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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次荣立三等功，1次荣获全军士
官优秀人才奖……海军某试训区导弹
试验营分队长、四级军士长张俭军旅生
涯收获的这些荣誉，总能引来战友羡慕
的目光，但他最感到骄傲的并不是这
些，而是他带出来的那些“徒弟”们。

入伍十几年来，张俭带过的徒弟数
不清，个个都是专业通。被问到带兵秘
诀时，他回答道：“越用欣赏的眼光看战
士，他就越能成为你希望的样子，刘悦
辉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刘悦辉是大学生士兵，下连后面对
日复一日的专业训练，开始变得消极，
没过多久就被不少骨干贴上了“后进
兵”的标签。

张俭耐心引导，刘悦辉却“油盐不
进”：“就那几步操作练一两次就会了，
为啥还要反复搞？”张俭一笑，说：“如果
你觉得这些很简单，咱们比一下如何？”

“比就比，谁怕谁？”刘悦辉初生牛犊不
怕虎。

结果毫不意外，刘悦辉惨败。没
想到经此一战，张俭反而对带好刘悦
辉增添了信心，他的理由是：没有这股
子争强好胜的劲儿，还真干不好这个
专业！

为了培养刘悦辉，每次试验任务，
张俭都特意安排他到指挥大厅站岗执
勤，直观感受任务全程。一次次，刘悦
辉看着张俭精准地转运、吊装、装填实
弹，没有一回出现一丁点儿失误。慢慢
地，刘悦辉开始明白，平日那些枯燥乏
味的训练太重要了。终于有一天，他找

到张俭说：“班长，我也想和你们一起并
肩战斗！”

接下来的时间里，张俭悉心帮带，刘
悦辉用心学习，很快成了专业尖子。而
张俭对刘悦辉的培养远未结束，他还要
把自己的带兵方法教给刘悦辉，让他也
能带出一个个好兵来。而刘悦辉则说：
“其实我知道，我们班长的带兵之道就是
一句话——用欣赏的眼光看待每一个战
士。这句话说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不
容易，我会时刻用这句话提醒自己！”

一句话颁奖词：“欣赏”二字有魔

力，班长张俭很懂兵！

“欣赏”出好兵
■奉云鹤 柴淯泷

“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情都没有做
好？”

两个月前的一天，当我一只脚刚
踏进办公室，就遭到指导员劈头一
问。我顿时心里一惊，是哪里出了问
题呢？
“为什么会有这么明显的数据错

误？如果不是及时发现，我们的脸就
丢大了！”

指导员的话像刺在我的心上——
唉，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可能是察觉到了我的情绪变化，
指导员没有再批评我，而是拍了拍我
的肩膀，半安慰半鼓励地说：“以后这
种错误坚决不能再犯，回去放开手脚
好好干，别想太多。”

坦白说，指导员这句话不仅没让
我 卸 下 包 袱 ， 反 而 更 让 我 觉 得 委
屈。由于我在军校学的不是现在这

个 专 业 ， 所 以 从 走 上 排 长 岗 位 开
始，我就心里有些打鼓，总觉得自
己要比同期的排长差一些。所以，
每回受领任务，我一半的心思都在
顾虑会不会出错。但谁知，越是怕
出错，越是谨小慎微，我越是接连
出错。

回到排里，细心的班长王宇看出
了我写在脸上的沮丧，便走过来问
道：“排长，遇到什么事情了？”我张
了张嘴，却难以启齿。而他好像看穿
了我的心事，用开玩笑的语气说：“排
长，其实你挺有能力的，就是有些放
不开！”

指导员让我“放开手脚”，班长
觉得我“放不开”……当天夜里躺
在 床 上 ， 我 翻 来 覆 去 咂 摸 他 俩 的
话，也反思自己任排长以来的心路
历程。思前想后，我痛下决心：不

能让“怕出错”这 3 个字捆住手脚，
往后要大胆干！

很快，指导员安排我给战士们讲
一堂心理教育课。虽说此前没接触过
这类工作，但这回我收起了之前常有
的“怕出错”心理，把所有的精力都
放在了备课上。整理测试题目、策划
课程内容、准备讲课资料……当那天
在战士们热烈的掌声中走下讲台时，
我发现，当我不再想着“怕出错”
时，它竟然消失不见了。

从那以后，我不再“怕出错”，
在 一 个 接 一 个 的 任 务 中 也 没 出 过
错。写到这里，我抬头看着窗外的
老树，不觉感慨：它也是从一棵小
树苗一路历经风雨成长为参天大树
的。就像我，或许一开始会犯错和
迷茫，但一直努力就会向一名合格
排长不断靠近。

别让“怕出错”捆住了手脚
■第81集团军某陆航旅场站排长 喻 鑫

“这是谁干的‘好事’？”
4月中旬的一天上午，第 75 集团

军某旅勤务保障营上等兵小张懊恼不
已，因为他发现自己刚从机关领回来
的教育笔记本少了两本。营部文书李
班长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他说：“你
去找负责发放教育笔记本的周干事说
明一下情况，再领两本就成！”

但不承想，听起来很小的一件事
却把小张折腾得不轻。当天上午，小
张跑回机关找到周干事说明情况时，
周干事态度倒是不错，说可以给小张
补发两本，但因为教育笔记本数量有
限，他要先请示科长。很快，周干事
回来了，他告诉小张，科长不在办公
室，请他下午再来。

下午一起床，小张再次来到机
关，周干事却不在，说是到连队检查
去了。直到晚上，小张第三次跑到机
关，才领到了两本教育笔记本。返回
的路上，小张心里有说不出的别扭：
补发两个笔记本，为啥还要请示领
导，就这么难办吗？

几天后，小张作为基层代表参加
了机关组织的官兵恳谈会，会上他反

映了自己的这段经历，引发官兵热
议。“请示报告制度应该落实，但不需
要凡事都请示”“把请示领导挂嘴边，
有时候是没有担当、不肯担责的表
现”“请示来请示去，耗费时间精力折
腾人……”
“这个事情看起来很小，但折射出

的问题却不容忽视。如果机关干部不
敢负责，事事请示，不仅自身办事效
率低下，还会空耗基层官兵的时间精
力。我们必须深入研究解决这个问
题！”听完官兵意见后，该旅政治工作
部主任摆明了自己的态度。恳谈会结
束后没几天，旅主要领导就在大交班
会上“约法三章”：各级领导干部要大
胆放权，能下放的权力一律下放，防
止“先请示领导”成为推责借口；机
关干部要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凡是
职责权限范围内的事情要敢于拍板，
不能推上诿下……

此举一出，官兵拍手称赞。笔者
在该旅机关和基层营连走访发现，那
句给小张带来烦恼的“先请示领导”
之语大大减少，而各级的办事效率随
之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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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首长关心，我的身体已经完
全康复了！”上周五，新疆军区某团五
连上等兵马书林刚从卫生队检查归来，
就在团强军网“机关答疑”平台上留
言。回想前几天发生的那场“看病”风
波，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前不久，马书林出现了过敏反应，
白天还好，一到晚上就浑身奇痒难忍。
于是他提出去卫生队看病，却被班长拦
住了，“连队三番五次强调不允许‘冒

泡’，别去卫生队看病，小心又被机关
通报！”

原来，从今年 2月到现在，机关接
连通报了该连不少问题，其中包括战士
训练中手指划伤去卫生队医治，被机关
通报为训练安全意识不强。

听班长一番解释，马书林只得找连
队卫生员要了一管药膏了事。可药不对
症，过敏症状没有半点好转，马书林半
夜仍然难受得难以入睡……忍无可忍，
马书林便将这件事发到了团强军网“机
关答疑”平台，引起了官兵热议。
“手指划伤也成了训练安全问题？

是不是小题大做？”大家纷纷跟帖，“吐

槽”机关。
“机关检查督导不能一味挑毛病、

随意发通报，而应该既发现问题又帮助
解决问题。”对此，团机关很快作出回
应。他们研究出台《机关抓建基层工作
手册》，对机关督导基层的时间、内
容、职责、权限进行了规范；修改完善
基层反馈机制，利用机关基层双向讲评
会、强军网首长信箱等收集基层反映强
烈的问题，要求机关制定措施，对照整
改。

机关有改进，基层有掌声，官兵普
遍反映：新规定实行后，大家不再前怕
狼后怕虎，工作和训练的热情更高了。

战士去卫生队看病，不该被通报
■邹珺宇 潘文璐

有一点必须澄清，“请示领导”本身

没有问题，因为在很多事情上，囿于认

识水平和职责权限等方面因素，确实需

要请示领导才能作出更稳妥、更科学以

及符合决策程序的决定。但现在的问

题在于，一些本不需要请示领导的事情

也拿来请示，那么这一现象的源头症结

和背后逻辑是什么呢？我想，不外乎以

下几点——

一个是耍滑头不愿担责，名义上

说是“请示领导”，实为把责任推给领

导，把自己“择”了出去；一个是能力弱

不敢担责，遇事判断不清、认识不明，

生怕把握不准方向和分寸，作出错误

的决定；还有一个是在领导面前找存

在感，以“请示”为名，表“尊重”之意，

行“请功”之实，做一点儿分内事都要

让领导知道……

显然，当“请示领导”出于以上目的

或考虑，而不是对工作本身负责时，必须

坚决纠正。而纠正的关键，不在于“凡事

请示领导者”，恰在于“凡事被请示的领

导”。因为，当一次不需要请示的“请示”

没有受到批评，反而得到赞扬和默许时，

才会有越来越多不必要的“请示领导”。

上有所好、下必趋之；上有所恶、下必避

之。只有认清这个道理、遵循这条逻辑，

“请示领导”才能回归本真。

让“请示领导”回归本真
■第75集团军某旅政委 李小年

潜 望 镜

近日，第72集团军某旅组织开展“魔鬼日”单兵综合演练，锤炼

官兵实战能力。图为官兵迅速通过染毒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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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建基层，机关总结出不少行之
有效的好经验好办法。但不可否认的
是，如今基层建设主体力量已经变成
了“90 后”“95 后”，一些“老套路”，已
经不太适应新形势、也不符合新要
求。比如：有的单位上级一来检查就
组织打扫卫生、基层一出事就找主官
问责、一加强部队管控就取消外出停
止休假……很多官兵坦言，这些“老套
路”不但起不到预期效果，甚至可能事

与愿违、南辕北辙。
郝小兵与基层战友们交流中发现，

类似于这样的“老套路”还真不少。有
的机关干部喜欢搞命令式指导，不开会
部署、发通知强调总觉得少点儿什么，
结果给基层造成很大负担；有的机关干
部喜欢用运动式方法抓建基层，一天一
个新想法，几天一个新动作，计划没有
变化快，搞得基层无所适从……

郝小兵认为，破除机关抓建基层的

“老套路”，必须以中央军委基层建设会
议精神和新修订的《军队基层建设纲
要》等法规制度为依据，既要把工作统
住统好，又要创造性地运用好经验好办
法，立足基层实际加强指导。唯有如
此，机关抓建基层才能真正抓到点子
上，抓出成效来。

文/郝小兵、朱艺森

图/温舒婷、文 璐

抓建基层，应少一些“老套路”

冲出硝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