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别推荐

这两篇自发来稿，说的都是基层部队班长骨
干的烦心事。一个被“最放心”的名声压得喘不
过气，一个被“鞭打快牛”的现象逼得推拒工作，
读来让人既心疼也慨叹。在这里，想对基层营连
主官说几句话：如果您身边出现类似的情况，请

别急着怪这些班长骨干思想境界不高、觉悟不
够，而要先从自身查找原因。只要我们考虑事情
再周全一些、安排工作再周延一些、关注部属再
周到一些，就可以避免很多问题的发生。

——编 者

去年底，马蠡凭借优秀表现被评为

“四有”优秀士兵，但其过程说起来还有

些波折。

一直以来，担任中队军械员兼文书

的马蠡，为人踏实本分，工作能力突出，战

友们都很信任他，什么事交给他都能保质

保量完成，是大家眼中“最放心的人”。

“木马三练习补考不及格！”前年年

终考核，马蠡因为单项课目不及格，个

人军事体育考核成绩被评定为“不及

格”。看到成绩后，他苦涩地笑了笑，一

言不发走回了中队值班室。原本，他对

参与评选“四有”优秀士兵充满期待，但

这个成绩直接让他丧失了参评资格。

考核一结束，我立刻找到马蠡谈

心，平日里毫无怨言的他，第一次向我

倒起了苦水。他说自己的工作压力越

来越大，每天除了正常工作外，还要应

对各种各样的“求助”——

“小马，帮我做一个授课 PPT 吧！”

“小马，班长让我找你要两份战术

教案。”

“小马，我电脑技术不好，能帮我做

个表格吗？”

“小马，明天要检查登记统计材料，

咱们一起梳理一遍吧！”

……

“公事不能耽误，战友们的事也不

能落下，有时一件事还没完成，下一件

就接上了，而且值班室也不能离开人，

我哪有时间训练啊！”马蠡的话中充满

了无奈。虽然基础不错，但是新军事训

练大纲颁布施行后，一些课目的标准和

要求有了很大变化，他一直没有时间研

究，甚至有的课目一次都没练过。

这让我大受触动。确实，大家习惯

有事就找“最放心的人”，却忽略了他的

承受力，以致这个“最放心的人”被压得

喘不过气来。而战友的一句“能者多

劳”，更让他有苦说不出。

我与指导员商量后决定为小马减

负：一方面采取军械员兼文书值班轮岗

制，保证他们能有足够的参训时间；另一

方面明确岗位责任，要求官兵各司其职、

各尽其责，不能把自己的工作推给别人。

从繁忙琐碎中解脱出来后，马蠡更

多地出现在训练场上，成绩很快赶了上

来。去年年终考核，他达到了“优秀”，在

参评“四有”优秀士兵时，得到中队官兵

一致认可，终于获得了期待已久的荣誉。

不仅如此，值班轮岗制还被中队推

广到卫生员、“六小工”等岗位上，通过

以老带新培养更多人才，同时保证了每

个官兵的训练时间以及工作任务的完

成。这个做法不仅让中队工作运转越

来越顺畅，还被其他单位学习借鉴。

这件事让我意识到，要科学培养使

用班长骨干，为他们合理增压减负，不

能让他们“累并发愁着”。

（李鸿宇、刘一涛整理）

别有事总找“最放心的人”
■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十一中队中队长 张博文

因连长休假不在位，海军陆战队某

旅防化连的大事小情都落在了指导员

陶佳伟的肩上。他原以为只要明确时

间节点、标准要求，把任务安排给班长

骨干落实就行了，但现实并非如此。

这天，营里下达一项紧急任务，陶

佳伟找到有经验的三班班长方海军负

责，没想到，方海军以自己在忙装备整

治为由拒绝了。

“装备整治工作已经展开一周了，也

不见方海军汇报情况，他真的有这么忙

吗？”陶佳伟还想起之前安排教学法示范

任务，方海军也是以“我很忙”为由推

托。两件事加在一块，疑问不由得产生，

于是陶佳伟对三班来了一次突击检查。

结果陶佳伟发现，除了一两个人正

在擦车外，其他人都坐在一旁聊天，方

海军也在其中。陶佳伟顿时怒火中烧，

对方海军提出严肃批评：“明明在这躲

清闲，却跟我说‘很忙’，这是一个班长

骨干该做的事情吗？”

“指导员，我知道这样做不对，但也

是被逼无奈……”方海军连忙解释。

事情还要从去年年终考核说起。考

核前，上级要求统计装备器材情况，连队

把任务交给了装备最多的三班。为了不

影响备战考核，方海军带领全班加班加

点，提前完成了任务。然而令他没想到

的是，连队紧接着又安排了一项临时工

作，美其名曰“能者多劳”。三班的备考

时间被挤占，战士们的成绩都不理想。

“这种‘鞭打快牛’的情况让我很受

伤，我也算吃一堑长一智吧……”方海

军的一番话让陶佳伟心中的“火”一下

子熄了大半，原以为方海军的“我很忙”

只是偷懒的借口，没想到另有隐情。

但这是个例吗？为全面掌握情况，

陶 佳 伟 组 织 班 长 骨 干 开 了 一 次 恳 谈

会。会上，各班反映的内容和三班大同

小异。一班班长何志威还说了另一种

情况，有时一到周末就有临时任务，为

了不被占用休息时间，他们只得拿“我

很忙”作“挡箭牌”，甚至让部分年轻战

士产生了“既然休息时间干活，那就干

活时间休息”的错误思想。

听着大家的发言，陶佳伟也逐渐理

清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班长推拒工作

的背后是连队工作统筹出了问题，而且

事前沟通少、事中缺督促、事后无关怀。

他与在位的支委一商量，马上作出调整：

一方面加强沟通协调，一方面加强工作

统筹，合理安排工作任务，防止随意占用

官兵休息时间，同时用好表扬鼓励机制，

并在任务完成后留出总结调休时间。

新举措带来了新气象，班长骨干的

心气顺了，“我很忙”的借口也难觅踪

迹，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连

队建设有了新改观。

班长骨干为啥总说“我很忙”
■陈 岩 张潇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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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线路已经损坏四五天了，通

信保障部门迟迟没有派人检修，也没有

给出任何答复……”在去年底的新疆军

区某团机关基层双向讲评会上，合成三

营士兵代表陈家顺直言不讳，将收集的

官兵意见原原本本讲了出来。

陈家顺的发言不仅引起了参会基

层代表的共鸣，还受到了该团领导的表

扬：“这位同志讲问题直截了当、不遮不

掩，值得大家学习！”

“给机关提意见，能够有什么说什

么，我心里感觉特别舒坦。”双向讲评会

结束后，陈家顺发出了如此感慨。感觉

他话里有话，笔者继续刨根问底。

原来，以往基层给机关提意见，其

过程堪称“过五关斩六将”。陈家顺告

诉笔者，此前团里组织双向讲评会或者

座谈会，营里总会让连队提前选好发言

代表，发言内容要经过班、排、连、营的

层层审核，代表再按把关后的内容发

言。陈家顺无奈地说：“提意见变成了

背台词。”

对此，七连文书汪圣月也深有体

会。虽然上级明确要求，除紧急情况，

午夜之后各级不得以任何形式下发通

知，但连队值班室电话还是会在深夜

响起。虽然有时的确是重要通知，但

也 有 一 些 是 由 于 机 关 工 作 统 筹 没 搞

好，把本该白天下发的通知放到了晚

上甚至半夜。

“这是变形的‘五多’，不符合上级

要求，更不考虑基层感受！”饱受“深夜

来电”困扰的汪圣月，本打算在双向讲

评会上反映此问题，可谁知，他的发言

内容在经过各级把关后，改成了“机关

落实规定不够严格，工作统筹不够科

学，考虑基层实际不够具体”。意见提

得模棱两可，结果也可想而知，汪圣月

心里的“疙瘩”一直没解开。

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特别是涉及

具体人具体事时，官兵的意见时常会被

“温和处理”，原本直指问题、一针见血的

“火辣意见”，变成了“有待提高”“尚有不

足”“仍需加强”等不痛不痒的字眼。

去年 12 月，该团组织当月机关基

层双向讲评会，邀请基层官兵建言献

策，陈家顺作为士兵代表出现在与会人

员名单中。得知这一消息，排长和班长

对他千叮咛万嘱咐：“咱们在高原驻训，

环境艰苦，条件有限，很多事情首长机

关也力不从心，一定要把握好分寸”“别

让机关的同志下不了台，不然关系弄僵

了，以后工作不好开展”……

“既然让咱代表官兵建言献策，反映

的问题又不是空穴来风，为啥不让我敞

开了说？”带着困惑，陈家顺敲开营主官

办公室的门，把心中的苦恼说了出来。

陈家顺话音刚落，教导员和营长相

视一笑，说：“我们最近也在反思这件

事 ，把 大 家 的 意 见 模 糊 处 理 ，有 失 妥

当。以后啊，大家给上级提意见，我们

不会插手干涉了，只要实事求是，你们

尽管敞开说！”

双向讲评会结束后，团信息保障股

股 长 张 科 当 天 就 带 队 来 检 修 通 信 线

路。他不好意思地说：“最近大家报修

的问题比较多，需要逐个解决，我们的

工作进展慢了，望大家见谅！”

“既要让官兵有话‘敞开说’，也要

能‘随时说’！”该团还立足驻训实际，

打破环境条件制约，探索动散条件下

的“马上就办”机制，让基层官兵可以

通过多种渠道随时反映问题、提出意

见，机关则第一时间受理解决。此举

一出，立即赢得官兵一致好评。

﹃
只
要
实
事
求
是
，你
们
尽
管
敞
开
说
﹄

■
李
强
强

本
报
特
约
通
讯
员

李
梦
奇

潜 望 镜

长 白 山 天 池 ，-43℃ ，风 力 11 级 。

临近春节，记者跟随北部战区陆军某旅

天池哨所官兵，一同前往海拔 2600 多

米的天文峰巡逻执勤。

刚出发没多久，一个陡坡就出现在

巡逻队伍面前。上士董彦博告诉记者，

这是前往天文峰的必经之路，他们管这

段路叫“绝望坡”。

这段路不长，只有 500 米，平均坡

度却有 70 度。狂风吹得人睁不开眼、

看不清路，虽然穿着防滑鞋，脚底还是

打滑。董彦博说，即使在夏天没有积雪

覆盖时，爬上去也要 40 多分钟，并且随

时有滑落危险。

风大、天寒，坡陡、路滑，巡逻队伍

艰难前进。就在这时，上等兵刘涛涛从

背囊中拿出一根麻绳。巡逻队员一个

接一个把它绑在腰上，串成了一条线。

麻绳普普通通，看起来和日常用的

别无二致，但刘涛涛说，这是他们的“救

命绳”，而且这个办法，哨所官兵已经用

了 16 年。

长白山一年有 260 多天风力达 8 级

以上，瞬时风力可达 14级。天池哨所建

立后，顶着狂风巡逻成为官兵的常态。

刚开始，为了保证安全，官兵们在攀爬

难行路段时选择手拉手通过。但他们

很快发现，这样容易手滑跌倒，而且遭

遇突发情况来不及反应。

一天，排长张成偶然看到，水文监

测站一名工作人员腰系麻绳在工作，麻

绳的另一端固定在一根铁桩上。这给

了张成灵感，他意识到，执勤巡逻时也

可以采用类似方式。经过多次试验，他

们最终决定用麻绳把巡逻队员串绑在

一起，这个办法沿用至今。

越向上，积雪越厚，脚下越滑。距

离执勤点位还有不到 200 米，突然风力

加强，卷起地面浮雪扑向巡逻官兵。新

兵唐伟一个猝不及防，脚下没踩实，滑

倒在地，挨着他的两名战友也被带着一

起向坡下滑。

看到这一幕，记者的心一下子提到

了嗓子眼，冻僵的双手下意识地抓紧麻

绳，不敢放松。

“赶快趴下！抓住身边固定物体！”

经验丰富的哨长郭艳龙快速反应过来，

一边大声指挥滑落战士自救,一边和其

他战友施救。最终，在大家的通力合作

下，唐伟和战友被拉了上来。

稍事休整，继续前进。在出发一个

半小时后，巡逻队伍终于抵达目标点位。

站在峰顶极目远眺，天池尽收眼

底，记者仍心有余悸。虽然巡逻过程有

惊无险，但如果没有腰间的这根麻绳，

后果不敢想象。

“像这样的险情，我们每年会遇到几

十次甚至上百次，麻绳救过的官兵不下

百人。它就是我们的‘救命绳’，但我们

更愿意叫它‘英雄绳’。”郭艳龙说，别看

麻绳不起眼，却是他们最亲密的战友。

最初的那根“英雄绳”陈列在连队

荣誉室里，新兵下连、新干部任职的第

一课都会提到它。而新的“英雄绳”也

接过了使命，继续保护着巡逻官兵走过

长白山的沟沟坎坎。

“英雄绳”牵起巡逻路
■战地记者队记者 梅世雄 王琢舒 刘宝瑞

1月 11日，新疆军区库则温边防连执勤分队展开巡逻。图为官兵经过观察哨楼。 钞飞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