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8基层传真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８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张良

Mark军营

潜望镜

微议录

小咖秀

互联网邮箱：jbjccz@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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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一场透地雨“眷顾”起连
绵大山。乘车行驶于蜿蜒山路，看着车
窗外虬枝盘旋的棵棵大树，我的心也随
之平静下来。

根据旅党委机关统一安排，我即将
抵达当前处于值班一线的发射四连接
任指导员。在那里，我将为我的军旅生
涯翻开新的一页：完成由宣传干事向连
主官的转变。

驱车来到大山深处，本以为接任时
会受到一番“礼遇”，孰料刚一下车便赶
上部队战备拉动。“地下龙宫”内机车轰
鸣，让人立刻进入打仗状态。更让我没
想到的是，演练结束，老指导员李志春见
我的第一反应竟是绕着走，几分钟后才
找我交接工作。后来，他在队列前的“临
别赠言”解开了我这个心结。原来，他感
觉我的到来像是“夺去了他心爱的财
富”。

这份恋巢之情，我又何尝不知。4年
前，我怀揣梦想从军校来到这支王牌劲
旅，在导弹发射架下播撒青春的种子、挥
洒青春的汗水。尽管导弹排长干了不到
一年，但“导弹我发射，我听党指挥”的信
念早已在我心底深深扎根。在一个个火
力突击的夜晚，密林细雨、东北冷雪、大
漠星辰，都曾与我作伴。

后来，我担任宣传干事，开始用笔触
记录战友们的故事，思考军营里的工作。
每当深夜伏案，我的眼前总会不经意浮现
那直指夜空的墨绿色导弹，忘不了那些在
发射架下一起并肩战斗的战友。

幸运的是，我这次到基层任职的目
的地是老单位。站在队列前，面对一张
张熟悉的面孔讲述“就职宣言”，一向侃
侃而谈的自己，一时间嘴里翻来覆去就
是“回家”。也许是因为亲切而产生的
语塞，但我知道，更多是因为自己肩上
的责任与担子变得更重了。

为什么要回到基层？又为什么选
择了并不轻松的发射分队……夜晚，伴
随着战友们的鼾声，一个个“内心独
白”鱼跃脑海。我知道，跳出舒适区，
投身新的岗位，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
事。白天里，连长张建、老指导员李志
春详细为我介绍了连队的党员队伍建
设、战备训练、安全管理等工作，每一
项都涉及具体人具体事，细之又细、饱
含思考，我记了满满几页。交谈中，我
深感要想带出一支过硬队伍，远比用白
纸铅字作文章来得复杂，既不能一蹴而
就，也不会一劳永逸。
“千万要从心底摒弃‘补经历’思

想，把任职的‘时间指标’转化为‘战斗
力指标’。毕竟，只有在土壤里扎下深
根才能向上成长，才能枝繁叶茂。”夜深
了，杂乱的思绪渐渐平复了下来，我也
随之酣然入梦。

第二天一早，连长张建按照昨晚的
约定叫我晨练。这个时间点的大山被
薄雾笼罩，还有点冷，可我的心却热血
沸腾，它仿佛在呐喊着：前进吧，年轻的
连队；前进吧，年轻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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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底，记者在南部战区某信息通
信团采访，看到上士蒋龙从营部拿到钥
匙，签完交接手续，带着家属“拎包入
住”。他高兴地说：“自从士官公寓交由
营连管理后，方便多了！”

谈起士官家属房，官兵“闹心事”
还真不少。对此，营房助理员杨莱最
有发言权。年初他反复和基层沟通，
制订了详细的家属来队计划。没承
想，计划赶不上变化。“上半年部队规
定，疫情期间暂停家属来队。计划被
打乱后，问题就浮出来了……”处在矛
盾交集点的杨助理员满脸委屈地说，
防控要求逐渐放开后家属“扎堆”来
队，有人愿望难以实现，临时调整常
常难以兼顾……最后是机关“瞎忙
活”，基层“不买账”，自己则成了“受
气包”。

“机关有难处，咱也不容易。”蒋龙
说，原计划过完春节家属来队，受疫情
影响这一拖就是大半年，之后申请报了
好几遍，不是房源紧张，就是时间对不
上。蒋龙愁得直挠头，机关基层两头跑
不说，事情还办不利索，他跟家属心情
都不好。

缘何机关基层都发愁，症结在
哪？该团党委一班人调研分析，士官
公寓住房管理缺乏灵活性、机动性，
基层需求反馈到机关存在“时间差”，
难以第一时间解决供需矛盾。为此，
他们将机关权力下放，将机关管理的
10 余套士官家属房，按照测算比例分
配给营连自主管理，并加强业务指导
和监督管理，确保好事办好，让官兵
满意。

该团汽车连有 11 名已婚士官，因
部队演训任务、士官家属工作等多种
原因，家属来队时间往往有变动。“忙
前忙后添置物件不说，最担心来回折
腾！”四级军士长付鲲说，家属房交给

营连管理后，“来队碰车”“住房闲置”
等现象得到了很好改善，同时单位对
“三大件”及配套设施进行整修和登
记，督促官兵爱惜使用并及时维修更
换，设施使用效益明显提高。

记者还了解到，该团党委还做了不
少“暖心事”，为公寓住房购置一批新的
家电和厨房用具，为接送来队家属安排
车辆保障，依托生活服务中心代购瓜果
肉菜等。

南部战区某信息通信团下放权力，化解官兵家属来队住宿矛盾—

士官公寓住房交由营连管理
■顾亚强 李海强 本报记者 王雁翔

机关主动为基层解难帮困，为啥好
心办了“坏事”？武警兵团总队执勤第
五支队人力资源股股长欧阳海星一想
到这些就觉得自己“委屈”。

原来，每年老兵复退后，不少执勤
中队都会出现兵力紧张的情况。
“工作缺人干，训练没氛围，巧妇难

为无米之炊啊！”了解情况后，该支队抓
建基层领导小组召开办公会，指定人力
资源股具体负责补勤工作，为基层排忧
解难。

得到补勤消息，基层的主官们有
人欢喜有人忧。喜的是补来“生力
军”，执勤和训练等兵力紧张的问题即
将得到解决，官兵练兵备战的动力也
会更足；忧的却是临近年终考核这一
关键节点，补来的战士思想状态如何，
军政素质如何，以往工作表现如何，中
队还来不及掌握。
“如果对新补入的战士不知根知底

的话，就容易拖中队建设的后腿！”看着手

中的补勤通知单，某中队指导员张记怎么
也高兴不起来。原来，张记所带的中队已
连续 3年被上级评为“基层建设先进单
位”，今年是“保先进、创标兵”的关键一
年。临近年终考核，如果新补来的人员军
政素质不高，不仅难以快速融入中队工作
生活，还会拉低中队的考核成绩。

最令张记“闹心”的是，过去有的中
队将个别“不好管、不服管”的战士补到
他所带的中队，给张记的工作造成了一
定的被动。以去年补入的战士为例，一
名士官违规使用手机，令他和中队长张
金保一度很头疼。

无独有偶，另一个中队的指导员陈
吉星同样有自己的顾虑。由于去年补
勤来的战士军事素质参差不齐，又发生
了违规违纪问题，导致该中队在年终考
核时马失前蹄，丢了先进。

由于类似情况很多，一些单位的官
兵甚至形成了“参与补勤就是平时表现
不好”的错误认识。不论是“给人”的中
队，还是“要人”的中队，一旦某个战士
被确定为补勤人员，其他官兵都会不自
觉地给他贴上“差评”的标签。

一名曾参与补勤的战士在支队强

军网“政委信箱”里匿名留言：“我要调
走那几天，战友们议论纷纷，好像我犯
了多大错误似的，还未奔赴新战位，心
就凉了一大截！”

支队政委安会永看到留言后高度
关注，结合蹲点帮建之机开展调研，带
领抓建基层领导小组进班排、上训练
场，通过组织座谈和问卷调查等方式，
倾听基层官兵心声，广泛征集意见建
议。他们发现“专业士官复退后，补入
的普通士官难以符合岗位需要”“兵力
虽然补足，但实际开展工作的效果却不
理想”“个别补勤人员与中队干部骨干
相互间缺乏信任”等问题很突出。
“机关服务基层，绝不能把‘好心

事’办成‘闹心事’，如此补勤必须坚决
纠正。”在基层机关双向讲评会上，安会
永的话掷地有声。随后，与会人员围绕
如何服务基层展开了讨论交流后达成
共识：帮建基层一定要帮到点子上，做
到真解难、解真难，才能为基层建设注
入新活力。

为此，他们组织机关、基层干部对
《军队基层建设纲要》进行再学习，强化
按纲建队意识；规定补勤兵力按建制班

抽调，由人力资源股监督执行，防止对
战士区别对待；优先配齐缺编岗位人
员，实现补兵力与补岗位相结合。此
外，支队还为每名官兵建立了成长档案
卡，详尽记录持卡人的个人经历、日常
表现、兴趣爱好和立功受奖等情况。补
勤时，成长档案卡与战士同步移交，接
收单位在第一时间就能掌握补勤官兵
的基本情况。
“潘高，中士，班长，2019年在支队第

3季度‘创纪录、当尖兵’比武中获得个人
第4名……”“董泽宗，下士，副班长……”
这次补勤的兵力到中队后，张记一一翻
看他们的成长档案卡，心里的一块大石
头终于落了地：补来的战士整体素质较
好，且各有特长。

一周后，董泽宗和潘高用考核成绩
证实了自己的实力：潘高在第 3季度按
纲建队考核中，以全大队五公里武装越
野第一名的成绩打响了头炮；董泽宗则
取得了射击课目的3个优秀……
“这回补的是‘生力军’，我和指导

员很放心！”见此成绩，张金保开怀一
笑，朝刚走下考核场的战士们竖起了大
拇指。

“素质过硬的兵”要了不来，“表现不好的兵”接了“烫手”，如何破解这一“补勤”难题？武

警兵团总队执勤第五支队—

“补”来的战士同样响当当
■黄 超 邓 武

看着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榜单上，武
警第一机动总队某大队司务长顾顺鹤怎
么也没想到，“红星个人”的荣誉会落到
自己头上。

当了 4年司务长，为大队节省经费
20多万元，在战友们看来，顾顺鹤获得该
荣誉实至名归。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勤俭节约是我们的优良传统，作为

司务长，抓好伙食调剂便是最有效的节
约！”顾顺鹤心里清楚，粗放式管理在源头
上造成了一定的浪费，官兵觉悟再高也不
能把多余的饭菜都“填压”下去，图省事是
行不通的。

在顾顺鹤带领下，炊事班除了完成
规定的训练任务外，就是练习厨艺、研究
菜品。

食材的第一道加工对于厉行节约尤
为重要。顾顺鹤将五花肉肥瘦剔离，用
肥肉炼油，不仅炒菜“喷”香，还能节约大
量食用油消耗；蒜薹苗、小白菜帮可以腌
制咸菜，省去酱菜开支……

更有“学问”的地方在顾顺鹤制作的
食谱里。中午煮大骨头汤，晚上就是排
骨面；晚上米饭馒头没吃完，转天早晨就
是炒米饭和炸馒头干。他认为食物要
“尽善尽用”，通过科学安全的循环利用，
把厉行节约做到了“顺理成章”。
“ 结 余 下 来 的 经 费 还 得 用 在 吃

上。”每当有人问起节省的经费如何使
用时，顾顺鹤总是会耐心介绍自己的
规划，节约不是“兵口夺食”，而是通过
伙食调剂让大家吃得健康、吃得营养，
吃出战斗力！

一句话颁奖辞：勤俭节约，继承优良

传统；精打细算，服务练兵备战。

这个司务长有点“抠”
■江泽红 孟 博

指导员之家

去年5月27日，本版刊登了时任

东部战区陆军某海防旅侦察连排长祁

龙申请当特种兵的自荐信。在这封信

里，祁龙写道：

我今年27岁，参加过旅组织的参

谋集训，各项素质比较均衡，徒手五公

里取得过17分50秒的成绩。但是我

相信，经过系统训练我还可以更快、更

强，各项技能会更加精湛。黎登贵36

岁还可以代表中国特种兵参加国际比

赛，我还年轻，更有激情。

我想成为一名特种兵不是受影

视剧的影响。大学期间，我对各国特

种部队进行了了解，我知道特种部队

训练的残酷和危险，我要参加最残酷

的训练，要直面最危险的环境，我要

去参加国际比赛……

这封自荐信刊发后，某特战旅领

导被祁龙的热血情怀打动，他们当即

向祁龙抛出橄榄枝。9月16日，经过

干部调动的相关程序后，祁龙梦想成

真，成为一名特战小队长！

此后的一年间，我们持续跟踪祁

龙在特战旅的成长，他的追梦故事也

引起了基层战友们的关注和热议，有

多名战友向我们表达了想当特种兵的

强烈愿望—

桂林联勤保障中心某输油管线团

战士何义杰来电说：这些年来，我积极

为自己的梦想准备着。体能训练我能

跑快一点就跑快一点，俯卧撑、单杠能

多做一个就多做一个。平时在野外执

行任务时，我养成了观察环境，看哪里

适合隐蔽、哪里适合撤退等习惯……

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女兵陈思

丽来信说：我的外公是抗美援朝老

兵，从小我就听他讲当年的故事，就

想来当兵，想去一线前线，去最苦最

累的部队。但入伍后我未能如愿。

本来我入伍第2年时打算退伍，但觉

得没当过特种兵心有不甘，就想再等

等看。今年是第5年了，这几年我每

次听到特战部队招人都报名参加，结

果都是只招男兵不招女兵，但我还没

放弃……

每次收到这样的来电来信，我们

总是被这些战友的炽热情怀打动，更

为我们军队有这样的战士而欣喜和骄

傲！但我们也在思考，当特种兵固然

更苦更累更热血，更有为国家战斗为

国家担当的味道，但毕竟不能每个战

士都去当特种兵，部队的其他战位、岗

位都可以奉献青春！

所以，我们想邀请战友们和我们

一起来进行讨论，一名军人到底是应

该瞄着自己心仪的岗位执著追求，还

是踏踏实实地在本职岗位上勤学苦练

发光发热？大家争着想当特种兵说明

了什么？怎样才能把一名战士的理想

志向、兴趣爱好、工作事业三者有机结

合在一起，助其成就非凡的军旅人

生？来稿请发邮箱：jbjccz@126.com，

并注明“军旅追梦大讨论”，我们期待

倾听您的心声。

致读者

《军队基层建设纲要》明确，党委机

关应当健全运行机制，加强工作统筹，

实行按级负责，形成顺畅高效的抓建基

层工作格局。机关服务基层，需要摸准

基层“脉搏”开展工作，在激发基层活力

的同时，更要提质增效，真正实现“双向

共赢”。

要理清工作职责，给可以放的权做

“减法”，真正尊重基层主体地位，充分

激发基层内生动力和工作主动性；要加

强指导帮带，给监督管理做“加法”，放

权不是不管不顾，而是加强跟踪问效，

对于基层无法解决或难以解决的，及时

跟进帮带、妥善处理；要形成双赢动力，

给优化服务做“乘法”，服务基层是一项

系统全面工作，要把齐抓共管、凝聚合

力工作抓紧抓牢，切实回应部队关切、

官兵期盼。

服务基层要善用“加减乘”
■吕明海

记者探营

近日，中部战区陆军某

旅开展装备换季保养工作，

官兵们对武器装备进行全方

位“体检”，确保武器装备保

持良好的战技性能。

时成帅、王亚龙摄影报道

换季
“体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