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火箭军参谋部某队人力资
源干事刘贺飞来说，呈文办事犹如家
常便饭，而等在领导办公室门口排队
呈夹子，更是再正常不过。早在 3年
前到机关工作的第一天，刘贺飞便从
几名老干事那里学到了一些呈件“秘
诀”：要善于瞅准时机，挑选领导心
情好的时候进去；要留心观察领导看
件时的一举一动，不该说的坚决不多
嘴……

然而让刘贺飞没想到的是，老机
关们的经验之谈竟也有无用武之地的
一天——

5 月中旬，记者在该队机关办公
楼采访时发现，往常“热热闹闹”的几
间队领导办公室门前一片安静，文印
室等场所也鲜有机关干部走动的身
影。“大家都在办公室里安心办公。”
随行的队政委高峻岭告诉记者，数月
前，随着一套信息化办公软件在队里
投入使用，不少日常工作模式发生了
变化。而让机关干部感触最深的，当
属办文办件由“纸质呈阅”改为“网上

呈阅”。
打开高峻岭办公电脑的“已办事

项”，一张“文件审批流程图”吸引了记
者的注意。系统显示，组织干事李简
创建的《“双争”评比活动实施细则》，
经过“干事-主任-政委、队长”的审批
流程，不到一天便下发基层分队。这
期间，这份文件还因几处细节需要修
改，被政治工作处主任褚德杰退回过
一次。
“相较以往，如此快速的审批根

本不敢想象。”谈及“网上呈阅”带来
的高效率，李简感触颇深，“以前呈
阅文件，抱着文件夹挨个找领导签字
不说，但凡哪个领导提出修改意见又
得反复折腾，经常是‘文件拟半天，
呈件跑断腿’。”无数个奔波的日子
里，李简不止一次想过，啥时候单位
能推行无纸化办公呢？

其实该队队长冉青也想过这个
问题，他以前当参谋的时候，也曾为
反复修改打印、排队呈件而苦恼。去
年是“基层减负年”，在征得上级同意
后，该队党委决定与有关单位携手研
发信息化办公软件、数字化管理系
统，以科技手段助力基层减负。讨论
办公软件该设置哪些功能时，冉青提
出“网上呈阅”的构想。没想到，这个
想法刚一说出口，立即得到大家的赞
同。原来，与冉青有同样想法的，不
在少数。

耐人寻味的是，队党委向前迈出
一大步，一些机关干部反倒瞻前顾后
起来。不少人认为，“网上呈阅”不过
是队领导的“三分钟热度”，兴趣一过，
肯定弃之不用。直到这套信息化办公
软件安装使用，“网上呈阅”开始试行，
仍有人私下嘀咕：“走着瞧，队领导肯
定坚持不了一个月。”
“明明一只脚已经迈上了信息时

代的‘新大陆’，为啥另一只脚却迟迟
跟不上来？”对于部分官兵心存疑虑，
该队领导的思想却很解放。采访时，
冉青讲起了他们在几支部队调研时的
见闻：不少单位信息化软硬件设施齐
全，具备无纸化办公条件，却仍偏爱
“纸质呈阅”这种办公模式。

为啥？“也许，在少数领导眼里，白
纸黑字就是权力的象征，至于工作效
率高不高，倒是他们次要关注的”“也
许，有些机关干部想趁着呈夹子的机
会，向领导递几句‘悄悄话’”……冉青
一连向记者道出几种背后可能的原
因。
“看来要把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

转到现代、科学、法治的轨道上来，首
先得把领导思维和工作思维转过来！”
记者与该队机关干部座谈采访了解
到，“网上呈阅”推行的这几个月来，队
领导坚持文件网上签、通知网上发，以
领导模范带头给予存疑观望者最具说
服力的回应。

座谈结束前，作训参谋黄达讲述
的一个细节，再次牵动了记者的心。

有一次，黄达以“上级催得紧”为
由，将一份纸质方案呈到冉青案头。没
承想，冉青多次提出修改意见，害他一
遍遍修改方案，来回跑文印室打印文
件，反复找参谋长重新签字。

黄达后来才知道，这是队长在故

意“为难”他。“现在看来，那个文件通
过‘网上呈阅’其实更方便，队长如此
对我，就是让我在不断‘折腾’中更加
深刻体会到信息化办公的优势和便
利，逼着我把工作思维和工作方式转
变过来。”黄达介绍，事后，冉青以“老
参谋不愿改变”为案例，在交班会上
告诫大家：“决不能身子进了新时代，
思想还停留在过去。”

无纸化办公能否一以贯之？该队
领导向官兵作出肯定承诺，因为他们
同样是新变化的受益者。队政委高峻
岭说，“网上呈阅”让他们的工作时间
变得更加灵活，不必在办公室“坐等签
字”，机关干部也不用为了呈件签字追
着领导跑了。

这些天，记者通过电话回访该队
领导了解到，上级充分肯定了他们利
用信息化手段为基层减负的做法，决
定在所属单位全面推开使用信息化办
公软件、数字化管理系统。“高效、不折
腾的工作方式，谁不爱呢？！”电话那
头，该队领导如是说。

机关干部不再排队呈送文件
——火箭军参谋部某队利用信息化手段为基层减负新闻调查①

■本报记者 邓东睿 通讯员 徐立楠 张怀森

2019 年是“基层减负年”，全
军上下勠力同心、积极作为，减负
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前段时间，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通知，要求
持续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
题，强调紧盯老问题和新表现，全
面检视、靶向治疗，加强源头治理
和制度建设。

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工
程，需要久久为功、常抓不懈。时
下，许多老问题和新情况之所以
成了顽症痼疾，究其原因，是各级
的一些工作理念、方法手段跟不
上时代的节拍。“减负，不求变就
难以减。”近日，记者走进火箭军
参谋部某队，采访他们利用信息
化手段为基层减负的新观念、新
方法，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思
考与启示。

写 在 前 面

日历翻到2020年5月，无论是“信

息化办公”还是“数字化管理”，在部队

其实算不上什么新闻。这些年，面对

汹涌澎湃的信息化浪潮，不少部队因

时而动，积极推进“智慧军营”建设，努

力让各项工作变得更加高效，使军事

管理变得更加集约。

然而，笔者在这些部队参观调研

时，却发现实际情况并没有想象中那么

乐观，一些惯性思维、习惯做法、路径依

赖，仍顽固地作用于工作实践，时不时

地反弹回潮。以无纸化办公为例，建不

起来、推不下去的理由五花八门：有的

习惯了纸来纸去，不愿作出改变；有的

认为白纸黑字更具权威性，“屏对屏”办

公不严肃、怕出差错……正如你不会在

这个时代拒绝使用智能手机一样，凡此

种种，其实都是借口，无一不是思想跟

不上时代的表现。

减负，求减更需求变。时下，新老

“五多”顽症交织叠加、久治不绝，亟须

一场头脑风暴，打破僵化思维、陈旧观

念的束缚影响，让我们的工作思维、工

作理念与工作方式一起转到现代、科

学、法治的轨道上，促使我们用新的视

角、新的理念解决问题、筹划工作。毕

竟思想观念翻过了墙头，就一定有办

法翻过墙去。

减负先要观念“突围”
■火箭军参谋部某部政委 陈永华

微议录

对于武警黑龙江总队医院内二科官
兵来说，这是一场值得铭记的“败
仗”——

5月上旬，该医院一场远程医疗救
治演练正在紧张进行。出人意料的是，
一路领先的内二科医生护士，竟在关键
环节出现本不该出现的操作失误，最终
被判不合格。

一群技术精湛的老医师，出了啥低
级失误？原来，就在内二科主刀医生远
程对模拟人进行手术时，电脑突然卡
顿。正是这一会儿的延迟，让手术刀偏
离了正确位置。
“试想，若是这一刀落在真正的伤

员身上，会有怎样的后果？”败因令人
啼笑皆非，却也让人惊出一身冷汗。该
医院官兵认真分析这个“战例”感到，
在以往远程救治训练中，他们忽视了一

个关键问题：远程手术，不是单纯依靠
医术的“战斗”，电脑配件是否兼容、
电脑软件有无备份等，都可能影响救治
结果。
“不仅要练就精湛的医术，还得熟

练掌握医疗设备，达到‘人装合一’。”
抓住解决问题的“牛鼻子”，该医院随
即展开行动。他们联系军地科研单位，
推演出电脑突遭病毒攻击、电脑硬件设
施损坏等 10余种复杂情况，并将其作
为战术背景纳入日常训练。与此同时，
他们制订相关措施，对医疗设备保养等
内容作出明确规范，确保装备随时能使
用、官兵操作零失误。

前不久，该医院新一轮远程医疗救
治演练拉开“战幕”，整个救治过程，
医务人员操作装备娴熟，医疗设备高效
流畅运行，赢得外聘专家评委组好评。

救治演练，应把电脑当武器
■刘晨阳 施弘宇

“此次演练，在本专业比武中获得过
前三名的官兵不得参加！”

初夏时节，一场应急演练在第 77集
团军某旅野外驻训场打响。没想到导调
组的一项补充规定，使许多“技术大拿”
瞬间成了局外人。

临阵易规，让不少连主官犯了难。由
于班长被“勒令”退场，副班长又正在休
假，某连只得派出一名下士领衔指挥班。
结果可想而知：原本七八分钟就能完成的
射击诸元解算，这次却折腾了10多分钟。

纵观演练全场，类似的尴尬情况还
有不少：指挥电台遭“敌”电磁压制，通信
恢复时间较以往慢了20%；一台特装车辆
突发故障，剩下的官兵竟无人会修……
“每个环节都会影响战争胜负，岂能

把‘宝’全部压在‘技术大拿’身上？”演练
后的复盘讲评会上，该旅领导道出这次

“临阵换将”背后的真实意图：“就是要破
除演训比武中的锦标主义思维！”

原来，为了在演练比武中追求成绩，
许多连队都会重点培养几名技术尖子，
并将训练时间、器材、精力向他们倾斜，
而忽视了官兵整体素质的提升。久而久
之，便出现了“几人冒尖、众人平平”的现
象。虽说各项训练纪录常为“技术大拿”
所打破，却不能真实反映单位的战斗力
建设整体水平。

以此次演练反思为契机，该旅通过
以老带新、以点带面的方式，加强专业技
术岗位人才梯次储备建设，确保“关键岗
位有备份、人才储备有替补、临机减员能
战斗”；同时，他们还严抓训风演风考风，
纠治拼凑尖子“争彩头”、单兵单项“一招
鲜”等行为，重点锤炼整体作战能力的
“组合拳”。

“技术大拿”为何不能参加演练？
■洪亚斌 马耀辉

“杀！杀！”5月下旬，海军陆

战队某旅练兵场，正在进行刺杀

训练的官兵喊杀声不绝。他们为

啥对刺杀训练情有独钟？一名战

士的话代表了大家的心声：“每一

次刚猛有力的突刺，每一声震耳

欲聋的嘶吼，都让我充满奋勇杀

敌的感觉。”

韩 亮摄

“跟我上！”前不久，我们分队受领了
一个“体力活”，在我的带领下，战士们一
拥而上，干得热火朝天，很快便出色完成
了任务。分队官兵这种“心往一处想，劲
往一处使”的状态，令我感触很深。

记得刚下连那会儿，指导员让我带
人清理化粪池。当时，看着眼前漫到脚
底的污水，闻着直钻鼻孔的浓烈异味，
我心里打起了退堂鼓。“这种活就让战
士们去干吧。”于是，我便像古时候稳坐
中军帐的将军一样，在一旁指挥起来。
后来的几次任务中，我在这场“首胜”中
积累的经验，也是屡试不爽。

不久后，连队将两块墙面的粉刷
任务，交给了我和另外一名老排长。

“加油！”分配完任务，我再次拿起“指
挥棒”在一旁“指导”，并对不远处、与
战士们一起刷墙的老排长表示了“同
情”。然而，到了饭点，他们的墙已经
刷完，光滑平整；而我们的墙才刷了一
半，坑坑洼洼。

晚上集合点名，老排长所在分队不
出意外地被表扬了，我们分队则挨了
批。事后，指导员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论能力素质，两个分队旗鼓相当，可完
成任务为啥差距这么大，问题还在你这
个指挥员身上……”他的话说得很委
婉，我却听得脸发烫。

第二天一早，我提前起床，拎起油
漆桶就去刷昨天剩下的另一半墙。起

床哨响后，连队官兵陆陆续续从我身
边走过，有的还在小声议论，但我无暇
顾及，一心只想把墙刷好。过了一会
儿，我们分队一个战士拿着刷子默默
走了过来，又过了一会儿，又一名战士
走了过来……等把墙刷完，我才发现，
整个分队的战士，都站在了我身后。

自那时起，分队有活我都冲在最
前面，挑最苦最累的干，并时刻提醒
自己：要想当好一名排长，一定要放
下架子、撸起袖子、甩开膀子，用实际
行动赢得战士们的
尊重。
（孙虚谷、孙 阳

整理）

排长，要用行动赢得尊重
■东部战区海军某旅某雷达站分队长 吕晨光

“后面的战友别掉队，跟着我的节奏
迈步子……”这些天，营里组织以排为建
制的 5公里武装越野比武，作为排长，我
全程带节奏，用口号鼓舞大家，最终大家
一起通过了终点，勇夺冠军。看着战友
们欢喜的样子，我心里的那个疙瘩终于
解开了。
“要把自己当作普通一兵对待，慎独

慎行。”毕业下连后，我牢记集训队队长
的教诲，坚决做到“五同”，不管什么任
务、什么活动都和战士们训在一起、玩在

一起，很快便融入了
排里。没承想，就在
我暗自得意时，几件
小事又让我变得纠结

起来。
“现在训练节奏真快，让人有点喘不

过气来。”一次，刚结束台站开设训练，排
里的战士小王不禁抱怨起来。想着最近
确实有点累，我也随声附和了一句。令
我没想到的是，我说完之后，排里的抱怨
声越来越多，我急忙制止，总算把此事
“刹”住了。

原以为只是一件小事，没想到晚饭
后，事情又有了新变化。我无意间听到
了排里几名战士“窃窃私语”——“排
长今天怎么回事，咋感觉不和我们站在
一边了？”“是啊，上次 5公里武装越野
训练也是这样，他不顾大家，自己闷着
头往前跑，结果我们排没跑多久队伍就

散了。”
“大家咋对我不认可了？”郁闷之下，

我敲开了指导员的房门，向他取取经。
“和战士们打成一片固然没错，可你别忘
了自己是排长，承担着更多、更重的责
任，需要在关键时刻展现出干部的样子
来。”指导员的一席话令我茅塞顿开：在
融入集体的过程中，我忽视了自己是一
名排长，将排长职责抛诸脑后，完全把自
己等同于战士了。

从那以后，我不仅干工作身先士卒，
更认认真真履行好一名指挥员的职责。
因为我知道，“和战士打成一片”与“当好
尽职尽责的排长”，两者并不冲突。

（李争涛整理）

排长，莫忘了自己是排长
■第72集团军某旅机动二连排长 蔡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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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新疆军区某团积极开展群众性练兵比武活动，让官兵在互相较量、互

相比拼中不断练强打仗本领。你瞧，警卫侦察连排长王宜征在基础攀登课目中

“拼”得多带劲。 周凯威摄

记者探营

排长方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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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耀演兵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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