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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微调查

Mark军营

主持人语

小 咖 秀

“打电话不好使，咋，还得跑一趟机

关？”5 月中旬，第 81 集团军某旅坦克一

连连长苑总明得知文书周波要去机关

一趟，截住他问道。周波停住脚步，转

身尴尬一笑，解释说：“连长，这事儿当

面说效率更高！”

“连队离机关 1000 米不止，来回一

趟加办事少说 1 个小时，麻烦！”说起这

事 儿 ，周 波 也 不 由 得 向 笔 者 吐 苦 水 ，

“其实事情也不难解决，打一个电话就

能办妥。”

“既然这样，为何非要跑一趟？”

“当时给机关相关人员打电话，那

边说手头有事正在忙，让晚点儿再打。”

周波坦言，“晚点儿”是晚多少，这让他

有点吃不准。再说，基层工作很繁杂，

想着“晚点儿”说不定就把事忘掉了，很

容易误事。如果人过去了就不一样，机

关人员也不好意思往外推，总能挤出时

间来解决。

基层认为是打一个电话就能解决

的事，可机关对此却有自己的苦衷：现

在机关人少事多，训练、开会、办公、检

查连轴转，实在是分身乏术。

宣传科干事张凯帆告诉笔者，一

个连队打一个电话，汇总到机关可不

止 一 个 电 话 。 再 说 ，基 层 一 个 电 话 ，

机关就要解答、解决、反馈，全套流程

走 下 来 并 不 简 单 。 有 时 一 天 全 在 接

听和处理基层电话，手头的活根本没

时间干。

机关有心做好服务，奈何工作实在

太忙，如何破解这个“难局”？该旅通过

调查研究，提出了“两手抓”的办法——

一手抓工作统筹，每月下发一份工

作指导，讲评机关基层当月任务完成

率，依据工作重点，按照时间管理的“四

象限法则”搞好任务分工，厘清各级责

任；一手抓手段创新，升级“在营全息领

导管理系统”，由系统区分事务轻重缓

急、自动流转信息、合理分配任务，让数

据多跑路，官兵少跑腿。

与此同时，他们还定期安排机关下

基层送服务、组织机关基层双向讲评等

活动，在提高服务质量中增进感情，在

加强交流沟通中增进理解。一段时间

以来，基层的抱怨少了，大家的心气更

顺了。

有些事，并非“打一个电话”那么简单
——来自第81集团军某旅的案例解析

■本报特约通讯员 江雨春 通讯员 王 鹏

某 部 为 给 基 层 减 负 ，接 连 出 台 了

一 系 列 措 施 ，然 而 一 位 领 导 在 营 连 蹲

点时却发现，主官手头的材料没少，桌

上的文电没薄，“五多”问题涛声依旧，

基层甚至比过去更加繁忙。

这种情况并非个例。各单位都针对

减负工作出台了不少规定措施，有的还

专门下发通知，要求限制文电字数、减少

派工作组次数等等，但在一些单位仅仅

起到“雨过地皮湿”的效果。据笔者观

察，这主要是少数领导和机关的思维模

式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仍习惯于用会

议落实会议，用文件落实文件，导致“五

多”越减越多。

疫情防控期间，官兵们一句玩笑话

令笔者印象深刻：“工作组、会议大大减

少，部队的工作反而运转得更加通畅。”

说者无心，却值得各级领导检讨反思：

我们到底有多少工作是可以做减法的？

领 导 依 法 决 策 、机 关 依 法 指 导 ，

把 转 变 思 维 模 式 作 为 减 负“ 突 破 口 ”，

摒 弃“ 老 一 套 ”的 工 作 思 路 和 运 行 方

式 ，把 不 该 开 的 会 坚 决 砍 掉 、不 该 有

的 检 查 坚 决 取 消 、不 该 下 的 通 知 坚 决

堵 住 ，才 能 在 源 头 上 有 效 遏 制“ 五 多 ”

问题的出现和反弹。

各 级 领 导 还 要 清 醒 地 认 识 到 ，减

负是一项长期工程、系统工程，需要持

续用力、久久为功，决不能因为上级强

调就重视一下，不强调就反弹回潮，甚

至出现“喊口号”“贴标签”等形式主义

现 象 ，一 定 要 拿 出 刮 骨 疗 毒 的 决 心 和

勇 气 ，在 了 解 基 层 、尊 重 基 层 、结 合 基

层实际的基础上，加强顶层设计，精准

找 根 源 、定 措 施 、抓 落 实 ，打 好 减 负 这

场攻坚战。

要找准减负的“突破口”
■杨 明

初夏的天山南麓，凛冽的寒风夹着

雪花漫天飞舞。

5 月 15 日 一 大 早 ，天 空 放 晴 ，海 拔

3160 米的南疆军区某边防团别迭里边

防连，一场特殊的“上墙”仪式正在举行。

“2020 年，杜春禄同志因工作成绩

突出荣立三等功留名‘好汉墙’，向‘好

汉’敬礼！”随着指导员方甲强的一声口

令，官兵们齐刷刷举起右手向这名老兵

致以崇高的敬意。

“连队 1991 年建成这面‘好汉墙’，

只 有 那 些 作 出 突 出 贡 献 、立 功 受 奖 的

官 兵 ，才 可 以 将 名 字 和 事 迹 刻 在 墙

上 。”方 甲 强 向 记 者 介 绍 ，四 级 军 士 长

杜春禄是一名连续扎根边防十几年的

老兵，他身上有股永不懈怠的精神，训

练 、带 兵 、教 学 等 方 方 面 面 ，都 是 连 队

官兵的楷模。

杜春禄是连队的训练尖子，曾参加

原兰州军区组织的狙击手集训比武，被

表彰为“十大优等射手”，为团队、连队带

出一大批训练骨干，被南疆军区表彰为

“ 昆 仑 卫 士 ”。 2016 年 ，他 第 一 次 荣 登

“好汉墙”。

连队有一个季节性执勤哨所叫乌宗

图什河哨所，距离连队 50 余公里。前往

哨所，需要翻越海拔 4000 多米的琼铁列

克达坂，到了冬季，道路经常被一两米厚

的大雪封阻。杜春禄每年都主动申请到

那里执勤，并开荒地搭温棚种菜、平整修

缮营区、架设铁丝网，由于知兵爱兵、工

作细致、经验丰富，他被官兵们誉为“模

范哨长”。去年，杜春禄再次荣立三等

功，第二次留名“好汉墙”。

“杜班长能再次荣登‘好汉墙’，我打

心眼里服气！”下士马超告诉记者，2017

年 7 月的一天，大风把哨所的房顶吹破

几个大洞，雨水直往里灌。为了不让大

家涉险，杜春禄在腰间绑上绳子爬到又

湿又滑的人字形房顶修补。看着杜春禄

不顾自身安危忙碌的身影，马超和战友

们都感动得流下了泪。

“在‘好汉墙’上留名是我最大的梦

想，总有一天我也要像杜班长那样，把自

己的姓名光荣地留在别迭里！”仪式结

束，即将踏上风雪巡逻路的列兵王帅龙

豪情满怀地告诉记者。

一句话颁奖辞：干好一件事不算难，

难的是把每件事都干好；干好一阵子不

算难，难的是持之以恒地干好。杜春禄

用永不懈怠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边

关老兵奋斗强军的好样子。

别迭里边防连四级军士长杜春禄——

永不懈怠，老兵再上“好汉墙”
■本报特约通讯员 向晓东 特约记者 张 强 记者 李 蕾

“陈昊，2分 41秒；朱光川，2分 43秒；

黄一展，2分 50秒……”前不久，第 73集团

军某旅二营组织 400 米障碍课目考核。

按照考核标准，支援保障二连多人成绩不

合格，连长时元祥有些坐不住了——此前

连队组织的障碍考核，全连官兵成绩优

秀，现在怎么突然下滑得这么厉害？

在连队随后组织的骨干碰头会上，大

家把矛头指向了障碍场。不少骨干谈到，

营区两个障碍场设置在不同地形上，有一

定的区别。连队官兵平时都喜欢就近组

织训练、考核，而这一次考核用的是大家

平时极少训练的障碍场，很不适应。随

后，时元祥又找各班战士了解情况，发现

把原因归咎于障碍场的人不在少数。

“都是障碍场，为啥还分‘亲疏’？换

个场地就不能打仗了？说到底还是能力

不过硬，‘练为考’思想严重！”在全连军

人大会上，时元祥的一番话让官兵们陷

入了沉思。紧接着，一场以“训练场和战

场的距离有多远”为主题的反思讨论在

该连展开，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深挖自身

与实战相悖的思想和作风。

与此同时，连队请来营里的“兵教

头”贺冬强进行 400米障碍训练的教学示

范，交流讲解技巧方法，组织开展互帮、

互教、互助活动，掀起练兵备战的热潮。

都是障碍场，为啥分“亲疏”
■吴浩山 本报特约通讯员 徐明章

“爸爸，长大后我也要穿上军

装，像你一样成为一名潜艇兵。”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北部战

区海军某潜艇基地组织“海娃”来

到父亲战位，体验军营生活，感受

军人风采，进一步增强了孩子们

对军人职业的亲近感和认同感。

图为一名“海娃”正在通过潜望镜

模拟观察“敌情”。

王兆瑞、涂聪武摄影报道

值 班 员：新疆军区某团二营政治

教导员 易云耀

讲评时间：5 月 24 日

这周营里检查在外人员情况，总的

来看，多数连队能及时联系并掌握在外

人员的动向，但有个别连队对在外人员

长时间不联系，理由是官兵离队前签订

了《安全责任保证书》，上面该提的要求

都提到了，就算出了事也是本人负责。

我还发现，有的连队主官认为签订

了保证书就有了“免责金牌”，万一出了

问题，向上级也有个“交代”；也有单位

为了推脱责任，签订保证书时还不忘加

上一句：“如有违反，后果自负。”

在这里给大家提个醒，官兵签订保

证书不等于增强了责任心，单位有了责

任书不等于出了问题就可以免责，各级

要充分认清责任，时刻铭记责任，本着对

自身和对组织负责的态度，真正把安全

工作抓紧抓实，而不是保证书一签了之。

（梁 晨、郝 超整理）

保证书不是“免责金牌”

本文提出的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而

且很多时候并非由主观原因造成。正

如文章所言，基层有抱怨不假，但机关

其实也有苦衷。

如何解决好这个问题呢？在现有

编制体制条件下，给机关增加人手的办

法显然不切实际，而像该旅这样通过加

强工作统筹、创新工作手段的方式提高

服务基层的质量效益，显然是一个可行

的办法，值得各单位学习借鉴。

除此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基层与机

关要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多一些相互

理解。机关必须牢固树立“基层至上、

士兵第一”的观念，及时帮助基层解决

矛盾问题。基层也要尽量提高自主抓

建能力，不能把机关当“拐杖”，养成依

赖症。

目前，部队仍处在调整改革爬坡过

坎的关键阶段，新旧转换期的矛盾问题

还有不少，尤其需要机关和基层齐心协

力、共同解决，大家多一些相互理解，少

一些指责埋怨，才能更好地推动改革

“红利”释放，从而进一步增加广大官兵

的获得感。

多一些相互理解
■张科进

“指导员，您能找小李谈谈吗？”一

次班务会结束后，班长覃秀鹏满脸无

奈地找到了我，“小李现在干工作一点

儿主动意识都没有，感觉就是‘当一天

和尚撞一天钟’。我私下找他沟通过

好多次，也没什么效果，这样下去肯定

不行……”

覃秀鹏反馈的情况，让我着实没

想到。在我的印象中，小李是个干劲

十足的热血青年，曾以全连总评第一

的成绩选取士官。随后，我便留心观

察小李的一举一动，发现他在训练场

上无精打采，几次课目示范找理由不

参加，担任连值日期间竟然还打起了

瞌睡……

“这样混下去可不行！”我找到小

李，单刀直入地对他进行了批评。“指导

员，其实我也想好好干。可班长岗位短

期内不会空缺，我干得再好也当不了班

长，还不如歇歇脚。”小李的解释倒是很

坦诚，同时表示接受批评。

连队支委会上，我把这个问题抛了

出来，大家认真分析后感到：这几年士

官留队比例提高，但班长岗位就那么几

个，有些年轻士官因此滋生懈怠思想，

工作中“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的并

非个例。

找到了“症结”，就要对症下药。随

后，我在连队组织了爱岗敬业教育，并

列举连队存在的精神不振、缺乏干劲，

作风漂浮、懒惰散漫，工作拖沓、草率敷

衍等倾向性问题，在全连展开大讨论，

激励官兵们状态“满格”干事业。

与 此 同 时 ，连 队 围 绕 军 事 训 练 、

日常管理、思想教育等方面进行量化

评比，将评比结果作为班长选用的重

要 依 据 ，走 开 班 长 能 上 能 下 的 路 子 。

为 了 进 一 步 鼓 励 先 进 、鞭 策 后 进 ，我

与 连 长 定 期 找 战 士 谈 心 交 心 ，让 混

日 子 的“ 红 红 脸 ”，给 工 作 积 极 的“ 鼓

鼓劲”。

积极营造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

让混日子的混不下去，使连队官兵的

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这段时间以来，

小李重新找回以前的工作干劲。我在

谈心时肯定了他的工作，并安慰他要

振奋精神、愈挫愈勇，小李看着我认真

地说：“接下来的日子我会加倍努力，

不给我的青春留下遗憾！”

（常皓博、本报特约通讯员王磊整理）

让混日子的混不下去
■第 80 集团军某旅摩步连政治指导员 孙翔杰

指导员之家

值班员讲评

长大后，

我也要当潜艇兵

转变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系列谈②基层之声

“为支援保障四连部分官兵办理身

份证，对装步七连下士小李的家庭实施

法律援助，协调侦察连四级军士长小张

的儿子入学……”近日，第 78 集团军某

旅机关常态化检查督导组深入营连，了

解掌握基层官兵困难解决进度，收集情

况反馈意见，以进一步提升机关服务基

层的质效。

今 年 初 ，该 旅 领 导 在 调 研 中 了 解

到，机关年年为基层办实事，仍有部分

官兵不满意。究其根源，原来是机关在

解难纾困过程中不注重跟踪问效，缺乏

一抓到底、善始善终的韧劲，导致出现

一些“半截子工程”。

服务基层无小事。针对基层反映的

实际问题，该旅领导态度鲜明：“为官兵

办实事解难题，必须做好‘下篇文章’，不

把问题解决掉绝不松手。”为此，他们在

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中，周密制

订为基层办实事计划，指定专人负责督

导落实，并逐一挂账销号；设立接待日制

度，由旅值班首长每周利用一个休息日

接待来访官兵，进行现场办公。

为确保官兵的急难愁盼落地落实，

该旅党委机关还通过网上问卷、基层讲

评、军属座谈等方式进行“回头看”，及

时实施督办问责，做到党委承诺一件，

办好一件；办好一件，基层满意一件。

据了解，该旅今年承诺要办的技能

培训、婚恋安居等 22 件实事，件件都落

到了实处，有的已办结销账，有的接近

尾声，赢得了基层官兵广泛赞誉。支援

保障四连指导员告诉笔者：“以前，帮基

层解难往往需要连队催促机关；现在，

机关按时间节点主动向连队反馈进度，

再也不会出现虎头蛇尾的情况了。”

第 78 集团军某旅为群众办实事一抓到底

挂账销号不搞“半截子工程”
■吴 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