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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东部战区海军某雷达旅营
区机关楼的一点灯火格外醒目。宣传
科王干事对着面前一张张填写各异的
表格焦头烂额。

前不久，该旅根据基层官兵需求，
精心筹划“天网杯·系列球类比赛”，为
基层官兵搭建竞技交流的平台。为提
高工作效率、方便官兵填写，王干事专
门制作了“报名表样表”，挂在旅强军
网上供各单位参照填写。

然而，到了规定时间，20 多个基
层单位还差七八个没有上传表格，已
经上传的 10多个单位，约有一半没按
照样表格式进行填写。从下午 5点催
到晚上 8点，王干事才将表格收齐，然
后又挨个重新填、调格式，不知不觉就
熬到了深夜。

为什么要求明确、时间宽裕，可上
报的表格还是不规范？王干事给部分
基层单位打电话询问，“不管我们怎么
报，反正机关会统一格式的”“上面千
条线，下面一根针，这种文体活动晚一
点儿报名也没太大关系吧”……面对
这些解释，王干事心塞不已。

对于王干事的苦恼，一些机关同
事也感同身受。开展思想问卷调查，
调查结果需要反复催促才上交；通知
领取书籍、物资，有的单位迟迟不来领
取，最后只能由牵头部门挨个寄送。

有了几次这样的经历，部分基层
单位认为：“反正有机关把关，标准可
以低一点、要求可以松一点。”一些机
关参谋干事也认为基层降低标准“情
有可原”，习惯了“再加工、再优化”。

详细了解事情始末后，该旅领导
进行了反思：基层至上，士兵第一，机

关主动服务基层的理念和导向固然没
错，但也不能助长基层等靠要的思
想。追根溯源才能对症下药，问题究
竟出在谁的身上？
“同样的人员信息表有时一周要

填两三次。”“几乎一样的内容，有时需
要上报给多个业务部门，确实闹心。”
调研中，基层官兵的一句句吐槽逐渐
揭开了真相——该旅基层单位驻地分
散、任务繁重，机关各业务部门为了及
时掌握人员动态、优化人员配置，经常
在各项任务活动开展前，对基层单位
官兵信息进行统计核实。可对基层单
位来说，不同业务部门统计的内容却
差不多，如此反反复复的折腾让基层
感到疲惫而无奈。

为此，该旅掀起一场以“增强责任
意识、提高工作标准”为主题的群众性
讨论，引导基层官兵以高标准、严要求
完成各项任务。同时，优化机关信息
统计流程，各业务部门实行信息共享，
让数据多“跑腿”、基层少“跑路”。

新举措带来新气象。近日，记者
走进该旅机关楼，看到机关业务骨干
们奔走于各办公室之间，将基层上报
的各类报表进行比对共享。来到基层
某雷达站，看到的又是另一番景象，某
机动雷达站站长王英杰正带领官兵完
善数据库，他们一次性把每名官兵的
信息详细记录在案，需要时从数据库
里挑选上报，方便快捷，实现了“表跟
人走”。

感受着身边发生的这些喜人变
化，王干事干劲十足：“机制更优化、流
程更顺畅，工作效率提高了，大家的烦
恼自然越来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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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网络教育，身处军营的我们

并不陌生。前不久，南部战区陆军某

基地推出“军旗飘飘”APP，使依托移动

网络直播授课成为现实，为拓宽思想

政治教育渠道创造了新的途径。依托

手机直播平台，他们精心打造的一堂

堂精品网课，不仅将思想政治教育延

伸到官兵们的手机屏幕上，也深入到

每个人的心坎里。

透过这款深受官兵欢迎的APP，

我们看到了教育者的匠心。如果把整

个网络教育比作一款APP，用户就是

受教育的官兵，官兵满意度便是衡量

APP受欢迎与否的重要指标。唯有用

匠心不断雕琢和优化产品，树立品牌

意识，打造鲜明特色，形成开发者与使

用者的良性互动，才能把网络教育真

正搞好、搞活。

内容新鲜、形式新颖、表达新潮……

搭上时代快车，我们能清晰感受到网络

教育的活力与优势。随着教育的供给和

形态发生变化，教育者的角色、行为也随

之发生变化，教育将不再局限于课堂，学

习可随时随地进行，整个任务全程都能

成为我们的“教育课堂”。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网络资源虽然

海量丰富，但质量参差不齐。要想打造

出人人叫好的“爆款产品”，我们需要培

养一批能够理解和适应网络文化，能深

度参与网络教育开发的优秀教员队伍，

并依靠这支队伍去筛选、整合、制作优

质网络教育资源，让军营网络教育与时

俱进。同时，要加强对网络教育资源的

集中管理与推广，不断增强教育者运营

和创新能力，注重传统与网络的融合、

原创和引入的结合，充分提高官兵对网

络教学资源的利用效率。

网络时代，质量第一 、服务至

上。教育者必须树立“内容为王”的

思维，用匠心不断优化“教育产品”，

才能增强网络教育的竞争力、影响

力、感召力。

用匠心不断优化“教育产品”
■张旭馗

“昨日检查发现问题 5个，已经解
决 4个，剩余 1个正在帮助基层积极推
进……”前不久，北京卫戍区某防化团
交班会上，机关检查组汇报时不仅有问
题通报，也有解决的措施办法。这是该
团贯彻新修订的《军队基层建设纲要》，
改进服务指导方式带来的新变化。
“帮助基层官兵解难题、办实事是

机关检查的题中应有之义。”该团政委
谷小宁告诉笔者，前期调研中，部分官
兵“吐槽”：少数机关干部为了检查而
检查，“找茬”通报多，指导帮带少。一

次，一个营的食品留样柜因为配发时
间较长导致冷藏效果不佳，机关干部
检查中未了解具体原因，草率通报后
便没了下文。弄清事情原委后，该团
党委一班人深刻反思：检查的目的是
为了解决实际问题、促进工作落实，不
能简单通报批评了事，而要做好“下篇
文章”。

为此，他们组织机关从思想上、作
风上进行对照检查，开展问题剖析和
讨论交流，端正指导基层的态度；重新
制订下发《机关检查工作标准规范》，
列出 10 条刚性举措，明确要求机关既
要检查问题，更要解决问题。对于发
现的问题当面指出，对基层无力解决
的矛盾困难，检查人员要积极想办法、
拿措施。此外，他们还在单位强军网

开设“马上就办”和“我要吐槽”专栏，
鼓励基层官兵对机关检查组抓整改情
况进行讲评并打分排名，督促机关干
部履职尽责。

近日，该团后勤保障股股长王卫军
带队到一营检查，发现训练器材短缺，
无法满足官兵训练需求。王卫军深入
调研了解后，会同作训股向团党委递交
了一份全团训练器材需求报告。不到
半个月，一批跑步机、哑铃等训练器材
就配发到位，受到官兵点赞。

机关服务到位，基层动力十足。
据了解，自该团改进检查指导方式以
来，先后帮助基层解决 30 余个困难问
题，官兵训练热情高涨，在年终考核
中，3个课目训练纪录被打破，8人被评
为“防化尖兵”。

北京卫戍区某防化团机关检查注重解决问题

检查不再“找茬”
■蔺芳帅 邓建伟

“五多”问题令人深恶痛绝，基

层负担让官兵不胜其扰。

有这样一幅漫画：一名基层干部

被上级机关反复催要材料，折磨得几

近崩溃，身旁的同事还在催促：“醒

醒，还要报一份电子版……”虽然有

所渲染，但确非空穴来风。

一支军队在忙什么、远离什么，

往往反映了这支军队的价值取向、目

标方向。“不怕忙着练打仗，就怕忙

了打乱仗。”这句吐槽，道出的不仅

是一些基层官兵的忧虑，也反映了个

别单位的实际。

报一份材料，填一张表格，并不

是动动嘴皮子那么容易，有的需要

进行登记统计，有的需要调查研

究，占用大量时间、耗费很多精

力，让基层官兵疲于应付、疲惫不

堪。何况如文中所反映的，有时不

同部门要相同的材料，有的材料还

要得非常着急，导致上面乱忙、下

面忙乱。

困境何解？东部战区海军某雷达

旅通过小小报名表引发大思考，他们

的对策，给我们以启示。

校正思想偏差。通过开展群众性

讨论，从思想源头抓起改起，让领导

机关从那些不合时宜的思维定势、固

有模式、传统习惯和路径依赖中解脱

出来，引导基层官兵以更高标准、更

严要求完成各项任务。

资源优化共享。机关为了掌握基

层的具体情况和动态信息，及时更新

一些材料和数据是必要的。但有一些

多次统计过的内容，完全可以“复

制”过来。尤其在大数据时代，各部

门之间能够通过数据库实现资源共

享，大可不必同样的材料你要我也

要，导致低效重复劳动。

删繁就简，任重道远。让我们从

实际出发、从点滴做起，上下同欲、

务求实效。

删繁就简 任重道远
■张磊峰

新闻前哨

基层之声

值 班 员：第80集团军某旅指导员

雷坤翰

讲评时间：11月30日

年终岁尾，总结表彰、评功评奖等工
作即将启动，如何面对荣誉得失，是检验
我们每名同志的“试金石”。

近段时间，我发现个别官兵揣着“临
时抱佛脚”的想法，越到年底越想争，为
了个人利益上下找，一旦不如意便发牢
骚、讲怪话。显然，他们把功夫下在了
“评时”，而没有用在“平时”，这样的做法
是不可取的。

同志们，评功评奖，评的是公平公正，

奖的是平时表现。大家一定要树立“争在
平时”的思想，始终保持奋发进取的激情，
无论是学习训练还是比武演练，都能遇困
难就上、见红旗就扛，用一流的工作标准
为自己“加分”。只有通过平时点滴积累
的优秀，“评时”才能让大家心服口服。

（常皓博、董杨磊整理）

要树立“争在平时”的思想

初冬时节，某机场空域内桨叶飞旋，
陆军航空兵学院飞行学员曾艳铭驾驶战
鹰完成一系列单飞课目后平稳着陆。

跃出机舱，整理戎装，曾艳铭背靠心
爱的战鹰，手持首次单飞证书，在身边战
友和亲属的见证下，激动地喊出向战而
飞的铮铮誓言，全场掌声如雷。
“一次刻骨铭心的仪式，往往胜过千

言万语。”该院领导介绍，为了创新主题
教育形式，浓厚教育课堂的军味战味，他
们重点抓住首次单飞、授装、停飞等关键
节点，搞活仪式教育，让官兵在仪式的熏
染中增强使命感，不断提振向战而飞、矢
志打赢的军心士气。

战车引路、警卫护驾，军旗阵列、战
鼓催征。某机场开阔的场坪上，四路纵
队缓步前行，数辆搭载着战鹰的车辆依
次驶入。伴着嘹亮的军歌，部队主战机
型正式入驻“新家”，首次实现与院校训
练接轨。

火热的场景、崭新的机型、铿锵的誓
词……浓厚的仪式感，让学员邹棱宽和
战友们倍感振奋。

为了成为同批学员中第一个驾驭新
机型上天的人，邹棱宽加倍努力，不断进
行改装学习、体能升级、地面准备，最终
在 70多名飞行学员中脱颖而出，成为首
批改装该机型的尖子学员。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该院不仅突
出首次单飞、授装等“高光时刻”，同时也
注重在退役、停飞等特殊节点鼓舞士气。
“若有战，召必回！”面对军旗庄严宣

誓，退伍士官秦壮壮内心澎湃。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期间，他主动要求加入老家
“志愿服务队”，和众多党员一同奋战在
抗击疫情最前线，当地政府专门发来表
扬信。他的感人事迹，也为该院开展退
役仪式教育增添了生动教材。

总有一个画面终生难忘，总有一种
力量催人奋进。一个个精心设计、庄重
感人的仪式活动如春风化雨，不断激励
着该院官兵追逐梦想、砥砺前行。

一场走心的仪式，一次给力的教育。请看陆军航空兵学院如何

提升主题教育实效——

点亮向战而飞的“心火”
■本报特约记者 杨 磊 通讯员 黄 骏

11月24日，武警北京总队新兵一大队举行授衔仪式，给新战友一个特殊的“成人

礼”。接下来的日子里，新兵们还要进行更加严格的军事训练，通过考核后将正式上岗

执勤。

李 超摄

“成人礼”

谢小祺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