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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事实

10月初，驻守在“生命禁区”的西藏阿里军分区某边防团巡逻分队，对海

拔5400多米的某执勤山口实施巡逻。图为巡逻官兵互助攀爬断崖。

本报特约记者 刘晓东摄

10月中旬，首次参加野外驻训的第72集团军某旅10多名女兵，在完成任务

之余投身文化宣传工作。她们结合主题教育创作宣传标语和图画，给驻训生活增

添了别样色彩。 朱 峰摄
“多彩”驻训

军人家庭聚少离多，家属来队本有

政策保障，然而，有的单位虽然嘴上说

着“欢迎家属来队”，但行动上处处建防

设坎，不仅让家属们感到尴尬不便，更

伤官兵的心。

疏于引导管理来队家属确实容易影

响部队的正常工作训练，部队营区管理

正规化无可厚非，军属作为军人“后院”，

大多对此表示理解。但遇到检查就“禁

止出行”，这一要求明显超过了维护正常

秩序的范畴，不论是为了方便管理而简

单粗暴制订“一刀切”政策，还是出于迎

检“万无一失”打造“面子工程”，这一做

法都不可取。

迎接上级检查与家属正常活动并

不冲突，关键在于要把握好尺度分

寸。一方面，工作组不能动辄拿来队

家属说事，为此指责基层营区生活气

太重；另一方面，迎检单位也要加强人

性化管理，既要对来队家属在营区活

动进行必要的提醒，更要把好事办好，

为军人家庭团聚创造条件、提供便利、

减少干扰，让他们体会到部队大家庭

的温暖。

迎检与家属正常活动并不冲突
■火箭军某团政治工作处主任 王金龙

金秋时节，火箭军某团通信二营营
区内，来队家属有的在领着孩子学走路、
有的在晾晒衣物、还有的正准备去食堂
就餐，不远处的上级工作组看到如此场
景，在了解训练工作情况之余，也对“后
路后院”问题嘱咐两句。陪同的教导员
王升内心感慨良多，因为不久前，大家往
往把来队家属看作工作组的“对立面”，
这两波人断然不可同时出现。

二营独立驻防在海拔 3000米的高
原腹地，环境艰苦、远离城镇，官兵家
属每年仅能来队探望一次，但就这一
次团聚却也常常不欢而散。因为担负
机动通信任务的二营是战时保障通信
的主力分队，上级前来检查指导频率
较高。节假日是重点检查时段，但也
是家属来队的高峰期，部分领导考虑
到来队家属随意活动会导致营区生活
气息太浓，“影响不好”，以往只要有工
作组到来，家属们就会被要求禁止在

营区内“随意走动”。
六连指导员焦天威的妻儿在春节

期间来队探亲，恰好赶上上级领导和工
作组接连慰问，只能足不出户。但正在
学走路的孩子每天都要外出“遛遛”，不
然就哭闹不止，夫妻吵、孩子闹，本是团
圆过年的二人焦头烂额，一周后，勉强
过完春节的妻子就带着孩子回了老家。

这样的事情不是个例。前不久，
团政委李明振蹲点调研时与来队家属
座谈。“哪能去、哪不能去，您给个准
话。部队管理严格，大家都能理解，但
总不能不让出门吧？”五连文书李宇航
的妻子李阳阳心直口快，“家属来队都
是经过报批的，又不是什么见不得光
的事，干嘛一检查就得躲屋里？”更有
家属直言：“我们拿部队当家，部队不
能拿我们当外人啊！”这话如针一般扎
进了李明振心里。对家属进行规范管
理，本是为了保持营区正规秩序，避免

干扰官兵工作训练，但矫枉过正的“一
刀切”却让部分官兵及家属产生误解，
伤害了他们的感情，反而对部队建设
有害无益。

了解到这一情况，该团领导很快拍
板定案：对家属的活动区域作出明确划
分，除执勤和训练场所等地点外，各单
位不能干涉来队家属在营区内正常活
动。与此同时，他们制作下发《来队家
属须知》手册，提醒家属遵守相关规定，
保持营区良好的秩序环境。

祖国华诞、中秋月圆，双节同庆、家
人相聚。利用国庆假期，前来探望爱人
彭春阳的王海风感到惊喜连连：“不但以
往的‘条条框框’没了，而且还有专车接
站，住宿就餐、生活保障各方面都安排得
特别贴心！”部队考虑周到、家属体贴舒
心，看着爱人和女儿的笑脸，彭春阳干劲
十足：“这次家庭团聚幸福满满，我只有
更加努力工作，回报组织的关爱。”

来队家属不再躲着工作组
■袁 康 本报特约记者 岳小琳

领导机关制订政策措施、制度规

定应该从大处着眼，以利于单位整体

建设发展为最终目的。但现实中，为

何有时政策出台时基层一片叫好，但

实施起来却又怨声载道，正如文中所

示“暖政策凉人心”一般，与最初目的

背道而驰？我觉得问题的关键，就在

于各级机关的政策落实方式。

一项政策的落实推进，与机关的认

知与态度直接相关。一旦有的机关思想

“跑偏”，轻视甚至忽略政策制订的初衷，

仅仅将落实当作显绩时机或者一种隐性

负担，那么出现简单粗暴“一刀切”、设门

设坎层层加码等现象，也就不足为奇。

我是谁、为了谁，始终是各级机关

领导、指导、帮建和服务基层首先重点

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从根本上解

决好，政绩观、工作观就会出现偏差，

就会把好经念歪、把好事办坏。因此，

落实政策也好，制订措施也罢，不妨多

些基层至上、士兵第一的价值认同，多

些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的换位思考，多

些“自己人”“一家人”的同理共情。如

此，才能思想端正，行稳致远。

落实政策，警惕思想“跑偏”
■火箭军某团政治委员 李明振

“本周单杠考核火力班成绩不太理
想，班内有人不及格，以后要加紧训
练。”连务会上，听到连长的讲评，我如
坐针毡：自己只是出去集训一周，班里
就有人“冒泡”，作为火力班班长，是时
候让战士看看我的“火力”了！

我回到班里时，小赵正拿着马扎准
备起身，我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批评：“你
又坐不住了是吧？”“班长，我是想……”
“想干什么？还不能说你了？单杠成绩
不合格，自己什么表现心里没数吗？”小
赵张口欲言却被我打断，只能垂下头默
不作声。

第二天体能训练，我把小赵叫到

一旁“开小灶”。“班长，我手臂疼，能
不能下次再……”“少找借口逃避训
练，上杠！”面对语气强硬的我，小赵
硬着头皮上杠，勉强达到及格线，
可我却火气更盛：“这不是能合格
吗？病恹恹的样子给谁看？你就是
偷懒！”

中午，小赵没吃几口饭就回班里
去了。什么意思？绝食抗议还是摆脸
色给我看？我憋着气几口扒完盘子里
的饭菜跟回了班里。一推门，还没出
口的质问就被屋里浓重的药味呛了回
去——小赵正在给小臂上药。

原来，小赵上周出公差时，就因为

挖水沟小臂受了伤，虽然强撑着完成任
务，但第二天的考核受到影响，没能及
格。回想自己从知道小赵考核不合格
起就戴上有色眼镜，不仅处处针对他，
连话都不让他多说一句……我自责又
后悔，那种内心的羞愧感与在连务会上
被点名时相差无异。

我立即向小赵郑重道歉，希望他不
要因此产生心结，他眼圈微红地告诉
我，那天晚上他拿着马扎起身也只是想
提前帮我放好马扎。我再次自省，告诫
自己往后一定要多些了解倾听，少点臆
断责罚。

（高 群整理）

多些倾听，少点臆断
■新疆军区某红军团五连火力班班长 张文铨

“一弹未发”就被宣布“全军覆
没”——一场应急拉动后，新疆军区某
团作战支援营的“败北”经历引人深思。
“‘敌’正在营区南侧山脚一线向我

实施炮火攻击……”接到上级通报，营
长向啸田迅速集结部队，按照预案紧张
有序机动至疏散地域。

很快，“敌炮火解除”，向啸田松了
一口气。可电台里却传来导调组通知：
“你营在机动过程中人员装备损伤过
半，首战被判‘不合格’。”
“我完全按照应急预案安全机动至

疏散地域，凭啥被判‘不合格’？”本以为
稳操胜券的向啸田立即提出质疑，没想
到换来导调组成员反问：“真的是‘安
全’疏散吗？”

原来，导调组有意临机调整了“敌”

炮火方向，让预案里“安全路线”上的树
林、壕沟等掩蔽物全部失效，而指挥员
忽略了这一变化，作战支援营官兵在
“敌”炮火下“大摇大摆”经过……

复盘检讨时，他们才知道，为了
检验指挥员理解上级意图、分析判断
情况能力和现场临机决断水平，此次
演练导调组设置了不少“小惊喜”，而
因此栽了跟头的连队不在少数：勤务
保障营车队行进时接到通知“前方桥
梁被毁”，因为没有编配伴随保障的工
程兵只得绕路前进，耽误近 20 分钟；
武装侦察连在机动过程中遭遇“敌机
过顶”，不想预案中的无人机变成了轰
炸机，就地伪装、防敌侦察等预案措
施成了“自投罗网”，没有寻找掩体的
官兵当场“阵亡”……“预案只是概

略想定，不能包打天下，应因时随事
而变。如果什么都按预案走，还要指
挥员干啥？”团参谋长王克明的话让现
场很多人觉得汗颜。

吃个“败仗”，捡个明白。演练结
束后，该团官兵就“训练与实战的距
离到底有多远”展开讨论，并针对应
急出动全流程逐课目、逐环节举一反
三，集思广益，共梳理出 10余条在训
练中被忽视的问题，制订相应整改措
施。“只有脑子多琢磨实战，才能跟得
上战场的瞬息万变。”讨论过程中，向
啸田感慨，“一说到应急出动，脑子第
一反应就是反复演练的‘预定路线’，
但实战不会按着预案走，预案的‘安
全路线’不一定真的安全，更不一定
是‘最佳路线’。”

什么都按预案走，还要指挥员干啥
■潘文璐 李梦奇 邹珺宇

值班员：空降兵某旅作战支援营教

导员 赵振波

讲评时间：10月12日

前段时间，我在检查通信连组网训
练时发现，部分骨干为了追求从严从难
的训练效果，禁止官兵使用通信指挥车
内的空调，导致车内高温闷热，官兵浑身
湿透，险些中暑。

不科学使用已有装备，而为艰难困
苦刻意营造“苦战”环境，这种看似实战
化的训练，实际上不仅无益于战斗力提
升，而且容易损坏精密的电子设备，甚至
有损战士身体健康。

训练中设置险难环境，可以激发官
兵血性、培育战斗精神，但这一过程要讲
科学求实效，不能把“苦战”简单等同于
实战，单纯以“爬一身土、出一身汗”作为
衡量实战的标准。我们要坚持战斗力这
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科学组训、按纲施
训，掌握现代作战思想，让信息化装备充
分发挥作用，才能真正让实战化训练落
地生根、开花结果。

（汤志强、苏 峰整理）

苦战化≠实战化

新疆军区某合成团大交班会上，公
认的“教育先进单位”榴炮二连被团领
导点名批评，而以往常常被批评“课堂
纪律较差”的连队却收获表扬，台下不
由议论纷纷。

原来，前不久，团里对教育工作
进行检查。一堂课下来，看着一个个
坐得板板正正的战士，榴炮二连指导
员吴可天本以为会获得机关首长的表
扬，没想到却被泼了一盆冷水：“你们
连的战士记笔记怎么只写大标题？”

经过逐个检查，该连只有极个别战
士课堂笔记较完整，其余人都只记了大
标题，课程内容更是“一问三不知”，这

让吴可天涨红了脸，面对负责检查的宣
传股股长姜留稳的询问，吴可天道出实
情：以往授课时，曾因战士记笔记较慢
被批评“低头人数多”，开展问题讨论，
又会被通报课堂秩序混乱，不得以才
“出此下策”——上课坐端正，教育不讨
论。没想到，这个“下策”效果极佳，此
后连队不但很少被通报，还经常因为
“上课纪律好”受到表扬。

在政工交班会上，姜留稳将这一情
况进行反映，大家对于“教育课如何上”
展开讨论。“只求端正坐姿、不求教育实
效，这是典型的形式主义，这样的检查
和通报导向必须纠正。”团政委杨小刚

当场拍板，责令政治工作处制订相关规
定，杜绝此类情况发生，同时要求团领
导课后讲评要“慧眼明辨”，实事求是，
以防给基层带来不必要的困扰。

几天后，该团政治工作处出台
《课堂教育规范通报 12条》，明确提出
教育质量要以官兵对学习内容吸收程
度为评判标准。“我写字慢，以前为了
保持上课秩序很少记笔记，就当个坐
姿端正的‘工具人’。”列兵小王感
慨，“一动不动其实反而容易走神，现
在上课不仅气氛活跃，还经常开展各
种讨论活动，大家都觉得这才是教育
课堂应该有的样子！”

看坐姿、查笔记，教育课堂这样“打开”？
■白存存 周凯威 曲晟萱

带兵人手记

潜望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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