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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兵人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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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邮箱：jbjccz@126.com

强军网网盘：jbjccz

记者探营

3月下旬，第 71集团军某旅组织副
食品网上视频招标会，风气监督员、工
兵连战士周俊在检查标书时发现：投标
的 5家公司中，有两家的委托代理人来
自同一个村，且标书上出现同样的错误
点，考虑存在串标嫌疑，周俊果断叫停
了招标会。

一名战士叫停了一场招标会，底气
在哪？该旅纪检监察科科长张融向记
者介绍说，这得益于他们有一支精通监
督事项专业知识、熟悉权力运行流程、
掌握各项法规制度的专业化基层风气
监督员队伍。

以往，基层风气监督员队伍经常被
官兵调侃为“摆设”，起不到什么作用。
旅政治工作部主任杨磊回顾了一段经
历：一次文化器材招标会上，机关选派的
两名风气监督员始终保持着笔挺的坐
姿，除了最后在记录本上签名之外，从头
到尾一言不发。招标会结束后，杨磊问
他们，招标流程是否正确？有无违规环
节？两位监督员无奈地摇摇头：“我们也
不懂招标那一套，只能做个见证人。”
“前哨探头”咋成了“尴尬摆设”？这

件事引起旅党委的反思：缺少一支专业
化基层风气监督员队伍，很难确保受监
督事项合法合规、公平公正。为此，他们
研究制订《关于加强基层风气监督员队
伍建设的意见》，遴选来自不同单位、不
同领域的100余名官兵作为风气监督员
预任对象，围绕基层营连和机关业务科
室的监督需求展开专业化培训。

培训中，除了组织法规知识和监督
工作程序、方法等基本知识学习外，他
们重点围绕招标询价、考核比武、市场
调查、工程建设等方面进行专项培训，
并针对每一类敏感事项规范“权力运行
流程图”，确保每个受训者都能学懂弄
通对应的专业知识和工作方法。最终，
经考核淘汰，74名战士捧回了由旅纪委
发放的岗位资格证书。

采访中，旅领导向记者介绍说：“这
74名战士平时是铆在各自工作岗位的
骨干，遇有敏感事项，把他们组织起来，
就是一支专业的风气监督员队伍。他们
所监督的事项，机关满意，基层服气！”

记者了解到，为调动基层风气监督
员的工作热情和岗位荣誉感，旅里每月

对监督成效进行讲评，每半年组织一次
综合考评。对官兵普遍不满意、履职不
尽责的风气监督员，经纪委调查核实后，
收回聘书、取消资格，情节严重的还将给
予纪律处分。

如今，这支专业化的风气监督员队
伍不仅活跃在涉及经费开支、招标采购
等大项敏感事务中，还肩负起分队违规
违纪问题苗头的预防与排查。年初以
来，该旅风气监督员队伍先后围绕副食
品采购、训练考核、专项经费使用等方
面开展 10 余次监督，官兵满意率和项
目合格率都达到了 100％，实现了零投
诉、零举报。

点评一两句：一名战士叫停一场招

标会令人欣慰。可见，随着学习贯彻中

央军委基层建设会议精神和新修订《军

队基层建设纲要》的深入，充分尊重官

兵主体地位、强化官兵主人翁意识正蔚

然成风。体现在作风建设上，相信基层

风气监督员队伍日趋专业化，必将促进

新时代的军队“三大民主”质量有一个

大的提升。

一名战士叫停了一场招标会
—第71集团军某旅打造专业化基层风气监督员队伍的一段经历

■本报记者 陈 利 特约通讯员 薛维高 杨琪潇

近日，某连队召开军人大会，听取官

兵对连队发展建设的意见建议，其中个

别战士的呼声耐人寻味，他们建议连队

发展党员要更民主些，应该推荐票数最

高的同志。

会后结合谈心发现，骨干小赵在推

荐党员发展对象民主测评时票数最高，

但是却没有被发展，有人由此质疑发扬

民主不充分；而另一名被推荐为党员发

展对象的骨干小李，军事素质突出，组训

能力过硬，理论学习认真，平时敢较真、

碰硬，却由于没有“好人缘”，得票比小赵

略少。

笔者以为，要一分为二地看待这个

问题。一方面，我们应通过教育让官兵

认识到，发展党员是以党员标准来衡量

的，不能唯“票数”、唯“分数”。只有把重

实干、重实绩落实到发展党员、选人用人

的各个环节，才能使担当尽责、见贤思齐

蔚然成风。另一方面，作为基层带兵人，

也要妥善对待官兵的民主诉求。青年官

兵普遍思想活跃、民主意识强，对公平公

正有着更强烈的期待。我们只有以身作

则树起依法治军的好形象，公道正派给

予每名青年官兵以平等的机会，循循善

诱讲好政策法规、讲清纪律要求，才能使

官兵从内心深处激发干好工作的热情。

总之，战士有质疑声并不可怕，也是

好事，说明某项工作还有改进的空间。

作为基层带兵人，应该对此持有包容理

解之心，并且善于从战士的质疑声中找

到推动连队建设发展的“金点子”。

请善待战士的质疑声
■刘宪州 王卫凯

基层之声

前两天，单位举行微课摄制大赛，
连队决定拍摄《格斗基础》微课参评。
当得知连队准备让我们女兵“出镜”，进
行徒手擒敌的动作示范录制时，作为女
兵班班长的我，内心陷入了纠结之中。

因为我知道，一来时间紧张，二来
微课摄制对动作要求标准高，而班里女
兵对徒手擒敌的掌握还不熟练，水平也
参差不齐，万一搞砸了可咋办？我同时
也心生疑惑，徒手擒敌课目连队男兵早
已驾轻就熟，他们“出镜”，不仅动作标
准更高，而且更有阳刚之气，拍出来的
效果岂不是更好？

班里的女兵也深有同感。单位男
兵多、女兵少，上上下下对我们都很关
注。这让我们充分感受到温暖的同时，
也带来了不少的压力和烦恼：平时我们
不仅要完成正常的训练任务，倘若组织
晚会、文艺节目，肯定也少不了我们；遇
上各类颁奖仪式，通常还让我们登台去
当司仪、递奖品；此外，还有不少女兵身
兼数职……

完成上级赋予的各项任务本是军
人职责所系，作为女兵，分担一些适合
女兵干的工作也无可厚非。可归根结
底，我们女兵是战斗员，也有自己的专
业和训练。偶尔“出镜”倒也无妨，频繁
“出镜”，不仅分散我们的精力，影响训
练，长此以往更不利于连队建设。

我再三琢磨，终于鼓足勇气敲响了
指导员办公室的门，决定“竹筒倒豆

子”，一吐为快。可当我反映完困难后，
一向笑脸相迎的指导员却严肃了起来，
他思考片刻后对我说：“你反映的情况
连队会认真考虑，先回去等消息。”走出
指导员办公室，回想他刚才的表情，我
内心更加忐忑了。

剧情反转得突如其来。晚点名时，
不承想指导员讲评完工作后，竟然当着
全连的面向我们女兵班道了歉。他检
讨连队没有根据实际情况统筹工作，一

度认为多让女兵“出镜”容易出名挂彩，
却没有考虑到我们的感受，并保证以后
会杜绝此类情况发生。指导员同时还
宣布，将在全连范围内挑选精兵强将参
加微课录制。

听完指导员的讲话，班里的女兵都
感觉心里暖暖的，暗地里纷纷表示：以
后要加倍努力，该咱们“出镜”时，一定
不掉链子！

（李佳鹏、李修远整理）

我们女兵为啥不愿“出镜”
■新疆军区某团女兵班班长 俞 瑞

“首先，对装步五连提出表扬。这
段时间的各类活动上，五连涌现出一批
‘生面孔’，完成任务也非常不错。”营务
会上，听到教导员的肯定，我心里高兴
之余不由多了几分感慨。

一次，旅里举行板报评比竞赛。板
报制作一向是我们连的强项，这次更是
被营里寄予厚望。我虽表面上自信满
满，但心里还真有点没底。为啥？“板报
大拿”、下士李国召前两天刚休假。连
队历次板报评比成绩名列前茅，很大程
度归功于李国召。
“这可怎么办？总不能为了评比把

他召回吧。”我的大脑飞速运转，连队人

才库里的资料不断映现，但挑来挑去都
不满意。召集几个骨干商量后，最终决
定，让李国召以视频电话的形式远程指
导上等兵王波救场。

赶鸭子上架，结果与理想相距甚
远。为这，我连续“躲”了教导员好几
天。然而，“板报大拿”不在位造成的被
动，也引起了连队干部骨干的思考。
“指导员，连队不缺人才，而是人才

缺少发挥才能的机会”“但凡碰到车辆
故障，就要求技师动手解决，时间一长，
出了问题找技师就成了驾驶员的第一
反应”……周日的连务会上，听完骨干
们举一反三式的吐槽，我忽然觉得，输
了一场板报评比并不可怕，万一在执行
任务过程中出现类似的情况才是作为
带兵人最大的失策。

其实，造成今天这个局面，说到底

还是自己的政绩观出了问题，单纯追求
成绩光鲜，过分倚重个别“大拿”，而忽
视了人才梯次培养。记得刚任指导员
时，一有任务大家轮着来，虽说并不是
每个人都表现得非常出色，但在这个过
程中都取得了成长进步。可后来，我逐
渐把担子都压给了表现突出的同志，而
其他人锻炼的机会越来越少。久而久
之，整个连队“任务面前争着上、打头
阵”的热烈氛围也渐冷下来。

第二天，连队支委会上，大家达成
了一致意见——要常态开展“绝活传帮
带”活动，让各类“大拿”分享独门秘籍，
多让“生面孔”站上“C位”。一段时间
过后，身边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生面
孔”，连队互帮互助、你追我赶的场面又
重现了。

（赵 超、许生军整理）

多让“生面孔”站上“C位”
■口述/第 75集团军某旅装步五连指导员 刘 啸

上士杨清友成功刷新个人炮兵单
独修正量计算纪录，再次荣登营训练
红榜榜首；驾驶员钟诚带领的技能强
化组成绩提升明显……提起近日连队
官兵训练成绩取得的新进步，第 73集
团军某旅加榴炮三连连长谢雄华告
诉记者，这与旅队今年推广使用的
“个性训练卡”密不可分。

“只有清楚了解训练标准，找到短
板弱项，才能做到有的放矢。”该旅作
训参谋刘博反映，现在强调按纲施
训、科学组训，但具体到单个人员，
缺乏相应的训练指导。加之炮兵专业
多、训练组织频次高，组训人员难免

对个别课目掌握不清，这些因素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训练质效提高。

为此，新年开训以来，该旅组织
官兵人人制订“个性训练卡”，根据
不同岗位设置不同内容，涵盖专业
训练课目内容、考核标准以及官兵
个人训练目标、阶段训练计划和成
绩评定。
“虽然只是一张卡片，却可以对

大家训练起到监督和督促作用。”优
秀大学生士兵提干的排长高星，军
事技能过硬，但是体能偏弱，特别
是武装五公里越野总在及格线边缘
徘徊。后来，他在战友的指导下依

托“个性训练卡”合理调整了个人
训练计划。一段时间后，他终于突
破瓶颈，在旅组织的考核中达到了良
好水平。火箭炮四连连长朱诗尧，原
本就是连主官中的训练尖子，但他却
并不满足，通过认真分析自身成绩，
对照大纲要求，在卡片中列出阶段
目标，并公开请全连监督，立志抢
占“王者”地位。

对照标准抓训练，对照职责抓落
实。据悉，“个性训练卡”推广以
来，该旅官兵人人制订精细化训练
“套餐”，进行针对性训练，至今已
有近百名官兵个人训练成绩创新高。

个性训练卡，成绩创新高
■牛伟萌 本报特约记者 赵 欣

Mark军营 连日来，武警兵团总队执勤某支队组织特战队员进行战术课目训练。图为

特战队员们在训练场上变身“蜘蛛侠”，练精楼房攀登、高空索降、突击抓捕等一

系列高难度动作。

毛 松摄影报道“蜘蛛侠”

值班员：第 75集团军某旅作战支

援营营长 赵洪波

讲评时间：3月30日

这些天，我发现有些同志在私底下
吐槽一件烦心事：对待上级领导的朋友
圈动态，见周围的战友们都在点赞，出于
无奈，自己不得不跟风点赞，有时还要违

心地发表评论。询问其原因，有人解释
说，跟风点赞是出于礼貌、碍于情面，如
果不点赞，可能会显得不合群，甚至担心
领导对自己会有看法。

随着微信功能的拓展和个人朋友圈
的扩大，被迫点赞、评论、转发等新的人
际交往烦恼也随之产生，给官兵带来了
困扰。发自内心的点赞无可厚非，然而，

跟风点赞却没有必要，同志们切莫因为
所谓的情面，污染清清爽爽的朋友圈，伤
害至真至纯的战友情。

同志们，对待朋友圈里的动态，不
管是领导还是身边战友发的，大家应有
自己独立的价值判断，总之就一句话：
点不点赞，你自己说了算！

（李晓东、李 洋整理）

点不点赞，自己说了算

新闻前哨

马路通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