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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班队列会操成绩优异，军事训
练加 2分；二班理论考试成绩良好，思
想政治加 1 分；五班在卫生检查中物
品摆放不整齐，日常管理扣 1分……”
这一天，武警白山支队抚松中队晚点
名时，排长王健按惯例公布了每日“量
化评比”结果。

“以往评比，都是几名中队干部碰
头一商量，就定出谁优谁差，全凭自己
的印象和感觉，有失公允。”中队长沈齐
飞介绍，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今年初，党
支部一班人研究决定，采用制定细则、
数据分析等方法，区分执勤战备、军事
训练、思想政治、日常管理等 4项内容，
每天对班排工作展开量化评比。

量化评比实施一个季度之后，各
班排评分一目了然，给排名落后的班
敲响了警钟。“上季度，我们班因管理
疏忽，在执勤上出现问题，导致评分很

低；这季度，我们班一定加强管理，力
争把失去的分挣回来。”八班班长于涛
不甘人后、知耻后勇。在随后的考核
中，八班内务、队列表现不俗，军事训
练成绩优秀，受到考核组表扬。截至 5
月 25日，八班评分荣登榜首。
“看到评分上扬、领导认可，我对今

后的工作更有信心了，苦点累点也值
得！”于涛笑着说。

连日来，中队结合《纲要》不断优化评
分标准，推动基层建设不断提高科学化、
精细化水平，官兵创先争优的热情高涨。

日常评比不再凭感觉
■黄 鑫 黄朋南

长这么大，左手一直都是我的惯用
手，吃饭、写字、干活……虽然是个
“左撇子”，但我丝毫不在意：别人右手
能做的，我的左手一样行。

没想到，刚进军营不久，“左撇
子”就给我带来了麻烦。不久前，连队
组织手雷实投考核。我非常期待这一
天，但考核前，我却被告知“要换成右
手投，不然不能参加考核”。

我在大学学的是体育专业，体能素
质本来就不错，左手投弹更是又远又
准。得知消息后，我非常沮丧，更是难
以理解：因为我的左手力量根本就不比

右手差。
对此，班长张叶青把我叫到一旁，

向我解释道：“左手投弹不符合战术动
作。”原来，“左撇子”投手雷时需要反
手拔保险插销，会导致按压引信的位置
发生变化，存在安全隐患。

于是，我尝试着按照班长的要求换
用右手投弹，结果不仅投得近，还总是
偏离目标，连30米的及格线都没达到。

眼看着考核的日子越来越近，我却
越练越没信心，索性想“撂挑子”了，
但一想到自己不能参加实投，心中又充
满不甘。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久久
难以入睡。第二天，我在旅强军网的
“心贴心”服务平台上，一股脑儿把自
己心中疑惑“倒”了出来。

“‘左撇子’到底能不能参加投弹
考核？”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件事很快
就引起了旅领导和战友们的关注，大家
畅所欲言，不少人更是直言不讳地指

出：难道“左撇子”不用上战场吗？上
了战场，难道左手就不能消灭敌人吗？

讨论中，大家得出一个共识：实弹
考核不让“左撇子”参加，表面上是以
人为本、关爱战士，实际上是消极保安
全，不利于战斗力提升。
“作训科立即统计各单位‘左撇

子’人员，成立专项训练小组，让‘左
撇子’也能在实投场上取得好成绩。”
了解情况后，旅党委随即安排机关为
“左撇子”官兵量身定制训练套餐，开
展针对性实弹投掷训练，逐一纠正容易
出现险情的投掷动作，让每一名“左撇
子”能都用左手安全投弹。

考核当天，我格外兴奋。“拔插
销，投！”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我左
手引弹，先后将两枚手雷精准投掷到目
标区。看到炸点开花，考官在成绩登记
本上写下：优秀！

（童祖静、杨孟德整理）

“左撇子”咋就不能投实弹
■第72集团军某旅火力二连列兵 程 皓

记者探营

放眼军营，随着信息化发展，直

通训练场的电子摄像头越来越多，官

兵训练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如此一

来，电子摄像头成了一些领导和机关

干部进行训练督导检查的“透视眼”。

对此，机关和基层评价不一。有

的机关干部认为，电子眼是个好东

西，自打它联通训练场，训练督导检

查就有了得力帮手。而基层官兵反

映，电子眼有时是“老花眼”“偏心

眼”“势利眼”，助长了形式主义和官

僚作风。

所言非虚。有的领导喜欢坐在办

公室里盯着显示屏，以为凭自己多

年 的 经 验 ， 扫 一 眼 就 知 道 是 咋 回

事。殊不知，官兵训练时脑子里装

着摄像头，或放不开手脚，或装出

一副很努力的样子；有的训练部门

把“电子眼里的表现”作为考评依

据，这样一来，所谓的“正规”就会

压倒实战化，误导基层把训练的精力

和重点放在一步一动的严整上，滋生

操场化、套路化的训风；有的机关

干部用电子眼代替现场检查指导，

凭电子眼所见给各单位打印象分，

难免失之偏颇，无法服众……久而

久之，在电子眼的注视下，官兵们

训练就会自然滑向“练为看”了。

郝小兵认为，电子眼本身没有

错，错在摄像头后面的人。进入信息

化时代，“屏对屏”取代不了“面对

面”，领导和机关干部扑下身子、深入

基层的好传统好作风不能丢。千万不

能因为训练场上安装了摄像头，就偷

懒懈怠了。

主持人/郝小兵

文/何李烊、姜 顺

图/梁 晨、常 军

莫让“电子眼”取代“面对面”

一部专题片，一堂教育课。6月中
旬，第 75集团军某旅地空导弹连“士
兵讲坛”如期开讲。课堂上，大家围绕
电视专题片《决战脱贫在今朝》展开热
烈讨论，发言不断，掌声阵阵。
“菜”虽家常，常“炒”常新。和

以往不同的是，这堂课是根据战士们的
需求安排的。课堂上，观点大家找、道
理大家谈、疑惑大家解，战士们参与学
习教育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该旅领导介绍，年初以来，他们在
保质保量完成上级规定的教育课外，探
索推开“订单式”学习教育新模式，经
常性思想政治教育由“单向灌输式”变
为“双向选择式”，引导官兵由被动接
受向主动参与转变，大大提高了精准施
教的效果。

最近，刚下连不久的大学生士兵盛
佳伟心情低落，干啥都打不起精神。班
长谷子玉几次找他谈心，都碰了壁。几
次“迂回”打探后，谷子玉摸准了盛佳
伟的心结。

原来，盛佳伟同一批战友体能训练
成绩都达到了良好以上，他的成绩却始

终在及格边缘徘徊，加之体重居高不
下，盛佳伟被安排进了体能后进强化
组。面对高强度训练，他打起了“退堂
鼓”，琢磨起下炊事班“躲躲”的“小
九九”。

教育准备会上，谷子玉建议重点帮
带盛佳伟。连队决定由谷子玉担任“主
攻手”，其他人“打配合”，给盛佳伟来
一场思想“及时雨”。
“入伍前，我的体重 80多公斤，第

一次新兵摸底考核没有一项合格。面对
沉重打击，我坚持咬牙训练。经过一年
多的努力，我的体重减了 16公斤，训
练成绩达到了优秀以上……”课堂上，
围绕“挫折面前莫退缩，成功总在风雨
后”话题，谷子玉讲述了自己当年知耻
后勇的故事。

和盛佳伟同为大学生士兵的王润
清，则上台讲述了自己化茧成蝶的成长
故事，并列举了“李向群连”班长邓峰
战胜挫折扬威国际赛场、老兵龚晨志一
路逆袭比武夺冠等旅队先进典型的感人
故事。

一件件感人事迹，一句句鼓励话
语，让台下的盛佳伟听得热血沸腾。他
激动地走上讲台，声音铿锵：“榜样就
在身边，我也要像他们一样，做一个敢
打必胜的好兵！”

善于捕捉战士的“心灵电波”，才

能及时把压在战士胸口的“石头”搬
走。作为旅里第一批从地面部队到直升
机连交叉任职的政工干部，直升机二连
指导员冷天杨曾经一度感到“压力山
大”：“很多飞行员都比我资历老、军龄
长，成长经历和知识结构各有不同，开
展经常性思想政治教育应该从何入手？”
“教育必须打动心灵、找准穴位，避

免‘一锅煮’‘大呼隆’。”冷天杨履新
后，机关主动帮他收集“原生态”素材
500余条，通过召开教育准备会、党委
议教会，运用“图表＋分析”的方法，
为他筛选出不同飞行员重点关注的问
题，确保教育开展有的放矢、精准发力。

不仅如此，为解决教育中存在的
“煮大锅饭”“搞齐步走”等问题，旅党
委还编印下发《飞行员经常性思想政治
教育二十四课》，定期组织基层营连党
委支部书记培训，提高其理论素养和组
教能力，打通受教者“菜单式”选择、
施教者“订单式”服务的闭合回路。

如今，再上讲台的冷天杨，变得自
信而从容。最近，他以“搏击长空心向
党，飞行万里不迷航”为题，为连队飞
行员进行授课，受到一致好评。

奔着官兵的活思想去，教育才能
“走心”。该旅最近一次教育问卷调查显
示，大家对经常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好评
率较过去提高了20%。

第75集团军某旅推开“订单式”学习教育新模式—

精准施教，瞄着官兵的活思想
■本报记者 陈典宏 通讯员 文鹏民 吴德见

6月16日，武警广西总队钦州支队组织官兵在驻地附近海域开展多课目训练，提高官兵在恶劣环境下的技战术水平。

图为官兵在海水中进行负重冲刺训练。 余海洋摄

当前，随着作风建设的深入推

进，机关服务基层中，门难进、脸难

看、事难办的现象得到有效纠治。但

仍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面对前来机

关办事的基层官兵，少数机关人员一

脸和气、态度和蔼，一句“你放心，

马上办”，让人如沐春风。然而，官兵

离开后，他就把基层的事放到了抽屉

里，因为“紧要的事有很多”，基层的

事“不着急，慢慢来”。

这样的机关人员，说他不服务基

层，他确实也记着，正在办；说他给

基层办实事了，他又不重视、一件事

拖挺长时间。

对于机关这种“拖延症”，基层官

兵是又怕又怨。怕的是不反复催促办

不成事，催促多了惹烦机关；怨的是

这样的机关人员，人前人后两副面

孔、对上对下态度迥异，作风虚浮。

机关作为协调、服务机构，眼睛

本应向下、手脚本该往下，瞄准基

层发力用力，多给基层办实事、帮

实困、解实难。但在个别单位，领导

交办事项办得快不快、完成好不好，

直接决定机关工作人员在领导心目中

的印象，进而对其是否优秀、能否晋

职产生重要甚至主要影响；而基层前

来办理的事，尽管可能很急，但办不

办、能不能办好，对机关人员评优

评先、晋职晋衔等并无多大影响。

所以说，“拖延症”在机关能够有生

存空间，归根到底，还是个别单位

评判机关人员工作质效的方法和标

准不够科学。

因此，解决部分机关干部“拖延

症”问题，首要的是把“为基层办了

多少事、质量效率高不高”作为衡量

机关人员工作质效的重要标准，并以

较大权重纳入考评体系。同时，党委

领导要以上率下，牢固树立服务基层

意识，以实际行动教育引导机关人员

把服务基层作为重要职责。

此外，还应健全监督机制、畅通

民主渠道，充分用好机关基层双向讲

评会、常委接待日等平台，广泛征求

官兵意见建议特别是批评意见，坚决

做到有投诉必核查、一核实定惩戒，

倒逼机关人员自觉提升服务基层意识

和指导帮建质量。

机关服务基层别犯“拖延症”
■李许朋 张 亮

基层之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