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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探营

最近，笔者在季度工作总结中发现，

有的单位明明工作干了不少，上级的指

示要求也执行了，但各项建设仍然止步

不前。原因是，这些单位干工作、抓落实

经常满足于走过场，没有真正下功夫、求

实效。

出现这种情况，有时是因为有的上

级机关不考虑基层实际，轮番轰炸、层层

加码，逼得基层被动应付、变通处理，但

更主要的原因是，这些单位及其领导搞

建设、抓管理只求“过得去、不出事”，不

求“过得硬、干成事”。

在基层建设中，有很多基础性、经

常性的工作需要反复抓实，久久为功。

但少数单位把这类工作当负担，认为其

费周折、耗时间、成效小、无关大局，于

是敷衍塞责、流于形式。往往满足于会

开了、话说了、文件念了、要求提了，至

于最终结果如何、效果怎样，却不太关

注和在乎了。

当前，经过调整改革的大破大立，各

部队面貌为之一新，正是全面搞建设、扎

实打基础、反复抓落实的关键期。越是

这个时候，越需要静下心来做好固本强

基的工作，而越是固本强基的工作，越需

要不厌其烦、肯花时间、千方百计地抓细

落实。所谓“山不厌高、海不厌深”，说的

就是这个道理。同时，各级领导和机关

也应切实立起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尊

重基层、体恤基层，服务基层、帮建基层，

减负增效、减少折腾，共同推动基层建设

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干工作不能满足于“过得去、不出事”
■张建明

Mark军营

连日来，新疆军区某防空旅警卫勤务连“尖刀班”展开特战课目训练，每天的

摸爬滚打让官兵们时常满身灰土。走下训练场，大家看着彼此的模样忍俊不禁，

相互帮忙拍打，训练的疲惫也随之消散。 宋石磊摄

训练之后

值班员讲评

基层之声
近日，武警浙江总队机动支队组织特战队员开展实战化对抗演练，锤炼特战队员实战能力。图为特战队员开展房屋

搜捕行动。 冯晨磊摄

“饭前小练兵是连长点名要求落实
的，而我发现有部分同志对此敷衍了
事，只是做做样子。”前段时间的一次连
务会上，我结合连长的指示，提出了自
己的一点想法，干部骨干们纷纷表示赞
同，指导员宋智斌也顺着我的话作了点
评。这让我意识到，“领导的话”似乎特
别好用。

有了这个想法，我在日常工作训练
中，便不时引用一下“领导的话”、提一
下“上级指示”：“连长说了，搞训练要一
人不落”“指导员说了，上教育课不要东

倒西歪”……说是“引用”，但是不是每
句话都确有出处，估计只有我知道。

起初，大家听到我的话，确实都会
头皮一紧，振奋精神，直到前两天体能
测试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当时，体能测试刚刚结束，大家四
散开来各自休息，我见此场景，便顺口
说了一句：“上级要求，组织活动必须集
体进行，没有例外。”“上级要求上级要
求，什么都是上级要求……”没想到听
见我的话后，大家不但没有动弹，反而
有人小声抱怨起来。我有些生气，不由
提高音量质问：“这话什么意思？你们
是对我有意见还是对上级有意见？”我
本以为这下大家该有所忌惮，没想到沉
默片刻后，以老班长袁宏的“爆发”开

始，战士们纷纷吐起了苦水。“排长，一
次两次可以，咱不能事事都谈上级指
示”“连长说、连长说，连长说完指导员
说，恐怕不全是连长指导员说的吧”“什
么 都 是 领 导 说 ，自 己 没 点 想 法 担
当”……七嘴八舌中，我的脸越来越红。
“我不该事事都打着领导和上级

的旗号……”当晚，我在点名时作了自
我批评，鼓励战士们多向我提意见建
议，并下定决心提升自身能力素质。我
想，借助“领导的话”“上级的指示”有时
确实便于传导压力，方便推动工作，但
这不是长久之计，要想说话落地有声，
还得有主见有担当，以身作则做好标
杆。做到了这些，你说出来的话，战士
们自然会听。

别乱打领导的旗号“唬兵”
■空降兵某旅机动指控营排长 罗 健

值班员：第 82集团军某旅榴炮三

连指导员 常 良

讲评时间：4月13日

最近，我在旁听安全形势分析会
的过程中发现，大多数班长只是传达
了上级下发的安全风险提示，简单罗
列了前期出现的问题，强调不要再
犯。只有个别班组织了交流讨论，但

发言内容“蜻蜓点水”，没有对事故问
题深入剖析。

同志们，召开安全形势分析会就是
要广泛发动群众、集思广益、积极建
言。安全工作功成于细，班长不能只当
上级精神的“传声筒”，要组织大家细致
排查身边的安全隐患，研究制订安全防
范措施，切实把预防关口前移，杜绝事
故发生。

希望大家今后组织安全形势分析
会时，要本着对自己、对他人、对单位
负责的态度，确实发挥好引导作用，
带领班内人员紧贴个人训练生活实
际，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鼓励大
家积极发言，提升安全意识，筑牢安
全防线。
（王轶、本报特约通讯员 李国臣

整理）

安全形势分析会重在“分析”

潜 望 镜

带兵人手记

前段时间，新疆军区某团按照上
级要求，每天晚饭后半小时，组织各班
利用手机应用软件开展自主学习。

二营三连上等兵邹宇航入伍前文
化基础比较薄弱，入伍后常常因为跟
不上连队的学习进度而暗自苦恼。自
主学习的推行让他十分高兴，他决心
利用好这个机会查漏补缺。

很快，邹宇航就记下了厚厚一摞
笔记，空闲时间还常对着笔记复习巩
固。正当他因为获益良多而感到欣喜
时，却被兜头泼下一盆凉水——月底，
营里统计网络自主学习情况时，邹宇
航被认定为“网络自主学习效果不明
显的个人”，还被要求“端正态度，加强
学习”。

原来，营里对于官兵自主学习情
况的了解，基本依托于学习软件自带
的积分机制。而软件的积分高低取
决于打开网页多少、是否完成软件自
带的“每日任务”以及各类理论考试
成绩的高低。而邹宇航因为要做笔
记，网页浏览时间较长，打开的网页
却较少，更没有时间完成所谓的“每
日任务”，加之他本就理论基础薄弱，
理论考试成绩虽有进步，但无法通过
这个方式赚取很多积分，最终因积分
不高被点名批评。

知晓原因后，邹宇航默默收起了
自己的笔记本。此后，他每天一领
到手机，就立即按照“每日任务”打
开软件页面赚取积分，还找到班里
的“学霸”战友帮忙参加软件中的理
论考试。

短短一周过去，邹宇航的积分“嗖
嗖嗖”往上涨，还被连队表扬为“网络
自主学习进步之星”。然而受到表扬
的邹宇航，却一点也不高兴。
“有收获没积分，有积分却收获不

大，我想学知识，但又怕挨批评……”
一天晚上，他在连队组织交流谈心
时，讲出了自己的感受。没想到，这

些话引起了大家的共鸣：有的官兵表
示，打开手机就是“完成任务、赚取积
分”，网络自主学习已渐渐变形走样；
也有官兵提出，半小时的学习时间有
限，为了多挣积分，网页大多只能一
眼带过，很多内容一知半解，虽然积
分高，但学习效果并不好。

进一步了解，该团机关还发现，有
部分官兵针对积分规则，研究出赚取
高分的“秘籍”，并在连队中悄然传
开。在一次突击检查时，甚至出现了
“一个人拿多个手机刷积分”的情况。

这一现象被搬到稍后举办的团理
论骨干培训班上，大家就此展开讨
论。有人认为，积分是一种有效的量
化标准，可以保证官兵基本的学习时
间。也有人说，没有效果的学习就是
浪费时间，方法再好也没用。还有理
论骨干提出，沉迷于刷积分不仅不利

于网络学习开展，还变相增加了官兵
的负担……
“‘唯积分论’是形式主义的变

种，背离了开展学习的初衷，必须加
以纠正。”交流后，大家达成共识，简
单通过积分判定网络自主学习效果，
既无法照顾到不同文化水平官兵的
需要，也不利于激发官兵学习的自主
性。团政委饶思生当场拍板，停止以
积分高低衡量官兵学习质量的做法，
让网络自主学习时间的掌控权回归
到官兵手中。

又到了网络自主学习时间，邹宇
航拿出“尘封已久”的笔记本，开始按
照自己的计划展开学习。他告诉记
者，营里取消了积分排名，以每月的学
习成果展示取而代之，深受大家欢
迎。“我一定努力学习，让战友们看见
我的进步！”邹宇航胸有成竹。

学习不是为了“赚积分”
■张尚志 本报记者 刘 堃

网络已渗入我们这个时代的方方

面面，从年轻一代被称为“网生代”可

见一斑。许多单位善于借助网络平

台、使用网络资源开展学习，是紧盯

官兵需求、紧跟时代脚步的做法，值

得肯定。但同时，也要清楚认识到，

许多软件在为我所用时，要结合实际

情况进行科学分析，不能被其“牵着

走”，陷入工作被动。

如 上 面 稿 件 中 提 到 的 学 习 积

分，其分数高低确实能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软件使用者在线时长、浏览

信息数量，但数据流量的简单统计

方式却不能完全反映官兵真实的学

习效果。简单生硬地将积分作为评

价官兵学习成效的标准，既树立了

不够科学的导向，影响了学风，还给

基层官兵造成了新的负担。而沉迷

刷积分的官兵就像在网络上打造

“虚假流量”的追星粉丝一样，眼里

只有积分的高低，而忘记了学习的

根本目的。

因此，利用各类软件开展学习，要

时刻保持头脑清醒，不要被“数据包

袱”所限所累，这样才能在更加广阔的

学习空间有所收获。

卸下“数据包袱”找回学习初心

■新疆军区某团政治委员 饶思生

亲历者说

“听说火力连有个老班长，训练时
间溜边溜号，被纠察通报了”“那个人可
是临时配属过来的‘宝贝疙瘩’，被通报
也不会有啥大事的……”一天，两名战
士在演练场上的一番对话，引起了第 80
集团军某旅摩步三营教导员迮兴晟的
注意。

战士口中的“宝贝疙瘩”，是该营从
兄弟单位临时协调来的一名骨干。这
种善用“外脑”、善借“外力”的做法，源
于去年驻训期间的一次“出师不利”。

当时，摩步三营作为主攻营参加演
习。没承想，还没出营区，打头阵的两
辆运输车就“趴窝”了。驾驶员费了九
牛二虎之力也没修好，幸亏驻守在不远
处的兄弟单位派来两名修理技师帮忙，
才最终排除了故障。尽管如此，三营还
是因为延误了进攻发起时间而受到上
级批评。有了这次教训，加之难以很快
补齐相关人才缺口，无奈之下，该营此
后遇到重要任务，就会申请协调兄弟单
位派人支援。时间一长，便由此引发了
教育管理问题。

这次演练，营长张勇专门协调了 5

名修理技师前来随队预先准备。不承
想，没过几天，这些加强配属的战士有
的就被通报批评。

这是怎么回事？带着疑惑，迮兴晟
找到火力连指导员黄超了解情况，而黄
超此时也正为这事发愁。“这些借来的
骨干认为自己是来帮忙的，有时不太服
管；而我们认为外来的都是客，也不好
意思管。”交流中，迮兴晟了解到，配属
到其他连队的官兵也基本处于“散养”
状态，本身工作积极性不高，连队干部
有时也不愿给他们派任务。
“这些战士在原单位都是关键岗位

上的尖子，为什么到了我们连队出现了
‘水土不服’，还成了大家眼里的个别
人？”营党委会上，一场关于加强配属人
员管理问题的讨论随即展开。
“他们擅长的多是小兵种、小专业，

我们连没有设置相关训练内容，大家练
不到一起去”“没有与原单位建立沟通
渠道，加强配属官兵在这里干好干坏一
个样，没有工作动力”“平时对他们关心
不够，需要时才想起来，导致其没有归
属感……”营党委一班人深剖细究，坚

持刀口向内，注重从自身查找问题，研
究出台一系列举措——

实行集体管理、倡导集思广益、组
织集中训练，由营保障连对加强配属人
员进行统一管理，根据原单位训练计划
制订相应的训练内容，并定期组织考
评；为加强配属人员建立成长档案，将
日常表现、训练成绩和完成任务情况记
录在案，在任务完成后一并移交原单
位，作为个人综合考评和评功评奖的依
据；为他们搭建能够发挥特长的平台，
让他们走上讲台、成为师傅，借此展示
才华，增进与“新战友”的感情。

改变悄然发生，加强配属人员有了
精气神，主动提出或认领课题，集智攻
关，经常加班加点到深夜。其中一名修
理技师张升告诉笔者：“在‘新连队’有
了存在感，‘老单位’也认同我们的成长
进步，在哪儿干好都‘吃香’，当然要好
好努力！”

近日，摩步三营开展阶段性工作评
比，将加强配属的 5名修理技师纳入其
中，这 5个人均在临时连队民主测评中
名列前茅。

第80集团军某旅摩步三营破解加强配属人员管理难题——

“别人家的好兵”该咋管？
■刘 辉 曹胜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