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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调查 锐视点

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基层政工干

部“上马能带兵打仗、下马能舞文弄

墨”，同军事干部密切配合，带领官兵

完成一项又一项任务、取得一次又一

次胜利。

承平日久，一些政工干部身上一

定程度表现出了军事能力不足：有的

理论功底很扎实，可一训练考核就心

里没底；有的讲起道理洋洋洒洒、头头

是道，可一操枪弄炮就露了怯……

这些，都是基层政工干部能力素

质脱离实战的表现。毋庸置疑，政治

工作要围绕中心、服务中心、保证中

心，着力提高政治工作对练兵备战的

贡献率。这既是政治工作的重要原

则，也是政治工作生命力所在，更是政

工干部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落脚点。

如何守正创新，让基层政工干部

的能力素质、工作方式与时代发展同

步伐、与使命任务相适应、与基层实际

相契合，是每一名基层政工干部直面

和亟须解决的课题。

要解决好这一课题，基层政工干

部应牢固树立战斗力标准，紧紧围绕

能打仗、打胜仗这个核心，把工作贯穿

到战斗力建设各个环节，融入军事斗

争准备全过程，在“硝烟”中锤炼真本

事，决不能成为战斗力建设的“隐形

人”。

基层政工干部既是指挥员也是战

斗员，要做到使命任务拓展到哪里，政

治工作就延伸到哪里，政工干部的能

力素质就跟进到哪里。

针对基层政工干部战备训练、武

器装备、实战运用等偏科偏弱的实际，

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让谋

战善战成为政工干部“能力框架”和

“素质模型”的重要指标。

针对基层政工干部在演训活动中

参与度低的现象，要善于创新方式方

法，变“条件不允许没法干”为“立足实

际想办法干”，主动在大项任务中淬火

历练，成为把政治工作当本职、军事训

练当本分的“双料行家里手”，切实提

高服务练兵备战的质量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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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把政治工作严

丝合缝嵌入作战链条，是

个亟须解决的问题

指导员张涛获评“优秀基层指挥员”
的消息，迅速传遍该师，在基层政工干部
们心中泛起不小涟漪。
“过去工作怎么看，今后工作怎么

干？”恰逢此时，一场高原实战化演训任
务展开。演训现场，成为该师基层政工
干部比拼素质的“新战场”。

队伍向预定演习地域出发前，某营
教导员宗启龙把前一天精心准备的“临
战动员”提纲拿出来，慷慨激昂地在全营
官兵面前讲了一番。令他意外的是，效
果并没达到他的预期。

除了“礼节性”的掌声外，很多官兵
面部表情全程都没变化。

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缺少共
鸣。

此前，在演训间隙的“职能使命”“战
斗精神”等教育，也一度出现“冷场”。宗
启龙说，那种感觉比挨了上级批评还难
受。
“到了演训场，政治工作咋这么难

开展？”今年 5月，宗启龙刚从机关股长
的位置提升为营教导员。有过指导员
岗位历练和机关工作经历的他，本以
为回到基层会轻车熟路，没想到“屡遭
不顺”。

大学生士兵张晟瀚对此直言不讳：
“一些临战动员，张嘴就是‘养兵千日、用
兵一时，祖国和人民需要我们的时候到
了’。话当然没错，道理我们也懂，但这
感染不了大家。调子定得过高、话太空，
讲不到大家的心里去。”
“只有了解官兵最需要什么，才能有

的放矢地开展动员，激起官兵的血性。”
某团政委蒲城栋说，现在官兵思维新、想
法多，如果对不上他们的“路子”，难以引
起共鸣。

到高原执行演训任务 5个月，某团
教导员吴博对战时政治工作“有了全新
认识”。

在吴博的概念里，思想政治教育必
须抓好时间、人员、内容、效果“四落
实”。这段时间，教育受演训活动冲击，
人员分散配置很难到齐。

吴博说，理论学习、政治教育、党团
活动等时间经常受领临时性任务，既要
完成工作，又不能侵占官兵难得的休息
时间，导致“欠账”太多，忙于补课。
“最困难的是见不到面。”某团教导

员陆祖涛说，了解情况更多是靠汇报材
料。

一些基层政工干部无奈地说：“部队
分散、任务多变，工作难开展。”

近段时间，某连指导员沈冬敏很是
郁闷——演习中连队战士小李在担任警
戒时警惕性不高，被机关点名批评，指出
“连队教育引导没跟上”。

对此，沈冬敏觉得委屈。演训以来，
他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官兵参

与度很高，可就是效果不理想。
有的官兵说，参与起来很开心，就是

很难走心；活动有滋有味，就是缺少战
味。也有人说，内容和实际结合不紧，灵
魂上没有触动，思想上没有发动。

该团领导调查时还发现，一些营连
在演训中政治工作主动融入不够，“单打
独斗”“两张皮”现象依然存在。

指导员韩天宇记得，3个月前，上级
到该连组织战术考核，自己实实在在参
与的只是“开打前”的几个会议和一次临
战动员。尽管最后总评优秀，但政治工
作“好像没发挥多少作用”。
“必须让政治工作随着实战化训练

走，环境要真、内容要难、考核要严、演练
要实。”某团政委董飞说，如何把政治工
作严丝合缝嵌入作战链条，是个亟须解
决的问题。

找到问题根源，才能

找到解决方案

高原演训场如同平静的湖面，把
基层政工干部的素质情况倒映得格外
清晰。

某团合成三营指导员郜艳虎，任现
职前是机关的一名干事。今年，他所在
连队随团执行演训任务。
“平战转换之快，让人难以适应。”郜

艳虎说，那段时间，机关一些事务还在收

尾，他经常基层、机关两头跑。新岗位还
没过适应期，确实没有时间顾训练，能力
素质跟不上，导致演习时不少次都在“跑
龙套”。

某团警卫勤务连指导员张振玲也有
类似感触。每次演习转场、部队机动，都
要全连出动。平时工作头绪多、行政事
务杂，常常“两眼一睁忙到熄灯”，很难把
主要精力放在研究政治工作如何开展
上。

到岗时间短、行政事务多等因素，只
是影响基层政工干部能力素质的“冰山
一角”。

某团政委蒲城栋说，也有年龄偏大、
任职时间较长的基层政工干部，缺少学
习研究劲头，工作思路跟不上时代变化，
认为“只要单位安全不出事，平平淡淡才
是真”。
“基层政工干部这个群体，就好像

10 根手指伸出来各有长短一样，能力
素质受个人的经历、阅历影响各有不
同。但最根本的还是故步自封，思想
观念难转变。”某团政治工作处主任耿
忠勇说。

有的教导员、指导员认为，没有正规
的课堂讲不了，没有制作的课件讲不好，
人员零散到不齐开始不了，过分依赖外
部条件、固有形式；有的把握不准战时节
奏，摸不准官兵心理，思想不更新、观念
不升级。

某团合成二营接到紧急任务后，只
携带了打仗所需物资，在断网亏电的陌
生地域，没有多媒体平台，没有视频、课
件，就连一块黑板都很难找到。

指导员姜登印说，在营区有规范的
俱乐部、桌椅配套的课堂。到了野外，这
些都是奢望，教案只能在本子上写写涂
涂，教育只能分片分波次去搞，“处处逼
着你动脑筋、想办法”。

某团政委高斌认为，战时政治工作
难以量化、不便考评才是问题的关键。

某营在一次实兵演练中，政治工作、
心战力量适时穿插，演练取得了很好效
果。但团里在复盘讲评时，提到的只是
寥寥几句，政治工作并没有成为“加分
项”。
“不易量化考评，也容易使基层政工

干部缺乏动力。”蒲城栋说，“抓好战时政
治工作研究演练，需要一套健全完善的
制度机制作保障。”
“找到问题根源，才能找到解决方

案。”该师领导认为，基层政工干部开展
战时政治工作的能力，就应该在一次次
近似实战的磨炼中实现不断跃升。

战 时 政 治 工 作 的

“结”，还得基层政工干部

自己来解

抓好战时政治工作，基层政工干部
是关键。

该师把这次演训作为给基层政工干
部加钢淬火的契机，着眼岗位培养、复合
培养、加快培养，努力锻造出一批真懂真
会抓战时政治工作的基层政工干部。

结合战法研究，该师采取集中授课、
战例分析、讨论交流、难题会诊等形式，
逐课题逐内容进行学习，切实把战时政
治工作的基本内容搞清楚。

某团政委董飞结合前期演训实际，梳
理总结出实在管用的战时政治工作“五步
法”，在全师论证推广；某团政委蒲城栋针
对高原高寒驻训过冬准备，介绍了“政治
工作暖兵心，这个冬天不再冷”的经验，受
到基层政工干部一致好评……

课上踊跃发言，课下积极讨论。一
些基层政工干部举一反三，提出了许多
合理可行的意见建议。

该师政委武世斌说，就是要通过这
样的方式，调动广大基层政工干部对战
时政治工作学、研、思、创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他们注重结合实兵对抗演习、指
挥所训练等时机，加强研究演练，熟练程
序方法，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增长才
干。

入秋以来，海拔 5000多米的高原已
是寒风呼啸、冰封雪裹。某团作战支援
营一顶帐篷内，教导员陆祖涛正组织全
营政工干部对当天师检查组指出的演练
问题进行复盘讨论。

这是该师基层政工干部研究谋训的
一个缩影。

该营工程防化连指导员鞠建伟说，
研学战时政治工作的浓厚氛围，自主提
升能力素质，已经成为他们的新常态。
“打铁还需自身硬。办法再多，归根

结底要从自己的思想改起。战时政治工
作的‘结’，还得基层政工干部自己来
解。”这段时间，陆祖涛把战时政治工作
的相关书籍翻了个遍。结合演训，他又
有了很多新认识。
“虽然自己任职时间较长，年龄也不

占优势，但这股子学习的劲头不能减，还
得带好头。”陆祖涛说。

既要正面促学，也要倒逼求进。

该师会同各团，在实践中摸索建立
了一套从筹划到落实全过程、全要素的
战时政治工作评价指标体系，减少主观
因素的影响，尽量加以量化。
“将政治工作转变为可视、客观的实

践。”该师宣传科科长李贤锦介绍。他们
对战时政治工作“一个过程”到底有哪些
内容、分哪些步骤、达到什么标准等，进
行统一明确，形成一个基本流程，改变单
纯靠军事任务牵引的现状，建立“学研训
演考”的常态化机制。

机关整体统、基层自主抓，形成上下
合力，促使基层政工干部的能力素质不
断攀升。

在演训期间，某团合成一营教导员
彭海勇自主成立“小喇叭”宣讲队，队员
中有指导员、有士官骨干，也有入伍刚一
年多的义务兵，他们从不同角度讲述同
一个话题。

在演习展开前、在硝烟散尽后，这支
宣讲队走进班排宿舍、走到战斗编组中
间，为官兵讲述英雄故事、讲解光辉团
史，激发了官兵的战斗精神。

彭海勇说，要把政治工作与军事行
动一并计划、一并布置、一并落实。有些
工作，如价值观教育、心理疏导等应提前
展开，以确保在军事行动中下好“先手
棋”。

在该师整体氛围带动下，指导员韩
天宇打破政治教育课“带笔带本带小凳”
的观念，在任务间隙见缝插针开设了“微
课堂”……

如今，该师基层政工干部在演训场
上的身影阳光自信，战时政治工作的实
践创新正成为一道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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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基层政工干部的能力突围
■梁五一 冯 毅 本报特约通讯员 王雪振 唐 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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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某陌生地域，新疆军区某师合成团进行应急出动演练。 刘显伟摄

在今年新疆军区某师合成团半年工作总
结中，该团突击连指导员张涛被评为“优秀基
层指挥员”。

在该团，这一长期被军事干部“全包”的
奖项，第一次有政工干部获得。

合成营军官编组作业表现突出、在全团

示范连防御课目、连属专业均完成定级考
评……这一让大家心服口服的成绩单，是张
涛能获评的理由。
“近年来，演训活动频次增多，不论环境

还是条件，都越来越趋近实战化。同军事干
部一样，政工干部的舞台也越来越大。”在该

师领导看来，演训活动、大项任务是基层政工
干部大展身手的机会，也是彰显政治工作价
值的契机。“越是在艰苦恶劣的环境，越是有
艰巨繁重的任务，政治工作的作用就体现得
越明显。”

一场关于政工干部谋打仗的“头脑风暴”

在该师演训场兴起。
政工干部的战位在哪里？如何将各方力

量攥指成拳形成合力？怎样在演训一线发挥
政治工作威力？

这些问题叩问着该师每一名基层政工干
部，督促、倒逼着大家在演训场上图新求变。

新疆军区某师合成团在高原驻训地组织协同演练。 胡洲源摄

基层热点话题·聚焦战时政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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