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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名普通列兵到精武标兵，第
71集团军某旅高炮营高炮一连上等兵
姜珊用了一年时间。

3 月底，该旅组织岗位练兵大比
武，姜珊一举夺得所在专业组第一
名，同时被营里评为“追赶之星”。看
到自己的照片贴入连队军功簿那一
刻，姜珊兴奋不已：自己终于实现了
“和连长同框”的愿望！

姜珊记得，去年新兵下连那天，
班长首先带他参观的第一站就是连队
荣誉柜。里面一本本厚重的军功簿，
让他震撼不已。仔细翻阅，姜珊发
现，身材瘦弱的连长朱贤俊“出镜
率”最高：学研新装备立功、比武考
核摘金夺银……从那时起，姜珊便把
体型与自己相似的连长奉为偶像，决
心沿着连长足迹开启自己的军旅生涯。

姜珊的“追星”之路，也是这个

营一代代官兵的“塑魂”之旅。营长
吴彬告诉记者，姜珊被载入的军功簿
叫“追赶簿”，与另外的“超越簿”
“拼搏簿”“胜战簿”合称为营里的军
功簿。

原来，2017 年单位改革整编后，
全营官兵铆足了劲创先争优，一口气
捧回“实弹射击优胜营”“基层建设先
进营”等多个荣誉。正当全营官兵沉
浸在鲜花和掌声中时，营党委一班人
却面对荣誉发出“忧思三问”：一时铆
足的劲能否常态坚持？今年的先进可
否变成优秀的起点？官兵在大项任务
中展现的英雄气概如何固化成“后来
人”接续传承的“魂”？

几经讨论，党委一班人决定设立
“追赶”“超越”“拼搏”“胜战”4本
军功簿，培塑全营官兵追赶典型、提
升自我，挑战标兵、超越自我，努力
拼搏、实现自我，向战砺心、奉献自
我的精气神，结合大项任务、比武考
核、评比表彰等时机，把表现突出的
官兵事迹记录到对应的军功簿中，并

为他们举行隆重的入册仪式。
“对于新组建单位来说，这 4 本

军功簿既是我们崇尚荣誉的见证，更
是鞭策我们前行的动力。”作为官兵
眼中的“营魂代言人”，朱贤俊有着
明确的目标：要努力带好头，让官兵
们在崇尚荣誉中，培育传承营魂的自
觉性和责任感。

军功簿里，记载着官兵荣誉，承
载着钢铁营魂。如今，这一摞军功
簿已经成为一本本生动的教材，每
逢新兵下连、新干部报到、执行大
项任务，营里都会组织大家读一读
军功簿里的故事，谈一谈营魂的传
承与发扬。

列兵宋王心来到营里后，始终瞄
着优秀练技能，盯着典型求超越。
在刚刚结束的全旅建制班排座次考
核中，他以个人综合第二的好成绩
登 上 了 领 奖 台 。 个 人 事 迹 入 册 当
天，他格外高兴：“别看我来营里时
间不长，但营魂已经在我心里烙下
了深深印记。”

4 本军功簿，培塑精气神
■周 伟 本报记者 陈 利 特约通讯员 薛维高

营连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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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发现有的干部骨干接受
任务后，直接把工作分配给战士，以
给战士提供展示平台、锻炼能力素质
为名，自己当起了“甩手掌柜”。

干部骨干在连队理应“挑大梁”，
把权力适当下放，并不意味着只使用
权力、不承担责任，把“放手”当
“甩手”，把担子全压在战士身上。长
此以往，既不利于干部骨干成长进

步，也会挫伤战士干事创业积极性。
同志们，连队工作千头万绪，每个

人都应该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唯有层
层压实责任、人人担当作为，连队建设
才能如虎添翼。干部骨干既要善于激
发战士主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让大

家放手去干、大胆去想，又要担起责
任、参与其中，持续追踪了解工作进
度，适时给予战士指导帮助，这样才能
更好地提高工作效能、推动工作落地
落实。

（王海燕整理）

“放手”别“甩手”

“引爆！”3月 12 日上午，在第 72
集团军某旅实弹投掷场，随着“轰”的
一声巨响，一枚未爆弹被顺利排除，官
兵们揪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纷纷向
“排爆手”、下士杨琦竖起大拇指。

“学习排爆专业不到两年，就已成
功排除未爆弹 6枚。”提起杨琦，现场
指挥员、副旅长蒋康锋赞不绝口，“为
把双手练得灵活精准，他经常用双手交
替进行‘穿针引线’‘碗中取豆’等训
练，熟练掌握近 10种主要弹种排爆技
能，曾在上级组织的扫雷集训考核中勇
夺桂冠。”

当天上午，旅里组织实投训练，1

枚手雷投出后迟迟未爆。蒋康锋迅速启
动排爆预案，封锁场地。

派谁去排爆？蒋康锋清楚地知道，
经过多轮实弹实爆，弹着点附近土质已
非常松软，再加上手雷体积小、质量
重，容易陷入土中，搜寻未爆弹难度不
小，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让我来！”队列中，杨琦的声音坚

定而响亮。
得到允许后，杨琦立即展开险情分

析，他仔细观看现场视频监控录像，初
步确定弹着点位置后，迅速戴好防护头
盔、穿好防护服，朝着未爆弹方向小心
翼翼地走去。

到达落弹区，杨琦用长棍轻轻拨开
碎土和弹片，在落点周围一平方米区域
内搜寻。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杨琦感到
手心沁汗、心跳加快，他努力保持镇

静，终于在一个土坑的斜面上，发现了
未爆弹。

由于引信部位情况不明，杨琦决定
采取用 TNT 外部引爆的方式进行排
爆。只见他慢慢弯下腰，小心翼翼地清
除未爆弹周围的土和弹片，选好最佳引
爆位置。

放好炸药块、插入雷管、连接导火
索……每一步都令人胆战心惊。准备就
绪，杨琦拉动拉火管，拔腿向远处的掩
体跑去。

随着“轰”的一声巨响，看到远处
腾起的烟尘柱，杨琦如释重负。脱下防
护装具，大家才发现，杨琦脸上汗落如
雨，浑身湿透。

一句话颁奖辞：艺高人胆大，排爆兵

专家。

一线排爆，“让我来！”
■本报特约记者 童祖静 通讯员 李争涛

小咖秀

3月31日，新疆军区某装甲团组织开展驾驶训练，通过递

增障碍高度、设置障碍难度等方式，锤炼官兵心理素质，提升

部队复杂地形条件下机动能力。 韩 强摄

机关指导帮建基层，应以解决问

题、提升质效为要，自然应当是哪里

有困难就往哪里去、哪个单位最薄弱

就优先帮建哪个。然而实际工作中，

有的机关干部在选择帮建对象时，都

想去条件相对较好的营连，而一旦被

分到了条件较差的营连，就唉声叹

气，甚至打起了“退堂鼓”。

帮建基层，为何要挑来挑去？原

来，相关机关干部有自己的“小九

九”：到底子好、问题少的单位，不仅

可以少花精力，工作还容易出成绩。

而帮建底子差、问题多的单位，不下

十分的力气，面貌难有改观。万一思

路方法有偏差，帮建单位出了问题，

就会影响自己进步。

眼下，各级党委机关都在强化强

基固本思想，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

向，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基层，加强

和改进指导帮建基层工作。越是这个

时候，越要体现责任担当，越要迎难

而上，越要派出精兵强将，越要勇于

啃硬骨头。此时如果还在帮建对象选

择上“挑肥拣瘦”、拈轻怕重，不但无

法达到帮建效果，还会加剧基层发展

的不均衡。

对机关干部而言，帮建基层是任

务，也是考验，一个人有没有几把刷

子，有没有担当精神，此时最能见真

章。希望每一位帮建基层的机关干

部，都能交出一份合格答卷。

文/刘葆旭、袁 康

图/杨学锐、孙 晨

帮建基层岂能“挑肥拣瘦”

“如今机关下发的经验材料，已成
为基层争相借鉴的‘香饽饽’，有的经
验拿来就能用。”4月初，第 74集团军
某旅卫生连指导员曹根强收到机关下
发的“疫情防控与战备训练同步推
进”的经验材料后，迅速组织官兵讨
论研究，并运用材料中梳理总结出的
好思路、好做法，及时调整改进连队
工作。

今年初，该旅在基层检查时发
现，少数单位荣誉室建设进度较慢。
问及缘由，一名连队主官道出实情：
“虽然机关去年就统一规范了荣誉室
建设，并将相关经验以文件形式下发
基层，但这些材料是按照荣誉连队统
一的标准总结的经验，而像我们这些
新组建的连队，软硬件与荣誉连队有
不小差距，经验很难复制。”

类似现象在基层并不少见。调研
中，该旅领导发现，有的业务部门对
上级下发的经验材料，简单一转了
之；有的煞费苦心整理的经验材料，
在基层落实时出现“水土不服”。而基
层对机关下发的一些经验材料，有的
组织官兵一念了之，有的经主官阅览
后就束之高阁。

这些经验材料，或是机关深入调
研的成果，或是先进单位自身抓建的
“真经”，为何不受欢迎？“关键要增强
工作指导的科学性，结合本单位本系
统实际，搞好基层建设分类指导，让
‘别人家的果子’甜起来。”该旅组织
科科长张志华介绍，对照中央军委基
层建设会议精神，该旅党委机关扭住

“实”字下功夫，把全部心思和精力用
在指导帮建基层上，专门强调机关下
发经验材料，必须吃透“上情”、摸清
“下情”，区分单位、精准施策，让经验
材料真正发挥应有作用。

不仅如此，他们还建立完善跟踪
问效机制，及时解答基层在运用经验
材料指导工作时的疑难困惑，并针对
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经验进行总
结完善和补充。
“最明显的感受，就是机关下发

的经验材料与我们的工作贴得越来
越紧，针对性、指导性和有效性越来
越强。”该旅修理二连副指导员周少
成指着机关最近下发的一份仅有两
页纸的关于文化建设的经验材料说，
如今下发的经验材料，都是机关相关
业务部门深入基层，结合基层建设出
现的新情况新变化，经过集思广益综
合形成的经验，措施方案实在具体，
基层拿到手就能照着做，受到官兵一
致认可。

让“别人家的果子”甜起来
—第74集团军某旅着力提高经验材料对基层建设指导性的一段经历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钟志光

基于深度调研和归纳总结的经验

材料，是理论智慧的凝结、实践经验的

升华。运用经验材料指导抓建基层，是

一种重要工作方法。好的经验材料能

为基层提供借鉴参考的思路，让基层在

建设上少走弯路。

然而，一些领导机关下发的经验材

料有高度有深度，但与基层实际结合不

够，落实起来出现“夹生”；有的单位对

上级下发的经验材料只是“复制粘贴”，

没有对照自身实际“二次加工”。结果，

再好的经验材料，由于可操作性不强，

难以推动工作、解决问题，也无法被推

广应用。

总结经验的最终目的是指导工作实

践，但如果不接地气、脱离实际，就会变

成“纸上谈兵”。这就要求各级党委机关

切实增强工作指导科学性，搞好基层建

设分类指导，既要眼睛往下看，又要脚步

往下迈；既要进行扎实调查，又要开展深

入论证，结合基层建设出现的新情况新

变化，出思路、定对策，确保每一份经验

都能真正指导基层工作、推动基层建设，

变成沉甸甸的种子，在基层开花结果。

推 广 经 验 要 接 地 气
■陈震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