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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望镜

“入伍仅半年的列兵能侵占谁的利
益？又要深入哪里的基层？”

3月末，第 82集团军某旅政治工作
部干事陈柯宇在支援保障连进行第一
季度按纲建连考评检查。

翻开一名列兵的对照检查整改承
诺书，上面写着“我承诺绝不侵占官兵
利益”“在下步工作中更加注重深入基
层”等字句，陈柯宇看得一头雾水。
“这不是按要求落实嘛。”该连指导

员马超指着一叠厚厚的文件说。
2月中旬，旅机关下发关于开展部

队风气专项整治的通知，要求各营连迅
速传达落实。马超将数十页的文件从
头看到尾，发现大部分内容是转发上级
的通知，涉及连队的只有制订对照检查
整改承诺书。
“这个通知主要是针对领导和机关

的，对照检查内容与基层本来就不对
路，负责科室怎么原封不动发给你们
了？”陈柯宇很困惑。

马超说接到通知时自己也无法理

解，但训练、教育任务本来就重，他无暇
深研细究，就让大家硬着头皮对照，赶
紧写好整改承诺书，先把纸面上的要求
落实了应付完检查再说。

不分内容盲目下发文件的情况是
否普遍？在检查其他连队工作过程中，
陈柯宇听到了很多类似的反映，不少基
层官兵表示深受其扰，形象地称其为
“粗线穿细针”。

“上级文件当然要转发，你刚到机
关不久，还不太了解。”回到机关，陈柯
宇就发现的问题与一些“老机关”交流，
他们却自有一番说辞：有时一项工作布
置下去，半天不见基层动静，让人着急，
三番五次催促下，得到的却是应付了
事，到头来还得自己费力收尾。

其他机关干部也吐槽一两页纸的
通知难以引起基层重视，于是就将上级
文件一并转发，潜台词就是“这项工作
很重要”，既能传导压力，出现问题又能
卸责。

从基层到机关，一圈跑下来，陈

柯宇感到这似乎是一个“无解的循
环”：有的机关为了让基层重视盲目
转发文件，基层疲于应付导致落实浮
皮潦草，机关为了推动工作继续转发
文件……在一次次重复中，基层与机
关似乎形成了某种“默契”，无形中空
耗大量时间精力，工作质效则被晾在
一边。

陈柯宇将这一问题向上反映，得到
旅党委重视。经研究后，他们决定从工
作制度机制上进行整改：进一步理顺机
关职能，加强协调沟通，避免机关科室
工作“打架”殃及基层；精算基层工作时
间，精细进行安排部署，避免基层忙乱；
开展机关基层干部交流任职，增进双方
沟通理解……

马超发现，近期的通知文件言简意
赅、安排部署清晰明确。有些工作，机
关一个电话三两句话就交代清楚，工作
节奏变得轻快起来。他说：“目标明确
了，乱忙的事少了，咱们的干劲更足了，
希望这样的好势头能一直保持下去。”

当“不对路”的通知下发基层
■周 强 苏 峰

说到转发文电，想到一个“老梗”，

说的是有的机关不管有无必要，一味全

文照转，于是出现了很多《关于转发〈关

于转发×××的通知〉的通知》。这看

似不折不扣、原汁原味，殊不知随着文

电的增厚，工作落实的边际效益却在逐

级递减，最终到了基层末端，很多都走

了过场、打了水漂。

文繁文简，表面上是工作方法问

题，实质上却是工作思路和工作作风问

题。作为上传下达的一种工具，文电的

使用经常在一些人手中本末倒置——

不是工具围着工作跑，而是工作围着工

具转，机关与基层文电来、材料去，一个

乱忙、一个忙乱，真正需要落实的却在

纸上空转。

删繁就简，说易行难，还得在求真务

实上下功夫。要知道，指示要求越明确

清晰，基层落实就会越迅速高效。机关

只有摆正位置、担起责任，将上级指示吃

透了，把各项工作捋顺了，与基层实际切

合了，才能穿针引线，抓好任务落实，千

万不要单纯为了体现“存在感”，搞文电

一发了之、一转了事那一套。

求真务实才能“穿针引线”
■第82集团军某旅政治工作部主任 黄希能

近日，一个单位的机关干部给郝小
兵来电，反映上级下发的一些通知让基
层感到为难：按要求落实吧，其客观条件
不具备，落实也是假落实；不按要求落实
吧，又怕上级检查，追责问责。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采取的做法是，
接到通知后马上与下发通知的上级机关
沟通，反映存在的困难。而相关机关部
门表示理解，但也很无奈，因为工作任务

都是年初计划好的，不推动就等于没作
为。至于那些条件和困难，需要多部门
协调解决，但谁来牵头推进没有明确，所
以只能“各吹各的号”了。

机关有难处，但最难的是基层。俗
话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如果
上面的线没理顺、打了结，就无法穿过
下面的针。这个时候，如果再对基层要
求“想方设法落实”，就有些不负责任

了，难免被官兵认为有“甩锅”之嫌。在
此，郝小兵建议机关制订计划、下发通
知部署任务之前，一定要了解基层的实
际，看看基层是否具备落实的现实条
件，这样才不会造成“肠梗阻”，也不会
让基层为难。

文/郝小兵

图/王静晓、陈黎佳

下通知要考虑“可行性”

微议录

4月上旬，武警湖南总队怀化支队
溆浦中队官兵依依不舍送别前来蹲点的
作训参谋尹思伟。此前，在尹思伟蹲点
总结报告的“官兵意见栏”中，38名官兵
齐刷刷地勾选了“好评”，并签上名字。
“尹参谋到中队蹲点，为我们解决

了不少‘挠头事’。”在中队长胡强看来，
最大的收获就是在尹思伟的帮带下，官
兵的训练水平显著增强。今年第一季
度军事训练考核，该中队成绩优良率达
到86%，比去年第四季度提高了一大截。
“其实，以前机关安排来蹲点的干

部也不少，但往往是谁有空、谁蹲点，有
‘出公差’之嫌，很少考虑基层的实际需

求。”胡强介绍说，去年，因训练考核成
绩不理想，支队机关曾派一名干事前来
蹲点帮带。因为专业不对口，这名干事
虽提出不少意见建议，但直指病灶的没
几个，中队成绩始终未见起色。

何不将蹲点帮建基层的“话语权”
还给基层，由各中队提出需求，从机关
干部里直接点将？支队党委发现问题
后，立即出台“蹲点新规”。溆浦中队第
一时间申请派组训经验丰富的作训参
谋尹思伟前来蹲点，没过几天，尹思伟
就把铺盖卷搬进了中队的排房，与官兵
一起训练。

很快，尹思伟就发现该中队主要问
题是训练理念滞后、组训方式单一，不
分强弱“一锅煮”，来来回回“老三样”，
官兵有的“吃不饱”，有的“吃不消”。

还有一个原因不容忽视：中队担负

的公差勤务比较繁重，官兵日常训练受
到严重干扰。《中队要事日志》显示，短
短5天就有 20余人次缺席训练。

找到问题症结，尹思伟决定双管齐
下，一边与中队干部研究对策，实行分
组训练，为每名官兵建立训练档案、定
制训练内容，根据考核情况动态调整训
练计划，一边向支队党委提交报告，建
议对机关业务股室派遣公差进行限制
和规范。

官兵人手一份“训练套餐”，训练时
也罕见地出现了“齐装满员”，尹思伟在
溆浦中队的蹲点帮建，效果立竿见影。
支队政委高建宝介绍，“蹲点新规”实行
以来广受好评。第一季度，支队党委
“按需分配”累计派出 30余名机关干部
赴基层蹲点，为基层解决了不少疑难问
题，官兵的训练热情持续高涨。

机关谁蹲点，基层来点名
■陈泽润

一线直播间

“班长，为啥……”一听到新兵这样开
口，新疆军区某团炮兵营榴二连侦察班班
长许哲就开始头疼。新兵下连以来，这样
的问句他已经数不清听了多少回。

许哲去年刚刚当上班长，对于新兵
下连之后的专业训练一直信心满满，但
没想到，第一次基本运算训练，他就遭
遇了“下马威”。
“班长，为啥给定一个距离、一个角

就能算出点坐标？”列兵李超的发问让
许哲愣住了，他知道要这样算，但不知
道为啥这样算，于是故作镇定地说：“你
记住这样做就行了。”

没想到，装备操作训练，列兵吴金
洋又发问了：“班长，赋予射向时角度为

啥要这么换算？”一直等不到班长的回
答，吴金洋就和旁边的战友讨论了起
来，许哲只能在一旁尴尬地听着。

被问住的次数多了，许哲觉得很没
面子。自己明明专业很熟练，考核成绩
全部良好以上，还常常被战友夸奖，为
什么就回答不了列兵的问题呢？

回想当初，许哲也经常问班长“为
啥”，但班长总是说“你只要记住就行
了”。次数多了，许哲也就不再问了，大
家心照不宣。等他当了班长，自然而然
地沿用了当初班长的办法。

其实，不只他自己，许哲身边的很
多班长都是如此，虽然操作装备很熟
练，但懂原理的不多。许哲觉得这样不

是长久之计，不能总是用“照做就是了”
“你们不需要知道”搪塞新兵的求知欲、
掩盖自己的不知道。他暗暗下定决心：
一定要弄懂专业理论，下次战士再问“为
啥”，自己就明确解答。

从那以后，许哲利用休息时间学习
专业理论，还依照周表内容先学一步，
有不懂的地方就拜连队干部为师，直到
弄通为止。

如今，面对战士的提问，许哲不再
像以前那样躲躲闪闪了，而是竭尽所学
耐心讲解。对于一时无法解答的，他就
马上记下来，四处请教。战士们说，既
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这样学装
备，感觉真带劲！

班长不再怕新兵问“为啥”
■陈 成 刘 川

近期，火箭军

某导弹旅挺进密林

深处，展开新一轮

野外驻训。演训间

隙，“导弹发射先锋

连”组织战场动员，

激发官兵敢打必胜

的决心。图为该连

连长马瑞（左一）接

过士兵骨干蒋冬冬

（右一）递交的“军

令状”。

孙 波摄

营连日志

虽然成了战友口中“舒服又高端”
的文印员，但我的生活却“忧喜两重
天”。喜的是，我经常被机关的参谋干
事夸赞工作完成得好；忧的是，机关的
好口碑却没有延续到班里。

班内倒数第一，这是去年评先时
我的民主测评结果。我很不服气，因
为我不仅包办了连队的课件制作，专
业考核经常接近满分，而且文印员的
工作也得到了机关表扬。我自认比连
队很多人表现突出，但为什么得不到
大家认可呢？
“镇江，你已经连续两个月缺席班

务会了，把你‘请’过来真不容易！”
“前天打扫饭堂，你直接扔下碗筷

就走了。”
“昨晚站岗，你说这两天加班太辛

苦，让我替你。”
……
评先后的那个周末，我正在机关加

班，班长打来电话要求我必须参加班务

会。没想到刚进班里，迎接我的就是
战友的轮番“讨伐”。

我本想为自己辩解几句，但细想
他们说的都是事实。自从担任文印
员，我连日常点名都多次缺席，和战友
的关系确实渐渐疏远。唉，难怪自己
民主测评会是倒数第一。

从那之后，班里的活动我尽量一
样不落地参加，该我承担的任务都自
己完成。但有限的精力让我顾此失
彼。一次车场日结束，来不及收拾好
工具，我就急忙跑回文印室，前来打
印的人已经在门口排起了长队。平
时关系好的参谋吐槽我最近工作不
在状态。班里的战士也因我没收拾
工具，开玩笑地说：“机关同志就是
不一样，参加车场日还需要有人善后
保障。”

两头奔波却两头不讨好，再加上
机关的工作经常需要加班，我只能站
后半夜的岗，身体明显感觉吃不消，这
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敲
开指导员谢晓晨的门，坚决要交出文
印员这份“苦差事”。
“镇江，你在工作上的优秀表现我

很清楚。你最近的遭遇，我现在也了
解清楚了。你先安心工作，你的苦恼

我们肯定会想办法解决。”原来还是有
人认可我的，得到了指导员的鼓励，我
心里宽慰许多。

前不久，单位新出台了《勤务分队
战士日常管理规范》，对勤务人员的工
作时间和任务分工进行了明确，为我们
减负不少。一切向着好的方向发展，虽
然眼前的困难依然存在，但我还是很珍
惜现在的岗位，我相信困难再多也不能
阻挡成长的脚步！

（陈玉博、张 翔整理）

点评：文印员、保密员等勤务人员，

对于保障机关日常运转作用很大。这

些战士大多编制在连队，因平时公务繁

忙，很少有时间参加连队活动，训练得

不到保证，与战友沟通交流也不够，久

而久之成了连队官兵熟悉的“陌生人”、

评先评优时的“边缘人”。

他们的个人烦恼谁来解决？他们

的成长进步谁来关心？需要引起各级

高度重视。岗位无贵贱，分工有不同，

对强军路上的每一个追梦人，都应该

给予关心和鼓励。无论机关，还是基

层，都要把勤务人员这个群体放在心

上，想方设法为他们排忧解难。

（胡 璞）

我本想交出这份“苦差事”
■北部战区陆军某旅警卫勤务连下士 李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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