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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探营

亲历者说

闪耀演兵场

互联网邮箱：jbjccz@126.com
强军网网盘：jbjccz

“车辆配件请领单已上报 3 次，

依旧没有得到回应”“夜训结束后，大

家常常饥肠辘辘，希望可以参考其他

单位做法，开设‘深夜食堂’”……站

上机关基层双向讲评会的发言台，第

74 集团军某旅中士李仔豪逐条列出

从营里收集的意见建议。随后，其他

连队的官兵代表纷纷登台，带来基层

的声音。

令人稍感意外的是，这场机关基

层双向讲评会，全程不见基层主官发

言。该旅领导介绍说，这是他们的一

次新尝试。原来，第一季度机关基层

双向讲评会后，他们根据基层主官们

反 映 的 问 题 建 立 了 清 单 并 督 促 整

改。就在他们以为可以形成“发现问

题－督促整改－解决问题”的闭合回

路时，旅领导的网上信箱被各类“诉

苦状”塞满了，官兵们反映的问题和

清单上开列的内容大相径庭。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旅领

导经过仔细了解发现，问题出在基层

主官身上。许多基层主官担心，如果

讲评的内容过于深刻、反映的问题过

于尖锐，会使基层和机关业务科室关

系“闹僵”，于是他们主动“过筛子”，

把官兵反映强烈的棘手问题滤掉，导

致最终督促整改的大多是一些不痛

不痒的小问题。

“对机关抹不开面子，在连队官

兵面前就能有面子？”“担心得罪机关

业务科室，难道就不怕得罪连队战

士？”交班会上，旅领导的一连串发

问，让参会的营连主官如坐针毡。

“双向讲评会，就该敞开说。既

然你们不想说、不敢说，那就让战士

自己说。”旅政委高先通一锤定音，决

定下次的双向讲评会由基层战士上

台讲评机关，全旅官兵当观众，大家

一起把矛盾问题“晒出来”“讲彻底”。

得知自己将要作为基层代表发

言，李仔豪深感“机会来了”。他跑遍

全营，与 30 多名战友交流沟通，还自

制了调查问卷，将大家反映强烈的问

题进行归纳整理。同样，四营营部文

书雷耀在会前也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广泛收集各单位文书的诉求，重点围

绕“五多”问题提出意见建议。

在讲评会现场，一些关于装备维

修方面的问题讲评，让旅装备修理科

科长蒋伟有些坐不住，他一一做好记

录，当场表态讲评会结束后马上着手

解决。不少机关干部也和蒋伟一样，

作了限时整改问题的承诺。

基层代表发言结束后，机关各业

务科室代表也纷纷走上发言台。他

们指出基层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

结合相关规定和自身工作经验提出

指导意见。

“摆出问题不是目的，解决问题才

是我们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如果

遮遮掩掩、回避矛盾，就会让新问题变

成老问题、老问题变成老大难问题。”

该旅领导说，让基层和机关都能直面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双向讲评才能真

正发挥作用，才能搭建起良好的沟通

平台，让改进工作的靶向更精准。

据 介 绍 ，这 次 双 向 讲 评 会 结 束

后，该旅根据会上提出的问题或意见

建议，组织机关和基层一一对号认

领、拉单列表，紧前推进、挂账销号，

并利用每周交班会通报整改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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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 评 机 关 工 作 ，基 层 主 官 有 顾

虑，变得畏手畏脚，个中原由，明眼人

一看就明白。这个时候，对双方只是

进行一般性的批评教育，估计效果也

不会太好。考虑再三，我觉得有必要

换一种思路和方式。

实话实说，决定让战士作为基层

讲评机关的“炮筒子”，我也有过犹

豫：一方面，担心他们发言时过于情

绪化，拿不准轻重，导致旧问题没解

决反而引发了新矛盾，破坏内部关

系；另一方面，也怕他们比基层主官

更加小心谨慎，搞一团和气，出现与

之前一样的情况，达不到预期目的。

但 从 实 际 效 果 看 ，我 有 点 多 虑

了。代表基层发言的战士不仅会前

作了扎实调研，做到了有备而来，而

且反映的问题也没有局限于个人利

益，而是更多地着眼部队建设大局。

也许是受了战士们的感染，机关同志

对基层的讲评少了求全责备，多了情

真意切，不仅点问题，也同时教方法。

其实，机关和基层，本就在一个战

壕里战斗、一口锅里吃饭，大家的目标

都是一致的，有啥不敢说、不能说的

呢？双向讲评会存在的意义就是搭建

一个机关和基层有效沟通的平台，大

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则改之、无则

加勉，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同把

部队建设搞上去，这样不是更好吗？

要营造畅所欲言的氛围
■第 74 集团军某旅政委 高先通

接到通知要接任连值班员时，我既

意外又惊喜，因为此前我从未有过任何

骨干工作经历。但此前我也默默观察

过，这项工作无非就是根据连领导要求

统筹安排每日工作，看起来并不难。然

而上岗第一天，我就遭遇了打击。

早上整队完成后，要接着宣布工作

安排，站在全连官兵面前，我一下子紧

张起来，大脑一片空白，事先准备讲的

内容也全忘了。但开弓没有回头箭，我

只好拼命回忆，最后磕磕巴巴地完成了

第一次“亮相”。

事后，我赶紧找到在骨干岗位工作

近 10 年的老班长请教。有了他的指导，

我后面几天就比较顺利。随着对工作

的熟悉，我开始有些“膨胀”了。

周四上午，副指导员通知我，连队

下午要参加旅里组织的教育课，让我提

前把参会人员名单交给他。我立马行

动，很快就完成了任务。

“怎么还差了 2 名同志？”教育课开

始前，副指导员查点人员时发现人数对

不上。我反复清点到场人员，始终缺席

2 名同志。

难道是名单出了问题？但上午统

计无法参会人员时，岗哨值班、公差勤

务等情况，我都考虑到了。就在我觉得

焦头烂额时，只听到一声“报告”，2 名完

成装备值班的人员进入了会场。原来，

我统计的人员名单没问题，但清点人员

时把他们忽略了。

如果说这件事暴露了我对连队工

作掌握不够的短板，周六下午发生的另

一件事则让我充分认识到自己的不足。

当时锅炉房因人手不够需要 2 名公

差，我按照本周公差派遣顺序，将任务

安排给 2 名上等兵。但大约半个小时

后，我看到他们还在宿舍玩手机。我以

为他们逃脱工作，不等他们解释便进行

了严肃批评。

事后，我向副指导员报告这件事，

没想到副指导员却批评了我。原来受

领任务后，这 2 名上等兵就去锅炉房帮

助干活了。看到有人前来帮忙，在锅炉

房值守的士官竟当起了“甩手掌柜”。

他俩一气之下就离开了锅炉房，返回宿

舍途中，被副指导员碰个正着，二人便

把整个过程作了汇报。

副指导员告诉我，作为管理者，发

现问题首先要调查清楚，不能仅凭想象

就妄下结论，对战士进行批评。带兵要

用心用情，可不是动不动就大嗓门、甩

脸色。

这件事给我深深上了一课。回顾

这 一 周 的 工 作 ，挫 折 不 断 ，收 获 也 不

断，我也开始反思：以前因为自己是非

骨干士官，对很多工作不是很上心，总

会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在

舒 适 圈 里 打 转 ，能 力 上 的 短 板 弱 项 被

隐 藏 起 来 。 这 次 担 任 连 值 班 员 ，不 仅

让 我 的 短 板 充 分 暴 露 ，也 让 我 迈 出 了

成长路上的重要一步。我心中有了更

加明确的目标，接下来，我会针对能力

短 板 进 行 提 升 ，也 会 抓 住 一 切 机 会 进

行锻炼，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更好地

履职尽责。

（刘松涛、苏延强整理）

值班一周，我终于认清了自己
■西部战区空军雷达某旅某雷达站中士 谢乐奕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

路！”近日，火箭军装备部某大队文职人

员战晓昕，参加完大队组织的“党史故事

会”活动，心情十分激动，她告诉记者，与

战友们同台演绎红色故事，让她从厚重

历史中汲取到奋进力量。

此次“党史故事会”是该大队推动党

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多项举措之一。他

们在原原本本学好指定教材、领导干部

领学串讲等“规定动作”基础上，充分凝

聚官兵智慧，拓展教育形式，培养选拔党

史讲解员、红歌小教员、理论讲习员，引

导官兵在教育活动中唱主角，鼓励他们

自编自排，以大家喜闻乐见的形式，还原

经典党史故事，提升教育的吸引力、感染

力。

经过精心准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的“党史故事会”应运而生。故事会共分

为 4 个篇章，分别是“开天辟地”“改天换

地”“翻天覆地”“惊天动地”，按照时间脉

络，通过情景剧、诗朗诵等形式演绎 16

个党史故事，引领官兵走进党的百年征

程，接受教育洗礼，重温初心使命，坚定

信仰追求。

“故事会以‘知史爱党、知史爱国、知

史爱军’为主题，串起了百年党史上的重

要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是一堂强

固 初 心 使 命 、积 聚 奋 进 力 量 的 特 殊 党

课。”该大队政委胡云平介绍说，演出人

员中，既有机关领导干部、也有基层一线

官兵，既有文职人员、也有离退休同志，

他们希望让官兵在亲身参与中更好地接

受教育，在学党史、讲党史中汲取力量，

不断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单位建设的

动力。

“英雄的形象在我心中变得立体鲜

活可感，让我深刻认识到自己的使命责

任，也更加懂得，奋进新时代，一刻也离

不开革命先辈那种勇于奉献、敢于担当

的 精 神 品 质 ……”参 加 完“ 党 史 故 事

会”，该大队专业技术干部郑永和道出了

官兵们的共同心声。

火箭军装备部某大队

16个党史故事汇入一堂课
■惠小宝 本报特约记者 唐永梅

“全连注意，前方发现‘敌’碉堡，两发急促射，放！”

仲夏时节，海拔 4800 多米的喀喇昆仑谷地，一场速射迫击炮实弹

射击考核正在进行。

接到实施火力打击命令后，新疆军区某红军团火力分队，按照战

斗编组向陌生地域快速挺进。刚机动到位，考核组的导调命令突然而

至，要求他们以直瞄射击的方式，迅速对“敌”坚固目标和暴露步兵群

进行精确火力打击。

据了解，这次实弹射击考核，考核组专门将面状目标更换成点状

目标，要求火力分队自主决策、快打快撤、多课目连贯实施。这些改变

对官兵精准操控火炮能力提出严峻考验。

只见受考分队官兵利用车辆快速机动的优势，迅即占领炮阵地。

驾驶员固定车位后，马上展开阵地警戒。炮长和各炮手相互配合，搜

索测距、装订诸元、快速开闩、装填弹药，整套射击准备动作一气呵

成。火炮怒吼，硝烟弥漫，远方目标被一一摧毁。

“全连注意，转移炮阵地。”第一轮火力打击结束后，指挥员程宇飞

率队立即转场，准备实施第二轮火力打击。各炮车迅速完成状态转

换，向新的炮阵地疾驰而去。

“以往合成营实弹射击演练中，火力分队一般在后方提供火力支

援，而现在可以变身为快打快撤的移动火力点！”该团领导介绍，这次

考核重点围绕“机动、打击，再机动、再打击”这一课题专攻精练，实现

了火力分队“打击快、撤收快、生存强”的目标。

图①：火炮击发瞬间。

图②：训练骨干进行装弹示范。

图③：接收命令，转移炮阵地。

喀喇昆仑炮声隆喀喇昆仑炮声隆
——新疆军区某红军团火力分队实弹射击考核掠影新疆军区某红军团火力分队实弹射击考核掠影

■■刘刘 永永 高高 群群 张张 立立 摄影报道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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