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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探营

Mark军营

编余小议

私发文电扰乱基层，实质上是“五

多”问题反弹的一个缩影，值得我们高

度警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军委对解

决困扰基层的“五多”问题高度重视，

并拿出行之有效的措施进行整改，让

看得见的“五多”问题得到有效遏止。

然而，一些看不见的“五多”问题仍然

在私下潜滋暗长。

比如：正式印发的文电少了，但微

信通知、网盘发文却多了；现场会开

得少了，但视频会议却成倍增加……

不少基层官兵反映，一些“五多”问题

改头换面，十分顽固。

治理、反弹，再治理、再反弹，清

理“五多”问题为什么这么难？根源

还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顽疾在作

祟，旧的思维方式和工作运行模式在

机关仍有不小的市场。一些人高喊

为基层减负，背地里搞“五多”仍甘之

若饴。

“五多”屡禁不绝甚至有时越减越

多，其纠治的艰巨性复杂性可想而

知。要打好这场攻坚战，各级必须切

实树立钉钉子精神，既要打突击战，又

要打持久战，严格按照法规制度指导

基层建设，推动实现治军方式的“三个

根本性转变”，切实把领导方式和工作

方法转到现代、科学、法治的轨道上

来，严防“五多”变种反弹。

严防“五多”变种反弹
■张科进

小 咖 秀

微议录

互联网邮箱：jbjccz@126.com

强军网网盘：jbjccz

“文电必须经审批备案后，通过专
门的文电系统下发，否则基层一律拒
收……”8月下旬，当指导员传达机关
交班会议的最新精神时，新疆军区某
团工程防化连文书李玹雨脸上露出了
笑容。

不久前的一个晚上，“挑灯夜战”
处理完当日工作的李玹雨刚刚躺下，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原来，某
机关干部通知他上报某项数据，具体
要求已存在强军网网盘，并告知账号
密码让李玹雨自己去下载。
“又是私下滥发文电，真烦！”挂

掉电话，李玹雨一脸无奈。去年，为
了给基层减压减负，该团严格控制机
关下发文电的次数和频率，取得了一
定的成效。可好景不长，一些机关人
员私自通过各种方式向基层要数据、
材料的现象却多了起来，让官兵们十
分反感。
“经过审批备案在册的文电看似

不多，可私自下发、逃避监管的文电却
不少，助长了弄虚作假的风气，扰乱了
基层正常的工作秩序。”思忖再三，李
玹雨决定将情况上报到团里。

接到李玹雨反映的情况后，团
领导第二天就带人下基层了解情
况。在与基层官兵深入交流后，该
团领导发现情况正如李玹雨所说，
基层对机关个别人员私发文电的现
象很抵触。

有官兵认为：“私下滥发文电不
正规、不安全，而且让减压减负成了
空话。”还有官兵抱怨：“机关人员打
一个电话、给一个账号，让基层到网

盘‘自提’，以此规避报批，只图自己
省事……”基层官兵一句句真心话，
让团领导很受震动。
“发文电搞变通、打擦边球，让落

实减压减负措施变成了走过场的形式
主义，最终影响的是党委和机关的公
信力，这些私发文电必须立即清理！”
了解情况后，该团重新对下发文电的
程序、手续进行严格规范，并作出刚性
要求。

与此同时，该团还举一反三查摆
了“会议次数减少，但时长大幅增
加”“通知数量压减，但页数越来越
多”等做法，对这些隐形变种的“五
多”问题逐个挂号销账，并邀请基层
官兵监督打分，赢得了大家的一致
好评。

李玹雨感慨地说：“不必要的干扰
少了，大家更加聚焦练兵备战，工作干
得既充实又舒心！”

扰乱基层的文电，立即清理
—新疆军区某团举一反三着力纠治隐形变种的“五多”问题

■潘文璐 本报特约通讯员 李梦奇

潜 望 镜

8月中旬，记者在南部战区某信息通
信团三营旁听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分析
会。18名“双高师傅”挨个汇报自己上半
年帮带“徒弟”情况后，团领导现场列出
10个问题，要求这些“师傅”改进落实。

何为“双高帮带”？团长吕明海解释
说，原来的专业骨干在整编中被分流不
少，部队从主建向战建一体转型，战斗岗
位专业人才短缺成了制约部队转型发展
的瓶颈。今年年初，团里通过组织开展
“双高帮带”活动建立人才培养机制，要
求高中级专业技术干部和高级士官发挥
专业特长，以师傅带徒弟的形式，每人每
年精心帮带出 2名专业骨干，快速补齐
战斗力建设短板。

下士林柏栋原是数据值机员，转岗
后面对传输、程控、数据等多个新专业，
压力很大。在“双高帮带”中，林柏栋成
为综合专业三级军士长李响的徒弟。李
响拿出多年特情处置和专业学习的资
料，与他一起研究，手把手帮带指导，不
到半年，林柏栋就成长为专业骨干，以全
优成绩通过上岗考核。

中士王健龙年初从后勤分队转岗数
据专业，从零起步，工程师周黎与他结
对，为他量身订制培养“菜单”，现在的王
健龙已能独立上岗值班。他说：“掌握数
据专业，最快都要一年，周工程师手把手
帮带，使我的转岗成长周期缩短了一半，
我很开心。”

“徒弟”成才快，“师傅”也受益。为
保证“双高帮带”多出人才，该团配套出
台经费保障、奖励等 7项机制，明确帮带
表现出色、对战斗力建设贡献大者优先
晋职晋衔、评功评奖。“双高帮带”实施半
年，40余名紧缺专业骨干脱颖而出，70%
以上已能在重大任务中独当一面。

南部战区某团组织开展“双高帮带”活动——

半年培养40余名紧缺专业骨干
■李海强 本报记者 王雁翔

带兵人手记

强军之道，要在得人。新老交替、

迭代更新是人才成长的客观规律，部队

调整转型、换羽加速，人才培养必须与

部队转型相适应相协调。

“师傅带徒弟”是我军的一项好传

统，也是战斗力建设和岗位职责传承的

现实需要，理应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古人云：“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

惑也。”身在基层一线的“师者”，很多

是部队培养多年、经过重大演训实践检

验的专业“大拿”，让他们手把手帮带

新骨干成长，不止滚大了“人才雪

球”，也能通过这种方式融洽兵兵关

系、官兵关系。

“师傅带徒弟”的好传统要发扬
■尹志君

“重擦，装备保养是为了好看吗？”8
月底，战士彭杰保养装备“表里不一”，被
贾陆超抓了个正着。

提起士官船长贾陆超的大名，海军
某勤务船大队个个都知道他爱较真。

贾陆超所在中队负责某军港内军舰
的拖带任务。随着港内入列的新型军舰
日益增多，原有的拖带方式虽然可以完
成任务，但效率不高的问题越来越突
出。一些士官船长仍用老方法，但贾陆
超却在这个问题上较起了真，并在议训
会上提出创新拖带方式的建议。
“每天把拖带任务完成就行了，搞什

么创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面对战友
的不解，他认真地说：“我们拖带的速度，
决定了军舰出港的效率，真打起仗来，这

可关乎着输赢！”
后来，贾陆超的建议得到机关的高度

重视。机关专门成立小组研究不同船型
的拖船使用方案，创新高效率的拖带方
式。贾陆超还主动请缨加入研究小组。

为了获得精准的舰艇参数，他一遍
遍地找作训参谋；为了研究适合不同船
型的拖带方式，他在烈日下的甲板上一
研究就是一整天。最终，在大家的共同
努力下，新版拖船使用方案出炉，极大地
提高了拖带效率。

回顾贾陆超从操舵兵到士官船长
的成长历程，他爱较真的习惯一直没
改变。当士官船长之前，他对机电方
面的业务知识几乎是“白纸一张”，上
任后他一有空闲就同机电专业的同志
一起爬机舱、摸管路。有人说：“机电
装备有机电班班长把关，做了船长没
必要亲力亲为。”但他却较起真来：“机
舱作为船艇的‘心脏’，多一个人把关

就多一道安全锁。”
一次执行紧急任务备航时，贾陆超

发现一号辅机旁出现大量黑色粉末，判
断是传送皮带疲劳磨损。“皮带断裂的概
率较小，先把任务完成再说吧。”面对机
电班班长的提议，贾陆超果断拒绝：“决
不允许带着问题出航，否则就可能造成
无法挽回的后果！”在他的坚持下，机电
班成员迅速更换了新皮带。

贾陆超爱较真的故事多得说不完，
比如，为了机器上一颗螺丝钉和厂家据
理力争；为了纠正他人专业常识上的错
误，常常让人下不来台……虽然经常和
大家唱“对台戏”，可贾陆超的人气始终
居高不下。很多人说：“贾船长爱较真，
我们放心！”

一句话颁奖辞：为干好工件较真，为

完成任务较真。贾船长，你较真的样子，

真帅！

这个船长爱较真
■王佳男 韩英韬

值 班 员：武警福建总队福州支队

某中队排长 林 敏

讲评时间：9月3日

这周值班，有个别人员训练时偷懒，
班长骨干却没有及时制止，而是把问题
丢给值班员解决。还有的班长骨干，发
现不属于自己班里的同志犯错误时，睁
一只眼闭一只眼当“老好人”。

同志们，如果大家看到问题第一反
应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么请思考一
下，关键时刻不给身边的战友拉一拉袖
子、掐一掐大腿，怎么对得起“战友、战友
亲如兄弟”这句话呢？

作为班长骨干，在日常生活工作中，
该扛的责任要扛起来，该抓的事情要抓到
位，该干的工作要干出高标准，希望大家
做到是非对错敢较真，说话办事讲原则，
坚决不让这种“好人主义”在中队滋生。

（林艺伟、栾一帆整理）

“老好人”真不好

新闻前哨

值班员讲评

伴随着滴滴答答的声音，时针和分
针在 12 点处重合，不知不觉已经站了
两小时的岗，厚重装具下的迷彩服被汗
水浸得能拧出水来，但我心情却格外舒
畅，查看一下出入营门登记本，进出门
岗共 10余名干部，只要看到我敬礼，他
们都认真进行回礼。

然而，以前站岗却不是这样。每
次有干部出入，我都按照条令条例要
求敬礼，可有的干部行色匆匆，要么用

点头、挥手代替回礼，要么瞥了一眼
“嗯啊”一声，或者干脆视而不见，径直
走过。

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我心里有种说
不出的滋味，站在那里感觉很别扭。有
一天下岗后，心直口快的我直接在旅强
军网论坛进行实名留言：按照条令条
例，战士敬礼，干部怎么不回礼？

冷静下来，我心里又有些后悔，
这条留言虽说有理有据，但是不是应
该委婉一些。没承想，当天我的留言
就成了热帖，并得到了旅首长的关
注。“敬礼和回礼是军人日常基本礼
节，也是增进官兵关系的黏合剂，以
往我们强调战士敬礼多，却对干部回
礼要求少。长此以往，将影响官兵关

系和部队凝聚力。”几天后的交班会
上，机关对我进行了点名表扬，并对
军车、干部出入营门礼节进行了规
范。
“敬礼与回礼虽看似是小事，但思想

深处还是官僚主义在作祟。”会上，旅里围
绕“日常生活我们还有哪些细节没有发
挥带头作用，没有做到官兵一致？”组织讨
论，很快整理出一份包含16个问题的清
单，并明确了整改时限。

一则小小的意见得到了旅首长的
关注和表扬，我心里甭提多开心了。
从那以后，每次站岗前我都要对着镜
子检查好几遍着装，站岗时军姿也更
加笔挺，坚守岗位的信心更足了。

（王佳斌、赵 帅整理）

我的敬礼，干部不再视而不见
■中部战区某旅战士 张云龙

北部战区陆军某巡逻艇分队驻

地，素有“东方第一村”的美誉。虽然

当地旅游业十分发达，但官兵们平时

忙于训练执勤，很少有机会出营游

玩。临近退伍，为了让离队战士不留

遗憾，该分队专门组织他们畅游驻地

以及训练和工作过的地方，留下珍贵

的青春记忆。图为该分队战士拍摄的

留念照片。

柯青坡摄

“今天多亏了三排的官兵，让全连
及时洗上了澡。”晚点名时，连长对我们
排主动承担搭设淋浴帐篷任务提出表
扬，我和全排的同志都感到十分高兴，
身体的疲惫一扫而光，这让我想起了两
个月前的一桩旧事。

时值傍晚，营里突然要求每个排完
成1个炮车掩体的构筑。

一开始，全排都干得热火朝天，可越
往下挖越难挖，全是硬化的石质土壤层。
辛苦训练了一天的全排官兵疲惫不堪，不
少人开始抱怨：“照这么挖下去，估计都不
用睡觉了”“挖了也没用，戈壁上的风沙一
来，全给埋了”……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让我的情绪大
受影响，内心也因此发生了动摇：不过
是一次训练，既然战士们已得到锻炼，
就没必要搞那么高的标准。时间都这
么晚了，不如顺着大家的意思让战士们
早点休息。

第二天一早，连长就带着我和另外3
名排长对掩体构筑进行检查评比，我们排
不出意料成了“吊车尾”。讲评时，连长对

我们的工作进行了批评：“三排标准最低，
这种标准的掩体在战场上起不到半点保
护作用，大家要向二排学习……”

连长的点评，让我羞愧万分，全排战
士一个个垂头丧气，话里话外都把矛头指
向了我。事后，一名老班长找我推心置腹
地说：“排长，你也不要怪大家埋怨你。我
们的工作干了95%，就剩下5%的工作没
做，受了累还挨顿批，大家难免有想法。”

这番话让我真正意识到，兵熊熊一
个、将熊熊一窝，这事说来真要怪我。一
个合格的带兵人，做事要善始善终，认准
的事就要一干到底，无论多苦多难。要
指挥员干什么，就是要他能够想出办法
来带领大家啃“硬骨头”。当时，战士们
因为疲劳士气低落，我的正确做法应该
是鼓舞士气，坚持把工作干好，而不是顺
势借坡下驴。

受此启发，在这周连队安排我排搭设
淋浴帐篷的任务中，我想尽办法在熄灯前
高标准完成任务，全排获得了全连上下的
肯定。讲评时，连长说：“三排的同志个个
都是好样的，工作标准高、完成任务快。”

昏黄的灯光下，我用余光瞟了一眼
自己的队伍，只见全排战士一个个昂首挺
胸，精气神十足……

（吴 钦、吴侃玲整理）

认准的事就要一干到底
■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炮兵营火箭炮连三排长 吴俊杰

“起草月工作总结时，我没有全面
了解这项工作内容，结果被局首长批评
了，分析主要原因是……”8月底，陆军
装备部驻西安地区某军代局每月的“四
评一查”讲评会上，新选调入政治工作
处工作的伍干事在汇报本月“四评一
查”时，结合工作中出现的差错查摆问
题、剖析根源。

近年来，该局职能任务不断拓展，
订货量较调整改革前增长了 6倍，而机
关人员数量却精简了一半。面对新形
势下更重的工作任务、更高的工作标
准，为了充分释放军队改革红利，让新
时期的军代表更好发挥装备质量卫士
作用，该局决定组织开展“四评一查”活

动，在创先争优中建强机关干部队伍。
该局组织的“四评一查”活动，包含

评选一项好工作、一个好创意、一篇好
文章、一名好同志，查找一件出现差错
的事，每月开展一次。官兵们告诉笔
者，每一项目都明确了具体的评查标
准，规定了具体的评查程序，每月评查
结果上墙公示，并作为年终评优的重要
依据，让“评在平时”有了具体抓手。

自“四评一查”活动开展以来，该局
在全体机关干部中普遍形成了比学赶
超的浓厚氛围，极大地调动了机关干部
的活力、干劲，机关工作更加注重基层
导向、创新导向、务实导向的理念已经
深入人心。

陆军装备部驻西安地区某军代局机关

开展“四评一查”活动—

“评在平时”有了具体抓手
■曹 珂 胡楷钰

游 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