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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调查

战位观

以一场官兵恳谈

会为起点，“暖心车”出

发了

野外驻训期间，正常组织官兵休假
和周末外出，还车接车送，第 77集团军
某旅的这个做法，要从一场官兵恳谈会
说起。

2019年夏，该旅整建制机动至海拔
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展开高原适应性
训练。

按照以往“惯例”，如果驻训时间较
短，旅里就不组织官兵外出、休假，待任
务结束返回营区再行安排。

后来，日子一天天过去，驻训时间
长得“破纪录”，大部分官兵对野外的新
鲜感逐渐消退，疲惫感不断滋长。旅里
先遣分队，更是连续作战了小半年，早
已疲惫不堪。

就在此时，该旅召开了一场官兵恳谈
会，旨在听取基层意见、积极解难帮困。
“驻训时间比较长，能不能安排周

末外出和休假？”会上，一位基层官兵代
表率先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这并不是个别想法。旅里随后了
解到，很多单位野外驻训“有的有外出
没休假，有的有休假没外出”，有的单位
外出和休假都没有，甚至有些官兵从未
出过野外驻地营门。这背后固然有各
种各样具体的困难矛盾，但官兵对外
出、休假的期盼是切实存在的。

一张嘴提出的问题，拨动了会场里
更多的心。

基层官兵代表们纷纷表达出相同
的呼声：“战士们确实太累了”“高原环
境恶劣，时间长了枯燥乏味”“调整调整
更能激发活力”……
“这么看来，我们是不是也该转变

下观念呢？”官兵有所盼，党委有所思。
“官兵们弦绷得时间久了，也要适

当松一松。”在听取广大基层官兵的呼
声后，该旅党委认识到，保持连续作战、
艰苦奋斗作风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客观
现实。高原驻训时间长了，不让大家调
整休息，反而容易影响训练和工作。加
之长期在高寒缺氧的自然环境中，官兵
心理也需要适当放松调节。

那场恳谈会上，几十名基层官兵
代表提出大大小小共计 208 个具体矛
盾和困难，该旅领导当场决定：“就以
解决外出、休假问题为开始，逐一挂账
销号。”

旅领导的决心引起了大家更多的
关注：“下一步大家该怎么出去？”
“有送菜车，有送报纸的邮政车，有

时还能碰见外出办公的车……”四级军
士长刘阁峰掰着指头数现有的出行渠
道，“就这还要看运气。运气不好，就只
能打电话叫‘黑车’，时间不靠谱，安全更
没保证。”
“机关协调解决，给官兵安排专

车。”该旅领导再一次拍板。
很快，该旅部队管理科、人力资源

科、运输投送科合力制订相关计划，解
决官兵外出问题的“暖心车”呼之欲出。

一波三折的周末

外出之路，倒逼管理理

念转变

旅党委下定了决心，机关也做出了
计划，但官兵周末外出之路，并非一帆
风顺。
“起初，大家觉得在外训地也能外

出放松，一路上心情都挺好。”第一次周
末外出，运输投送科协调来了地方上具
有正规运营资质的公交车，部队管理科
参谋郭晓飞也上了车，目睹了战友们的
喜悦之情。

事实上，郭晓飞此行最主要的目的

并不是外出。为了安全保密，部队管理
科与当地公交公司“约法三章”，并由带
车参谋监督执行。
“部队都在这条山谷里，安全保密

问题必须托底。”早在制订外出计划之
初，机关就想到了这一点。

但很快，意料之外的问题出现
了——
“一来一回两个小时都在路上，真

正的外出时间只剩下一个半小时左右，
去干啥都是一路小跑。”返程的路上，郭
晓飞耳旁全是战友们抱怨时间紧张的
声音。

抱怨就是意见，部队管理科迅速修
改计划。经请示上级领导，他们决定延
长外出时间，按照官兵在县城下车、上
车的时间计算请销假时间。同时，协调
公交车提前进入营区，到达县城后停在
原地等待，“让车等人，而不是人等
车”。这样一来，官兵实际外出时间就
可以达到3个小时左右。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为方便管理，几辆公交车都停在旅

外驻地主营区的空地上。可野外驻训
地营区比较分散，路况又不好，加上高
寒缺氧，从最远的一个营走过来要大半
个小时，以至于第二次周末外出好多人
都不愿意报名，觉得“活受罪”。

听到这些情况，部队管理科再次修
改规定：让公交车开到各营门口，把外
出官兵“从里往外依次接上车”。同时，
旅里把原来由旅统一组织的外出前安
全教育权限也下放给各营。

又是一个周末，新的问题又冒了出
来……“这怎么是个无底洞啊！”郭晓飞
为此焦头烂额了。
“工作不能这么干！”部队管理科科

长张毅涛临时召集所有参谋开会讨论。
通过对“一波三折”过程的全面分

析，他们发现问题之所以接连不断，根
本原因是工作中的被动思维在作怪。
“管理即服务，服务就应该主动靠

上去，设想再长远一些，规定再细化一
点。”张毅涛认识到，为兵服务解难，机
关所扮演的角色应该由高高在上的管
理者转变为“服务员”，设身处地地为广
大官兵着想，提前多想想官兵之难，这
样解决问题才能与官兵愿望合拍。

观念一改，效果立现。之后每次
周末外出，张毅涛都让一名参谋全程
跟随，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不断细化
和完善规定——

考虑到路上有盘山公路、牦牛群、
骑摩托的老乡等，他们给每辆车安排安
全员，并通过对讲机及时沟通，车队以
梯队行进，不允许单放；在车上直接给
官兵销假，免去一系列复杂的环节，将
官兵直接送到各自的营区；山路崎岖，

为防止公交车意外抛锚而耽误官兵外
出，他们还多协调了一辆“救援车”……
“虽然说一个成熟的制度必然要通

过实践来检验和完善，但我们提前做足
了功课，就可以压缩这个过程。”张毅涛
总结道。

事实证明，后来官兵周末外出，抱
怨声几乎没有了。

解难题考验的往

往不是选择，而是选择

背后的担当意识

与部队管理科对周末外出制度的
反复调整完善相比，人力资源科解决
官兵休假困难的过程，可以说是如履
薄冰。

在那场官兵恳谈会上，旅人力资源
科就提出可以加假一到两天，由官兵自
行乘坐地方交通工具下高原休假，但质
疑声紧随其后——

下高原只有两条路，要么到 60公里
外的县城坐大巴，要么到 160多公里外
的机场坐飞机。加假的办法听上去好
像可以，但大巴每天只有一趟，早上 6点
就发车，凌晨 4点就得找车从驻训地出
发。机场每天也仅有上午 9点那一趟航
班，而且一张机票就是一名初级士官半
个月的工资，休个假一个月工资全扔在
路上了。

更糟糕的是，去机场的两个小时路
途中，要反复翻越高山，极易引起高原
反应，很多情况难以预料。
“这办法不行。”该旅领导坚持“一

抓到底”，想办法把官兵送下高原，为官
兵休假提供最大程度的便利。

不久后，旅运输投送科经过协商，
在 3家地方运输公司中找到了最佳合作
方，不仅能从野外驻训地直达营区，还
能让官兵享受到优惠票价。

车找来了，剩下的工作，就看旅人
力资源科了。
“安全压力太大了！”旅人力资源

科最担心的并不是加几天假、优惠几
十块钱的问题。驻训地海拔 4000 多
米，不论是上高原，还是下高原，陆路
只有川藏线这一条路，途经“天路十八
弯”“怒江七十二拐”，多处路段高度超
过了海拔 4500 米 ，常有交通事故发
生。同时，连续十几个小时行驶在盘
山公路上，对驾驶员和车辆都是巨大
的考验。

旅领导的决心，广大官兵的期盼，
最终共同促使人力资源科硬着头皮“开
工了”。

经过一个星期的加班加点和反复
推敲，他们拿出了一份十分严密的计
划，“把所有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都考
虑进去了”。

按照计划，前期休假、学习归队人
员在营区直接销假，每周四由大巴车
统一送到驻训地，车辆和司机当晚留
宿，第二天也就是周五，再将需要休
假、学习、集训人员送下高原。全程由
营级干部带车，每隔两小时向机关汇
报行车状况。休假官兵按营连划分小
组，指定骨干负责，并向机关备案，提
前向休假官兵家属通报其所乘坐车
次，建立联网机制。

第一次任务很快到来了，人力资源
科全程密切关注。待到车辆安全到达，
并未发生突发情况，“才松了一口气”。
“前面过于谨慎了，怕出问题永远

解决不了问题，只要把制度设计好，风
险是完全可控的。”旅人力资源科科长
王波峰后来反思，不能被“怕有蚊子飞
进来，就不打开窗户”的保守思维束住
手脚，每周在川藏线上往返接送休假官
兵，安全压力固然很大，但只要想干、敢
干，方法总比困难多。

解难题考验的往往不是选择，而是
选择背后的担当意识。

想通了这一点，旅人力资源科果断
将保障大巴车停放、司机食宿的任务由
机关交给了各营，以方便官兵直接在营
门口登车。前期还有人担心地方人员
在营连住一宿，安全隐患太大，但人力
资源科同步制定了详细规定，例如单独
设置帐篷、增设哨兵、为司机准备氧气
袋和防高原反应药等，一经实施便打消
了这些顾虑。

几周后，王波峰刚好因公需要返回
营区，便随休假官兵坐车同行。途中，
车辆出现管路故障，所幸司机在带车干
部的指导下按照规定修理操作，成功排
除了故障。
“有惊无险，这说明我们的规定起

作用了。”王波峰一路上仔细观察过车
厢内的官兵，“很多人都是安心地一觉
睡到下车。”

野外驻训结束了，

但“暖心车”引发的思

考远未结束

制度越来越完善，问题越来越少，
官兵对“暖心车”越来越称赞。
“既方便又安全，还节省了不少钱，

真是为兵服务的好政策！”这些来自基
层的声音，像风一样“钻”进了旅领导的

耳中。
但这样空前的赞誉，让该旅领导产

生了疑问：“为什么我们之前做了那么
多服务基层的工作，官兵的反响都远远
不如这回热烈？”
“问题背后的问题是什么？”在该旅

随后召开的抓基层领导小组会上，这个
问题引发了更多思考。

一番“回头看”，该旅发现之前不少
服务基层的工作，有的仅仅停留在口头
上、表格中、文件里；有的“有头没尾”，
后续问题不断；有的上级反复督促、基
层反复上报才得以落实……

这些问题背后的深层次问题，实则
是管理观念落后和担当意识不够，有的
不作为，有的乱作为。
“官兵说好，那才是真的好！”说到

底，为基层解难帮困，最根本的衡量标
准就是官兵的满意度。
“暖心车”获得了官兵的高度赞扬，

该旅决定以此为新起点，借鉴和推广其
成功经验，将之运用到更多基层建设工
作中去。
“绝不让官兵的希望变成失望！”他

们把解决基层实际困难作为党委机关
树立威信、服务基层的有力体现，通过
“双争”检查、蹲点帮建、官兵恳谈会等
时机收集矛盾困难，分析现状原因，制
定为基层办实事和部队矛盾困难“两个
清单”，要求相关科室对照“问题清单”
整改落实，严格挂账销号，敢于啃“硬骨
头”。
“听说旅里建了个温泉，以后可以

泡温泉了。”不久后，针对高原驻训期间
官兵反映洗热水澡困难的意见，该旅利
用野外自然条件修建温泉，这一举措，
再次引发全旅官兵的集体点赞。

野外驻训圆满结束了，官兵也从高
原回到了营区，但“暖心车”带来的改变
还在继续，当初官兵恳谈会上收集的
208个具体矛盾和困难，正在逐一从基
层官兵身边消失——

大门口领取快递程序繁琐且时间
有限，旅统一派车外出收取快递，再直
接为营连送货上门；来队家属住房家具
老旧失修，旅里要求在一次性全部换新
基础上，建立“上门维修热线”，维修人
员随叫随到；官兵普遍反映军营餐厅价
格偏高，保障部出面反复与餐饮公司
“讨价还价”……

前不久，全旅大会上，该旅领导这
样讲道：“截至目前，‘问题清单’上仍有
68个问题因为种种客观原因没有得到
解决，但我们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
一定能啃下这些‘硬骨头’！”

再过一段时间，该旅官兵即将奔赴
新的演训场，“暖心车”又要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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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难”背后的问题是什么
—第77集团军某旅野外驻训期间管理理念转变的一段经历

■王 迟 本报特约记者 雷兆强 通讯员 赵清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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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基层部队野外驻训期间，受自然环境、地理位置、交通运输等

条件限制，官兵外出、休假时如何出行成为一大难题。官兵期盼，机关心

系。第77集团军某旅结合野外驻训地实际情况，主动作为，开设外出专车，

在切实为广大官兵解难帮困的同时，也引发了一段关于基层建设的思考。

春天来了，营区里的树绿了，花开了，第 77
集团军某旅运输连上士郑晨阳也启动了自己的
“采购计划”。

“得赶紧网购些生活必需品，去了野外可就
买不到了。”除了去年参加国庆阅兵，当兵 11年
的郑晨阳年年都跟随部队野外驻训。每年的这
个时候，长达数月的野外驻训即将到来。提前

“屯粮”，正是他多年的经验。
这次，连队战友刘大亮却提醒他：“到时候

外出再买也来得及。”
郑晨阳不以为然，反问道：“当兵这么多年，

你外训期间外出过几次？”
“去年在高原上我都外出了好几次呢，还休

了个假，旅里派专车接送的！”刘大亮说。

面对郑晨阳的惊讶，刘大亮接着对他说，去
年高原驻训期间，官兵休假和周末外出，旅里都
安排专车接送，大家称其为“暖心车”。
“暖心车”暖了兵心，但战友们并不知道，

“暖心车”给基层官兵带来便利的背后，却经历
了艰难的一波三折，并在该旅引发了一场管理
理念更新的思考。

图①：川藏线上，“暖心车”翻山越岭，载着休假官兵回家。图②：野外驻训地，休假官兵有序登车，开始长达14个小时的“下山”之旅。图③：周末外出，官兵们开
心归来。 闻苏轶、李沛锦摄

基层是部队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

础，基层强则军队强。加强新时代我军

基层建设，是强军兴军的根基所在、力量

所在。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基层建设会议上

指出，这些年，强军兴军步伐很快，我军

基层建设在使命任务要求、建设内涵、日

常运行状态、部队组织形态、官兵成分结

构、外部社会环境等方面正面临许多新

情况新变化。要科学把握、积极适应，认

真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推动基层建设

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现实中，基层作为部队所有工作的

落实末端，各类问题和矛盾错综复杂、相

互叠加，严重制约基层建设水平。因此，

各级党委抓建基层的关键就是要突出问

题意识，强化解决问题的能力，确保整改

纠治有力到位。

“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发现问

题靠水平，解决问题靠能力，解决问题的

过程就是对一个单位综合能力的考验。

基层建设的复杂性和重要性，要求我们

必须具备与之匹配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否则建设过硬基层就是一句空话。

要强化透视问题的分析能力。基层

是部队这个大系统所有“神经末梢”汇聚的

终点，很多时候往往都是问题叠加、矛盾纷

扰，这时候就需要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在

一堆杂乱的经纬里揪出关键头绪，找到问

题的根本原因。比如有些基层暴露出的问

题，其根源可能并不在基层，像基层官兵反

映“五多”问题严重，往往是机关自己“打乱

仗”导致的。只有看透并找准问题的根本

症结，才能做到解决问题时有的放矢。

要强化全面过硬的担当能力。推动

基层建设全面进步要求各级党委敢担当、

有作为。反观现实中，有些干部骨干遇事

左顾右盼，一味逃避，习惯把矛盾推给上

级，把责任甩给下级。这是缺乏担当意

识，但更多是由于自身不具备担当的能

力，担不起责任、干不成工作造成的。敢

于担当不是盲目蛮干，光有思想认知解决

不了问题。只有具备全面过硬的综合素

质，才能有关键时刻果断拍板的底气，才

能有敢于带领官兵干事创业的勇气。退

一步讲，即使工作中出现失误，只要敢于

承担责任，及时总结梳理经验教训，查漏

补缺，进一步提升自身能力素质，最终也

一定能重整旗鼓、再挑大梁。

要强化与时俱进的创新能力。创新

是一切事业进步的灵魂。基层暴露的很

多问题长期存在，反反复复难以解决，这

时候我们就要反思自己的工作方法和理

念：是不是还拿着当年面对80后官兵的

说辞去教育今天的00后官兵？是不是

帮建基层的过程中还在受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的影响？加强基层建设要坚持基

层至上、士兵第一，充分尊重官兵主体地

位和首创精神。要用信任的眼光、欣赏

的眼光、发展的眼光看待基层官兵。放

开眼界，大胆创新，充分吸收时代大潮中

的先进理念，不断改进工作方式方法。

换个思路抓工作，问题往往就解决了。

抓
建
基
层
重
在
提
高

解
决
问
题
的
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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