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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机关干部，工作中满足于上

传下达、收收发发，遇到事情，总是不

动脑筋地一“呈”了之，全由领导拿主

意、做决定。这种“传话筒”式的干部

不可能成为工作的行家里手，也不可

能胜任岗位、有所作为。

机关干部作为党委领导的参谋助

手，必备素质是能参善谋，主要职责是

建言献策。机关的每件具体工作都是

全面工作的一部分，与中心工作有着

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作为部队上传下

达的枢纽，机关工作分工细致，机关干

部各自分管一摊。如果机关干部能拿

出科学严谨、切实可行的意见，对领导

拿主意、做决定会起到重要参考作

用。反之，则容易影响工作质量和效

率，不利于工作开展，甚至可能误导领

导对某项工作作出不当决定。因此，

“肯思考、善思考”是机关干部应有的

状态、必备的素养。

“头脑和心灵一样最忌空虚。”个

别机关干部之所以不习惯事前思考

提建议，究其原因，主要是两方面：一

是业务不熟练。特别是刚进机关的

同志，正处在熟悉工作的阶段，还提

不出好建议。二是观念有偏差。有

的机关干部认为工作最终由领导拍

板决定，想当然地把事前思考提建议

当作与己无关的事。

参谋军官的水平可以分为3个层

次：领导没想到的自己先想到、领导

已想到的自己也想到、领导早想到的

自己没想到。人的大脑就是一部机

器，“用进废退”。如果机关干部遇事

不主动思考，思考处理问题的能力自

然不会得到提高，久而久之甚至会荒

废。如果碰到棘手工作又赶上领导

不在位，那些不善思考、不肯思考而

事事依赖领导拍板的干部，就会“四

顾心茫然”，把本来可以办好的事情

办得一团糟，最终造成不可挽回的

损失。

叶剑英元帅曾深有体会地说：

“对首长的指示，千方百计地设法去

完成，不怕困难，不怕碰钉子；即使首

长没有批示，只要是职责范围以内

的，对部队的建设、训练、作战有利的

工作，就积极主动地去做，并及时报

告首长。坚决反对那种不推不动，推

一下动一动的不良作风。”衡量一名

机关干部能力强弱，不能只看上传下

达了多少文件、干了多少具体事、加

了多少次班，还应看提了多少个好建

议、出了多少个好主意。不论是对上

对下，还是横向协调，机关干部都应

努力站在本级党委领导的高度，结合

自身岗位，主动思考、提前谋划，及时

提出意见建议，全面提高自身参谋水

平和业务能力。

能 参 善 谋 靠 思 考
■周东滨

强军论坛

本报讯 陈镇西、江平骥报道：“眼
前这面‘猛虎连’战旗，历经战火洗礼，并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阅
兵中，接受了祖国和人民的检阅……”
近日，一堂连史教育课在第 75集团军某
旅装步二连荣誉墙前进行。课后，新战
士林华杰下定决心：向英模前辈学习，

刻苦训练、不怕牺牲，争取早日成为优
秀士兵！

该旅是一支历史厚重、战功卓著的
部队，历经大小战斗数百次，涌现出“阻
击战英雄团”“猛虎连”等多个英模单
位，以及“董存瑞式的战斗英雄”陶少
文、战斗英雄蒋金柱等多位英模人物。

为用好官兵身边红色资源，发挥英
模单位示范作用，该旅广泛开展“英模
单位讲英模、全旅官兵学英模”活动，让
主题教育活起来、动起来。他们利用旅
史长廊和营连荣誉墙，让战史战例、英
模人物和先进典型事迹进橱窗、上灯
箱，营造学英模、当先锋浓厚氛围；将旅

史编辑成故事集、排演成情景剧，以官
兵喜闻乐见的形式，增强教育吸引力、
感染力；结合新兵下连、岗位轮换、执行
重大任务等时机，定期邀请英模单位参
战老兵回营讲述战斗故事；组织开展
“红色讲解员”评比、身边典型事迹报告
会等活动，以身边人身边事持续激励官
兵精武强能。
“教育如同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

团火点燃另一团火。”该旅政治工作部主
任王耀介绍，目前全旅正持续兴起“学英
模事迹、创先进连队”热潮，官兵对本单
位光荣战史、优良传统等如数家珍，学典
型、当标兵成为自觉追求，旅队全面建设
水平持续向上向好。

第75集团军某旅注重用好官兵身边红色资源

英模单位发挥示范作用

本报讯 邬军、梁梦瑶报道：“儿子，
我们收到你的电子家书了，爸爸妈妈希望
你不怕苦、不怕累，做一名优秀军人……”
日前，在海拔 5000多米的西藏日喀则军
分区巴弄卓康哨所学习室内，上等兵黄伦

看到父母的寄语视频后，激动不已。
“电子家书架起了部队和家庭之间

的连心桥。”该军分区政治工作部领导介
绍，在遵守保密规定前提下，他们为官兵
量身定制“成长视频”，用镜头记录其在

部队的训练生活精彩瞬间，并配上官兵
心里话，精心制作成电子家书，通过网络
“寄”给官兵家人。他们还邀请官兵家人
配合录制视频寄语，鼓励孩子苦练本领、
建功军营。

去年 12月，上等兵项天鹏第一个主
动申请到海拔 4600多米的詹娘舍哨所。
谈起上哨初衷，他说：“是爸爸的鼓励让
我下定决心。”项天鹏的父亲是一名退役
军人，在看到儿子的电子家书后，竖起大
拇指，并鼓励儿子：“相信你能行！作为
一名老兵，看到你拼搏在戍边卫国一线，
我为你骄傲……”

电子家书激励戍边斗志。“妈妈鼓励
我好好训练，早日成为训练标兵”“爸妈
希望我能再立三等功”……官兵们相互
分享家人的期盼与祝福，戍边热情更加
高涨。

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携手官兵家庭促进共育共管

电子家书激励戍边斗志

※ ※

习主席深刻指出，军队要“确保全

时待战、随时能战”。战争可能多年不

打，战备不可一日松懈。实践表明，没

有认真充分的准备，不可能打赢战

争。战备工作无小事，落实上差之毫

厘，打仗时就可能失之千里。

“泰山不拒细壤，故能成其高；江

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要提高全

时待战、随时能战的能力，必须从严

过细抓好装备管理保障，确立精细抓

建思路。要下足绣花功夫，对标实战

抓备战，紧盯短板抓改进，不放过每

一个细节，不漏掉每一个环节，不轻

视每一个小节，以精细求质量促落

实，用万无一失的战备，夯实制胜未

来战场的基础。

精细备战方可随时能战
■陈小菁

隆冬的一个清晨，一阵急促的全
员全装紧急拉动哨声骤然响起。
“连长，车库里有 8辆运输车无法

启动！”班长沈明磊的话，让第72集团军
某旅运输连连长岳晨兵惊出一身冷汗。
“明明做足了准备，车辆为何‘趴

窝’？”岳晨兵很纳闷。他所在的运输
连担负全旅八成以上轮式车辆运输
保障任务。去年冬季，驻地气温明显
低于往年。冬训展开前，连队便对参
训车辆进行技术检查，统一更换水箱
防冻液、补充电瓶电量等，并逐车组
织验收。

岳晨兵带连队技师检查后，结果
出乎意料：8辆车“趴窝”都是因为发动
机输油管被冻住。

据了解，该旅驻地冬季气温一般
在 0℃以上。正常情况下，轮式车辆都
使用凝固点为 0℃的柴油。去年底，考
虑到驻地发布的寒潮预警，该旅运输
投送科请领了凝固点更低的油料，为
车辆进行加注，确保严寒条件下车辆
随时出动。
“其他车辆都加注了新油料，为什

么这 8辆车用的还是之前的？”面对岳
晨兵的疑问，驾驶员谭鑫道出了缘
由。原来，这几辆“趴窝车”平时是备
用车辆，很少参加保障任务，只有性能
检测时才会原地发动。车辆加油登记

本显示，这些运输车上次补充油料还
是几个月前。

找到问题症结后，他们随即对车
辆输油管进行物理加热，同时补充加
注低凝固点油料。很快，所有车辆顺
利启动出库，奔赴预定地域。
“备战打仗容不得半点纰漏，装

备管理保障不能有死角盲区。”“趴
窝”事件引起该旅党委高度重视。他
们举一反三，围绕精细抓爱装管装教
育、常态保养、故障维修、队伍力量、
应急演练、定期考评等 6个方面，进一
步细化机关和基层职责任务。

为优化装备管理保障模式，该旅
区分季节制订装备管理工作手册、车
辆装备保养卡，确保一岗一册、一车一
卡，将战备标准和行动要求细化到人、
具体到车、落实到库，从制度上抓实装
备管理保障细节。他们还建立完善装
备定期检查、常用车辆定期轮换等制
度，结合日常车辆保障任务，动态掌握
装备性能底数，提高装备出动率与完
好率。

前不久，该连再次迎来战备拉动
演练，官兵行动迅速，提前完成全员全
装出动准备。
“装备管理保障无小事，必须从严

过细准备，以全时待战的姿态确保随
时能战！”岳晨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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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时节，记者探访火箭军某导弹
旅实战化训练场。无论是信息涌流的
指挥方舱，还是马达轰鸣的发射阵地，
都能看见士官发射架指挥长忙碌的身
影。他们或参与作战筹划，或娴熟指挥
号手作业。
“我们正在组织士官发射架指挥

长集训。”该旅领导的介绍，让记者有
些疑惑：整个训练场，除了两名技术人
员把关记录外，既无教员教学指导，也
无学员交流研讨，更像一次火力突击
演练考核。更意外的是，记者翻看集
训实施方案发现，与以往集训相比，理
论教学、专家授课等传统内容大为减
少，而交叉换岗实装操作技能训练、互
为对手处置特情等实装操作课目占了
绝大多数。
“这次集训，我们改变以往单纯注

重‘手把手教’的课堂模式，将重点调整

为‘实打实练’，让学员的真实能力在发
射架下见分晓。”负责把关的技术室高
工乔鹏贺向记者展示了手中记录表，上
面详细标注出学员操作失误项。

据介绍，该旅去年列装新型导弹以
来，曾多次组织士官发射架指挥长集
训。“但受思维定势影响，集训质量难以
提升。”乔鹏贺说，士官发射架指挥长大
多从重要操作号手成长起来，有的仍习
惯于一令一动、机械执行。
“未来战场，单个发射架极有可能独

立作战。作为战斗力链条上的重要一
环，士官发射架指挥长必须具备独立研
判形势、快速筹划处置能力。”该旅党委
统一认识后，及时调整集训模式，倒逼士
官发射架指挥长走出思维惯性，主动参
与作战、指挥作战。

训练场上，导弹发射进入关键阶段，
二级军士长王付忠综合研判数据，精准

下达口令。
“水不探不知深浅。”走下指挥位置，

王付忠感慨地说。有 10余年实装操作
经验的他，去年专业理论考核名列前
茅。对新型导弹指挥操作，王付忠原本
信心满满。

随后的一次演练，导弹进入最后
测试环节。此时，某按钮突然失灵。
经检修，故障得以排除，但耗费大量时
间。无奈之下，王付忠指挥发射架展
开缩时操作，慌乱中失误频出，险些贻
误战机。

据悉，集训期间，该旅还组织士官
发射架指挥长按作战编组复盘研讨，
逐一论证解决作战进程节点把控、指
挥协调配合中出现的问题。

伴随着声声口令，一场导弹“攻防
战”再次打响，士官发射架指挥长们迅疾
奔向各自战位……

火箭军某导弹旅士官发射架指挥长集训新风扑面—

这 次 集 训 像 考 核
■段开尚 孙丰皓 本报特约记者 田 亮

右图：前不久，第73集团军某旅

组织驾驶员场地驾驶训练。

本报特约通讯员 刘志勇摄

左图：2月中旬，南部战区空军

航空兵某旅开展飞行训练。

王国云摄

破除和平积弊 聚力备战打仗·一案一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