另起炉灶；有的不看政策

看脸色，喜欢层层加码、拔高要求，只想

着在上面加分，不顾在下面失分；还有

的，一强调保密就禁止官兵使用手机，一

注意交通安全就严禁干部开私家车，一

强化管理就不让官兵周末请假外出……

如此“积极”，看似劲头十足，实则矫枉过

正、过犹不及，官兵意见很大。

“有害的积极性”与“破坏性建设”是

一对孪生兄弟，用力越大、做事越多，离

正确的方向就越远，而且，它们往往以

“雷厉风行”“标准更高”“贯彻有力”等面

目出现，这更加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警

惕。在此，大家不妨来一次“对号入座”，

看看身边还有哪些行为属于“有害的积

极性”之列。

文/朱艺森、潘文璐

图/宋 健、王鹏皓

如此“积极”也有害

3月17日，武警云南总队红河支队某中队采取竞赛对抗、模拟演练等方式，组织特战队员开展反劫持演练，锤炼特战

队员应急处突能力。图为特战弓弩手瞄准目标进行射杀。 李 义摄

为了体现我

们雷厉风行的

作风，这项工

作务必提前三

天完成!

唉，这下又该加

班加点熬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