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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20年初颁布施行的《军队基层建设纲要》，为新时代全面锻造过硬
基层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其中在“党委领导和机关指导”一章明确，党委机
关应当坚持依法抓建基层，坚决纠治和杜绝命令式、经验式、运动式抓建套路和以
言代法、以权压法现象，严格执行“十个不得”规定。这“十个不得”，直击基层痛
点，反映官兵呼声，对科学按纲抓建、维护基层秩序、减轻基层负担起到了重要作
用。日前，本报记者深入北部战区陆军部队，围绕“十个不得”贯彻落实情况进行
了调查。从今天起，本版开设“依法抓建基层·一规一例”专栏，陆续推出记者采写
的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年度体能考核人员基本信息，已由
官兵本人核对完毕，文件存放路径不
变”“退伍人员名单和新调整骨干信息放
在‘公示通知’目录下，如有需要可随时
调用”……这是近日郑州联勤保障中心
某仓库利用“云桌面”系统进行日常办公
的一幕，新的办公系统实现了部门之间
数据共享、基层机关协同办公，官兵纷纷
叫好。

年终岁尾，本是警卫勤务连文书
李宇飞一年一度的“头疼期”。往年这
个时候，机关各部门又该催着基层填
写各类表格、上报各种信息，梳理总结
年度工作完成情况、制订新年度教育
训练方案计划等等，但今年他轻松了

很多。李宇飞告诉记者，以前，上报一
组数据信息，必须经过“统计—核对—
更正—上报”诸多环节，连队部署点位
多、人员散，一旦通知不及时，就会导
致数据上报延误、工作推进受阻；稍有
不慎，还会出现错填漏报问题，甚至占
用大家训练和休息时间重报,大家对此
颇有微词。

针对基层反映的问题，仓库党委就
如何优化机关办公效率、减少基层工作
负担组织多次研讨，提出用信息化手段
为官兵减负。从研究论证、实验安装到
个别试行、全员升级，不到半年的时间，
仓库“云桌面”系统在官兵的期许中上线
运行，其中信息统计只需由本人网上填

写，然后经支部审核提交，到机关梳理汇
总。此外，该系统还可以依据保密规定
和用户需求，对相应的资料设置权限等
级，供机关干部、基层主官和全体官兵随
时调用，让文件与资源通过专网专线传
递，在降低风险隐患的同时，实现数据
“一键获取、一键共享”。

“要不是咱们仓库的‘云桌面’系统，
估计刚写好、未存盘的总结材料，又得重
新开始了。”前不久，该仓库警卫勤务连
指导员张文博在梳理连队工作情况时，
突遭意外停电。然而，这次他没有慌张，
因为“桌面云”系统已经实时将文件自动
保存了。
“减负向科技借力、工作向打仗聚

焦，官兵们才会有更多精力投身练兵
场，保障打赢。”仓库政委田野介绍，当
前，影响机关办公效率、加重基层工作
负担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资源共享做得
不够好，办公信息化程度不高。而“云
桌面”系统为日常办公提速增效，打破
了部门之间各自为战、空转虚耗的壁
垒，真正把官兵从纷繁复杂的事务性工
作中解脱出来。

“云桌面”助力减负增效
■梁逍悦 本报记者 赖瑜鸿

隆冬时节，雪域高原，寒风凛冽。
早晨7点，陆军某边防团海拔5000

多米的高原驻训场，依旧夜黑如墨。记
者打开强光手电看到，室外温度计指
向-28℃。切菜、和面、煎炸……此
刻，正在这里担负伙食保障任务的该
团某营炊事班内却温暖如春，只见四
级军士长、炊事班班长张国锋和几名
炊事员正有条不紊地忙碌着。

作为一名“老高原”，张国锋在“伙
头军”的岗位上一干 15年，对高原炊
事保障条件的变化历历在目。
“前些年，在高原做饭可没现在这

样轻松，由于气压低、温度低、沸点低，
加上炊事设备老旧、物资供应和食品储

藏保鲜难等情况，我们每天起早贪黑忙
得团团转，常常蒸出来的饭还是夹生
的。特别到了冬季，天寒地冻，想让大
家吃顿热乎乎的饭菜困难重重，那真
是压力山大！”张国锋感慨道。

伙食连着战斗力。近年来，军委机
关有关部门指导部队与地方政府建立
副食品应急筹措保障基地和物流配送
体系，要求生鲜副食冬储冬备不少于
12个品种，有效提高了边防官兵的食
品品质，丰富了餐桌。为确保官兵吃上
热食以及改善就餐环境，有关部门为高
原驻训部队补充配备了一批移动式无
源冷藏集装箱、高平一体野战给养器材
单元和功能先进的保温板房。官兵普

遍反映，现在食品种类多、能量补得
足，为练兵备战提供了有力保障。

早上 9点半，当雪山从沉睡中慢
慢醒来，只见热气腾腾的馒头、金黄酥
脆的蛋挞、美味可口的卤蛋、爽滑劲道
的“五彩打卤面”等营养丰富的食物被
一一端上餐桌。此刻，高原官兵坐在
舒适的保温板房食堂，美美地享用着
早餐，脸上溢满笑容。官兵们说，这几
年的伙食保障一年比一年好，真是暖
胃又暖心！

图①：先进的炊事装备落户高原。
图②：炊事员从保温板房选取食材。
图③：营养丰富的早餐端上餐桌。

冰冷的雪山 热腾腾的早餐
■本报记者 李三红 刘建伟 闫 延 摄影报道

新修订的《军队基层建设纲要》强调，

要“带着对官兵的深厚感情做工作”“把管

理工作做得既有硬度又有温度”。基层管

理工作是一项直面战士的经常性工作，

“堵”和“疏”之间，一字之差，但折射的是解

决问题的态度、是对待基层官兵的感情。

正如陈赓大将所说：“管理士兵不

是冷冰冰，这样是带不出愿给你挡子弹

的士兵的。”实践证明，只有坚持严管和

厚爱相统一，才能增强官兵对带兵人的

认同感、归属感。

管理是一门艺术，做好管理工作的关

键在于把握好“度”。要自觉从“封堵禁”

的惯性思维中摆脱出来，多想想“可以做

什么”，始终把官兵的冷暖放在心上，解决

好官兵实际困难，满足好官兵正当需求，

让战士感受到尊重、信任和温暖，部队才

能出凝聚力，出战斗力。

多想想“可以做什么”
■孙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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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过后，某基地信息通信旅六营
一连，下士蒋双华和战友相约来到连队
的唱吧，唱起了自己最喜欢的歌曲《夜
空中最亮的星》。

这是一个形似电话亭的封闭式“迷
你 KTV”。只见蒋双华和战友坐在高
脚凳上，头戴耳机、手握麦克风，忘情地
沉醉在歌声里，笔者在玻璃门外，听不
到任何声音。
“这是自助唱吧，集唱歌、练歌、录

歌于一体。”指导员庞超介绍说，连队平
时战备、值勤、训练任务重，唱吧满足了
青年官兵的文化娱乐需求，在这里吼几
嗓子，身心会得到放松。

说话间，又有两名战士步入另外一
间唱吧。然而，就是这样深受官兵追捧
的“热门”，曾经一度“遇冷”。

今年八一建军节前夕，驻地退役
军人事务部门到连队走访慰问，送来了
两台自助唱吧。当天刚装好第一台，大
家就跃跃欲试，一展歌喉。然而，这一
幕被值班排长周亚萍看在眼里，“大家
喜欢是好事，但要有配套制度严格管
理才行！”
“严禁工作日使用唱吧；严禁携带

食品饮料进入唱吧；严禁不按规范操作
使用……”晚点名时，周亚萍宣布了唱
吧使用管理的“六个严禁”，并做成制度
牌挂在了墙上。

一石激起千层浪。很多战士认为，
这样的规定少了一些“人情味”，纷纷表

达质疑：唱吧在工作日课余时间为何不
能使用？唱歌带点零食，搞好卫生也不
行吗？……打那以后，原本热闹的唱吧
安静了很多，一些战士为免受批评，干
脆不去唱了。

本应门庭若市的唱吧，怎么变得门
可罗雀？休假回来的指导员庞超发现
这一情况，马上给予纠正，并组织召开
支委会，研究出台了“六个允许”新规
定：允许课余时间使用唱吧；允许携带
智能手机上传、下载歌曲……
“‘六个允许’，让我更有归属感。”

蒋双华高兴地对笔者说，现在战友们
一有空闲“想唱就唱”，唱吧的人气又
回暖了。

这本是基层生活的一个小插曲，却
引起六营党委一班人的深思。“在部队
管理方面，我们习惯于这也严禁、那也

不准，但对战士可以干什么往往关注不
够、语焉不详。”教导员孙磊说，面对新
鲜事物，很多带兵人的第一反应就是
“要严管，别出事”，而不是从实际出发、
站在兵的角度想问题，导致战士享有的
正当权益被无形中侵占。

一班人形成共识，六营作出改变，
他们对照《军队基层建设纲要》，深入纠
治自身在建章立制方面存在的类似问
题倾向。“既规定什么不能做，也明确了
什么可以做。”说起连队的新变化，庞超
举了一个例子，比如战士使用手机的时
机、场合，条令已有明确规定，但落实到
基层，又增加了很多硬杠杠，给人的感
觉就是“不准使用手机”。如今，这些土
规定被取消了，还列出了网站、App、公
众号和游戏“正面清单”，战士们的获得
感明显增强。

“唱吧”的人气回暖了
——某基地信息通信旅六营按纲抓建新闻调查③

■本报特约通讯员 张少波 徐弘源

★《军队基层建设纲要》规定：
不得更改基层教育训练计划、挤占

基层教育训练时间，不得随意占用

基层官兵休息时间。

“表尺××，方向××……”上个
月，北部战区陆军某旅的炮长专业周考
核中，二连中士宣博雯在解算射击诸元
课目中一鸣惊人，以 3分 30秒的成绩登
上了阔别已久的训练龙虎榜。
“能够重返龙虎榜，多亏了旅党委

严格落实按纲抓建要求，为‘特长兵’留
出宝贵的训练时间，我这才有机会与营
里的专业大拿一较高下。”宣博雯告诉
记者。

酷爱写作的宣博雯，新兵下连没多
久，就受到了连队重点关注。指导员安
排他担任板报组、摄影组组长，他写的
广播稿被连续播发后，宣博雯又被选为
旅军营广播站播音员。
“大学生士兵的脑袋就是灵光！”连

长金御看到宣博雯是个好苗子，就让他
从事难度最大的炮长专业。

白天搞训练，晚上赶稿子，周末出
板报……在宣博雯眼里，这样的生活既
充实，又快乐。可一段时间后，战友们
发现他变得不爱说话了，训练无精打
采，还时不时打瞌睡。

金御也发现宣博雯变了，不再像过
去那么任劳任怨，几次受领任务，他
都有些不情愿。而且，在接下来的
3000 米考核中，宣博雯跑在了全连最
后，成绩竟未达标，自他入伍以来这可
是头一回。

喘着粗气、流着大汗，宣博雯低头
走在队伍末尾，无论战友和他说什么，
他都一句不回，这可急坏了金御：从前
那个干劲十足的宣博雯去哪了？
“不是怕吃苦受累，而是对前途感

到迷茫，我在连队既有存在感，又没有
存在感！”当天深夜，宣博雯对金御敞开
了心扉，“很多时候连队一有任务，第一
个就会想到我，这让我很开心。但一个

人的精力毕竟有限，比起发挥特长、展
示才艺，我更想去训练，赶上那些老炮
长，可我没有多少时间。”

宣博雯的遭遇，很快传到了旅领导
那里。他们调查发现，每个连队都有好
几个兴趣小组，80%的战士像宣博雯一
样身兼数职，一旦工作统筹不好，就会
荒废主责主业。
《军队基层建设纲要》明确，党委机

关不得更改基层教育训练计划、挤占基
层教育训练时间，不得随意占用基层官
兵休息时间。该旅副政委苏富淼坦言，
现在各级对前两条规定落实得不错，但
在“不得随意占用基层官兵休息时间”
方面还有不小差距。就拿“特长兵”的
培养使用来说，一方面要求他们练强专
业，一方面又给他们布置太多额外任
务，他们只能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来完
成。结果，人没休息好，反过来就会影
响教育训练。

问题不止于此。交班会上，值班旅
领导引导机关和基层主官反思，在随意
占用官兵休息时间上还存在哪些误
区。“为防止战士闲下来冒泡，索性把周
末时间安排得满满的”“日常工作不紧
不慢，迎检前组织官兵连夜补课补差”
“机关经常这周五下通知，下周一要结
果”……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越说道理
越明。
“为‘特长兵’松绑！为基层减负！”

该旅机关与基层双管齐下、同向用力，
既转变作风、工作方式和管理方式，部
署工作充分考虑官兵承受能力，压减不
必要的兴趣小组，也从制度层面下功
夫、补漏洞，通过加强两个基层群众性
组织建设，努力培养出更多的“宣博
雯”，努力扭转将多数任务集中在少数
人身上的尴尬局面。

此后，宣博雯卸掉了一些兼职工
作，不过多了一个新身份——小教员，
连里有意让他多帮带战友一起成才。
如今，每次训练，宣博雯都可以精神饱
满地参加了，他向成为一名优秀的炮长
发起了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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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下旬，新疆军区某部新兵营组
织“创纪录、破纪录、树标兵”活动，入伍
仅两个月的 7名“00后”新战士，凭借出
众表现，以优异成绩打破了新兵营的 8
项比武纪录。

新兵入伍仅两个月就能破纪录，听
着都很新鲜！该部新兵营教导员陈建伟
介绍，开展群众性“创纪录、破纪录、树标
兵”活动是该部的练兵传统。近年来，他
们在新兵入伍训练阶段便开展这项活

动，并将每个课目的最好成绩登记在册。
今年新训以来，为了让新兵练有

目标、学有榜样，不断激发训练激情，
该部在新兵中广发“英雄帖”，举办“擂
台赛”。有本事、有特长的新兵相继登
台比拼，获胜者受到表彰，被冠以“神
投手”“铁腰板”“臂力王”等称号，并颁
发“荣誉胸牌”。这种让典型吃香、让
标兵获誉的做法，迅速在新兵营掀起
了“争当全能新兵、争做新训标兵”的

热潮。
“10分 03秒！”在“创纪录、破纪录、

树标兵”活动现场，连续带了 3年新兵的
一连连长禹晨感叹：“见过跑得快的兵，
没见过跑这么快的新兵！”创造 3000 米
跑课目佳绩的，正是塔吉克族新战士木
拉库尔班·艾山。

紧接着，新兵张呈健、梁浩然、韩笑
笑、库尔班·巴拉提、景永强相继打破战
术基础动作、手榴弹投掷等 5个课目纪
录。胡情月更是以引体向上 31个、双杠
臂屈伸 45个的优异成绩，同时打破两项
纪录。

看着身边战友接连打破纪录，一些
成绩稍逊的新兵并不服输，纷纷给自己
定下了小目标。“这次输给你，我们下次
再比”“你打破了新兵营的纪录，我要打
破你的纪录”……火热的新训场上，经常
能听到新兵发出这样的挑战。

7名新兵打破8项纪录
■丁 雷 胡世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