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些故事很感人，但
离我们有些遥远。

官兵恳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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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再也不用为上报‘重点人’

头疼了！”看着机关新下发的规定，第

73 集团军某旅突击车七连指导员秦啸

长舒了一口气。

秦啸的郁闷从何而来？这还得从

一次上报“重点人”的经历说起。

前段时间，该旅组织人员筛查，要

求各营连认真摸排上报“重点人”，并

给每个连队规定了 6 个人的指标。

连队的情况自己了如指掌，明明

只 有 3 个“ 重 点 人 ”，如 何 能 凑 得 出 6

个？但任务不能不完成，这可一下子

难倒了秦啸。

无奈之下，秦啸只得找人凑数。他

坐在电脑前冥思苦想，半个多小时后，

战士李耀彬等 3人被填到表格当中。

说来也巧，这一天，李耀彬来连部

填写数据时，偶然间看到桌面上准备

呈报“重点人”的表格。

“这里面怎么会有我？”发现表格里

有自己的名字，李耀彬一时无法接受。

“班长，指导员是不是对我有什么

意见？”情绪低落的李耀彬回到班里，

委屈地找到班长张利诉苦。

张利听后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

脑，他很清楚，李耀彬一直是个很上进

的战士，只是最近家里出了点小事，状

态有些低落，莫非就因为这个被当成

了“重点人”？张利觉得不对劲，立马

找到指导员，想问个清楚。

“指导员，李耀彬怎么成了‘重点

人’？”张利的疑问让秦啸的脸一下子

红 到 了 耳 根 子 。 意 识 到 问 题 的 严 重

性，他一五一十向张利作了解释，并找

到李耀彬等 3 人当面道歉。

事情是过去了，但秦啸却苦恼不

已 ，如 果 下 次 还 要 按 指 标 上 报“ 重 点

人”该怎么办？

在一次机关基层双向讲评会上，

秦啸说出了自己的苦闷。对此，机关

干事也就“设‘重点人’指标”一事的来

龙去脉进行了详细说明。

原来，在前不久的一次思想调查

中 ，旅 里 要 求 各 营 连 摸 排“重 点 人 ”。

正 在 某 连 蹲 点 的 作 训 科 参 谋 王 晓 铭

发现，连队上报的情况与他了解掌握

的情况不符，便找到该连指导员询问

缘由。

“‘重点人’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

事，上报太多肯定会影响连队年底评选

先进。”出于这种考虑，这个连队故意漏

报了 2 人。尽管经过提醒，该连队最终

按实际情况重新上报，但本着实事求是

的态度，王晓铭还是把这个情况带回了

机关。机关某部门领导通过调研，发现

这种情况并非个例，于是这才有了后来

的“设‘重点人’指标”一说。

不设指标，连队可能少报漏报，机

关无法掌握基层真实情况，不利于针

对性开展工作；设定指标，基层不得不

硬凑人数，问题找不准不说，还容易影

响官兵关系、伤害战士自尊。

权衡利弊，综合考量，旅党委还是

叫停了“设‘重点人’指标”的做法。他

们结合学习贯彻中央军委基层建设会

议精神和新修订的《军队基层建设纲

要》，对照条令条例明确规定厘清“重

点人”范畴，让基层摸排有据可循；要

求“重点人”上报必须实事求是，且不

把人数多少作为评选先进的依据；要

求各营连对“重点人”做到早发现、早

疏导、常管理、常报告，做到心中有数，

保持部队安全稳定，共同构建团结和

谐的内部环境。

如今，走出阴影的李耀彬重拾自

信，主动申请担任连队的心理辅导员，

帮 助 连 队 开 展“ 重 点 人 ”心 理 疏 导 工

作，受到官兵一致好评。

上报“重点人”咋还设指标
■本报特约记者 赵 欣 通讯员 徐明章 吕 叶

前 不 久 ， 旅 里 按 计 划 组 织 学 习

“ 喀 喇 昆 仑 精 神 ”， 让 官 兵 感 悟 卫 国

戍 边 的 艰 辛 ， 鼓 励 大 家 珍 惜 现 有

条 件 ， 苦 练 打 赢 本 领 。 我 本 以 为 凭

借 自 己 精 心 准 备 的 教 案 和 视 频 ， 能

让 战 士 们 对 边 关 将 士 的 艰 苦 奋 斗 精

神 深 受 触 动 ， 没 想 到 现 实 却 给 我 浇

了一盆冷水。

在我动情地讲述戍边官兵每天要

在 车 马 难 行 的 雪 域 高 原 上 巡 逻 ， 用

脚 步 丈 量 长 长 的 边 境 线 时 ， 一 些 战

士 却 心 不 在 焉 ， 甚 至 有 好 几 个 人 面

露倦色。

见状，我本想当即批评，但转念

一 想 ， 这 样 可 能 只 会 让 他 们 口 服 心

不 服 ， 想 要 改 善 教 育 效 果 ， 还 得 搞

清 楚 他 们 到 底 是 怎 么 想 的 。 为 此 ，

在 授 课 间 隙 ， 我 专 门 找 这 几 名 走 神

的战士聊了聊。

“ 指 导 员 ， 我 们 从 没 去 过 边 境 巡

逻，而且以后也不大可能去，这些故

事很感人，但离我们有些遥远。”一名

心直口快的战士说完，其他几人也跟

着 附 和 ， 他 们 认 为 ， 授 课 没 有 代 入

感，就很难产生共情。

是啊，要想提升教育效果，关键

要让听课者融入其中，产生共鸣。想

通了这一点，我顿时心生一计。

第二节课刚开始，我走进课堂说

道：“我们不在教室里上课了，大家跟

我去登山！”此话一出，顿时引起一阵

议论。“课不上了，跑去爬山？”“指导

员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我没有多作解释，而是让大家跟

我一起背齐装具，往营区外的一座小

山 进 发 。 蜿 蜒 崎 岖 的 上 山 路 荆 棘 丛

生，哪怕不背装具上山，也得累出一

身汗。刚开始，有人不理解，觉得好

好 的 教 室 不 待 ， 干 嘛 非 要 到 山 上 流

汗。慢慢地，大伙似有所悟，不再抱

怨，而是一心往山顶爬。

好不容易爬到山顶，大家在树荫

底下席地而坐。我趁机给大家讲起了

“喀喇昆仑精神”：“大家刚刚只是背

着 装 具 在 平 原 上 登 山 ， 便 觉 得 有 些

累，而那些每天在雪域高原翻山越岭

的戍边战友呢，他们又是靠什么坚持

下 来 的 ？ 那 就 是 ‘ 喀 喇 昆 仑 精

神’……”

与之前教室里的场景截然相反的

是 ，教 育 课 堂“ 搬 ”上 了 山 ，大 家 虽 然

都很累，但一个个都在聚精会神地听

我讲述雪域高原的战斗故事，深深体

会到边关将士守卫国土、坚守战位的

不易。

此事过后，我深有感悟，教育不

能 空 讲 理 论 ， 更 不 能 “ 我 讲 我 的 ，

他想他的”，一定要紧扣官兵的思想

脉 搏 ， 贴 合 实 际 ， 让 他 们 对 教 育 内

容产生共鸣。

（罗周清、杨东龙整理）

我把教育课堂“搬”上山
■第 74 集团军某旅加榴炮营一连指导员 叶云翰

深秋的大漠戈壁，一场跨昼夜火

力打击演练拉开序幕。

“表尺 260，方向向左 0-11”“全

营 10 发齐射，放”……演练现场，新

疆军区某火力团火箭炮营列装多年的

某型火箭炮，通过营连子系统实现敌

情实时共享，成功完成了对目标区域

的首轮“炮火”覆盖。

“ 做 好 射 击 准 备 ！” 接 到 雷 达 预

警 信 号 ， 时 刻 保 持 箭 在 弦 上 的 各 类

防 空 火 力 单 元 ， 快 速 完 成 目 标 捕 捉

和锁定……

敌 情 实 时 共 享 、 空 地 密 切 配 合 ，

让新老火炮作战准备时间大幅缩短。

该团领导介绍，这是他们近年来坚持

装备融合发展的成果。

据了解，该团现有多种型号的火

炮，新老装备并存、信息化程度参差

不齐。尤其是近两年来，面临新一轮

装备更新换代，不少官兵出现“等一

等”的思想，认为“老装备很快就会

被 淘 汰 ， 等 新 装 备 列 装 后 再 大 显 身

手”“现有装备就算练得再精，也已经

意义不大”……

“不论装备如何变，战斗力建设一

刻也不能放松！”该团党委一班人着眼

实战需要，统一官兵思想，着力加强

信息整合缩短技术代差，最大限度发

挥现有装备的效能。

对 于 信 息 化 程 度 相 对 较 高 的 装

备，他们不断打通技术壁垒，搭设数

据链条；对信息化程度相对偏低的装

备，邀请生产厂家和技术专家进行技

术改造，更换老旧零部件和软件，使

老装备焕发新活力。在此基础上，实

现装备互联、信息互通、情报共享，

始终保持强大战斗力。

与此同时，该团充分发挥官兵聪

明才智，广泛开展小革新、小发明活

动，不断推出简便实用、功能多样的

模拟器材，为推动训练转型、促进战

斗 力 生 成 模 式 转 变 加 油 助 力 。 训 练

中，他们在检查镜上安装摄像头，录

制回放瞄准、跟踪、击发的全过程，

精确评定一、二炮手训练成绩；分业

训练期，他们运用信息系统将观察所

侦察的“敌情”，实时直通阵地火力末

端，指引火炮实施精确打击。

连日来，该团一边分批派出技术

骨干，前往内地兄弟单位和装备厂家

学习新装备知识；一边集中技术骨干

力量成立攻关小组，改进现有装备、

研究最新装备，确保装备融合发展不

脱节、战斗力建设不断线。

面对新老装备并存、信息化程度参差不齐的现状，如何加强
战斗力建设？请看新疆军区某火力团—

信息整合，新老火炮齐显威
■胡世坚 范 俊 本报特约记者 黄宗兴

值 班 员：联勤保障部队某新兵营

政治教导员 卢 蛟

讲评时间：9 月 24 日

近期，我发现新兵连部分骨干在组

织会议和日常讲评时，仅仅把上级的要

求和指示“机械式”地重复强调，并没有

结合自己连队班排的实际情况进行分

析讲评，更没有提出有针对性、可行性

强的办法举措，有些事情讲完了、强调

完了，到底该如何具体落实，大家还是

一头雾水。

比如最近开营务会时，针对近期训

练伤有所增多的趋势，营长强调要着重

抓好手榴弹投掷、单双杠练习等课目训

练伤预防。结果，二连在开连务会和组

织各排讲评时，只是提了“大家要高度

重视训练安全，防止出现训练伤”这样

机械重复的泛泛要求，并没有分析具体

原因、研判苗头趋势，缺乏具体可行的

预防措施。

同志们，对于上级重点要求的工作

和部署的任务，反复强调固然必要，但

绝不是机械地重复。我们在落实上级

指示、开展本级工作时，一定要结合单

位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转化

为行之有效的务实举措，并在后续任务

中抓好落实，这样才能带动新兵更好更

快地成长进步。

（胡 楠整理）

反复强调≠机械重复

值班员讲评

记者探营

指导员之家

莫给战士随意“贴标签”
■第 73 集团军某旅政委 朱森源

从表面上看，单位设定“重点人”上报指标，是出于安全

管理的考虑；实际上，这种简单机械的方式，是对战士的不

信任、不尊重，暴露出一些同志对教育管理不托底，心中乏

术、手中缺招。

瞒报漏报固然不对，硬报多报显然也不科学。一方面，

我们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区分和界定“重点人”，不应提高标

准、规定名额，更不应乱扣硬扣帽子；另一方面，对确定为“重

点人”的战士，应加强教育疏导，坚持对事不对人，改进带兵

育人方式，持续做好暖心惠兵、帮困解难工作。此外，还要注

重加强组织监督、领导监督、群众监督，妥善化解处理各种矛

盾问题，使各项制度规定贯彻落实不搞变通、不打折扣。

别让关心关爱“变了味”
■武警十堰支队警勤中队列兵 蔡盛泽

当兵远离家乡，工作训练艰苦，纪律约束严格，有时候再

遇上一些烦心事，情绪上有点小波动是正常的。平日里，班

长对我们嘘寒问暖，干部同我们交心谈心，大家将心比心，有

什么心事也都愿意倾诉。但如果因为战士产生一点思想波

动就被划作“重点人”，个别同志难免会产生以下情绪：一方

面担心领导对自己有看法，影响以后成长进步；另一方面也

会觉得没面子，产生一种不被信任的挫败感。

敞开心扉需要很大勇气，关闭心门往往就在一瞬间。

如果关心关爱只是为了套取战士的心里话、心中事，就会变

味变质，大家难免会在内心设防。这样既不利于排查“重点

人”，甚至还容易产生“重点人”。真心的关爱和真诚的交流

才是我们真心渴望的。

将心比心多帮助
■中部战区空军某地导旅发射班长 张建秋

我军著名的爱兵模范王克勤任班长时，在全班开展思

想互助、技术互助、生活互助活动，对提高班集体的凝聚

力和战斗力起到很大作用。后来，“三大互助”带兵经验

在全军得到推广。

在我看来，所谓的“重点人”，应该是更加需要重点关心、

重点帮助的人。作为一线带兵人，要继承和发扬我军的优良

传统，像王克勤班长一样真心实意把战友当成自己的兄弟、家

人，对有实际困难的战士，积极地排忧解难；对有思想包袱的

战士，耐心地疏导谈心；即使是个别战士有不合理诉求，也不

能一批了之、上报了之。“人心换人心，八两换半斤。”要知道，

你把战士看得多重，你在战士心里就有多重。

防患未然是关键
■南沙守备部队某部连长 金志标

在我看来，为上报“重点人”设定指标这一现象，表面上

是机关简单粗暴的“一刀切”，实则是基层带兵人责任感和

担当意识的缺失。身为连队主官，存在“怕出丑”“担心给上

级留下坏印象”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倘若单纯为了美

化单位形象，而对现实矛盾问题遮遮掩掩，则无异于因噎废

食、舍本逐末。

古之良医，往往在小病初起时就及时调理纠正，把病

患遏制在发病之前。统计“重点人”的根本目的在于尽早

发 现 问 题 、消 除 隐 患 ，与 其 绞 尽 脑 汁 地“ 凑 指 标 ”“ 瞒 人

数”，还不如把心思和精力放在加强教育管理 、发现问题

苗头 、化解思想症结 、妥善处理矛盾上。唯此，才能避免

文中提到的现象再次发生。

茅文宽茅文宽绘绘

近日，武警合肥支队组织官兵来到驻地渡江战役纪念馆，通过参观革命文物、聆听前辈讲述战斗故事、

讨论交流，激励官兵继承优良传统，以更加高昂的士气投入强军实践。

本报特约记者 徐 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