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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

一路采访基层建设，诸多成果似春

风不待掬捧，径自温润心间。谈及基层

感悟，一线指挥员们言语中鲜有精微达

幽、铺陈阔言，他们讲得最多的是一句大

实话——尊重常识。

顾名思义，常识就是“千人共由，万

人共履”的寻常知识。

然而，寻常之中有铁律——党的各

项原则章程、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基层

建设的纲要制度……都是基层建设中毋

庸置疑的常识。

践行常识是对自己身份、形象、职责

的一种检验。如果连人民军队的基本常

识都不遵循，人们用什么来认知你是这

个行列中的成员，又如何跟上强军战歌

的节拍旋律？

“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

源。”常识的特质是朴素简单，如澄澈见

底的清水。“沧浪之水清兮”，可以荡涤现

实生活中种种与常识格格不入的官僚主

义、形式主义……

而那些恶俗歪风无论怎样伪装虚

饰，只需将其放到常识的标准中透视、鉴

别、检验，其行其状便显露无遗。

任何事情一旦发生，都会产生后果，

因果律是这个世界最基本的规律之一。

常识之因果，总是事关人心向背。

群众既是常识的创造者、实践者，又

是常识的评判者。康德有言：“避开常识的

东西恰恰引起人们的怀疑，而失去人们的

尊敬。因为只有能够经得起理性、正常、公

开检查的东西才能博得理性的尊敬。”

常识，说来寻常却并不寻常。毛泽

东同志说：“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

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基层建设的种种

常识，无疑就是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的体

现。我们当然需要顺应世变缘常，“立异

而求胜”，但在采访中收获的一个个鲜活

事例，无不在传递着一种蓬勃的气息：常

识如初心，看似朴拙平常、云淡风轻，却

尽善其道地包含着我们的党、我们的军

队一脉相承的光荣与梦想，构成新时代

军营改革发展最绚丽的底色。

生物学有个概念叫“伞物种”，就是

说这个物种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需求涵

盖了其他物种，对它保护，就是为其他物

种撑起了一把保护伞。

借这个生物学的术语来说，我们对

常识的尊重，就是对军营绿色方阵中良

好的政治生态、和谐的官兵关系的尊重

和维护。反之，如果对那些有悖于常识

的事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甚至也去惹泥

沾尘地心向往之，本身就对“伞物种”构

成了破坏。

蜀地有句谚语：“对庄稼来说，最好

的肥料是农民的身影和汗珠。”同理，对

基层建设来说，最有力的推动也是各级

领导和机关在基层一线，扎扎实实洒下

的汗水和踩出的脚印。

这，同样也是常识。

尊重常识，说来寻常却并不寻常
■郑蜀炎

“便向根心见华实。”在武警四川总
队调查采访，一路所见所闻新风新貌，总
让人想起这句古诗。

根，深扎在基层；心，紧系于士兵——
部队建设方能见华实、结花果。

基层建设根深叶茂的成果，往往需
要一番“水滴石穿”工夫。

从眼睛到心灵的距离

说到基层建设，部队官兵大都是从
“办了N件大事”“解决N个难题”谈起。

该总队领导直言，每年都集中财力
物力解决一些基层部队的大项难题，其
数据亦为可观。但基层建设最有价值的
工作，并不在统计数据上。
“百尔所思，不如所以。”对一线指挥

员而言，基层建设必须实实在在地动手
抓建。许多工作虽然没必要写在纸上、
体现在数据中，却在点点滴滴间关乎基
层官兵的冷暖忧乐。

去年，成都支队政委徐进下连蹲点，
见到战士小刘在队列中走路有点跛，本
以为是受伤还坚持训练，没想到询问时
小刘提高嗓门答道：“是我脚太大，把鞋
子撑破了！”

不合脚为啥不调换？细问才知，小
刘是出了名的“大脚板”，配发最大号也
不合脚。战士有些“牢骚”之意，徐政委
心怀歉疚，他马上让军需部门联系上级
和厂家提供特型鞋。

服装发放时间、数量都没问题，可是
否适体只有战士知道。

徐进把这事向上反映到总队，业
务部门给出了从统计表上看不到的问
题——“有的是因为官兵对服装型号
不了解，有的是因为官兵怕到机关调
换来回跑路。”

为此，他们改进服装发放服务链：从
官兵自己测报号码，到在基层中队现场
试调，最后仍不合适的由总队安排调换，
并送服装上门。

一些看上去很热闹的数字，实际却
没什么热度。

驻守高原的某中队，多年保持“六菜
一汤”传统。一次，刚上任的中队政委肖
辉平前往中队“吃碰饭”，他发现连队餐
桌丰富，可战士们却没啥胃口——因为
饭菜几乎没有一丝热气。

高原海拔高、四季寒，战士们吃到热
腾腾的饭菜才能保证体能。中队充分论
证，为各高海拔中队购置、维修一批加热
保温餐具，并结合高原气候明确提出：
“保证官兵一日三餐高能量、高蛋白摄
取，比好看的数字更重要。”

记者了解到，去年该总队官兵休
假率达 99%，但也有一组数据引人关
注——官兵休满率仅 85%。

如何让部队通过科学统筹、基层减
负等措施，使这一统计数据再提升几个
百分点，成为该总队的新课题。

总队一位领导一语中的：“统计数字
只是工作的一种记录，基层是部队战斗
力基础，眼睛是只盯着数据变化，还是心
里想着基层建设实际，一念之间，清晰地
衡量着领导干部从眼睛到心灵的距离。”

“观念的水位”和“基
层的水平”

一石激起千层浪。
这天，某执勤二中队文书小邱到支

队办事，进门如沐春风——机关同志张
口问好说“辛苦”，又是让座又送水。可
是，20分钟过去了，一杯水从热喝到凉，
待办的事却迟迟不见有人过问。

小邱屁股左挪右移，好生尴尬。恰

好这时支队政委展国路过，问明缘由，当
即令机关负责人停下手头工作，将中队
的具体事宜处理完毕。

事后，机关的同志一肚子委屈：“我
们端茶让座态度诚恳，已经给足了面子，
反正他们也没啥要紧的事。”

这事直接上了党委会，大家掰开揉
碎了分析：这种透着冷漠的“面子观”，其
实就是一种典型的形式主义。华而不实
的“面子”和居高临下的“架子”，都直接
有损部队和谐的上下级关系、军营良好
的政治生态。

既然不是一件小事，支队马上采取
解决措施。

比如，减少报表、通知，不再让基层
官兵三天两头往机关跑；再比如，在司务
长报账、人员集训等专项活动中，统一派
班车接送，机关统一安排办公；基层官兵
个人事务实行“预约制”，在预定时间许
诺不让官兵“折返跑”……

几番组合拳打下来，文书小邱笑着
说：“如今基层官兵在机关有了‘里子’，
当然更有‘面子’！”

在另一个支队，基层官兵不客气地
驳了机关“面子”。

去年初，为提升政治教育的质量，这
个支队精心准备由支队和机关领导担纲
主讲的 8 堂“精品课”。没想到课后讨
论，有战士直截了当地说：“不咋样，一桌
‘大餐’，还不如我们指导员的‘家常
菜’！”

战士们说，主讲名言典故引用了不
少，可就是不接地气——跟中队当下的
工作贴不上，离身边的人和事太远。

这番话让人脸红，却不得不承认战
士们讲得在理。展示才华文采是“面子”
上的事，结合实际、贴近士兵才是政治教
育最重要的“里子”。

知错就改恰恰最有“面子”。一
次党委会上，他们从依靠基层、建强
基层原则出发，决定继续培训提高基
层政治教员水平能力，当即砍掉了 8
堂“精品课”，取消了“一揽子”观
摩活动……

拒绝“面子工程”，还需要制度保
证。某支队机关按惯例打电话给基层
派公差搬运物资，却被官兵们一句话
“怼”回来：“没有公差派遣单，谁说也不

好使。”
为了落实为基层减负的要求，总队

从基层反映最强烈、最期盼解决的问题
入手，推出了一系列纠治措施。严格执
行公差派遣制度，就是其中硬邦邦的一
条。

这个支队的领导深有感悟地谈及
“观念的水位”——“基层至上，士兵第
一”这是个基本原则，如果机关的观念没
有达到这样的水位，那么，基层建设的水
平也便很难提升。

让正常的事正常起来

在基层建设实际中，正常的做法总
能让官兵顺心顺气。我们不妨先看看几
个小故事——

南充支队士官小章，刚休假归队就
跟干部“顶”上了：休假期间，干部隔三岔
五地给他父母打电话，搞得两位老人总
担心“儿子在部队表现不好”。

了解官兵休假情况是组织规定，也
是对官兵负责，这些做法按理说很正
常。但“一视同仁”往往比“格外关心”更
重要，即便是“正常事”也应考虑官兵个
人感受。对此，支队政治部门很快改进
做法，推行了人性化的管理模式，得到官
兵欢迎。

达州支队一个干部申请转业，因岗
位需要没有批准。不久，部队调职工作
开始，虽然他具备条件，但还是有人提
出：“他不安心部队工作，为何还能调
职？”支队党委在讨论中认为，因家庭有
困难而提出转业需求，本来就是干部正
当权利，更何况这名同志留队后工作照
样干的一板一眼，要是不给他正常调职
才不正常呢！

该支队训练部门，准备调一位有专
业器械运动经验的士官当“特战教员”。
可那位士官提出，这不是自己特长，希望
发挥专业强项。于是，有人议论他“不服
从组织安排，应当严肃批评”。出乎意料
的是，他的要求竟被采纳了，支队领导直
言：“从实际出发的正常要求，当然应该
正常采纳。”

再有，某中队一位副中队长平时表

现突出，大家都看在眼里。可为啥年底
评功评奖名单里偏偏没有他？了解才
知，当时这位同志正好在中队主持工作，
尽管群众呼声高，他还是在上报名单时
将自己名字划去了。

对一个有觉悟的干部而言，面对功
名的谦让正常，如若一味地让老实人吃
亏，就不正常了。中队领导详细地调查
清楚缘由，并再度核查基层投票记录，党
委决定将其列入表彰名单。
“心底坦荡天地宽。”总队领导有句

话说得透彻：“让正常的事正常起来，并
不是一件复杂的事，只要没有私心杂念，
对人对事不打什么‘小九九’，你就有底
气把明明白白的事，做得明明白白。”

让战士说话不难，难
的是说了管用

在这个总队的不少基层单位，都设
有公示栏。这也没什么稀罕的，难得的
是，每天晚饭前后，总能看见战士们围观
的身影。

战士们爱看，定然与自己切身利益
密切相关。

比如，万源中队由经委会负责的“每
日账目公布”，不仅从不间断，而且从不
马虎。中队每天有 7名“班排战士监理
员”上岗，一日 3餐全程监理、严格核账，
在当日晚饭前公布。

与此同时，中队还不定期公示党团
员发展和奖励名单、探亲休假人员等 7
个方面的内容。每一条“张榜公示”内
容，必定成为当日中队的热门话题。

事实上，战士们对部队建设意见，基
本上是围绕公示栏上的内容展开的。大
家坦荡的评头论足，并不遮遮掩掩的褒
贬，说明基层官兵表达意愿的意识强。

在基层民主建设中，让官兵们张口提
意见并不难，但是大家更看重的，则是说
的话、提的建议受不受重视、管用不管用。
“让战士说话”是对基层的尊重，“让

大家说了管用”则是领导干部和机关的
一种境界、一种责任。

某执勤中队的目标哨哨兵，屡次因
“精神不振”被通报，但有些战士在接受

批评时却不服气：“事出有因！”
支队长黄春雷没有简单地“一批了

事”，而是来到这个中队实地查勤。在哨
位住了一夜，他的疑惑顿解：这个目标哨
位距离中队营区近 6公里。夜间哨兵轮
岗，一来一回在路上差不多耗费 3个小
时，年轻战士有时“觉不够睡”。

问题其实不难解决，况且战士们早
就提出过——在哨位的 2层清腾一处就
寝休息区域，方便执勤哨兵夜宿。一线
战士的意见符合实际，他们当即采纳、立
马去做。果然，哨兵执勤增加了 3小时
的睡眠时间，又避免了走夜路的安全隐
忧，执勤效率更高。

让战士说话有用管用，他们对基层
建设的热情就更高。

前些年，宜宾支队下辖几个中队干
部跟训率低。工作组一到，战士们就七
嘴八舌地为基层干部“鸣不平”——每周
要开六七次会，每天要处理 10 余份文
电，哪有时间跟训呀？

战士们直接把“板子”打到机关身上
了，但一条条捋下来，不能不承认，打得
很准。接下来的 3年时间，这个支队党
委每年的“一号文件”，主要内容都是倾
心关爱基层，依靠政策制度大力为基层
减负。

战士们的意见，对部队建设也实实
在在地管用。年初，在上级组织的按纲
建队考核中，支队党委机关组织民主测
评时，基层官兵的满意度再创新高。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

关。”对各项工作纵论横议、畅所欲言，体
现了战士们对部队建设的关心，是一种
值得欣赏的政治热情。有如春风拂面，
领导和机关，就得当好这个“栽柳”引风
之人。

基 层 难 题 不 仅“ 必
答”还要“抢答”

采访时听到一个说法——对基层建
设的难题要“抢答”。

这可不是游戏竞赛，而是指但凡基
层有了问题，不管是不是工作范围之内、
在不在计划之中，必须随时随地发现，随

时随地解决，谁也别想“绕道走”。
某执勤中队驻守在离机关 140余公

里的一个山村。去年，总队按纲建队考
核组来到中队。第一天军事体能考核刚
结束，考核组领导就铁着脸，把中队长杨
俊找了去。

原来，工作组成员在洗漱间洗漱时，
发现从两个“巨无霸”水桶里放出的水都
是浑浊的，便认为是中队工作“有问题”。

杨俊满脸委屈地解释：“中队驻地偏
远，没有自来水，洗漱只能从山上引水，
偏偏昨晚下了一场雨……”

面面相觑，工作组的同志羞愧地对
中队官兵表态：“虽然这件事不在计划
中，但我们马上解决！”

工作组人员将问题直接带到了总队
党委会上。经过 2个多月的努力，他们
铺设出一条专用水管，把自来水接到了
中队。

倡导官兵在工作中主动“抢答”的
人，自己必须首先成为给基层建设排忧
解难的“抢答”选手。

南方高湿气候条件下，官兵参加高
强度训练易患热射病。
“关乎官兵健康的事就不是小事。”

总队领导多次协调驻地医院，将专家请
到部队，专门为负责训练的带兵人上
课，帮助他们熟悉预防救治措施。

领导和机关的工作要有规划，一旦
发现问题在“眼皮子”下冒出来了，就不
能“按部就班”。这种情况下，进行“抢
答”是一种勇于担当的责任心，也是改进
作风的导向。

新兵入伍，第一次实弹射击和手榴
弹投掷需要机关同志到场。正值机关工
作任务最重的时候，按照惯例，只能让新
兵训练“等一等”“拖一拖”。

面对基层工作难点，总队机关又一
次进行“抢答”——会议改期。“对于新兵
军旅人生重要的入伍第一枪、第一弹，必
须保障好。”该总队领导说。

送温暖者自己要有热度

有句话说得好：“给基层送温暖，首
先自己心里要有热度。”

具体到每一个官兵、每一个家庭，具
体问题千头万绪，解决起来绝非易事。
该总队提出这样一个标准——解决基层
官兵问题不一定十全十美，但一定要尽
心尽力。

一位战士患病住院，所属支队党委
获悉后，采取一切方法救治，并依据《军
人抚恤优待条例》申请困难救济，帮助
年轻战士鼓起勇气战胜病魔。

签约合作“法律拥军”、随军家属就
业专场招聘、转业干部推荐安置……走
马基层一线，一项项暖心惠兵工作，让基
层官兵成为改革成果的受益者。

更多“微改革”让制度充满温度。驻
扎高原的某支队山高路远，行程常因风
雪受阻。根据实情，总队研究推出探亲
假期，还为每名休假官兵延长 2天“路上
时间”；推行“休假清单”制度，每年分几
个时间段督促检查。

暖人先暖心。小事虽小，却让人从
中感受到温暖与真诚的力量。都说为基
层服务，服务首先要建立在真心实意的
基础之上。不仅要教育官兵热爱军营，
而且让他们感受到军营大家庭的温暖；
当你把战士当亲人，向他们伸出双手，他
们才能把军营当成家……

或许，这就是一支部队基层建设的
“辩证法”。

一支部队的基层建设“辩证法”
■郑蜀炎 本报记者 吴 敏 特约记者 姜永安 通讯员 吕俊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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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是部队战斗力的基础，基层建设水平提升，官兵备战热情高涨。图为武警特战队员进行河滩追击训练。 李结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