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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治 进 行 时

前不久，武警贵阳支队准备组织
一场以“增强‘四个自信’，激发强军
力量”为主题的军队抗疫专题教育。
教育干事陈玉成分析支队《思想政治
教育数据表》发现，近期官兵手机搜
索排名靠前的关键词是“军队抗疫”，
通过手机、强军网等浏览最多的也是
与抗疫有关的内容。随后，他通过对
“大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很快做好了
相关准备工作，使这次教育内容紧贴
官兵关注。

“以往，组织一次这样的专题教
育，没有较长时间调研论证，肯定是难
以完成的。”支队政委田贻杰说。支队
调整组建后，呈现基层类型多样化、编
成差异化，机关人少事多，指导基层抓
建中“跟着感觉走”“概略瞄准”的现象
不同程度存在。贵阳市的“大数据”建
设很有名气。支队党委研究感到，可
以借鉴“大数据”技术成果，规范抓建
基层秩序，提升质效。

该支队结合《纲要》集训，组织机

关人员到驻地大数据中心调研，了解
高科技企业如何运用信息技术实施
精细化、集约化、规范化管理。随后，
他们借鉴相关经验，对《纲要》内容进
行细化，建起《基层日常管理量化表》
《军事训练数据统计分析图表》《执勤
战备量化表》《思想政治教育数据表》
《服务基层反馈表》等数据库，将基层
战备、军事训练、思想教育、日常管理
等工作内容纳入，有关部门定期或随
机采集完善相关数据，按级审核后上

传入库。
开展工作有了“大数据”的可靠

参照，各级指导抓建方向更加明确，
工作更有底数。前不久，某中队指导
员吴正敏上任后，根据中队去年以来
积累的数据，很快掌握了战士年龄、
兵龄、文化、思想、训练情况等信息。
经过多次研究，党支部采取教育“分
餐制”、补差训练降低“偏科率”等实
际举措，很快收到成效。吴指导员
说，有数据库作为决策支持，他开展
工作更有底气。

4 月中旬，机动一中队召开队务
会，讨论制订下月训练计划。中队长
蔡权带领大家逐项分析中队当月《军
事训练数据统计分析图表》，找短
板、定措施，使制订的训练计划更有
针对性。

数据当“高参”，决策谋划更科学高效

调整改革后，部队各级机关人员编制缩减，“小机关”带“大
部队”成为常态。人少事多情况下，机关指导抓建容易出现“打
乱仗”、顾此失彼等问题。《军队基层建设纲要》要求“提高部队
专业化、精细化、科学化管理水平”。部队各级机关必须牢固树
立依法指导抓建的法治思维，严格落实法规要求，健全完善以

精准为导向的科学管理体系，做到精准谋划、精准落实，正规抓
建秩序，提升抓建质效。武警贵阳支队树立精准抓建理念，充
分借鉴吸收先进的信息化管理技术，注重挖掘运用“大数据”，
纠治抓建中存在的“跟着感觉走”“概略瞄准”等问题，使指导抓
建更加正规高效。

数据支撑，精准抓建不再靠“感觉”
—武警贵阳支队依法正规基层抓建秩序纪事

■徐 镝 本报记者 马 飞 通讯员 罗 园

在该支队第一季度双争评比活动
中，十八中队被评为先进中队。在数
据库里点击查看该中队开展工作的各
项指标成果，令人信服：《纲要》规定的
战备工作、军事训练、思想政治工作、
日常管理等内容，经过综合分析后得
出的评分准确详细。
“有大量数据作依据，双争评比考

评分数更加精准，官兵普遍表示信
服。”组织科科长陈菲告诉记者，支队
调整组建后，基层类型多元，标准难统
一，以往考核评比容易出现尺度松紧
不一、打“印象分”等问题。有一次，某
中队在季度综合排名中，以较小差距
与先进失之交臂。中队官兵不服气，
反映获得先进的单位有的是靠大项活

动“加分”，在日常工作、基层建设方面
的表现却难以让人信服。

支队党委深刻反思，深入调研后，决
定引入“大数据”作为精准评比的依据。
他们依据《纲要》相关要求，研究制订《基
层运用数据按纲建队考评实施细则》，常
态化落实双争评比，按照基层核对数据、
机关量化评议、支队党委综合审定的规

范流程，将各项工作积累的数据，按一定
比例换算，作为双争评比的总成绩。

运用“大数据”，不仅促进了基层
正规化建设，也提高了机关工作效率，
减少了忙乱。陈科长介绍，一些评比
按以往方法，机关需到基层考评、开会
讨论、搞问卷调查等，最后还要综合衡
量各方意见。现在各类评比都有数据
的“硬杠杠”作为参考，有效简化了调
研程序，数天内就能完成。

用数据说话，考核评比更精确。
今年以来，执勤七中队在双争评比中
跨入先进行列。指导员雷秉睿说，“通
过评比，我们看到了自身的弱项，也明
确了努力方向。”

数据当“标尺”，考核评比有了硬杠杠

“系统警报显示，近期一名新兵
在网络游戏中频繁充值，而且数额较
大。”前不久，支队党委专项巡视组
到某执勤中队检查时，发现一名新兵
沉迷手机游戏，一周内多次进行游戏
充值。及时发现问题后，中队立即对
这名新兵开展教育，加强督导帮其戒
除网瘾。

引导官兵管好用好智能手机，是
日常管理的重难点问题。支队保卫科
科长陈山介绍，他们探索“数据分析
管理”模式，研发手机信息智能点验

分析系统，较好避免官兵在使用智能
手机时出现赌博借贷、沉迷网游、违
规泄密等问题发生。

军事训练作为中心工作和提高战
斗力的根本途径，必须坚持实战实
训、按纲施训、从严治训。该支队在
运用数据加强日常管理的同时，建立
“训练数据分析”制度，助力练兵备
战。去年，支队备战上级特战比武期
间，动态收集参加比武官兵的年龄、
结构比例、训练成绩、弹药消耗量等
数据，定期分析大家的训练状态、潜

力值，逐个为官兵制订适合自身特点
的训练计划，完善建立“强帮弱”训
练机制。在数据支撑下，大家训练成
绩提升明显。比武中，支队官兵发挥
出色，夺取团体冠军。
“以往，由于临时勤务多、勤训矛

盾突出等问题，训练有时落实不到
位，支队比武名次不理想。”支队长李
加洪说，通过对数据的挖掘运用，实
现精细化施训，训练成绩有了新突破。

按纲抓建是一项系统工程，如
果不能及时掌握实情、了解矛盾问

题，开展工作容易“捡了芝麻丢了
西瓜”，或是“按下葫芦起来瓢”。
如今，通过挖掘数据潜力，支队各
级抓建更加正规有序，能够做到
“精准滴灌”。

支队单位点多线长，开展教育
“工作难落实、质效难评估”。支队宣
传科科长安韩旭说，为解决这个问
题，支队依托总队创建的“六朵云”
思想政治教育云平台，探索运用“数
据+教育”模式。

记者登录云平台看到，平台能自
动生成、实时更新个人学习积分排名
情况，智能分析学时记录、课程计
划、课程进度等数据，并以量化表、
曲线图等形式，动态呈现单位及个人
的学习状态。运用“大数据”督导，
确保了教育时间、内容、人员、效果
有效落实。

数据当“导航”，防止“眉毛胡子一把抓”

前不久，火箭军某部孙军医得知父
亲的债务纠纷在郑州军事法院的协调
下，已经圆满解决，压在心上的一块石头
总算落了地。

去年，两名地方人员向孙军医的父
亲借了一笔钱，到期后却拖欠不还。孙
军医所在部队的法律服务人员，及时将
此事反映给郑州军事法院。该院领导了
解情况后，成立专案小组特事特办，协调
地方法院加大执法力度，使问题得到及
时解决。

涉军维权渠道畅通无阻，得益于军
地联合打造全覆盖的法律服务保障机
制。郑州军事法院主动协调河南省高级
人民法院，联合省军区系统、驻军单位、
各级执法机构建立三方参与的省、市、
县、乡、村“五级联动”工作网络：省市县
成立由政法委牵头的涉军维权工作领导
小组，在三级法院设立涉军维权合议庭，
三级司法厅（局）设立涉军法律援助中
心，乡镇街道设立涉军维权咨询服务站，
村指定涉军维权联络员。全省法院系统
形成“一组一站一庭一岗”维权体系，不
论何地发生涉军案件，第一时间有人问、
有人帮、有人管。

近年来，河南省通过“五级联动”工
作网络，第一时间处理涉军维权案件纠
纷，做到小事不出村（社区）、大事不出
县，确保涉军案件得到及时处理。
“涉军案件等不得、拖不得。”河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介绍，诸如
交通事故、民间借贷等案件容易拖成“积
压案”，牵扯相关官兵的精力。河南军地
联合成立涉军维权督导小组，集中开展
“聚力沙场、倾情维权”专项行动，对全省
涉军维权工作进行全面排查，督导各地
加大涉军案件调处力度。
“一案一挂号，一案一主责。”笔者了

解到，维权督导小组建立专项行动进度
表，对所有涉军案件进行挂账销号，各地
法院和军分区每周向郑州军事法院、省
高院上报进展情况，随后统一向部队反
馈，形成军地全力督办的高压态势。

2018年，驻豫某部战士小张的母亲
乘坐长途汽车时遭歹徒抢劫被打成重
伤，犯罪嫌疑人逃跑后，侦办工作一直没
有进展。郑州军事法院接到报告后，立
即协调地方有关部门，抽调骨干力量组
成专案小组侦破案件，同时对小张母亲
进行医疗救助。数月后，犯罪嫌疑人被
抓获归案。
“凡是军人军属申请立案、咨询，均

由专人优先办理。”郑州军事法院领导介
绍，全省各市（区）、县法院对涉军案件建
立台账、登记造册，各个环节均填写专门
的“涉军案件审判流程管理表”，提醒审

判人员快立、快审、快结、快执行，做到
“一案一结一报”。

“维护官兵合法权益无小事！”河南
省高级人民法院专门下发《关于进一步
加强涉军案件办理工作的意见》，全省开
展大排查、大清理，要求各级分别建立联
席会议、情况交流、协调督办、考评奖惩
等机制，不让官兵背思想包袱。近年来，
全省解决部队和军人军属涉法案件 400
余件，50余起久拖不决的积压案件得到
妥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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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5日，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按照《内务条令》规定，组织官兵进行军容风纪检

查，强化官兵条令意识，正规部队秩序。

李忠元摄

近日，武警云南总队机动第一支队严格执行装备管理的有关法规制度，组织官兵对各类车辆进行检修，确保装备处于良

好状态。 李善明摄

随着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理念逐

步植根于官兵头脑，按法规制度办、按

文件精神办成为各级抓建的自觉行

为。但现实中，个别单位或带兵人在

落实文件精神时，没有把精力放在联

系单位实际、分析具体情况、研究探索

创新上，而是机械落实，对文件原则规

定需细化研究的一律当作“禁止”，对

没有明确规定但官兵期盼的“不闻不

问”。这种脱离实际片面照搬照抄，反

映的是教条僵化的苗头，是不想创新

突破、不愿主动作为的问题，是一种官

僚主义和“懒政”行为，必须坚决纠治。

要主动担当作为。对文件精神和

上级要求不加思考一味照抄照搬，表

面上看不会出错，实则是脱离实际的

不担当，回避了可能出现的矛盾，是典

型的官僚主义作风。要知道，在“本

本”与现实矛盾面前，任何不负责任的

“甩锅”行为，最终都会导致脱离实际，

加剧矛盾问题。各级带兵人只有主动

作为，求真务实，在落实文件精神上当

好“变压器”“倍增器”，用心尽力结合

强军实践攻坚克难，才能真正将文件

精神落到实处。

要深入调研。个别单位机械照抄

照搬的另一个原因，是对文件精神和

上级要求不求甚解，对本单位实情了

解不清、把握不准，工作进取意识不

强，缺乏抓细抓长抓常的明晰思路，缺

少便于官兵接受、“接地气”的方法路

子。要知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

权”。科学的决策和精准的落实不是

靠闭门造车、凭空臆想实现的，只有通

过深入细致调查研究，才能找到问题

症结，进而在落实中研究出有针对性

的措施办法，提出打基础利长远的指

导意见，做出接地气受欢迎的决策部

署。

落实落细文件精神，难的是在实

践中创造性落实。毛泽东在《反对本

本主义》一文中指出：“盲目地表面上

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

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

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

方法。”防止“本本主义”的最好方法，

就是直面现实矛盾，紧贴部队建设需

要，结合实践创新落实。固步自封、因

循守旧，只能伤了官兵的心，影响单位

长远建设。部队各级在落实文件精神

时，必须多从实际出发，回应官兵关

切，解决好抓落实中出现的矛盾问题，

这样才能激发官兵干事创业的积极

性，真正把文件精神变成官兵的自觉

行动。

（作者单位：32368部队）

落实文件精神不能机械照搬
■宋 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