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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听着基层官兵的赞誉声，

新疆军区某团后勤保障股股长杨维心

里却很不是滋味。

这是为啥？原来，该团一个在外执

勤的连队晾衣场的晾衣架出现损坏，给

官兵生活造成不便。机关接到报告后，

第一时间派人驱车数公里赶去解难，发

现只是晾衣架的螺丝生锈脱落。维修人

员当即到不远处的五金店买来装上，仅

花费几元钱，晾衣架就恢复正常使用。

“连队明明有公杂费可以支出，也

有能力修好晾衣架，为何非要等着机关

来解难？倘若事无巨细都这样办，连队

的自建能力还怎么提高？”在一次双向

讲评会上，杨维道出了内心的忧虑。

不 承 想 ，他 话 音 刚 落 ，就 引 起 与

会 不 少 机 关 干 部 的 共 鸣 ：一 个 月 前 ，

有连队强军网电脑不能开机，宣保股

派 人 去 维 修 ，发 现 仅 是 线 路 连 接 问

题 ；有 连 队 门 前 大 灯 不 亮 ，检 查 后 发

现只是保险丝烧坏了，可基层还是向

机关求助……

“解决这类问题，既要基层积极作

为，也要机关放权放手。”团领导分析

道，一方面，换个螺丝就能解决的小事，

也要等机关出面，反映出基层依然存在

等、靠、要的思想；另一方面，虽然上级

对基层经费使用已有明确，但机关总是

增加一些规定之外的“规定”，捆住了基

层的手脚。

直面问题，立行立改。团党委很快

召开基层建设形势分析会，拿出一套系

统整改方案：

进一步规范经费使用程序，对时下

需要购买的物品，经连队党支部与军人

委员会研究后可以“先买后报”，并于每

周五统一办理手续；

机关派专人展开相关财务规定辅

导，明确采购范畴、开支额度等相关问

题，提高经费使用效率；

对照《军队基层建设纲要》制订“权

责清单”，进一步划分各部门权责，明确

什么该统、什么该放，避免基层事事报

批、机关大包大揽；

梳理基层自建的 10 个薄弱环节，

明确基层能做什么、该做什么，通过“股

连结对”等方式，精准帮助基层提高自

建能力；

常态化组织营连干部按纲抓建能

力轮训，依托政治干部活动日开展“基

层建设问题”专题研究，克服等靠要思

想，强化营连自主抓建意识……

与此同时，该团还将营具修理、电

脑使用融入“第二课堂”，利用课余时

间开展“三小工”“网络管理员”专业培

训，面对面解难题、手把手教方法，并

依托强军网开设“解疑答惑”专栏，方

便基层反馈建设难题，机关及时给予

指导帮带。

帮 建 张 弛 有 度 ，自 建 活 力 迸 发 。

日前，该团二连针对当前训练器材需

求增大、现有场地不足的情况，在机关

扩建场地的同时，不等不靠将闲置的

钢管焊接成单杠，方便官兵利用零碎

时间训练，有效提高了连队引体向上

课目优秀率。

几元钱能办的事，为何非要机关解难
—新疆军区某团提升基层自建能力的一段经历

■高 群 徐良伟

遇到困难上报机关当然合规合理，但是对于一些

小问题、小困难，倘若连队能够立足自身解决，既锻炼

能力，又提高效率更凝聚兵心，岂不更好？

既 然 解 决 问 题 的 方 法 近 在 眼 前 ，就 无 需 舍 近

求 远 坐 等 机 关 解 难 。 前 阵 子 ，我 们 连 队 一 台 打 草

机突发故障，有人提议再买一台，但经过几名战友

一番修理后，打草机很快就恢复正常，既节约了经

费 又 节 省 了 时 间 。 其 实 ，官 兵 中 蕴 藏 着 无 穷 的 智

慧，对一些常见问题总能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只

要 真 正 尊 重 官 兵 、信 任 官 兵 、依 靠 官 兵 ，鼓 励 每 一

名 主 人 翁 发 光 发 热 ，连 队 这 个 大 家 庭 必 然 会 建 设

得越来越好。

让每一名主人翁发光发热
■中部战区空军某地导旅班长 杨明波

授 人 以 鱼 ，不 如 授 人 以 渔 。 当 下 ，一 些 机 关 干

部只图解决眼前之急，却未曾想过举一反三。帮建

基层如果只“输血”不“造血”、只搀扶不帮扶，其结

果必然是：基层自建能力不见提高，机关忙里忙外

晕头转向。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基层建设会议上强调，要把指

导帮建的着力点放在提高基层自建能力上。作为一级

机关，在理念上要厘清“统”和“放”的界限，正确处理

“帮一时”与“帮长远”的关系；在行动上，要做好政策法

规解读，抓实基础业务帮带，闭合跟踪反馈回路，完善

容错纠错机制。唯此，基层才有勇气丢掉等靠要的“拐

杖”，机关也才有精力科学指导帮建。

厘清“统”和“放”的界限
■南沙守备部队某部干事 马高强

这些年，机关帮建基层、服务官兵的态度越来越

端正，作风越来越务实，出台了不少惠兵政策，办了许

多暖心实事。但与此同时，一些基层主官也感到机关

有时大包大揽，导致基层没有空间、放不开手脚，遇到

问题只能被迫“等靠要”。

远水不能解近渴，好心未必办好事。《军队基层

建设纲要》明确，基层小散远单位要做到组织能自建、

工作能自转、问题能自解、安全能自保。在做好政策

解读、明确工作规范、搞好培训帮带的基础上，机关应

充分还权基层，依规依据赋予基层相应的工作安排

权、人员使用权和财物支配权，充分发挥基层官兵主

观能动性，从而切实提高工作效率，提升抓建能力。

指导基层切勿大包大揽
■武警十堰支队某中队指导员 董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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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教导员 张吉东

讲评时间：1 月 14 日

上个周末，我发现开饭时间食堂很

冷清，不少同志只是集合到食堂转一

圈，拿上水果、饮料便起身离开。到宿

舍一瞧，吃零食的倒是大有人在。

经过询问，我了解到，有些战士对

食堂的饭菜产生了“味觉疲劳”，周末更

喜欢用零食来换换口味；个别干部骨干

没有树好榜样，有的默许了这种现象，

有的甚至还加入其中，这才导致周末食

堂变得如此冷清。

同志们，周末想换换口味的心理我

能理解，但要提醒大家，薯片、辣条等零

食口感固然不错，可如果当成主食长期

食用，对身体健康是非常有害的。同

时，根据防疫要求，点外卖、吃外带食品

等行为也是不允许的。

下一步，营里将组织炊事人员丰富

饭菜样式，提高饭菜质量，并在周末做一

些特色菜、家乡小吃，不仅让大家吃得香

甜，还要吃得健康、吃出战斗力。同时，

大家要严格按照防疫要求，加强自我饮

食管理，落实好周末在食堂就餐的要求。

（尚浩远、裴恒悦整理）

周末食堂缘何变冷清

临近春节，营党委组织寄送“成长

家书”活动，连长、指导员十分重视，为

每名战友都手写了寄语和祝福。薄薄

的信笺虽然很轻，但承载的关心和祝

福让人格外温暖。可是，听到这个消

息，我心里却五味杂陈，并没有像其他

战友那般兴奋。

“咋啦，指导员的寄语没有表扬到

你心坎上？”看到我的表情异样，班长杜

鹏飞开玩笑地说，“你去年在旅队和营

里的比赛中多次名列前茅，年底还被评

为‘四有’优秀士兵，就这成绩我都羡

慕，你的家人绝对给你点赞！”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入伍以

来，我刻苦训练、努力学习，既想为单位

做贡献，也想让家人看到自己的成长进

步——但说真的，“成长家书”这个活动

确实不适合我。

为啥？因为我家庭情况特殊，从小

跟着奶奶长大，她住在安徽农村，收取

邮件要去附近镇上，再加上识字不多，

眼睛也有些老花，只能让邻居帮忙代

读，实在是麻烦。与其这样折腾，不如

不寄了。

“宇航，别磨叽了，抓紧时间把地址

报给我。”班长打断了我的思绪。可我

内心还是非常纠结，忍不住向战友陈明

倾诉。

“我也不想寄家书，但还是报了老

家地址。”陈明的回复让我颇感意外。

原来，他父母常年在外地打工，今年春

节能不能回老家过年还不确定。

“咱不能辜负连队的好意，就算没

收到也当作收到算了。”陈明的说法倒

也没错，但我总感觉这样不合适。思前

想后，我还是决定向指导员钱策说出真

实想法。

得知事情原委后，指导员非但没有

生气，还利用党团活动时间进行了自我

批评：“这件事怪我考虑不周。活动出

发点是好的，但由于缺少沟通，没有切

合实际，寄家书变成了‘一头热’。既然

这样，我们变换一下家书的形式，使其

不再局限于一封信，好不好？”

思路一变天地宽。很快，连队便在

符合保密要求的情况下，根据官兵需求

推出了短视频、电子贺卡和明信片等特

色家书，而我也在报道员的帮助下录制

了一段 VCR，指导员还带着班长一起

上镜给我“捧场”。

“孩子，我看到你真高兴，你要继续

好好干……”接到奶奶的电话，我心里

乐开了花，情不自禁地对班长说：“今年

的家书不一样，真‘香’！”

班长回复道：“嗯，因人而异，满满

真情！”说罢，我俩相视而笑。

（姚 超、本报特约通讯员 何孝

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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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之声

春节前夕 ，第 80 集团军某旅

“夜老虎连”组织拍摄制作新年祝福

视频，并及时发送给官兵家人。

蒋东霖摄

虎虎生威

茅文宽茅文宽绘绘

晾衣架损坏，只是
因为螺丝生锈脱落
而已！

解决这类问题，既要基层积极
作为，也要机关放权放手。

倘若事无巨细都
这样办，连队的
自建能力还怎么
提高？

值 班 员：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三

支队指导员 鞠事奇

讲评时间：1 月 19 日

新兵来到中队有一段时间了，老兵

们处处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耐心帮带指

导，新战友也不怕苦不怕累，基本上已

经融入集体。但结合近期所见所闻，有

个问题值得讲一讲。

部 分 骨 干 在 带 兵 过 程 中 ，根 据 自

己的观察了解，将新兵进行了大致分

类，诸如“踏实肯干类”“思想活跃类”

“ 不 思 进 取 类 ”等 等 ，并 加 以 区 别 对

待。我认为，仅凭短期接触，就这样主

观地给新兵分类定性，是简单粗暴和

不负责任的。

同 志 们 ，可 能 在 大 多 数 骨 干 眼

里 ，新 战 友 体 能 还 很 一 般 、专 业 才 刚

入 门 、处 事 也 很 稚 嫩 ，但 我 们 每 个 带

兵 人 何 尝 不 是 从 这 个 阶 段 成 长 起 来

的？部队是温暖的大家庭，如此分类

定 性 怎 能 不 让 一 些 新 战 友 寒 心 ？ 下

一 步 ，中 队 会 开 展 针 对 性 教 育 ，并 以

“当我还是新兵时”为主题组织讨论，

希望引起大家的重视和反思，共同营

造和谐向上的氛围。

（王新桐、胡佳丰整理）

不要轻易给新兵分类

前不久，某连组织重温入伍誓词

仪式，不到半个小时里，除了向军旗宣

誓，还开展了参观军史长廊、挑应战、

表 决 心 等 活 动 。 本 意 是 通 过 仪 式 教

育，引导官兵回顾入伍初心、激励担当

作为。可仪式结束后，该连指导员了

解官兵体会时却发现，效果没有想象

中的那么好。

事后分析，除了官兵认知水平参差

不齐外，仪式活动没有精准对接官兵需

求、安排过紧过满也是重要原因。有限

时间内，配合活动一个接一个，在外人

看来形式多样，可官兵置身其中应接不

暇，缺少感悟和体会的时间，最终只能

是热热闹闹走了过场。

上述现象的发生，归根结底是仪

式组织者没有树牢效果导向，把仪式

教育搞成了形式展示。现实中，这样

的情况并非个例。有的单位片面追求

视觉、规模、宣传上的效果，忽略了仪

式的思想性、实效性；还有的单位组织

仪式机械重复、内容一成不变，让人枯

燥乏味……

“牡丹花好空入目，枣花虽小结实

成。”教育搞得怎么样，最重要的不是形

式如何炫目，而是官兵思想觉悟是不是

真正得到提高、思想问题是不是切实得

到解决。仪式教育作为我军思想政治

教育的重要内容和载体，具有激励、感

化、塑造、凝聚等功能，组织到位往往能

发挥强大的震撼力、感召力和引导力，

极大激发官兵情感认同、身份认同。但

倘若不注重方式方法，让仪式流于形

式，则空耗精力、事倍功半。

笔者认为，要搞好仪式教育，应科

学严密组织实施，搞好前期调查，集中

官兵智慧，做到既严肃庄重又喜闻乐

见；应充分考虑官兵特点、认知水平和

接受能力，合理布设氛围、把控节奏；

应精心设计，根据拟组织仪式的特点，

选择好场地，布置好场景，精选好背景

音乐，引导官兵沉浸其中，从而思想受

到熏陶、精神得到洗礼，真正让仪式教

育生威发力。

莫让仪式教育流于形式
■杨文献 李佳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