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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青海总队某支队第一季度按
纲建队考评时，部队管理股参谋王罗丁
发现一个奇怪现象——某些中队照常
发放手机，但战士们的手机却毫无使用
痕迹。

是弄虚作假还是另有蹊跷？在与
官兵的交谈中王罗丁了解到，原来，这
些中队虽然每周都会按时定点发放手
机，但为确保接受检查时不出纰漏，上
交手机前，战士们都会被要求将手机恢
复出厂设置。
“亲人朋友的聊天记录都被删了，

拍摄的照片没了，收藏的网文也不见
了”“很多软件次次用次次重新下载，赶
上网速慢的时候，等软件下载安装完，
也该到时间交手机了”……对于这种做

法，战士们的意见不小，可干部们也有
自己的考虑。

原本，为规范手机使用管理，中队
要求官兵给手机安装安全管理软件，但
去年支队安全大检查时发现，仍有个别
官兵试图“钻空子”，并对这一行为通报
批评。从那以后，为了避免类似事情发
生，要求手机“无痕”上交，便成了某些
中队的一贯做法。
“手机‘无痕’虽然能确保接受检查

时不出问题，但这只是表面文章，是某
些基层干部懒政的自欺欺人之举，不仅
对防止失泄密毫无益处，甚至会埋下更
大隐患。”问题出在基层，机关更应反
思。一线调研不够深、情况掌握不够
准、指导评估走形式，重“痕”不重“绩”、

留“迹”不留“心”……在支队首长办公
会上，支队党委一班人率先自省，随后
部署展开形式主义、功利主义等不正之
风的大力纠治。他们及时叫停不接地
气的“空中政策”和相互打架的“本位政
策”，要求机关科学实施评估，不层层加
码、不“甩锅转手”，基层干部端正政绩
观念，不唯上空泛表态。

在支队近期的一次交班会上，3个
基层单位主官因手机“无痕”问题在会
上作检查，4份机关下发的指导方案因
不符基层实际被打回重做。“开机就能
正常用，到点关机就上交，没那么多麻
烦事。”叫停手机“无痕”上交，深受官兵
欢迎。列兵李耀东告诉笔者，如今领交
手机时心里就一个感受：“痛快！”

手机“无痕”就无患了吗
■罗元凯 本报特约通讯员 朱家辉

类似上文反映的情况并不鲜见。

有的单位要求官兵在微信备注中填写

实名和手机号码，否则就将好友删

除。有的单位不允许使用智能手机，

或者在5G已经到来的当下，要求官兵

使用 2G手机，导致“一人多机”“一人

多号”现象频频发生。事实上，这些规

定都是某些基层管理者的擅自加码，

对防范失泄密收效甚微，容易引起官

兵的逆反心理。

在手机使用管理过程中，通过“痕

迹管理”确实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将

“痕迹管理”异化为“管理痕迹”，以为把

“痕迹”管住了或者删净了就等同于手

机使用管理大功告成，却是大错特错。

手机使用管理的落脚点在“用”而非

“管”上，其最终目的不是不让官兵使用

手机，而是让官兵安全使用手机。“土政

策”“土规定”之下的表面功夫，看似见

效快，但损害的是官兵的正当权利，还

会造成更大的安全隐患。

“痕迹管理”不是“管理痕迹”
■武警青海总队某支队侦察中队中队长 柏顺利

手机使用管理的“无痕主义”，只是

工作“痕迹主义”的异化版本，这种做法

不但无法防止失泄密，还会在出现问题

后，给查找问题来源增加难度，其本质

显然是为了应付检查的形式主义。

出现形式主义“新变种”的原因在

于部分基层干部的政绩观、事业观不

端正，这如同滋生形式主义的培养皿，

一日不从根源上解决这一问题，形式

主义就可能反弹回潮、“变异进化”。

因此，各级党委机关要建立科学、精准

的检查考评体系，贴近基层、实事求

是、注重实效、紧跟时代，下部队检查

少听书面汇报、多去实地调研，少看材

料资料、多到火热一线，用扎实的作

风、务实的举措、求实的态度引导基层

干部端正思想和作风，营造风清气正

的干事创业氛围。

警惕形式主义“新变种”
■武警青海总队某机动支队政委 李忠利

新闻事实

值班员：南部战区空军某旅政治协

理员 羊 峰

讲评时间：5月20日

前两天，我在查铺查哨时发现 3楼
楼道的一盏廊灯不亮，了解后才知道已
坏了近两周。为什么灯坏了没人修也
没人报告？这引起了我的注意。

基层单位就像一个大家庭，每名
同志都是连队家庭中的一员，每名官
兵都有建设好家园的责任。试想，如
果是在家里，地上有烟头，你会视而不

见吗？家里的水龙头、灯管坏了你会
视若无睹吗？

建设过硬基层不仅需要各级党委机
关尊重官兵主体地位，同时也需要全体
官兵树牢集体观念、具有主人翁意识，把
单位当成自己的家，把单位的事当成自
己的事，发现问题，要主动靠前解决或报
告，而不是事不关己、坐视不管，把问题
留给别人。总之，基层单位建设与每名
官兵都息息相关，而不仅仅是主官和骨
干的事，希望每名官兵都能参与其中，尽
心尽力，努力做到“问题到我为止”。

要有“问题到我为止”的意识

值班员讲评

上个月底，我和战友一起负责首长
机关体技能考核的深坑障碍保障工
作。正在准备时，一名少校从我身旁一
晃而过，只留下一句：“等会儿过深坑的
时候，帮把手……”

作为勤务保障的新人，我顿时有点
慌张，赶紧问战友：“刚才那位领导是谁
啊？我帮吗？”“那是连队业务指导科室
的参谋，可以说是咱们专业训练的‘直
接领导’了，能帮就帮，以后好办事！”
“那不是弄虚作假吗？”战友给了我一个
意味深长的眼神：“随机应变、灵活处置
嘛！”于是接下来的时间，我紧盯每一个
翻越障碍的人，生怕漏掉“直接领导”得
罪人。

千呼万唤始出来，那位“领导”终于
来了，他喘着粗气，“嗵”一声跳下深
坑。看他准备往上爬，我便急忙抓住他
的腰带，把他拉了上来。

看着他跑远的身影，我觉得完成了
任务，正洋洋得意时，没想到，刚才的那
一幕刚好被巡考的参谋长“逮”个正着：
“把你们连长叫过来！”一声暴喝后，很
快，连长、战友和我就在参谋长面前站
成一排，我只觉得自己像是暴雨中瑟瑟
发抖的鹌鹑——弱小而无助。

了解事情始末后，连长也觉得委
屈：“大会小会都在强调坚决抵制弄虚
作假，这道理我们还不懂吗？但作为
下级，哪敢和机关干部硬碰硬，以后连
队工作还干不干？”听了这话，参谋长
没再说什么，只让我们先回去继续保
障考核。

本以为这件事没有下文，没想到考
核讲评会上，参谋长旧事重提：“我发
现，有的干部考核时让保障人员‘搭把

手’。这些干部，下基层监督检查时，是
不是也默许基层官兵考核‘放水’？这
次成绩的水分有多少？以往基层官兵
成绩的水分有多少？现在有下级单位
战士帮你，战场上敌人会帮你吗？”连珠
炮似的发问，让会场寂静无声，有些干
部低下了头。

没过多久，旅里就开始狠抓治训
不严、训风考风不实问题，不仅采取
“月考+点名+公示”的方式严格落实
军事训练，还通报批评参训率未达标
的科室、考核成绩不及格的机关干
部。为了让投机取巧行为无处藏身，
每次考核前，旅里都从不同单位选派
敢于较真碰硬、敢说敢做的官兵进行
勤务保障。

又到月考，我找到此次承担勤务保
障任务的战友，刚想再叮嘱几句，他却
先开了口：“你只管放心，这次就是再大
的‘领导’，我也不会伸出‘援手’了！”

（董浩浩整理）

这个“援手”不能伸
■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战士 刘佳明

不久前，武警兵团总队执勤三支
队某中队战士曹耀飞带队出公差，眼
看手头工作只差一点就能完成，却到
了归队集合时间。曹耀飞便让其他人
先回去，自己一鼓作气把活干完，没想
到却被指导员班乐乐点名批评。曹耀
飞认为，自己是执行任务，有正当理
由，又不是偷懒耍滑；班乐乐则坚持出
公差未按时归队应事先请示报告。二
人就此开始“冷战”。
“这有什么好说的，不来集合还不

能批评了？”“啥都不懂，我和他说不清
楚！”只是一件小事，怎么就闹得不可开
交？支队教导员王新华在调解过程中
了解到，原来二人“积怨已久”——刚从
机关调来的班乐乐虽然工作责任心强，
但基层工作经验不足，有时工作有些
“想当然”；老士官曹耀飞虽然基层经验
丰富，但有些工作方法在班乐乐看来
“过于灵活”。此前，两人就已多次因意
见相左发生摩擦，这次事情只是他们情
绪爆发的“导火索”——明明不是什么
大事，却都认为“话不投机半句多”，不
愿沟通。
“都是自家人、都是为了队里好，有

啥意见不能敞开说？你俩当面谈会吵

架，那就把不满都写出来。”想到自己当
年还是一名战士时，战士与干部骨干有
误解有矛盾就会通过聊天谈心来解决，
王新华觉得必须让两人把话说开，于是
提出让他们写信沟通。
“布置任务时要求与实际情况相差

太大，我们落实起来十分被动。”
“争强好胜为了谁？荣誉挣回来不

是给我的，是大家的！”
……
几番书信往来，班乐乐和曹耀飞整

理了思绪、平复了情绪，也了解了对方的
考虑。

这件事引起来队蹲点领导的关注。
他了解到，新生代士兵见识广、有主见、

思想活，虽然谈心时“没意见”“没问题”，
在工作生活中却“想法”不少。不少战士
则表示，虽然时常有些“新点子”，但担心
提意见会引来“麻烦”，只好私下里跟战
友发发牢骚。
“中队就是官兵自己的家，谁都不能

当外人，有意见别憋在心里，提！”为了鼓
励官兵说出心里话，支队以此为契机展
开“我有一封信”活动，引导官兵通过信
件交流，化解误会矛盾，加深相互了解，
帮助带兵人改进工作方式方法。
“我说的话管用了！”得知自己在信

中提的意见被大队党委采用后，一名列
兵在休息时激动地发了一条朋友圈，很
快便收获不少点赞与评论。

中队就是自己家，谁都不能当外人
■张南翔 魏二辉

“年头出事，白干一年；年尾出事，
一年白干”。一个年尾接连“冒泡”的连
队能不能被评为先进？第 72集团军某
旅四连指导员吴佳骏斩钉截铁地回答
记者：能！

去年底评先评优前，吴佳骏一直忧
心忡忡：“我们已经连续两年被评为基
层建设先进连，今年可别砸我这里。”原
来，四连一年里多次圆满完成大项任
务、10余人在上级比武中摘金夺银，可
在年终岁尾的两项任务中却接连出了
问题。

某新型突击车列装以后，作为全
面建设走在全营前列的四连当仁不
让承担起新装备实战运用研究攻关
的重任，可没想到在模拟对抗时，先

被上级工作组认定其受传统步兵的
作战思维影响严重，紧贴实战不够，
后又被指出“勇猛有余、灵巧不足”，
连连出丑。

为了“一雪前耻”，四连又主动请缨
承担班组协同进攻演练的课目示范，想
要打个“翻身仗”。然而示范前一天，作
为主力的班长马超远不慎扭伤脚踝，另
一名骨干临危受命，但终因与其他战友
的磨合不够导致演示效果不佳。为此，
连队党支部被上级勒令作检查。
“四连连续两次‘冒泡’在上级

‘挂了号’，评先会不会被‘卡脖子’？”
“四连全年整体表现出色，其他连队
虽然没‘冒泡’，却也不‘拔尖’”……
经过讨论，营党委认为，战斗力建设

本就是不断探索的过程，因为怕出事
而不做事，就是不作为、不担当。最
后，他们决定将四连作为基层建设先
进连上报旅党委。

这件事引起了旅党委的注意。他
们对照相关文件，结合旅队实际研究
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区分动机态度、
客观条件、程序方法、性质程度等情
况，对各单位工作中失误综合分析，
在准确把握政策界限的基础上大胆
容错。
“旅党委认定四连在容错机制允许

范畴之内，将其评为基层建设先进连。”
得知评比结果，吴佳骏长出一口气。据
了解，在今年第一季度旅综合考核中，
四连取得全旅第二名的好成绩。

“冒泡”连队也能评先进
■本报特约记者 童祖静 通讯员 史亚翔

营连日志

记者探营

互联网邮箱：jbjccz@126.com

强军网网盘：jbjccz

Mark军营

5月底，武警广东总队湛江支队开展冲锋舟操作手集训，强化官兵冲锋舟驾驶技能，提升遂行水上抢险救援任务能

力。图为冲锋舟操作手快速登船。 顾 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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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日 ，第

72集团军某旅“阳

光女兵”心理服务

小分队走进营连

开展心理服务活

动，通过组织心理

趣味游戏帮助官

兵释放压力，增进

情谊。

刘自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