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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军营

值班员讲评

编辑感言

“请您对本次服务进行评价……”
去年底，海军陆战队某旅作战支

援营文书乔士琪通过军线电话向财务
科咨询保障卡办理事宜，结果没想到
通话结束后听筒里传来这样一句话。

原来，旅里刚刚安装了电话服务
评价系统，当基层官兵拨打机关科室
电话时，系统会自动录音，并在结束
时请官兵进行评价。

提起接打机关的电话，乔士琪担
任营部文书之初有过不太美好的体
验。那时，他对机关安排下来的一些
事项不太了解，便打电话询问相关科
室，可谁知问题刚一说出口，便被电
话那头的参谋批评一顿。当然，乔士
琪也能理解机关干部的难处，他说：
“旅里那么多连队，如果一有问题就
打电话询问，是谁都会心烦。”

基层官兵能理解，绝不代表机关
作风不需要改进。为了加强对机关
服务基层的管理和监督，该旅党委经
多方调研后决定——引进电话服务
评价系统，让基层官兵在接打完机关
电话后进行实时反馈。

一石投湖，千层浪起。这个系统一
投入试运行，便给机关干部带来不小的
刺激。人力资源科干事陈铨负责的福
利工作和基层官兵的切身利益密切相
关，每天都有人询问休假审批、结婚证
明、证件办理等相关问题，他办公室的
电话从早到晚几乎没消停过。陈铨坦
言：“有时真的会很烦躁，情绪会控制不
住。但稍不注意就可能寒了基层官兵
的心，得到差评。这个评价系统时刻提
醒我既要把事办好，还要办得有温度。”

和陈铨一样，部队管理科参谋沈
群才也天天和基层连队打交道。对
于引进这个系统，起初他不太理解，
觉得会影响机关办事效率，可当他接
连获得几个好评后，很有成就感，这
让他在和基层沟通过程中越来越注
意照顾官兵感受，开展工作也因此变
得愈加顺畅。

去年年底，服务满意度高居榜首
的宣传科被评为“机关服务基层先进
科”，科长魏波在交流经验时说：“接
电话看起来是一件小事，但这个小事
却连着作风。我们常说要改进机关
服务基层作风，从哪里改？就可以从
接打基层电话做起，比如少说‘你听
明白了吗’，多说‘我讲清楚了吗’；不
说‘不明白自己回去想想’，要说‘不
明白还可以来问我’……”

春江水暖鸭先知。机关服务态
度的转变，基层官兵感受最明显。如
今，享受到机关热情服务的乔士琪已
经习惯了“追加评价”，每次打完电
话，他都要说上一句：“五星好评！”

让新科技助推机关服务基层水
平，还能有哪些尝试？眼见电话服务
评价系统取得立竿见影的成效，该旅
举一反三，开始考虑在其他领域借鉴
推广。笔者了解到，就在上个月，该旅
新开发了一个营房水电设施一键报修
系统，官兵通过扫描二维码填写损坏
信息，也可上传图片，让维修人员更精
准判断。此举简化了报修流程，提升
了维修效率，既方便快捷也省事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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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连队组织实弹射击，各级检
查少不了。作为值班员，一定要管控好
射击场秩序。”上周末连务会后，连长对
我好一番叮嘱。

我此前曾多次牵头组织实弹射击，
基本的路数都门儿清。为此，我将几个排
值班员请过来，简单交代了几句。“班长，
万一上级来检查怎么办？”一个值班员显
然缺乏经验。“没事，遇到这种情况我有绝
招，放心！”我胸有成竹地大手一挥。

第二天，晨曦微露，“砰砰砰”，随
着三发红色信号弹升空，射击训练有
序展开。

“一班长，带队去领饭。”“第二组勤
务人员，准备轮换。”正当我有条不紊安
排工作的时候，营部文书小李打来电
话：“王班长，营长说要去检查你们实弹
射击秩序，跟你通报一声。”
“营长来了？没事！看来要使用绝

招了。”我心里想着，马上叫停本来计划
好的行动，迅速规整部队，一切等营长
先检查完再说。一时间，射击场迅速安
静下来，只等营长到来。

不一会儿，营长快步来到射击场，
我心里暗自得意：射击区据枪训练严格
正规，集合区管理井然有序。不用说，

今天的检查，结果肯定又是表扬！
谁知，就在营长走近我这当口，对讲

机中传来了连长的声音：“王建，第二组
勤务人员怎么还没到位？怎么不按计划
执行？”我正准备回复，对讲机里又传来
营里司务长的责问：“王班长，你们领饭
的人怎么还没来？饭菜都凉了……”
“咋回事？”面对营长的责问，我只

得将来龙去脉和盘托出。
“王建，管控射击场秩序不是为了

好看。你叫停其他工作来迎检，打乱了
训练计划，浪费了训练时间！”营长一番
话，让我羞愧地低下了头。

知错就改！接下来的射击部署会
上，我建议利用等待射击的时间，穿插
组织训练与交流，“在射击场后侧设置
几个区域，由专人负责，既可以组织射
击训练经验交流，也可以展开救护训练
等课目，这样能有效提高我们的训练效
率。”这个建议得到了很多骨干的赞同。

接下来的实弹射击训练，天气虽
然很冷，但训练场上热火朝天。“第二
组，跟我来！”当营长再次来到训练场，
看着刚结束射击的战友跑到第二训练
区练起了包扎，他朝我竖起了大拇指。

（巩沛文、谢权鑫整理）

值班那天，我的“老经验”失灵了
■第72集团军某旅炮兵营指挥保障连班长 王 建

在前不久的部队建设形势分析

会上，不少机关干部都谈到了自己下

基层蹲点调研时，去了几个单位、开

过几次座谈会、查摆多少问题，数据

看起来很可观，听起来很扎实。但是

笔者认为，即使做到了这些，也不一

定代表真正了解基层。

机关干部下基层，出发点和落脚

点是帮助基层解决工作上的难题，

促进部队建设发展。但一段时间以

来，缘何一些单位基层官兵关注的

热点、难点、重点问题始终难以得到

妥善解决？笔者认为，其原因主要

在于部分机关干部下基层时蜻蜓点

水、浅尝辄止，把调研当成“打卡”

“走秀”，热衷于“调”的数量，忽视了

“研”的质量，或是只满足于发现问

题，不注重解决问题。

帮带基层重在“实”，贵在“准”，

没有深入的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

有决策的基础。如果机关干部未到

哨位、库房、训练场等基层一线进行

实地检查督导，没有主动融入官兵生

活去体验部队的日常管理、学习教

育、战备执勤等落实情况，就无法真

正知道基层官兵在想什么、干什么、

需要什么。正如到了西藏，却没有登

上哨位，谁敢说了解边防？

所以，机关干部下基层、搞调研，

也要摆脱自己的“舒适区”，不走“经

典路线”，少去“明星点位”，多到那

些真正需要解难纾困的单位去，把

官兵的呼声带回来，把基层的问题

解决好。

下基层调研不能“打卡”“走秀”
■郑善福

3000米跑 12分 16秒，引体向上 20
个，仰卧起坐两分钟105个……

这是日前第 73 集团军新干部集训
队结业考核中，一名学员交出的成绩
单。对于不知内情的人来说，这个成绩
并不算什么，但这个集训队的学员没有
一人不对此竖起大拇指。

成绩单的主人名叫梁懿，是第 73
集团军某旅一名新干部。他还有另一个
身份——陆军军医大学烧伤外科的医学
博士。只要对比一下他刚入营时的考核
成绩，就知道他有多么不容易了：3000
米跑 18 分 23 秒，引体向上 0个，仰卧
起坐两分钟30个……

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梁懿记忆犹
新：3000 米跑被第一名落下 3 圈，当
大家做完拉伸后，他才跑过终点；
引体向上，他铆足劲憋红脸也拉不
上一个；仰卧起坐也只勉强做了 30
个。糟糕的成绩让梁懿一度抬不起

头，有一段时间，他甚至有过放弃
的念头。

指导员王兴隆看出了他的心思。一
次体能训练结束后，他专门找梁懿谈
心：“学历高、专业精，是你的优势，
但作为一名战士，首先要有过硬的军事
素质和百折不挠的意志品质。来基层部
队是你自己做出的选择，是男人、是战
士，就要咬牙坚持下去！”

响鼓不用重槌。指导员的一番话像
给梁懿打了一针强心剂，在接下来的日
子里，他主动给自己加码。练习引体向
上，梁懿每次都负重 20多斤，手上的
水泡磨破了，他又去做斜拉和举哑铃，
直到筋疲力尽……

石以砥焉，化钝为利。就这样，梁
懿终于实现了淬火蜕变。谈及今后的发
展，他斩钉截铁地说：“新干部集训只
是我的开始，我一定会努力成为一名合
格的战斗员！”

一名博士军官的淬火蜕变
■本报特约记者 赵 欣 通讯员 牛伟萌

值 班 员：火箭军某旅发射一营

营长 李 博

讲评时间：1月20日

今天早操时间，我们进行了无预告
的全副武装紧急集合，全营官兵都能按
照时限要求到达指定位置。但从检查情
况看，尽管大家个人装具携带比较齐全，
但有的驾驶员没有带车钥匙，所以这次
紧急集合只能算作“不及格”。

试想，我们紧急集合是为了什么？
紧急集合之后我们要去哪里？如果是
战时紧急集合，你的车钥匙应该在哪
里？我们很多同志的思维还停留在检
查完装具就带回的阶段，这个问题充分
暴露出一部分同志的头脑依然离战场
很远！

同志们，希望从今天起，我们每个人
都进一步把心思向备战打仗聚焦，进一
步端正训练作风，磨砺战斗意志，锤炼过
硬本领，做好“今天就要上战场”的准备。

（熊培良整理）

紧急集合怎能

不带车钥匙

2008 年，我在特战连当排长。一
天，连长领回来一个黑黑瘦瘦的新兵
小黄，说是从兄弟部队调过来的。特
种部队训练苦是出了名的，很多人避
之不及，而他却“逆行”而上，当时我就
产生了强烈的好奇。

第二天训练间隙，我问他来特种
部队的原因，他说：“当特种兵多好
啊，练的东西多，可以打狙击枪，可以
跳伞，也可以潜水，我当兵就是奔着
这些来的。”“特种兵训练很苦很累很
磨人，你这小身板能行嘛？”我听了打
趣说。“你放心，排长，我已经做好了
思想准备，再苦再累我都能坚持。”看
他态度如此坚决，我只有在心里默默
祝他好运。

没过多久，一年一度的伞降地面
动作训练展开了。操场上“地面苦练、
空中精跳，三肿三消、方上云霄”的口
号此起彼伏，大家训练热火朝天。这
天，我从连队开完会正往训练场走去，
远远看到小黄被两个人架着正一瘸一
拐往前挪步。“这是怎么啦？”“他受伤
了，刚刚在离机姿势定型训练中，他不

小心膝盖跪在了一颗石子上，起来就
站不住了，这就把他送到卫生队去。”
后来经医院检查，小黄左膝盖交叉韧
带断裂，不得不动手术，在床上躺了一
个月。出院后，小黄因为不能参加大
强度训练，“承包”了连队大部分值日。

一晃两年过去了。第二年年底，
小黄打算退伍，说身体经不起折腾了，
留下也是拖连队的后腿。

那几年，随着军旅电视剧《士兵突
击》的热播，许多青年对特种部队充满
好奇、向往，觉得它神秘、热血、充满挑
战，队员个个身怀绝技，连许三多那样
的“木头疙瘩”都能当特种兵，自己肯
定也不会差。但他们忽视了一点：每
一个兵种都有其特点和要求，有的技
术含量高一些，有的体能要求严一些，
但无论哪一个岗位，都需要大家结合
自身实际，调整身心状态，努力摔打自
己，忍得住苦累、耐得住寂寞，最终才
能成就卓越的自己，铸就闪光的军旅
人生。正因为这个原因，小黄才没有
走到最后。

想来特种部队发展的不光有战士，

干部也不少。2014 年初，单位扩编成
旅，根据上级要求，我们在集团军范围
内选拔充实一批精悍队员。当时我们
旅荣誉满身、功臣云集，大项任务年年
有、比武竞赛不断线，营区内已经立起
24 座一等功臣雕像，很多官兵跃跃欲
试。老姚就是这个时候来到特战旅的。

认识老姚的时候，我还在机关当
宣传干事，他在公勤队当队长，是队里
唯一一名干部。那时候下连队检查教
育，我经常看到老姚亲自拖地、打扫厕
所，所以对他印象深刻。

真正对老姚感到钦佩始于到公勤
队参观内务。那时候领导大会小会表
扬公勤队卫生整洁、秩序正规、内务标
准高，机关干部多数都不信，因为公勤
队人员最散、最难管。抱着怀疑的态
度，大家走进公勤队，从楼梯楼道、到
厕所淋浴间，再到班排宿舍，参观完不
禁对老姚肃然起敬，纷纷为他“点赞”，
没想到他任职半年时间里，竟然制订
了《公勤人员管理规定》，完善了训练
管理措施，将一群作风相对散漫的老
兵带成了一群令行禁止的好兵。

深入交流后我才知道，老姚原来
在一支荣誉部队，个人荣立过二等功 1
次、三等功 5次。当时组织上正准备给
他提副营长，但他谢绝了，想趁年轻到
特种部队大干一番。但现实与理想往
往相差太大。老姚因为学的是坦克兵
专业，而且年龄偏大，对跳伞、潜水、狙
击等专业性强的课目不熟悉，只能到
特战旅偏重管理的公勤队任职。

老姚的故事令人惋惜，但他用责
任和行动证明了自己，用坚持和执着
赢得了官兵的支持，赢得了各级领导
的信任，后来他转为技术干部，仍保
持着勤奋进取、孜孜以求的劲头。我
们经常讲，革命军人一块砖，哪里需
要哪里搬。这句话体现的是觉悟，考
验的是能力。常言道：“是金子总有
发光的时候。”因此无论在哪支部队
服役，无论从事什么岗位，要想成就
一番事业，最根本的还是要立足本职
岗位，锤炼自己的恒心毅力、扛起自
己的责任担当，做到干一行、爱一行、
专一行、精一行，最后才能化平凡为
非凡，圆梦军营。

仰望星空，但要脚踏实地
■第80集团军某特战旅教导员 任永利

编发此稿，我们在给海军陆战队

某旅点赞的同时，其实有些惭愧，电话

服务评价系统在地方应用已有不少年

头了，引入部队却还是个新鲜事。

毋庸讳言，部队管理工作在很多

方面，特别是在新科技的应用上已经

落后于地方了。部队当然有部队的

特殊性，不是地方的所有好东西都可

以拿到部队来用，我相信这个电话服

务评价系统引入海军陆战队某旅时

一定也有反对的声音，但这个特殊性

决不是自我封闭的“挡箭牌”，更不是

拒绝作出改变、拒绝与时俱进、拒绝

拥抱时代的托词。与之相反，正由于

担负任务的特殊性和对于国家、人民

的极端重要性，部队恰恰应该成为思

想最解放、技术最先进的地方，永远

生机勃勃地站在时代的最前排。

要与时俱进拥抱新科技
■张 良

特别推荐 军旅追梦大讨论·讲述

基层之声

1月上旬，新疆哈密军分区某边防

团新兵营广泛开展小竞技、小比武活

动，进一步提高官兵训练积极性。图

为战士们正在进行扛轮胎负重训练。

程浩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