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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5日，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场站组织新年度岗位练兵比武，点燃官兵备战打仗热情，树立起练本领、强保障、促备

战、谋打赢的鲜明导向。图为官兵抢修车辆。 杜飞达摄

上周，中队组织内务卫生检查。检
查当天，我早早起床，准备将所有物品都
收拾到位。可一进洗漱间，我对着自己
“与众不同”的牙膏愣住了。

前不久，为加强内务管理，中队对内
务设置提出了更高要求，落实到各班，牙
膏品牌也在“整齐划一”之列。“这是检查
重点，我怎么就给忘了！”拍着自己的后

脑勺，我心里懊恼、脚步不停，飞奔到营
区超市购买牙膏。可到了店里我再次傻
眼——货架上空空如也，规定品牌的牙
膏都被战友们买走了。

眼看检查组就要到班里，我只能“拆
东墙补西墙”，跑到楼上三班，临时借来
一支牙膏，打算等检查组检查完，立即还
回去。

谁知此次检查，检查组兵分两路，我
们班被检查的时候，三班也在接受检查，
我根本没有归还牙膏的机会。

不出意料，三班因为牙膏品牌没有
统一没能拿到内务卫生流动红旗。

我对此十分愧疚，准备找指导员说明

情况。然而，推开中队队部的门，我还没说
话，指导员似已知晓我的来意。他指了指
屋里说：“三班班长已经和我反映过情况
了，你不用自责，我们正准备就这个问题进
行讨论。”顺着他的手指方向，我看见大部
分干部骨干围坐一起，看样子正在开会。
“内务设置固然要规范，但不能光注

重形式，提出不切合实际的要求……”第
二天队务会上，指导员对部分内务卫生
检查标准进行了重新规范，叫停了一些
过度追求整齐划一的做法。

这不，我使用的牙膏终于不再是“中
队同款”了。

（张南翔、王新华整理）

我的牙膏不再是“中队同款”
■武警兵团总队执勤第三支队某中队中士 师伟强

特别推荐
潜 望 镜

从1月4日起，武警广西总队来宾支队组织展开战术课目强化训练，锤炼官兵血性胆气和军事技能，为遂行多样化任

务夯实基础。图为特战队员翻越障碍。 果志远摄

“想当年，我后来居上，军考文化课
成绩在本单位排名第一”“那次临机拉
动，我乘坐某型运输机，辗转 9个小时，
奔赴朱日和参加演习”……新毕业干部
集训结束后，我被分到新单位，为了立
威，便有意无意在交谈中说起自己的过
往战绩。果不其然，很多战友向我投来
敬佩甚至崇拜的目光，我精神为之一
振，打算趁着这股劲烧旺自己的“新官
上任三把火”。

但是最近我发现，这“三把火”不但
没烧起来，我似乎还成了火热大家庭里
的一块“隔离带”：组织演出，我撰写的
脚本被搁置一旁；文娱活动，别人结队
成组，我却经常“落单”；谈心交流，找我
的人寥寥无几，即使偶有一二，也常是
“相对无言”。

这是怎么了？正当我为此感到困
惑之际，一天晚上，四级军士长孙稳稳

对我发出邀请：“排长，一起跑个步吧！”
“都说老班长是连队工作的主心骨，正
好可以向他讨教一番。”我心里想着，便
欣然接受。

几圈跑下来，我们一边闲聊一边平
复呼吸。我趁机提出心中疑问：“班长，
我来排里也有一段时间了，可怎么觉得
时间越久，离大家反而越远了，我是哪
里做得不对吗？”
“排长，自从您来排里之后，和大家

聊天谈心总离不开‘想当年’，其实那些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说多了就会让人反
感。”孙班长的回答字字句句直击我心，
“大家想要的是一起训练、一起吃苦、一
起生活的‘好兄弟’，而不是爱吃老本、
光说不做的‘嘴上英雄’……”

回到宿舍，回想这段时间自己的
所作所为，不禁汗颜：找战士谈心，不
听对方说什么，只想着把话题引到自

己的“英勇事迹”上；不论大小活动，
不询问大家的意见，闷在屋里自行决
定；对于部分同志只知“昵称”，不晓
其名……
“不知兵心、不解兵情，就这样还烧

什么‘三把火’！”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后，
我羞愧不已，决心做出改变。

于是，日常工作训练中，我勤向老
班长请教、多了解战士想法，放下过往，
一切从头开始……渐渐地，我感到自己
终于融入了这个新集体。

前几天，连队组织体能测试，我的
3000米跑成绩与下连时相比提高了 32
秒。这成绩在连里排不上号，我有点沮
丧。没想到解散后，下士姜鑫跑过来安
慰我：“排长，这次你进步好大啊，估计
下次我们就跑不过你啦！”大家闻言纷
纷为我加油打气。看着他们一脸的真
诚，我内心充满了感动。

好 汉 不 提 当 年 勇
■空降兵某旅机动指控营排长 罗 健

排长方阵

王 欣绘

去年底野外驻训归来后，新疆军区
某团结合官兵兴趣爱好，利用课外活动
时间开办了各类兴趣小组，受到官兵一
致欢迎。

但不久前，该团领导在连队蹲点时
发现，原本热门火爆的兴趣小组，现在
却变得有些冷清——战士们宁愿对着
手机里的软件自行健身，也不组团到健
身房接受教练指导；摄影爱好者们也很
少拿着相机往外跑了，而是聚在一块翻
看名家的作品“解馋”……

兴趣小组为何大不如前？带着疑
问，该领导展开一番调研。
“摄影器材很齐全，老师也讲得

很好，几节课下来，我明显感到自己
的拍照水平有所提升。”面对这名领
导的提问，一名摄影兴趣小组成员马
上话锋一转，直言自己之所以选择退
出兴趣小组，是因为兴趣小组被机关
“盯上”了。

原来，为减轻基层负担，该团出
台了借调人员审批管理规范。而有
的机关干部既想从基层借人，又怕违
反有关规定，看到基层各类兴趣小组
人才济济，便借其开展活动之机找人
帮忙。
“按说偶尔到机关帮个忙，也无可

厚非。后来发现问题没那么简单，因为
兴趣小组一有活动，机关的人就找上门
来了。”另一名兴趣小组成员忍不住吐
槽，“这哪里是参加课余文化活动，分明
是变相出公差嘛。”
“机关需要公差，为啥不通过正

常途径派遣呢？”问题刚到嘴边，这名
领导心里就有答案了：派遣公差必须

由部门领导、值班团领导签字审批，
周末派遣公差更是要团主官签字审
批。一些机关干部不想走程序，害怕
领导批评他们占用官兵时间、干扰基
层工作。

该团宣保股的一名干事谈到了兴
趣小组被机关“盯上”的经过。一次，有
一名干部实在忙不过来，便临时起意，
从兴趣小组借了两名战士帮忙，顺利完
成了任务。尝到了甜头，其他部门的机
关干部也纷纷效仿，甚至美其名曰“为
兴趣小组提供实践平台”。而参加兴趣
小组的官兵则越发不堪其扰，很多人虽
心有不舍，还是选择了退出。

随着调研的深入，这位领导发现，
兴趣小组变“公差小组”只是冰山一
角。官兵们反映，还有机关干部利用电
话、网盘、微信等方式下发“隐形”文电，
并专门嘱咐基层不要登记；一些新调整
岗位的机关干部，经常动用私人关系，
找老单位的战士跑腿干活……
“为基层减负，不能按下葫芦浮起

瓢。”该团党委随后决定，对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和“五多”问题变相反弹回潮
现象展开全面清查整治，同时，严格机
关办事流程，严把可能造成落实打折
扣、搞变通的各个环节，加强教育引导，
提升机关服务意识和统筹能力，从根源
上避免类似情况发生。

不久后，兴趣小组又热闹了起来，
官兵们按照计划正常开展活动，机关干
部也没再打他们的主意。大家心气顺
了，练兵备战更加投入。前不久，该团
开展群众性练兵比武，多个课目的纪录
被相继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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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火箭军某旅组织家庭生
活困难人员慰问救济工作情况摸底。
该旅政治工作部主任李明日发现，干部
陈洪富并未出现在名单里。“他家庭条
件一般，孩子又长期患重病，光是治疗
费就花了数十万元。可这次为啥没有
申请困难救济？”带着疑惑，李明日与陈
洪富取得了联系。
“咱们单位对我的关心帮助够多

了，去年已经对我进行了困难救济，我
哪好意思年年申请啊。”陈洪富道出实
情，让李明日既心疼又感动，他开导道：
“你家小孩需长期治疗，要花很多钱。
而且按照规定，重复救济等特殊情况只
要经过单位核实批准即可，所以，你仍
然可以提出申请……”

陈洪富最终提交了申请，但这件事
在李明日心中埋下了问号——依法依
规落实的福利待遇，有啥不好意思享
受？他调查发现，像陈洪富一样，符合
条件却因为“抹不开面子”主动放弃正
常福利待遇的官兵还有不少。

三营五连排长程斌值班期间带车外
出任务较多，多次错过饭点。按规定，误
餐费可以报销，但他选择自掏腰包。问
其缘由，他说：“因为几十块钱的事，去找
领导签字审批，还不够丢人的。”

二营战士郑佳森外出学习，本可依
规申请单位派车送站，但考虑到自己只
是一个战士，不能给单位添麻烦，他便
自行打车前往车站，而超出报销标准的
这部分费用只能自己“买单”。

“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李明日
随机找到几位官兵闲聊，一个个“面子”
之外的问题浮出水面。有的反映，申请
派车送站涉及协调带车干部，不但程序
繁琐，还要亏欠人情；个别主官担心派
车外出要担安全责任，便要求官兵自己
打车；申请报销误餐费，“不好意思”是
一个方面，但怕人议论“境界不高”才是
主因……
“出台福利待遇政策是惠及全体官

兵的一件好事，必须依法依规落实，不
能让官兵看得见、摸不着。”为端正官兵
思想认识，大大方方享受正当的福利待
遇，该旅对照相关规定，对如何办理加
班夜餐食品购买、家属来队接送、误餐
补助申领、通信费发放等事宜进行了集
中讲解，并进一步明确了审批权限、精
简了审批程序。

近日，陈洪富接到通知，他的困难
救济申请已经得到了组织批准。

火箭军某旅积极推动福利待遇政策落实，引导官兵卸下思想包袱—

正当福利待遇，要大大方方享受
■范文佳 段开尚

2015年印发的《关于规范完善军队

人员有关福利待遇的若干规定》，明确

了官兵应当享受的福利待遇及标准。

然而实践中，有的单位人为设置附加条

件，造成程序繁琐、办理缓慢，让人“知

难而退”，该申请的也不申请了；有的官

兵嫌钱少事多麻烦人，宁愿自掏腰包，

也不愿因为几十块钱弄得人尽皆知，成

为大家议论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

一些官兵不愿享受福利待遇，甚至对其

敬而远之并不奇怪。

享受政策规定的福利待遇，是官兵

的正当权益。在落实过程中，既要做好

解读宣讲，纠正官兵的认识偏差，也要

积极创造条件，规范简化有关申办手

续，真正做到让好政策应知尽知，让福

利待遇应享尽享。

把好事办好，不仅需要热情的态

度，更需要求实的作风和有力的举

措。在这个问题上，不妨拿出抓作风

建设的那种认真劲儿，不该做的坚决

不做，要求做的必须做好，把福利待

遇政策的阳光播洒到每名官兵的心

田里。

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火箭军某旅政治委员 刘彦春

小李，待会儿叫
俩人来办公室帮
我搬点东西！

好吧……

完整的课就没
上过几次！

怎么一有活动
就干活！

微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