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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机关办理同样一件事，为啥待
遇不同？”近日，新疆军区某团教导队学
员靳胜男不禁发出这样的感慨。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靳胜男所
在区队卫生间下水道堵塞，他们屡试不
通，便想协调团里前不久成立的维修班
上门解决。受队里委派，靳胜男到维修
班说明来意，被告知报修流程要有以区
队名义出具的报告，并经后勤保障股批
准后，维修班才能上门维修。

了解报修流程后，靳胜男赶紧回到
队里起草报告，准备找队干部签字再跑
一趟机关。这时，正好被区队长苏小红
看见。“多大点事啊，还要打报告？”只见
苏小红将电话打到维修班，不一会儿就
有人上门解决了问题。
“区队长就是区队长！”苏小红雷厉

风行的一番操作让靳胜男十分佩服，但
同时也产生疑惑：为什么自己跑前跑
后，还顶不过区队长一个电话管用？

无独有偶。前段时间，该团道路
一连洗漱间有 3个水龙头漏水需要请
领更换，上士李志鹏按照规定程序去
维修班请领水龙头，可是等新水龙头
到手时，坏了的水龙头已经滴滴答答
流了一宿。而与他同时去申请更换灯
泡的桥梁一连中士韩小平，联系了分
管维修班的老领导，很快就有人上门
更换了灯泡……

采访中，笔者了解到，由于人手短
缺，以往该团营房设施损坏申请报修，
机关受理后迟迟不能解决。为了给基
层维修各类营房设施提供便利，该团后
勤保障股专门成立维修班，规定各营连
如遇到自身难以解决的维修问题，提交
报告并经机关批准后，维修班主动上门

服务。一时间维修效率大幅提高，受到
基层官兵点赞。

可就是这样一个服务基层的好举
措，执行一段时间之后却逐渐变形走
样。在机关基层双向讲评会上，不少基
层官兵代表将类似上述问题都反映了
出来。

好举措走了样，反被基层吐槽，此
事引起了团党委一班人的思考。他们
对照学习新修订的《军队基层建设纲
要》认识到：服务基层按流程规矩办，本
无可厚非。但办同一件事，一些人需要
走程序，个别人却可以简化流程享受
“特殊待遇”，这无疑伤害了基层官兵的
感情，破坏了规矩的严肃性，也损害了
机关的形象。

对此，他们一方面进一步简化报修
流程：基层不能自行解决且不需请领维
修配件的，仅需电话申请，维修班就提
供上门服务；遇有紧急情况需要更换配
件的，可先申请维修再补交报告。另一
方面，他们广泛开展“学习法规制度，强
化法治意识”专题教育，增强机关人员
法治观念，引导基层形成依法办事的习
惯；同时畅通监督渠道，在强军网开设
监督专线，使机关服务基层全流程在官
兵“共同关注”下进行。

服务基层无止境。该团还以此为
突破口，举一反三查找其他类似问题进
行整改纠治。近日，新鲜出炉的机关服
务基层满意度调查问卷显示，基层官兵
对机关的满意度上升了11个百分点。

服务基层咋还“亲疏有别”？
■李佳鹏 张 彪

为了给基层提供便利，主动成立维

修班上门服务。首先，我们要为新疆军

区某团主动作为、服务基层的理念举措

点个赞。

然而，这么一个好举措在实践过程

中逐渐走了样，一些人必须按章办事逐

级报告，一些人却可以省去流程一个电

话搞定，进而必然地招致官兵吐槽，这

就不得不引起我们反思。

当前，各级都在反复强调要真心实

意服务基层。既然是“真服务”，那么，就

绝不是相反或变形走样的“应景式”服

务、“人情式”服务。

何谓“真服务”？怎样“不走样”？我

们理解，关键得有真态度。服务基层，态

度是前提，理念是先导。想问题、作决策、

办事情，要全心全意从基层的需要出发，

着眼于为基层官兵解难纾困。其次得有

好制度。基层是一面镜子，能够映照领

导机关形象的好坏；基层是一杆秤，能够

称量领导机关作风的虚实。提升服务基

层的质效，需要进一步完善对各级党委

机关的评价监督机制，加重群众意见的

分量，形成良性发展的闭合回路。再次

得有真情怀。多一些“我是谁，依靠谁，为

了谁”的扪心自问，多一些“初心在哪里，

使命是什么”的自我审视，“基层至上、士

兵第一”的信念情怀就会愈发坚定牢固。

回到文章中似乎见惯不怪享受“特

权”的个例，让我们想起彭德怀同志的

一段话。他说：“我彭德怀参加共产党，

不是来搞特殊的。党给我唯一的‘特

权’，就是带头吃苦。”

莫让“服务”走了样
■张磊峰

前不久，新排长曹倍向我反映：“最
近有些在外人员太难管理了，每次联系
他们，聊不到两句就挂电话。”
“是不是因为关心不够？”我这样一

问，曹排长更委屈了：“我平时对他们挺
关心的，排里的在外人员，每天都有联
系。”说着他便翻出了手机里的聊天记录
给我看。

仔细浏览一遍，我渐渐发现问题所
在：对于战士们发来的消息，曹排长大多
会用“收到”“好的”之类的词汇予以回
复。久而久之，难免会让手机另一端的
战士感到自己被敷衍了。
“战士向你反映情况，你也不多加

交流，用一句‘收到’就草草回复，难免会

让人感到生分。”其实不光是曹排长，类
似的问题在我身上也曾发生过。

去年，旅里组织岗位练兵比武，一些
军事训练成绩突出的战士非但不积极报
名，反而你推我让、找各种理由推脱，为
此我严肃批评他们缺乏集体荣誉感，并
要求他们务必参赛。几天后，营里对各
连主官进行民主测评时，其他连队主官
都是全票“优秀”，而我却收到好几个“差
评”，意见栏上不约而同写着“不关心战
士”一类的意见。

正当我百思不得其解时，下士申永
鑫找到了我，私下里道出实情：“指导
员，上次我们参加比武夺冠，通过微信
向你汇报成绩时，你只给大家群回了一

句同样的话‘好的，辛苦了’。这次比武
来了，你又一个劲强调责任、荣誉，却没
说鼓励和关心的话，让大家心里多少有
些不舒服。”申永鑫的一番话令我恍然
大悟。

认真回复战士的信息，看似再平常
不过的小事，却能让对方感到认可和温
暖。打那以后，我格外注重与战士间的
互动回应，对战士们反映的问题，不仅网
上有回复，线下更有行动，逐渐重获了他
们的认同。

听了我的经历，曹排长也深有感触。
他当即表态，今后绝不会草草回复敷衍战
士，而要将心比心，用真心换真情。

（张石水、石义照整理）

别用一句“收到”草草回复战士
■第76集团军某旅火力连指导员 杜天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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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发现个别班日常管理比较
松散，训练标准也时紧时松，有的同志还
用“只要关键时刻能顶上就行了”来敷衍
辩解，这种观点显然不可取。

当前，我军所处的社会环境、面对的
时代条件和担负的使命任务发生了深刻
变化，对基层官兵来说就是要一切工作
向实战聚焦，始终保持“随时准备打仗”
的战备状态。

然而，个别同志却认为训练管理只
要平时掌握方法，关键时刻不掉链子就
行。大家试想，如果平时不严加要求，
不养成过硬作风、练就胜战本领，关键
时刻又怎么能“顶上去”？又靠什么“打
得赢”？

同志们，战斗力生成是一个滴水穿
石的过程，需要长期扎实打基础。养兵
千日，就要练兵千日，只有日日用、天天
练，保持随时都能应战的状态，上了战场
才能临危不乱、所向披靡。

（郭佳兵、周敏剑整理）

要时刻都能“顶上去”

巨幅“号手墙”上，2000多个“功勋
号手”名字在灯光下熠熠生辉，耳边传
来的号手故事，在脑海中汇成一幕幕催
人泪下的场景……下士赵宇锋的心，仿
佛被什么狠狠撞击着，让他久久挪不开
步子。

3年前，当兵来到享誉全军的火箭
军“常规导弹第一旅”，赵宇锋满心自
豪。然而，久而久之，对旅队光辉历史
几乎倒背如流的他，再接受教育时内心
已“感动犹在、触动不足”。

前不久，旅里给新一批号手定了
岗，赵宇锋也如愿有了自己的发射战
位。为了让他们立足新岗位再建新功，
旅里组织新号手再进旅史馆、再看“号
手墙”、再听奋斗史。

驻足于这面墙前，赵宇锋坦言，自
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触动。
“记录的是姓名，承载的是历史。”

从指挥完成首次发射、已是高级将领的
“号手墙”第一人，到按下点火按钮、创
造“百发百中”历史的一等功臣，再到多
次接受上级抽点、次次精准完成任务的
新时代火箭兵……“号手墙”上的名字，
都是执行发射任务后，被记录下来的
“功勋号手”，这些名字和背后的感人故
事，串接起一部厚重的创业史、攻坚史。

走进一个名字，读懂一段历史，接
受一次洗礼。
“为了发射导弹、挺起脊梁，真是

吃下再多苦，心里也甜啊！”入伍 30年、
6次登上“号手墙”的一级军士长周文
芳见证了旅队每一次辉煌，主题教育
中，他走到官兵中间，深情回忆旅队组
建之初，一边浑身是泥野地开荒搞建
设，一边木头纸板当作“器材”搞训练，
首次亮相发射导弹就震惊世界的创业
故事。说到动情之处，周文芳声音哽

咽，眼角晶莹。
从“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乐

焰辉数次放弃读研机会、苦学精练成为
金牌发射架指挥长的感人故事，到靠勤
奋实干、“逆袭”登上“号手墙”的平凡号
手成才故事……“奋斗强军你准备干些
什么？旅队精神你打算传承什么？实
战发射你决心扛起什么？”周文芳的扪
心三问敲击在官兵心头。
“号手墙”上一个熟悉的名字将赵

宇锋从沉思中拉回现实：张子铭——新
兵连同班受训、下连后又分到同一个排
的同年兵，如今已榜上有名，而自己才
刚刚定岗成为新号手。
“没有后退可言，绝不能懈怠蹉跎！”

赵宇锋当即暗下决心：一定要向“号手
墙”上的先进学习，努力钻研原理、苦练
操作、迎头赶上，在今年的导弹专业比武
中夺得名次，争取早日“登墙”！

回到连队，赵宇锋就找文书借来资
料，当晚洗漱完毕后，他搬着小凳默默
到阅览室加班学习。同一时间，其他连
队新号手也纷纷自觉走进教室、学习
室、会议室，或独自研学，或悄声请教，
或三五讨论。夜已深，斗志正浓……

“奋斗强军你准备干些什么？旅队精神你打算传承什么？实
战发射你决心扛起什么？”火箭军“常规导弹第一旅”活用身边人
身边事激励官兵——

“号手墙”里的故事催人奋进
■本报特约记者 李永飞 通讯员 段开尚 孙 波

“同志们，当年 17名红军勇士就是
从这个渡口出发，冒着敌人密集的火
力，奋勇强渡大渡河……”夏至当天，
武警株洲支队某中队学习室内，官兵
们正透过屏幕，跟着四川籍战士冯海
军一同在他家乡的红色革命教育基地
“参观见学”，新颖的形式让大伙儿兴
致盎然！

参观见学为何会出现“升级版”？
指导员康永田说起了一段背后的经历。
“到‘连队建党’旧址叶家祠参观见

学，重温入党誓词。”前不久一次晚点
名，康永田根据教育计划，对当周党团
活动进行了安排。

谁知队伍刚解散，三班战士小徐和
小张就找到他，主动申请在参观见学那
天承担中队勤务。

虽然两名战士的“觉悟”值得肯定，

但细心的康永田觉得此事似有蹊跷，可
无论怎么追问，二人都一口咬定“只是
想把机会让给新同志”。

康永田又找来几名班长，询问他们
对此事的看法。“指导员，他俩其实就是
找借口不想去参观见学。”三班班长马
腾飞一针见血。其他班长也相继道出
战士的真实想法，“参观见学内容毫无
新意，每次一去就是半天，说实话有些
浪费时间”“组织形式有些死板，缺乏自
主活动的时间和空间，很多自己想看的
看不到”……

随后，康永田回到队部调出了近两
年的教育计划，不看不知道，仔细一研
究，还真发现不少问题：地点鲜有变化，
形式走马观花，内容一成不变。
“年年岁岁花相似。对于官兵而

言，枯燥乏味的参观见学让他们宁愿身

累也不愿心累。”看着近乎雷同的计划，
康永田既羞愧不已也豁然开朗。找到
问题症结的他，第二天就在支委会上作
了深刻的反思，并和一班人达成共识：
参观见学的目的是盘活用好教育资源，
让官兵从中观有所思、学有所获，绝不
能片面追求形式，只图表面热闹，只顾
完成任务，而忽视了教育实效。

找准病灶，精准发力。为让参观见
学重新焕发活力，该中队针对青年官兵
特点，打出一套“组合拳”：邀请驻地老
红军作为讲解员，现地讲述革命故事；
鼓励休假官兵录制参观家乡红色景点
的视频，让大家足不出户便能接受红色
传统熏陶；与驻地红色教育基地协调开
展 VR体验活动、特色专题展览……随
着一个个计划提上日程，官兵们的眼神
重新露出渴望和期待。

换种形式，参观见学重焕活力
■贺韦豪

营连日志

6月下旬，武警警官学院训练基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缓解学员心理压力，激发

他们刻苦学习、精武强能的动力。图为拔河比赛获胜后，官兵们兴奋地欢呼呐喊。

侯崇慧摄
欢 呼

带兵人手记

谢 岩绘

班长你好，我

们队的下水道堵

了，麻烦你们派人

疏通一下。

申
请
表

给你表格，回

去填写申请，还要

以区队名义出具

报告……

我是教导

队 一 区 队 区

队长……

好的区队

长，我们这就

过去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