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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看花容易绣花难”。部

队管理要想取得实效、见到真章，就要

多下绣花功夫。

绣花，始于构图。好的绣花作品都

是从一幅构思精巧的“绣图”开始的，

“按图绣花”才能避免杂乱无章。同样，

抓管理也应“构图在胸”，善于从全局精

细筹划。对于部队管理来说，这幅“绣

图”就是以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为指

引，以促进战斗力提升为标准，以法规

制度为依据，坚持依法办事、依法管人、

依法用权，分级分类明确各项法规制度

执行的标准、步骤、时限、方法，细化责

任、明确分工、定准任务，做到量化到

岗、精准到人、具体到事。

绣花，丰于配色。千变万化的配

色让人赏心悦目，好的管理也应具备

千变万化的“色彩”。管理要严格落实

法规制度，但抓管理不能只有单一的

“冷色调”。管理者应真情倾注人文关

怀，让管理具有温暖人心的温度；用真

诚和热忱拉近与官兵的距离，不以己

之好恶苛责他人、求全责备；主动靠前

为 官 兵 解 决 困 难 、化 解 矛 盾 、消 除 顾

虑，把该做的事做好，该尽的责尽到，

把管理做得有声有色，让官兵心悦诚

服地接受管理、服从管理。

绣花，成于行针。飞针走线看似

平 平 无 奇 ，实 则 只 有 针 法 、技 法 相 互

协调，才能绣出一幅精美图案。部队

管理工作头绪多、内容杂，“手中千根

线，根根不能乱”，必须像绣花一样捋

顺线条、精准用劲。管理者应抓住干

部骨干这个“线头”，充分发挥各级组

织 的 力 量 ，齐 心 协 力 抓 管 理 ；扭 住 备

战打仗这条“主线”，立起围绕主责主

业抓工作抓管理的导向；盯住厉行法

治 这 条“ 基 线 ”，始 终 用 法 治 思 维 、法

治方式抓管理，确保一切工作严之有

法、严之有据。

绣花，定于整饰。绣完一幅图，还

要做好“回头看”，善于补针才能做到

画 龙 点 睛 。 抓 管 理 也 应 树 立 问 题 导

向，主动发现问题、积极解决问题，不

遮遮掩掩、不避重就轻。管理者还应

不断提升啃“硬骨头”的能力，深入基

层、蹲到一线，找出根源、找准症结，着

眼全局想办法、集中力量解难题，通过

“回头看”不断总结反思、积累经验，坚

决防止重蹈覆辙、旧疾复发。

绣花看似简单，但对绣花人的决

心、恒心、耐心要求甚高。同理，部队

管 理 是 一 项 长 期 的 、艰 苦 的 工 作 ，需

要 一 步 一 个 脚 印 ，日 复 一 日 地 抓 、年

复 一 年 地 管 ，不 能 时 紧 时 松 ，也 不 能

粗枝大叶、概略瞄准，更不能“烧三把

火”“砍三板斧”了之。各级应勇于担

当 、敢 于 干 事 ，以“ 蚂 蚁 啃 骨 头 ”的 韧

劲、磨穿铁砚的恒心，通过反复抓、抓

反复，确保部队高度集中统一和安全

稳定。

（作者单位：第80集团军）

抓管理要善下绣花功夫
■郑堰坡

学习须有目的，教育务求实效。学

有所思、学有所悟、学有所得，才能让官

兵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坚定理想信念、赓

续红色基因，不断夯实献身国防的思想

基础、激发精武强能的精神动力。

演训场是练兵备战的主阵地，做好

演训过程中的教育工作，直接关乎练兵

质效。第 71 集团军某旅结合演训任务

和驻地环境灵活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实

现了学以致用、用以促学的良性循环。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各级应

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事制宜开展教

育，确保任务展开到什么阶段，教育就

进行到什么阶段。同时，应注重挖掘驻

地红色资源、擅长开展现地教育，让教

育有生气、接地气、聚人气。唯有如此，

才能更好引导官兵把党史学习教育焕

发的政治热情转化为练兵备战的不竭

动力，让党史学习教育成为奋斗强军的

助推器。

因地制宜开展教育
■郑志江

“同志们，不远处就是酒泉卫星发

射中心，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就是

在那里成功发射的……”仲秋时节，大

漠戈壁驻训场，第 71 集团军某旅炮兵

营教导员陈涛利用训练间隙，给官兵讲

述“两弹一星”精神背后的故事。

20 世纪 50 年代，党中央作出发展

“两弹一星”的伟大决策。一大批优秀

科技工作者和解放军官兵深入大漠戈

壁，隐姓埋名、献身国防。

“弱水河畔扎营房，天当帐篷地当

床。三块石头架口锅，野菜盐巴当干

粮……”陈涛通过一首诗开始了这堂教

育课，“在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简陋的试

验条件下，广大科技工作者和解放军官

兵一边做试验，一边抓生产，向沉睡千

年的沙漠碱窝要粮要菜，在人迹罕至的

大漠戈壁创造了不朽的业绩。”

“两弹元勋”邓稼先带领年轻的大学

生团队，投入到自力更生研发原子弹的

艰辛攻关中。由于条件有限，与试验有

关的很多数学问题，他们只能依靠算盘

计算。为验证一个结论，他们曾历时一

年多，进行了 9次繁重复杂的计算……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程开甲

为我国“两弹一星”事业无私奉献、冲锋

在前，经历 30 多次重大试验任务，经常

面临生命危险。一次竖井试验，爆炸刚

刚结束，为了获得精准试验数据，他毅然

进入试验场地中心，争分夺秒记录……

大漠惊雷壮国威，接续奋斗谋打

赢。“正是一代代科技工作者，苦干惊天

动地事，甘做隐姓埋名人，才让共和国

的钢铁脊梁强固不屈。”聆听一个个感

人故事，一名干部动情地说，“踏寻老一

辈科学家开创‘两弹一星’事业的足迹，

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艰苦奋斗、勇于

攀登的光荣传统，永远是激励我们攻坚

克难、赢得胜利的强大动力。作为新时

代革命军人，我们必须坚持和发扬这一

光荣传统。”

从红色故事中汲取力量，在现地

教学中感悟初心。“我在城市长大，之

前对革命先辈的奋斗精神缺乏深刻的

理解。”首次参加野外驻训的列兵管政

杰说，野外驻训之初，自己对艰苦的工

作环境和高强度的训练难以适应，训

练效果不太理想。听完革命先辈的奋

斗故事，他主动发言：“我一定克服困

难、奋勇冲锋，利用野外驻训时机练强

本领。”

“同志们，革命先辈不求功、不图

名、不逐利，扎根大漠为国铸盾，献身国

防无惧牺牲，这种‘功成不必在我、功成

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永远值得我们

学习。强军事业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

一锤接着一锤敲。我们必须向先辈看

齐，立足岗位艰苦奋斗，献身国防精武

强能。”教育接近尾声，陈涛指着身旁的

某新型自行榴弹炮，感慨地说，“此次野

外驻训，我们的重点任务是在恶劣自然

条件下锤炼随打随转、快打快撤的硬功

夫，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有！”“有！”“有！”

官兵们响彻驻训场的誓言声，在沙

漠戈壁久久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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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刘佩伟、王东报道：“能

在休息时间做一次汗蒸理疗，感觉太

舒服了！”9 月中旬，北部战区海军某

大队管理技术队四级军士长杨德智，

结束战备执勤后走进单位刚建成的

“水兵汗蒸房”，随着温暖的蒸汽包裹

全身，疲惫感消除了不少。

“作为水兵，我们常年以港口码头

为家、与战舰海风为伴。”杨德智介绍，

由于大队担负舰船监护管理任务，官

兵需要长时间深入潮湿阴冷的舱室内

执勤，久而久之，有的官兵患上了关节

炎等职业病。

在 该 大 队 近 期 开 展 的 党 史 学 习

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中，这个

问题一经提出便引起大队领导的重

视。为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多次深入

基层调研，并邀请驻地医院专家来队

考察研究，决定为官兵打造一座“水

兵汗蒸房”。

据了解，“水兵汗蒸房”除淋浴间、

汗蒸室等功能性房间外，还设置专门

的理疗室，多功能按摩椅、超短波电疗

机 、中 频 治 疗 仪 等 理 疗 设 备 一 应 俱

全。卫生员于浩宇介绍，为了给官兵

提供更专业的理疗服务，大队还选派

卫生员前往体系医院学习理疗技术，

帮助大家掌握更多护理技能。

“以前一到阴雨天就腿疼，经过几

个 疗 程 的 理 疗 ，如 今 症 状 减 轻 了 不

少！”做完理疗后，管理技术队队长刘

孝辉高兴地说，“组织为官兵提供暖心

服务，我们坚守岗位、练兵备战的动力

更足了！”

北部战区海军某大队暖心服务助力职业病防治

多功能理疗设备解兵难

本报讯 记者张放、通讯员江毅

报道：仲秋深夜，刚执行完夜间巡逻任

务的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库管员林

松，走进该部新建的“深夜小食堂”，从

保鲜柜中选了一份盖浇饭放入微波炉

中。短短几分钟，一份热气腾腾的“加

班餐”便新鲜出炉。

“我们平时巡逻、执勤、查库等工

作昼夜不间断，官兵深夜排班执勤是

常态。虽然此前单位也为值夜班的官

兵提供夜餐，但大多是饼干、泡面等，

既缺营养也不可口。”林松一边就餐，

一边向记者介绍，前不久该部组织学

党史办实事活动，有官兵提出提高夜

餐质量的建议，被该部党委列入为基

层办实事清单。

经过集思广益，该部决定借鉴地方

便利店 24 小时营业的做法，打造方便

官兵自助就餐的“深夜小食堂”。他们

一方面购置保鲜柜、微波炉等设备，另

一方面组织炊事员集中学习制作盖浇

饭、小笼包等既营养美味又便于二次加

工的即热即食简餐。每天晚上熄灯前，

炊事员会根据当晚加班官兵人数精心

烹制夜餐，然后装进餐盒放置在保鲜柜

中。夜间加班的官兵需要就餐，随时可

到“深夜小食堂”自助加热食用。

记者采访时注意到，半个多小时

内，有不少夜间执勤归来的官兵到“深

夜小食堂”就餐。一名战士感叹：“夜

里执勤虽然辛苦，但能吃到营养可口

的热饭热菜，心里感觉暖暖的！”

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部改进夜间值班饮食保障

自助式执勤夜餐暖兵心
秋日，豫南某水域，青山环抱、碧波

粼粼。

湖中心的冲锋舟上，整齐摆放着数

套潜水装备；岸边，陆军某旅数名特战队

员蓄势待发。一场涵盖脚蹼快游、定向

渗透、水下射击等多项内容的潜水连贯

考核随即开始。

“出发！”裁判员一声令下，队员们鱼

跃入水。

打脚蹼是潜水基础课目。考核现

场，冲在最前面的队员柴金鹏划臂、蹬

腿，动作熟练流畅。其余队员也不甘示

弱，向着目标点奋力冲刺。一时间，湖面

泛起朵朵水花。

“第一名抵达 1 号目标点！”随着裁

判 员 逐 一 通 报 成 绩 ，陆 续 抵 达 的 队 员

们 登 上 冲 锋 舟 ，按 照 考 核 要 求 迅 速 穿

戴 好 潜 水 装 备 ，操 纵 冲 锋 舟 赶 往 下 一

个目标点。

“准备下潜！”到达目标点后，裁判员

一声哨响，特战队员们熟练地后仰入水。

水下定向渗透考核刚刚开始，特情

突至：潜水员杨安峰的呼吸装置“异常”，

氧气瓶气体耗尽。

面对特情，杨安峰屏气凝神，迅速游

向同组潜水员，通过手势向其示意。同伴

迅速递过自己的氧气咬嘴，二人交替呼

吸、结伴潜行，顺利抵达悬浮射击区域。

考核继续进行，难度不断提高。随

着 下 潜 深 度 增 加 ，水 下 能 见 度 明 显 下

降。队员钱磊完成悬浮射击的首弹击

发，准备第二枪射击时，水下暗流突然将

他推向另一侧。钱磊根据平时训练总结

的经验，快速调整射击姿态和身体重心，

顺利完成第二枪射击。

“水下悬浮射击的难度远高于地面

射击，从潜水训练之初，我们就不断探索

优化悬浮射击的动作技巧。”钱磊告诉记

者，紧张的节奏、严苛的标准，让大家在

近似实战的环境中进一步锤炼了水下作

战本领。

随着一声哨响，考核结束。现场指

挥员介绍，该旅基础潜水训练课目成绩

喜人，定向渗透、悬浮射击等高难度课目

也有新突破，官兵实战能力得到检验。

水 下 突 击 鏖 兵 急
—陆军某旅潜水连贯考核见闻

■张泽武 本报记者 孙兴维

党史学习教育进行时·一课一思

短 评

强军论坛

9月底，新疆军区某团组织实战化

演练。

石瑾光摄

9月下旬，武警广东总队珠海支队

组织应急处突演练。

吴思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