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基 层 传 真２０２２年２月１８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张良

“连队自主抓建方式更灵活，官

兵干事创业的劲头也更足了！”不久

前，第 78 集团军某陆航旅警卫调整连

创新开展的“读书明理、励志导行”

活动受到上级表扬，并作为基层开展

读书活动的样板在全旅推广。指导员

马文斌兴奋地告诉记者，连队的创新

做法能够得到上级充分肯定，正是旅

党委支持先进连队自主抓建取得的可

喜成果。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马文斌

用了一句网络流行语来表达心情。连

队连续 5 年被评为先进单位，马文斌

身上的压力很大。该旅作为乘着改革

东风组建的新单位，长期分散部署，

不光机关多点办公，不少营连也因任

务需要兵分多地。警卫调整连更是如

此，同时负责 7 个点位的执勤警戒，

加上连队多年先进，倍受机关重视，

他们在完成日常工作训练同时，每年

还要担负不少试点示范任务。

“遇到公差勤务，先进连队首当

其 冲 。”“ 一 有 大 项 任 务 就 把 老 教 员

派 出 去 ， 导 致 新 飞 行 员 成 长 慢 。”

“机关安排一项任务后，全连都得围

着 转 ……” 警 卫 调 整 连 的 “ 无 奈 ”

并非“一家之言”。机关在与直升机

一 连 、 无 人 机 连 等 先 进 连 队 座 谈

中 ， 大 家 都 不 同 程 度 地 反 映 ： 在 抓

建 过 程 中 ， 因 领 导 机 关 “ 偏 爱 过

度 ” 牵 扯 了 过 多 精 力 ， 导 致 本 级 难

以自主开展工作。

“先进营连作为单位建设中最具

活 力 的 部 分 ， 本 身 就 具 备 一 定 自 我

完 善 、 自 我 塑 造 的 能 力 。 正 因 如

此 ， 机 关 才 会 放 心 给 他 们 压 担 子 、

派任务。”该旅党委一班人对这一问

题 高 度 重 视 ， 带 头 进 行 反 思 ： 如 果

对 先 进 营 连 倾 斜 过 大 、 插 手 过 多 ，

越过了机关与基层的权责边界，反而

会让营连在自主抓建中束手束脚。只

有给先进营连充分减压放权，才能不

断激活基层建设内生动力，推动部队

高质量发展。

“ 要 赋 予 先 进 营 连 更 多 的 自 主

权，为干部骨干放手干事创业提供更

有 利 的 条 件 。” 该 旅 领 导 告 诉 记 者 ，

为 最 大 程 度 给 先 进 营 连 “ 松 绑 解

压”，旅党委明确要求机关各部门认

真梳理各项试点工作，对于可搞可不

搞的试点，坚决取消；机关在安排工

作试点和大项任务时，必须根据性质

分配给不同建设水平的单位，不能让

先进营连“能者多劳”。

此举一出，效果很快显现。警卫

调整连连长陈永军告诉记者，由于机

关“偏爱”，他们连曾经一年最多接到

过 6 项重大任务，可谓应接不暇。今

年以来，旅党委结合连队分散执勤特

点，只给他们安排了探索小散远分队

管理方法的任务，而将严寒天气装备

保养等示范工作安排给了其他连队。

有了更多自主抓建空间后，警卫

调 整 连 深 挖 自 身 在 个 别 训 练 课 目 的

“欠 账 ”， 持 续 开 展 “ 四 小 ” 练 兵 活

动，全力提升连队训练水平。去年底

军事训练考核，全连官兵均取得良好

以上成绩，连队被评为“军事训练一

级连”。

该 旅 领 导 介 绍 ，“ 减 压 放 权 ”

后，先进营连建设焕发勃勃生机。直

升机一连独立参与山地作战演练，圆

满完成超低空突防、机降突袭等作战

任 务 ； 无 人 机 连 在 多 兵 种 联 合 演 练

中，侦察贡献率超过 30%，受到导演

部好评。

关爱不偏爱 放心须放手
—探索抓建基层新思路新方法系列报道之三

■本报记者 刘建伟 通讯员 綦 欢 唐 嵩

领导感悟

众所周知，自古能者多劳，基层建

设也概莫能外。先进营连从来都是单

位建设的“放心人”、大项任务的“带头

人”。然而，正因为放心，机关就会常

压担子、频给机会，结果很容易出现

“帮建过度”的问题。

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一个单

位同样如此。如果把众多试点示范等

任务一股脑放到一个连队，势必会挤

占这个连队其他工作和训练的时间，

导致分身乏术、顾此失彼。如此一来，

先进连队负重前行，机关的“关照”就

成为了包袱。

有一种爱叫放手！这启示我们：

领导机关在倾心帮带的同时，也要注

重卸重减压，让先进营连保持正常工

作节奏。而要解决这个问题，既要加

强科学统筹，更要更新抓建理念，对先

进后进一视同仁。当然，最关键的还

是要追根溯源，端正各级领导机关的

政绩观。

只要我们不搞“形象工程”“亮点

工程”和一白遮百丑的“花架子”，把推

进基层整体进步作为抓工作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真正脚踏实地抓建帮带，基

层建设就能取得长足的进步。

卸重减压方能轻装前行
■某陆航旅政委 崔 航

“问君能有几多愁，只为任务过多

白了头！”采写这篇稿件，记者不由想

起了前些年基层官兵常说的这句顺口

溜。如今，随着科学抓建理念的深入

人心，这一问题正在得到解决。但必

须承认的是，稍不注意，领导机关就会

对先进连队“偏爱过度”，从而出现厚

此薄彼的问题。这一现象值得警惕。

为什么都喜欢给先进连队更多机

会？原因并不复杂，因为先进连队确

实建设基础好、完成任务好，交给他们

能起到示范引领作用。更重要的是，

抓建先进连队更容易出成绩，更容易

引起上级领导的关注。

但深入剖析就会发现，抓建基层

爱把目光和精力放到先进单位身上，

既暴露了部分领导机关存在图省事的

懒惰思想、出名挂号的功利思想，也折

射出为战抓建思维的淡薄，只是就抓

建而抓建，没有站在提高战斗力、打赢

未来战争的高度去想问题。

我们必须认识到，抓建基层不能

厚此薄彼，否则就将造成“长板更长，

短板更短”。须知，能打仗、打胜仗不

是靠哪一支力量，它依靠的是部队整

体推进、共同发展。

抓建基层不能厚此薄彼
■刘建伟

记者感言

见到身高 1 米 75 的下士陈子琦第一

眼，记者想到了奔跑的火烈鸟和山岗上挺

拔的松树。这名青春勃发的女战士为何

会倏然间让我脑海里闪出这样的意象？

“记得新兵下连分配专业当晚，我就

悄悄躲在被窝里哭了。”陈子琦说。

“为啥哭？”

去年还是上等兵就荣立二等功，年

底刚选取为下士的陈子琦忽闪着睫毛，

忽然显得有些腼腆。

“我自小性格比较要强，第一次远离

父母没哭，入伍训练磕磕绊绊冲不上光

荣榜没哭，但是一听到自己分配的专业

就绷不住了。因为战友们说，报务是冷

门，属于‘保底’专业，在现代战场上几乎

派不上用场，学得再好也难有施展本领

的机会。也就是说我的军旅生涯一眼便

能望到头，而我更渴望跟战友一起在演

兵场上冲锋。不过，第二天早晨，起床号

一响，我还是带着微笑站在了队列中。”

“想通了？”

“是，就那样‘咸鱼’了，不是我的性

格，更对不起自己的青春和梦想。虽然

岗 位 不 同 ，但 军 人 的 胜 战 追 求 是 一 样

的。”

陈子琦开始在岗位上默默拼搏。她

把超越的目光落在了连队的军士身上，

从体能到专业技能，盯住自己的短板弱

项一个一个过。电报接收和拍发，战友

们以百组为基数训练，她以千组打底，别

人跑 3000 米，她坚持 5000 米……

“有时累得坚持不住，我就在日记本

上给自己写励志语：战场上每一种通信

手段都是制胜法宝；每组字码背后，都联

动着战场上的千军万马；人只要勇于超

越自己，就会像树一样不停地向高处生

长。”她笑着说。笑容里带着沉静，亦有

战胜困难的自信与开心。

去年5月，陈子琦在考核中脱颖而出，

成为集团军参加“国际军事比赛-2021”

的预备队员。

“赛场就是战场。一眼望去，队员们

皆是各专业过关斩将的精武尖子。虽然

我是上等兵，但我相信，只要把手中武器

练到极致，梦想就一定会绽放。”

夏日岭南，热如蒸笼。耳边“嘀嗒”

声忽近忽远，变幻无常，各种干扰混杂其

中。她能准确捕捉到那些细如游丝的声

音，却注意不到身边密集的蚊虫叫。从

晨曦微露到繁星闪烁，一天下来，她的手

和脸上布满蚊虫叮咬的包，痛痒难忍。

“比赛地点在白俄罗斯，记得第一个

课目是无线电测向，我抵达第一个目标

点位时，突然没了信号，刚开始我怀疑是

在越野奔袭中自己的装备出了问题，后

来判定可能是信标失灵了。”陈子琦说，

“当时森林里一片寂静，像战争电影里的

场景一样，静得吓人。捕捉到熟悉隐秘

的‘嘀嗒’声后，我没有犹豫，果断向自己

判定的方向挺进，快速找到了 4 个信号

点。冲过终点后，结果如我所料，确实是

那个点位的信标出了故障。”

第一次出国参赛，上等兵陈子琦获

得赛场稳定拍发“最佳个人”，夺得女子

组无线电交换第一、IT 机构装备操作第

二，以总评第一的成绩夺冠。

“现在想想，当时我对报务专业的偏

见有些可笑，连国际军事比赛都专门设

置了课目，可见这个专业不可替代、大有

可为！其实，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每个战

位都有自己独特的声音，修理技师的‘叮

咚’声、报务员的‘嘀嗒’声、战车和战机

的轰鸣声……演兵场上的每一种声响，

都是履行使命、追求胜利的伴奏，也是军

人 梦 想 绽 放 的 声 音 ……”陈 子 琦 笑 着

说。这笑脸像连队门前盛开的紫荆花，

缤纷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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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 长 ，我 们 班 里 的 新 兵 小 杨 总

是 说 一 下 动 一 下 ，一 点 儿 主 动 性 都 没

有 ……”上个月，班长李鹏向我汇报了

小杨的情况。其实，在他汇报之前，我已

经关注到了小杨的变化，因为入伍之初，

小杨表现很积极。可为什么下连之后，

他突然没了动力呢？

为了找到答案，在接下来的两周时间

里，不管训练还是休息，我都默默关注着小

杨。轮到他站岗时，我更是借着查岗的名

义陪在他旁边，试图走进他的内心世界。

终于，在一天夜里，小杨向我吐露了心声：

“排长，我知道你是在关心我，李班长其实

也很关心我，只是他关心我的方式……”

原来，李鹏所在的班一直没有体能

尖子，他看小杨身体素质不错，就想把他

往这方面培养，所以总是逼着他加练体

能，结果不仅成绩没有太大提高，还出现

了训练伤……

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就更容易对症

下药。我一方面联系卫生队帮小杨治

疗训练伤，一方面和他一起研究规划更

适合他的成长路径。一天，当我在微信

朋友圈看到小杨发的一首小诗后，突然

发觉他的文字功底还不错，遣词造句很

有感觉，于是在和他商量之后，决定帮

他朝着连队新闻报道员的方向发展。

此后，每当空闲时间写新闻稿时，我

都带上小杨，和他一起研究写法，并鼓励

他勇敢尝试。

万事开头难，刚开始小杨大部分的

时间都是坐在电脑面前挠头，三天都写

不出一篇稿子，但我还是不断鼓励他，直

到他独立撰写的第一篇稿件在战区陆军

的网站上发表。

当晚，小杨在全连面前受到指导员

的表扬。激动的小杨找到我说：“排长，

谢谢你指点迷津，帮我找到了方向和自

信！”如今，小杨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不仅

成了连队的写作能手，其他各项工作也

越来越出色。这也让我意识到，作为一

线带兵人，要及时给陷入迷茫的战士指

明出路，别小看这种点拨，用好了说不定

会取得“点石成金”的效果。

我帮战士找自信
■陆军第 82 集团军某旅排长 肖 扬

“叠伞训练的时间都浪费在检查上

了……”作为预任伞降教练员，我在组织

新兵练习叠伞时，发现检查伞具用去大

半训练时间，导致新兵训练次数少、效率

低。正好连队号召教练员开展训法创新

活动，我想要是把伞具准备过程中繁琐

的检查步骤省略，训练效率一定能大幅

提高。

第二天到了训练场，我自信满满地

准备展示新训法。“下面开始叠伞，最后

统 一 检 查 ！”果 然 ，叠 伞 的 速 度 快 了 许

多。随即我看向连长，准备接受表扬。

谁知连长张琪直接叫停了训练，把我叫

到一旁。

“谁让你省略中间检查步骤的？你

想过后果没有？为什么不按照规定流程

组训？”面对连长接二连三的质问，我也

很委屈，明明是为了提高日常训练效率，

结果却挨了批。

“ 蒋 磊 啊 ，你 想 提 高 效 率 ，想 搞 创

新是好事，但不能头脑发热，想一出是

一出，单纯地做减法，更不能随便改变

训 练 规 定 。 检 查 多 一 次 ，安 全 就 多 一

分 。 难 道 你 忘 了 去 年 伞 降 集 训 ，兄 弟

单位因为检查不到位出现的特情？当

时 要 不 是 及 时 打 开 备 份 伞 ，后 果 不 堪

设想！”

连长的话给我当头一棒。我只想

到省略步骤可以提高效率，却忽略了检

查是对安全的保证。伞降难度系数大、

危险性高，准备就更要细、标准也更要

严，训练中流程少一步，实跳时危险就

多十分。

意 识 到 问 题 后 ，我 赶 紧 向 连 长 承

认 了 错 误 。 “ 蒋 班 长 ，利 用 下 节 课 的

时 间 ，再 组 织 大 家 学 习 一 遍 伞 具 检 查

的 要 求 ，然 后 组 织 随 堂 考 核 。”按 照 连

长 要 求 ，我 拿 出 教 材 和 队 员 们 逐 字 逐

句地学习。

“虽然平时训练有教练员反复检查

确认，但是我们也不能省略自查的步骤，

必须一步一查，这是要求，也是命令，更

是对我们的生命负责。”考核前，我再一

次强调了相关要求。

“开始考核！”随着我一声令下，队

员们有序展开，聚精会神地检查着自己

每一步操作和伞具的每一个部位。连

队 也 调 整 了 教 学 分 工 ，优 化 了 人 员 分

组，这下训练时间、训练场地都得到了

充分利用。我的“创新”虽然碰了壁，但

也为连队按纲施训提供了一个引以为

戒的反面教材。

（张潇赫、陈 岩整理）

检查伞具切莫省略步骤
■海军陆战队某旅仪器侦察连战士 蒋 磊

排长方阵

营连日志

身边的感动

Mark军营

2 月 9 日，第 72 集团军

某旅组织战术综合演练，检

验官兵战场侦察能力。图为

经过伪装的小分队交替掩

护，向“敌”阵地搜索前进。

桂方青摄

记者探营

警 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