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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队主官大包大揽，分管副职

却成了“甩手掌柜”，这一现象引人

深思。

在与基层官兵的交流中，我们发

现这种情况并不鲜见。例如，有的单

位组织团日活动，团支部书记却被晾

到了一旁，指导员上来全程把关；伙

食调剂不合理，军人委员会督促效果

不佳，连长一发话立刻整改……这体

现了“主官权威”，还是反映出“主

官包揽”？

有两个事例值得一品。

动车组时速可达 350公里以上，

而普通列车时速则很难突破 160公

里，原因就在于普通列车只是车头有

动力，而动车组除了车头外，很多车

厢甚至全部车厢都有自己的动力系

统。一个组织的高效运行，离不开

“火车头”的牵引，同时也需要激发每

个层级、每个单元甚至每个人的内在

动力，实现动力叠加。

三国时，诸葛亮病死五丈原，卒

年 54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食

少事烦”“过于操劳”“凡 20军棍以

上的事务均亲自过问”，最终导致积

劳成疾，精力耗尽。诚然，诸葛亮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敬业精神

值得我们肯定和学习，但他事无巨

细、事必躬亲的工作方式不仅导致自

己身体透支，也抑制了下属的工作积

极性。

因此，在工作任务面前，应牢固

树立“千斤重担千人担，千人争挑千

斤担”“谁的职责谁负责，谁的责任谁

尽责”的思想，把广大官兵中蕴藏的

巨大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挖掘出来、

调动起来，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人

尽其才、才尽其用，从而推动基层建

设全面开花，结出累累硕果。

千斤重担千人担，千人争挑千斤担
■张磊峰

值 班 员：武警云南总队楚雄支队

教导员 杨绍先

讲评时间：8月31日

最近一段时间我发现，个别同志为
了应付上级对分数的硬性要求，把手机
在线学习变成了“打卡刷分”：打开一节
课程，点击分享赚取分数后，便“草草”点
进下一个课程，结果一抽问，连课程的名
称都说不全。

通过学习其他单位先进的教育理念

和科学的训练方法，有效解决了我们当
前在学习和训练中资源单一、方式老套
等问题，这个平台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学
习方法的改变，更多的是思路的开拓和
思维层次的提高。

同志们，学习如同攻山头，来不得半

点投机取巧。我们要摒弃“打卡刷分”的
做法，带着岗位需求主动学习，将学习内
容融会贯通到日常工作之中，全面提高
自身能力素质，用所学所知为部队建设
作出贡献。

（范 宁、马艺训整理）

在线学习不能“打卡刷分”

值班员讲评

新闻眼

连日来，火箭军某部开展“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专项活动，取得不俗成效。

活动中，他们推广“菜单式”点餐方法，官兵利用手机APP对下周拟推出的菜品进

行选择点餐，炊事班根据菜品点餐次数，合理统筹食材需求，从进货源头杜绝餐

饮浪费。 段爱珍摄

源头节流

“放心吧妈妈，我的手现在可娇嫩
了。”哄着妈妈挂掉电话，第 73 集团军
某旅信息保障队上等兵陈诗雨长舒了
一口气。在她的内务柜底，整齐码放
着妈妈寄来的 10多瓶护手霜。尽管妈
妈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保养好双
手”，可这些护手霜还是被陈诗雨毅然
打入了“冷宫”。

打小就开始练琴的陈诗雨，早就获
得了钢琴专业 10 级认证，入伍前是大
学里的“小名人”。众所周知，手是钢琴
演奏者的生命，哪有人会不爱惜自己的

生命呢？陈诗雨的回答倒是很干脆：
“我，不想特殊。”

班长程园园对此深有体会。一次
出公差，需要搬运大量的“铁疙瘩”，考
虑到陈诗雨的“钢琴手”，她正准备安
排别人。不料，陈诗雨却跳着举起了
手：“算我一个。既然当了兵，我就不
会吝惜这双手。”说罢，她便笑盈盈地
跑进了公差队伍。

爬战术、吊单杠、越障碍……时光
飞逝，陈诗雨的手流过血，结过疤，历尽
了“磕磕碰碰”和“摸爬滚打”，厚实的茧
爬满了往日的纤纤细手。妈妈来队看
望，谁知，她那曾经柔弱的双手这回竟
然把妈妈给握疼了。四目相对，妈妈又
是心疼又是开心得眼泪直往下掉。

“身处战位，文艺当然得给武艺让
路。”这是陈诗雨作为战士的自觉。但
战友潘婷讲述的一个画面，让我们对她
有了更立体的认识：新春团拜会，礼堂
一角静静地摆放着一架破旧的钢琴，已
经整整一年多没碰过琴的陈诗雨尽情
地弹奏着，眼眶里满是晶莹的亮光。
“我认出了风暴，激动如大海，我舒

展开又跌回我自己，孑然置身在伟大的
风暴里……”那是肖邦的《大海》，数不
尽的澎湃汹涌从指间流淌出来，陈诗雨
回忆：那是她人生最棒的一次演奏。

一句话颁奖辞：逐梦军旅，“钢琴

手”磨出厚茧；身处战位，擅文艺更精

武艺。

不爱保养的“钢琴手”
■本报特约记者 徐 鹏 通讯员 朱万福

带兵人手记

小 咖 秀

“指导员，快起来！王猛不见了！”
凌晨时分，一排排长焦急地把我从熟睡
中推醒。

据当班哨兵反映：他刚接岗时，王
猛说要到晾衣场收衣服。可 1个小时
过去了，仍不见回来。哨兵觉得不对
劲，赶紧叫醒了排长。

王猛是一名班长，向来任劳任怨、
踏实勤奋，这样的同志会出啥问题？虽
然感到惊讶，但看着王猛空荡荡的床
铺，我顾不上多想，一边向营里汇报一
边赶忙带人出去找。

没多久，我们就在晾衣场发现了王
猛。“指导员，我就是出来透透气，看看
星星。”虽是虚惊一场，但王猛故作轻松

的解释却让人感到事情没这么简单，我
在想，这或许跟我的工作不到位有关。

前不久的一天，王猛耷拉着脑袋
敲开了连部的门，说女朋友提出分
手。我当时正焦头烂额地忙着整理
材料，没等他说完，就三言两语打发
道：“你是‘放心人’，相信你能正确对
待。”
“‘放心人’就不需要关心吗？”那天

夜深人静时，我越琢磨越不是滋味：“放
心人”大多重自律、讲风格、肯上进，个
人就算有什么困难也很少向组织张
口。王猛能够主动找干部交心，肯定是
经过了反复的思想斗争，我居然就这么
草率地关上了沟通的心门。

果不其然，在“晾衣场看星星”事情
发生后，我找到王猛促膝谈心才知道，
他和女友恋爱好几年，准备今年领结婚
证。眼看要开花结果，女友却提出分

手，这事搁谁不闹心？
我决定给王猛的女朋友打个电话，

弄清原委。电话里，我听出了姑娘多年
异地恋的不易和付出，提出分手其实只
是一时情绪失控，可偏偏王猛又是个不
善言辞的家伙。我不经意间把王猛找
我谈心未果，半夜去晾衣场看星星的
“糗事”和盘托出，又客观介绍了他在部
队的优秀表现，姑娘在笑声中表示愿与
王猛和好。

风波告一段落，但现在回想起
来，我仍深感内疚：平时做思想工作，
只关注那些爱冒泡或不放心的人，对
那些老实本分的战士则相对疏忽。
作为基层带兵人，对于“放心人”的所
思、所求、所困，也不能视而不见，更
不能等到其出现思想问题时，再惊叹
“出人意料”。

（陶 磊整理）

放心不放心 都要常交心
■第82集团军某旅指导员 宋志鹏

近日，第 75 集团军某旅装步六连
体能训练中，官兵个个摩拳擦掌，动力
十足。看着眼前这一幕，该连军体教
员、副连长陈东颇为感慨。
“ 体 能 组 训 so easy，每 天‘3 个

100’加 5 公里武装越野，人人能当军
体教员……”就在一个多月前，连队战
士们的这些变相调侃，还曾让陈东尴
尬不已。为此，他查阅资料，搜集各类
组训方法，准备来一次体能训练的“技
术革新”。

没想到，此事也引起了连长丁万
鹏的关注。一天下午体能训练时，按
照惯例，连长下完命令后，便由陈东进
行组训。但这次，丁万鹏没有事先和
陈东商量，便直接开始组训，让正准备
上场的陈东一下子僵在原地。看着连
长将时下流行的运动软件课程搬上了
训练场，尽管这跟自己的想法不谋而
合，但被晾在一旁的陈东心里却很不
是滋味。

精心准备的授课却没机会展示，那
天晚上陈东找到连长并提出疑问。丁

万鹏坦诚相告：“大家对体能组训有些
微词，我就来帮你救个场，别多想，以后
还是你这个军体教员来组训。”

第二天，陈东一口气讲解了 10 余
种辅助训练方法，正当他讲到上肢力
量辅助训练课目时，连长又打断道：
“这个课目我深有体会，下面我来讲一
下。”此情此景，让曾多次被评为“训练
标兵”的陈东心情非常郁闷：虽说连长
是抓训练的第一责任人，但连队干部
各自都有分工。没有事先沟通便一竿
子插到底，这说白了就是信不过我
嘛。既然连长亲自抓管用，那我索性
当个“甩手掌柜”算了。

这样“风平浪静”地过去了两周，直
到旅作训科科长李荣庄到该连检查训
练情况，事情才出现反转。
“连队主官包办一切，分管连干部

却成了‘甩手掌柜’。”李荣庄把在连队
了解到的这一情况搬上了旅里的交班
会。经过充分讨论，与会人员达成共
识：“这类现象既打击了其他干部骨干
的工作积极性，又占用了连队主官的大

量精力，进而影响单位的整体建设。只
有严格按照职责分工抓好落实，做到分
责也分权、分工不分家，遇事先沟通、合
力干工作，才能最大限度激发官兵干事
创业的积极性，形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
局面。”

随后，该旅党委机关深入基层一
线，发动官兵深挖造成“主官包揽”现象
的原因。他们对症下药，区分层次原原
本本地组织学习新修订的《军队基层建
设纲要》；通过“科连挂钩、常委包营”的
方式，对基层进行帮带，提高基层自建
能力；依照《纲要》和相关规定，对各级
干部骨干拉出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明
确工作责任人，形成“对上负责请党委
放心，对下作为不过多插手”的良好局
面，促进基层自主抓建。

大家各司其职，连队建设活力四
射。陈东欣喜地告诉笔者：“如今，连队干
部骨干各司其职，我也经常向连长请教
组训妙招，同班长骨干一道研究组训方
法。连队运转更加正规顺畅，大伙齐心
协力干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更加高涨！”

连队主官大包大揽，副职当起“甩手掌柜”。第 75集团军某旅
依据《纲要》引导基层干部按照职责分工抓落实—

各司其职，连队建设活力四射
■赵 超

在一些军营，流传着这样的顺口

溜——“计划不如变化，变化不如电话”，

可谓一语道破了基层部队深受各种临时

通知困扰的现状和无奈。很多官兵向郝

小兵反映，明明已经提前安排好的训练，

可一纸临时通知下来，连队不得不转而

落实通知事项；有的官兵已经按计划休

假，机关打来一个电话要求“暂停休假”，

各单位只好分头召回休假人员……

不可否认，当前部队担负任务重、

工作头绪多，因一些紧急任务临时下发

通知也实属正常。但仔细盘点分析这

些临时通知却发现，真正需要停下手头

工作、争分夺秒落实的任务并不多。久

而久之，基层官兵不禁发出疑问：“临时

通知，真的都那么紧急吗？”

郝小兵调查发现，有些通知之所以

被冠以“临时”，是由于个别机关人员没

有统筹好工作，事到临头才想起发通

知；有些通知被标注“紧急”，并不是通

知的事项紧急，而是负责的领导、经办

的人员脾气急，讲究“今日事今日毕”，

事无巨细往前赶；还有的满足于“会议

开了、通知下了就等于工作干了”，不想

把工作压在自己手上，害怕担责。但无

论哪一种，都是以自身作为出发点，很

少考虑基层实际和承受能力。

俗话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

针。”这“千条线”要穿“一根针”，必须得

依法办事、按规行事，尊重基层、体恤官

兵，区分轻重缓急，不能什么事都按自

己的节奏来、由着自己的性子办。

主持人/郝小兵

文/刘葆旭、姚 远 图/杨学锐、

冯培文

临时通知，真的都那么紧急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