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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从“观望”到“追捧”

积分越多认可就越多

“这就和微信运动排名一样，一天天
看着自己的积分噌噌往上涨，特别有成
就感……”

某旅上士陈路和记者分享起每次看
到积分排名的心理感受时，整个人眉飞
色舞，滔滔不绝。可当初，听说自己所在
连队被定为士兵积分制量化管理试点单
位时，陈路却选择了观望，成为“沉默的
大多数”。
“士官量化考评连队一直在搞，不就

是以考核事项为主，以优秀、良好、称职、
不称职做个定性评价嘛。现在加了‘积
分’‘排名’的字眼，还能搞出什么新花样
来？”陈路回忆起大家当初的感受。
“积分制量化管理的前身确实是士

官量化考评。”据东部战区空军政治工作
部领导介绍，2017 年，军委和空军赋予
东部战区空军士官量化考评研究课题，
后来形成的士官量化考评实施办法，受
到军委机关肯定，并在全空军推广。

士官量化考评办法虽然也和年终选
取晋升、评功评奖挂钩，但偏重结果，对
过程激励作用的发挥相对不足。

调研、座谈、攻关……经过数月的思
想酝酿和理论准备，东部战区空军与国
防大学政治学院兵情实证中心一起，围
绕基层战斗力生成、提高基层建设质量，
探索形成了士兵积分制量化管理办法。
2019年 4月在 11个连队开展试点，2020
年 4月推广至多个师旅团数百个基层单
位探索运行。

积分制量化管理通过加分为主、扣
分为辅的积分形式，意在将传统的约束
式管理变为现代的动力式管理。它是在
《军队基层建设纲要》和条令条例框架
下，对士兵个人能力、行为和业绩等综合
表现进行全方位量化管理，并用软件记
录和永久性使用，按名次与个人成长进
步、奖惩、待遇相挂钩。
“人天生需要被认可，年轻官兵尤其

如此，积分制量化管理满足了年轻官兵
对‘向上向善向好’的价值追求。”试点之
一的某连指导员陈昊博向记者介绍：“士
兵的各种行为，不管是战备训练，还是日
常管理，都可以通过自己申报、干部骨干
审核打分的方式，做到点对点反馈和激
励，让士兵及时感知行为价值被认可。”
“谁工作积极主动，并主动申报工作

成绩，谁就有积分。”第一天不显眼，可一
周下来再看积分排名，起初对此不太“感
冒”的战士坐不住了，找到陈昊博：
“指导员，我干得不比其他战士少，

为什么我排名靠后。”
“你申报了吗？”
“没有。”
“只要你干的活对连队和部队有益，

都可以通过申报获得积分。”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以后多挣积

分，争取排名靠前。”
……
“指导员，我年底想留队，抢着挣积

分是不是有些‘功利’？”
“你是通过什么挣到积分的呢？”
“体能从良好晋级到优秀加 200分，

帮助连队升级 20多台强军网电脑系统
加200分……”
“能够为实现目标而付诸正当努力，

我为你点赞。其次，我再问你，你所指的
‘功利’事件产生的效果是否利于集体呢？”

……
正向激励释放出年轻官兵无穷的

内在动力。从羞赧观望到大方接纳，
似乎只在一瞬间，体能成绩节节高、
备战训练劲头足，战士们的变化在悄
然发生。更令陈昊博想不到的是，积
分制量化管理在营里士官选晋、评功
评奖等敏感事务上，会实实在在帮他
的忙。

那次，营里有 28 名同志报名士官
选晋，但是只有 21个指标，营党委决议
后拉出一条线：排名后百分之二十的直
接淘汰，前百分之八十的参与接下来的
竞争。

经过民主评议、支部研究等步骤，最
终马高辉、王宇等同志脱颖而出。
“马高辉民主评议、支部研究第一

名，积分高达 30847分也是第一名，众望
所归。”
“王宇 27049 分虽然积分略次于卢

林雨 28689 分，但由于是某主战岗位稀
缺人才，支部决议后将其排名提前一
名。”
“被直接淘汰的两名同志积分仅仅

17648 分、14345 分，他们半年军事考核
成绩也是垫底……”

在营公示栏前，由专业软件记录生
成这几名同志的积分排名，与支部研究
意见被一同公示。密密麻麻的数据像精
准细致的“行为银行”，准确客观反映了
每个人的情况，令大家心服口服。
“如果说《军队基层建设纲要》搭建

好了基层建设的框架，那么积分制量化
管理就像搭建了无形的阶梯。日积月累
的记录中，它让上进者凸显出来，也让懒
怠者无处遁形。”指导员余海洋感慨，新
制度实行以来，该营在选人用人敏感事
项上官兵普遍满意。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分制”与

党员发展、表彰奖励、士兵提干考学、选
取晋升等挂钩，立起了“优先者必优秀、
优秀者必高分”导向，督促战士形成自我
约束、自我激励、自我评价的意识，激活
基层建设一池春水。

“活标准”与“指挥棒”

积分难题要靠积分解决

“积分制实施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
都可以通过积分制本身去解决。”试点的
某机务中队指导员刘忠田培训时记在笔
记本上的学习感悟，不断被现实印证。

积分制刚开始实行时，三天两头就
有战士跑来找刘忠田“理论”，其中一件
事极具代表性：两名战士都排除了一样
的机械故障，但是一个积了 20分，另一
个却只积了7分。

原来，和传统量化先定标准后执行
不同，积分制量化采取“标准+权限”模
式，做到有标准按标准，无标准按权限。
连队大事小情纷繁复杂，很难事事制定
积分标准。以往管理者常常“有责无
权”，现在积分制却赋予主官、副职、班排
长等各层级管理骨干不同分值的“权
限”，可针对具体情况灵活赋分。

刘忠田叫来分队长一问原因，一个
是义务兵，另一名是士官，劳动的价值虽
然相同，但义务兵和士官能力和标准要
求不同，因此义务兵获得了高分值。

随着积分制模式不断深入推进，关于
加减分分值的“争论”日渐平息，大家对特
定事件积分标准的认定通过协商达成共

识。据统计，试点仅两个月后，就有11个连
队150名副班长以上管理者，对千余名战士
的日常行为和事件做出合理量化打分。
“你说标准在哪里？标准在每一名

官兵的心里。连队每天发生的事件千变
万化，任何标准都无法涵盖事物发展的
全部。放开让战士们做事，让管理者依
据权限打分，要相信骨干有合理纠偏的
能力。”东部战区空军政治工作部兵员和
文职处处长王鹏说道。

打开战区空军《士兵积分制量化管理
参考标准（试行）》方案，记者看到机关对
于“标准分”奖扣分项的设定亦饱含匠心。
——强化荣誉激励设计“段位分”：

明确军龄军衔、担任骨干等反映士兵个
人能力情况的积分点，清晰了层次区别。
——突出为战导向设计“贡献分”：明确

执行任务、比武竞赛、科研创新等13个方面
的奖分点，引导士兵提升战斗力“贡献率”。
——打破平均主义设计“浮动分”：

明确一日生活、建言献策等表现的加扣
分点，营造创先争优氛围。
“具体事务的加减分拟定既不能朝令

夕改，也不能一成不变，赋权管理骨干‘权
限分’的同时，更需党支部严把关、定方
向。”某部勤务连指导员李主涛认为，赋权
就得增能，积分制量化管理这个“新工具”
好不好用，关键在于党组织作用发挥得怎
么样。

该连有 10余名人员临时出公差，在

外单位承担集中攻关任务，教育管理等
则由连队负责。运行初期，连队根据工
作时长量化加分，一段时间后，发现对在
岗表现无法准确评价。

连队党支部研究后决定：与临时用
人单位负责人共同“双向打分”，即连队
根据他们的工作时长打分，用人单位每
半月对他们的具体工作表现进行打分。

一次次的“双向打分”，“管”“用”单
位共同探索出了积分的详细拟定标准，
并根据积分精准绘制出反映战士阶段工
作表现的“晴雨表”。
“能不能探索出使积分制量化管理

‘本土化’的法宝，十分考验管理者的能
力水平。”如同勤务连党支部探索出“双
向打分”的办法，刘忠田则重视充分发挥
好军人委员会的作用。

中队机组专业不同，机械、军械、电
子等各专业都要有“代言人”。他们在各
个机组选取素质好、威望高的同志加入
军人委员会，依据新训练大纲拟定好各
个专业加减分细则的基础上，遇见大项
任务等较大分值的加减时，则由军人委
员会共同商议、提出方案。慢慢地，奖扣
分的拟定、运行愈发完备。

此时，又一个无法忽视的现实困境
摆在刘忠田面前：积分制的落脚点在于
提升战斗力，可当前大量积分围着日常
管理兜兜转转，对备战打仗的直接贡献
率不高。

“积分制体现管理者的心愿，你的积
分指挥棒指向哪里，大家的工作热情就投
向哪里。”刘忠田细细咂摸着培训笔记里
的话，很快想出了应对之策。

几天后，经过连党支部商议，中队决
定将积分与整个机组维修排故捆绑起来，
奖分共享、扣分同担，且分值定档比日常
管理明显高出一截。

效果立竿见影。4个机组的团队意
识、协作意识明显增强，互检把关成为常
态，大大提升了工作质效，军械专业满载
挂弹时间较之以往缩短了一大截，挂弹效
率也相应提高。
“引入积分制以来，战斗准备缩短的

每一秒、官兵凭汗水和智慧积下的每一分，
都是战斗力提升最真实、最生动的证明。”
地导某营制导连指导员李伟告诉记者。

“管理者”与“被管理者”

被动管理变成快乐积分

“违规使用手机，纪律处分处罚太
重，口头教育又不能引起足够警示，此
时，连队根据具体情节酌情扣分。”
“我们通过设置专项加分项目，鼓励

士兵主动走上连队教育课的讲台，激励
他们参与教育、自我教育……”

采访过程中，几个试点连队主官不
约而同地和记者感慨，“积分制”以“标
准+权限”的简捷管理途径，立起了“按
纲抓建、依法抓建”的刚性标尺，拓展了
“知兵爱兵、以情带兵”的柔韧空间，刚柔
并济，充分调动官兵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让连队管理产生最大效益。

新军事训练大纲颁布后，指导员李
方程将编写题库和考核细则的任务公布
在连队“英雄任务榜”上，鼓励大家揭榜，
分值500分。
“重赏”之下，董晓飞、鲍建强两名年

轻班长鼓起勇气揭了榜。此后，两人主动
询问多方专业技师意见，大量收集资料进
行整理，忙忙碌碌一周多，最终在全旅范
围内率先完成了新军事训练计划和考核
细则制订，受到领导和战友的好评。

采访到的故事越多，记者越发感到，
“积分制”的意义已经超出了管理模式创新
本身，对基层建设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影响。

比如，积分制为评价人才立起了“标
尺”。不少基层主官谈到，以往对一名战
士的评价往往根据主观印象给出一个
“好”或“不好”的定性结果，很难逃出“近
因效应”的困扰，也带有很强的个人偏好。

如今，官兵的日常表现实打实地被
纳入积分当中，而且不清零，最终形成一
目了然的结果，让“优秀士兵”面孔更加
清晰起来，也为更多官兵成长进步树起
了榜样和标杆。

比如，积分制让部队与士兵家人建
起了“连心桥”。东部战区空军专门制作
了电子喜报，安排试点连队每周通过微
信向积分排名前 30%的士兵家长家属发
送。每个表扬都充满仪式感，激发了战
士们挣积分、争喜报的热情。

小小的微信喜报，能激起无数美丽的
浪花。记者看到部分连队主官与士兵家长
的微信聊天记录，收到喜报的家长往往都会
回一段长长的文字，字里行间透露着自豪。

某通信旅试点连共发送微信喜报
486人次，收到士兵家人反馈500余次，有
的家长家属收到喜报后第一时间在微信
朋友圈转发，纷纷收获亲朋好友点赞……
连队和家庭之间互动明显增多，思想工作
针对性也更强，完善了新时代部队家庭社
会三位一体的共育模式。

比如，积分制为基层厉行法治、杜绝
微腐败建立了“防火墙”。过去，在关乎
战士切身利益问题上，很难避免一些打
招呼现象，让基层感到头疼。如今，与积
分挂钩，一定程度挡住了外来因素的干
扰，纯正了基层风气。

记录着成长的汗水，蕴藏着成才的
印记。数百个基层试点单位中，193人获
得三等功以上奖励，281人提干或考取军
校，776项小发明、小革新、小创新等成
果得到推广运用，47个基层单位在上级
比武竞赛中获得名次，14个基层单位由3
年以上不沾先进边到被评为先进单位。

今 天 ，你 积 分 了 吗
——东部战区空军实施士兵积分制量化管理的探索与实践

■本报记者 李建文 通讯员 赵第宇 特约记者 潘梦婷

夜幕降临，东部战区空军某通信旅维修连

的班长们，正在使用上级配发的平板电脑进行

班成员的当日积分统计。

APP软件几分钟就完成了统计任务，数据

排名同步公示在连队走廊的电子显示屏上。

“今天，你积了多少分？”

“126分，你呢？”

“148分，我这周参加2次抢修任务，排名有

所提升，共积了1250分，全连排名第3，同年度兵

里排名第二。”

“我才110分，看来得加把劲儿，要不然落后

啦。”

……

熄灯号响起，盯着积分排名的战士们依次散

去。指导员李方程来到电脑前，看着士兵积分制

量化管理平台上自动生成的数据曲线若有所思。

士兵积分制量化管理在连队试点实行近两

年来，李方程几乎每晚都要看看自己连队管理

平台上的智能图表。

现在，连队已拥有一个庞大的积分“数据

库”：积分制量化管理系统每日记录士兵加分、

扣分明细并生成柱状图；每周生成连队战备训

练、日常教育等类别占比的饼状图；每月生成各

衔级、班级、专业之间的积分对比曲线图……而

且每一分都能在系统中追溯到得分缘由。

李方程越发觉得看似简单的积分背后，不

但藏着战士对连队战斗力的贡献率，也藏着解

锁兵心的钥匙和部队管理的艺术。

不负韶华，唯有奋斗。在青年官

兵的人生字典里，奋斗是每个人的“主

题词”。

东部战区空军探索推行士兵积分

制量化管理，就是让每一个人的奋斗足

迹可录、可看、可存。这就好比为每一

名士兵都建立了一个“行为银行”，每天

干的事通过积分来“零存”，在涉及士官

选晋、考学提干、立功嘉奖等事关个人

利益的关键时刻可以用积分来“整取”。

从2019年4月在11个连队试点，到

2020年在数百个基层单位探索运行，再

到发稿前在全区空军基层部队推广，东

部战区空军士兵积分制量化管理之所

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受到战士的普遍欢

迎。战士们形象地说：“这种用积分打

开‘奋斗’的方式，我喜欢。”因为它让原

来的“过程积累”变成了“过程激励”，

“被动管理”变成了“快乐积分”，每一分

都让战士们有成就感，让每一名战士随

时都保持着动力。

记者曾经担忧东部战区空军推行

士兵积分制量化管理，会不会给基层

造成繁琐登统计的负担，与上下各级

提倡的清理“五多”相悖。结果在深入

调研中发现，因为拥有科技、信息、网

络、智能等手段，连队干部、班长和骨

干，手持一个“掌中宝”，分数、排名、数

据自动生成，很快就能轻松搞定。更

让记者想不到的是，“积分制”还能帮

助连队干部从战士的积分排序变化

中，形成每名战士的行为和情感波动

曲线，成为训练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

的“好帮手”。连长指导员普遍反映，

实行积分制管理后，工作好干了，管理

轻松了，摆脱了大量管理事务，有了更

多精力去谋划建设部队。

作为这一重要创新实践的见证

者、参与者和推动者，国防大学政治学

院兵情实证研究中心王昌国教授，更

是为记者打开了一扇理性认识之窗：

士兵积分制量化管理尊重士兵特征变

化，遵循教育管理规律，坚持以效能为

核心，以激发活力为根本，运用“及时

反馈”“动态跟踪”“体育竞技”“机会均

等”与“不可预期”等激励机理，通过适

时不间断地对战士行为评价加分，做

到“点对点”的认可和及时反馈，契合

了青年战士渴望“被关注”“被赏识”的

心理需求，增强了战士主人翁精神和

争先创优意识，走出了一条新时代连

队士兵教育管理的新路子。

积分激发活力，行为改变认知，习

惯积淀品质。士兵积分制量化管理在

东部战区空军的成功实践，证明它是

行之有效的，契合部队实际需求。记

者相信，它一定会对创建具有我军特

色、体现时代要求、赢得效能优势的士

兵教育管理工作模式提供智慧方案。

让士兵的奋斗直观可见
■李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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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谁英雄谁好汉，积分榜上比比看。 王 磊摄

图②：每名战士的积分每月张榜公布一次。 马金岩摄

图③：体能成绩达到“优秀”的战士，收到积分排名靠前的喜报。 马金岩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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