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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连里要整修训练场，当

时正好轮到我担任连值班员。看着训练

场上大片凹凸不平的地面，我已经对大

家“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动场景有了

预见。

前往训练场的路上，我心里打起

了 “ 小 九 九 ”： 我 担 任 二 排 排 长 不

久，如果在任务中给本排一些特殊照

顾，肯定能获得排里战友的好感。于

是，在明知一排在位人员少于二排的

情况下，我仍将场地按大小平均分给

两个排负责。

听到这样的安排，一排值班员马涛

私下找到我低声提醒：“排长，我们排

人数比二排少了不少，能不能按人数划

分任务区？”而我则拿出早已准备好的

说辞：“虽然一排人少，但二排任务区

里的湿泥和土坑更多，平整难度大，综

合来看差不多。你们不会这么斤斤计较

吧 ？” 一 个 “ 斤 斤 计 较 ” 的 帽 子 扣 下

去，马涛果然不再说话，回到排里组织

大家开始工作。

半个多小时后，二排率先完成任务

在一旁休息，而此时一排进度刚刚过

半，直到午饭时都没完成。就餐期间，

我听到一排战士小声吐槽：“吃完饭还

得接着干，二排人多，也不来帮帮忙”

“是啊，看他们早早弄完却在旁边等着

统一带回，如果按人数划分场地，大家

都能在开饭前完成任务了”……这些话

我听在耳里，却没放在心上，还在为给

了排里的“自己人”特殊照顾而洋洋得

意。

“ 重 点 说 一 下 今 天 整 修 训 练 场 的

情况，咱们排干活利索，挑几个表现

突出的表扬一下……”饭后，趁着一

排还在进行收尾工作，我找到二排值

班员金刚毅，叮嘱他晚点名的相关事

项。可听了我的话，这名老班长却把

我 拉 到 一 旁 ， 犹 犹 豫 豫 地 说 ：“ 排

长，我知道这样分配任务是想让大家

轻松一点，但你现在是连值班员，得

站 在 连 队 的 角 度 统 筹 工 作 。 都 是 战

友，哪有什么远近亲疏？如果大家都

有这种想法，班排之间就很容易产生

隔阂，连队凝聚力也会受到影响。再

说，咱们白天已经占了便宜，晚点名

就不要再表扬了吧。”

金刚毅的话不重，我却像挨了一巴

掌，感觉整张脸都烧了起来。此时再回

想一排战士说的话，我更是恨不得找个

地缝钻进去。我赶紧把二排的战友集合

起来，带到训练场，帮助一排完成了剩

下的整修任务。

“ 在 革 命 战 争 年 代 ， 每 名 官 兵 都

是 抢 着 承 担 急 难 险 重 任 务 ， 而 今 天 ，

我却因为私心寒了一排同志的心，影

响连队团结和谐，在这里，我向一排

的同志们道歉……”晚点名时，我向

大家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承诺今后一

定正确履行自己的职责，并请全连战

友共同监督。

（黎 斌、周之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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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战区某保障队官兵在进行灾害勘察分析。 唐天戈摄

篮球比赛、棋牌活动、电子竞技……

又逢周末，火箭军某旅二营机械连组织

的文体活动在 3 个点位同时展开，参加

活动的官兵个个兴致勃勃。活动接近尾

声，上等兵郭翔一路小跑到指导员何秘

健身旁询问：“指导员，下次活动咱们干

啥？”看着眼前明显意犹未尽的年轻战

士，何秘健满脸笑容地卖了个关子：“那

要看大家的投票情况啊。”

就在几个月前，提起集体活动，连

里还是另一番景象——连务会上，不少

骨干反映班排战士对文体活动颇有微

词，“浪费时间”“被迫参加”等抱怨频频

出现。“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精心策划

会把官兵期盼的周末搞砸了。”回想当

时的情景，何秘健仍觉得脸上发热。

年初以来，旅宣传科下发通知，要

求营连丰富官兵文化生活，加强文体活

动策划。为了落实“队列集会有歌声、

周末假日有活动、重大节庆有晚会”等

要求，何秘健大展拳脚，不仅要求每周

末至少组织一次集体活动，而且要求全

员参加，并在活动结束前点名查人。规

定一出，官兵们面面相觑，虽然嘴上不

说什么，但参加活动时大多热情不高。

这 样 的 情 况 一 直 持 续 到 4 月 底 。

当时，连队正在利用周末时间组织篮球

比赛，但无论是场上队员，还是台下观

众都提不起精神。何秘健本就因为周

末假日活动的“遇冷”感到困惑，这下更

是坐立难安。在与战士们的聊天中，他

找到了答案：“唉，这几周任务重，本来

就很累，周末还要被迫参加集体活动”

“本想趁着休息洗洗衣服，再给爸妈打

个电话，这一场球赛下来，干什么都没

力气了”……

听了他们的话，何秘健如梦初醒，

终于找到了症结所在——周末开展活

动是为了丰富官兵文化生活，但因为自

己筹划活动的频率过高、要求过严，反

而给官兵造成了新的负担。

为了改变现状，何秘健组织召开连

务会，听取大家的意见建议。“适当降低

组织频次、减少活动占用时间，给战士

留足处理个人事项的时间”“组织活动

不能‘老三样’，可结合官兵需求，安排

跟家人视频、写家书”“全连不一定非得

围绕同一个活动转，大家可以各取所

需，按‘小群多路’的方式开展”……会

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提出不少好点

子。最后会议决定：集体活动从每周一

次改为两周一次，文体项目交替开展，

具体内容由官兵投票决定；全连活动和

分组活动同时进行，参与方式由“必须

参加”改为了“自主报名”，确保丰富官

兵文化生活的同时，不影响官兵休息调

整。

新做法带来新气象。如今，该连的

周末集体活动办得有声有色，官兵们的

创意也越来越多，在该连最新一期“我

最喜爱的周末活动”评选中，集体看电

影、“工兵好声音”等榜上有名。

周末活动咋开展？由官兵说了算
■范文佳

排长方阵记者探营

营连日志

记者感言

Mark军营

“这里让我感到了家的温馨，明年

我还要带着孩子来看你……”近日，军

嫂狄兰华带着两个女儿来到第 80 集团

军某旅探望丈夫邵光新。窗明几净，宽

敞明亮，家用电器一应俱全，与丈夫孩

子一起坐在专属公寓房内柔软的沙发

上，狄兰华脸上满是幸福的笑容。

据了解，以往，该旅单独驻防营存在

公寓房环境差、基础设施落后等问题，导

致家属来队不得不选择自费入住营区附

近的酒店，或者勉强居住一两天就匆匆

离开。这种情况一度让官兵和家属产生

心理落差，甚至引发家庭矛盾。

“官兵的‘急难愁盼’就是我们的工

作导向。”今年以来，该旅成立专项工作

组，着力解决单独驻防营公寓房问题。

他们一方面走访驻地附近房产部门及开

发商，协调商定协议，租赁营区附近某小

区多套民用住宅，并对其进行重新装修，

让官兵和家属能够实现“拎包入住”；另

一方面，制订相关规定，对专属公寓房的

申请流程、使用资格等进行明确，区分不

同人员来队情况，根据公寓房户型面积

统一调配资源，实现精准保障。

公寓房准备妥当，暖心服务也及时

跟上。为打通服务官兵的“最后一公

里”，他们还给每套公寓房发放印有家

电维修、水电充值、医疗卫生等服务热

线的卡片，让来队家属足不出户也能解

决各种生活问题。

第 80 集团军某旅

单独驻防营有了专属公寓房
■王崇嘉 冯文星

近日，第 81集团军某旅舟桥分

队组织开展岸边植桩、水上机动、浮

桥架设等课目训练，提升官兵遂行

渡河工程保障任务的能力水平。

左图：校正桥轴线。

下图：岸边植桩。

王军杰摄

新闻前哨

盛夏时节，在崎岖的山路和高山峡

谷之间，西部战区某保障队正在执行勘

察测绘任务。仅耗时 10余天，他们便凭

借自主研发的某型全景数据采集车，完

成了过去靠人工难以完成的任务。

“这个装备是我牵头负责研制的。”

坐在屏幕前看着实时回传的视频资料，

某计划室主任、高级工程师王延斌告诉

记者，能够取得如今的成果，要感谢队

领导的支持，“整整 9 个月，我几乎未受

杂事影响，心无旁骛专攻精研。”

此事说来话长。2019 年 12 月，各

类会议、年终考核、评审授课等公务扎

堆展开。作为队里为数不多的大校军

官，王延斌本应成为这些工作的负责

人。然而，当时的他刚刚受领任务，研

发某型全景数据采集车。

这项任务急迫而艰巨——某型全

景数据采集车如直接购买，价格昂贵

不说，技术配置还难以达到业务需求；

如委托地方公司生产，不仅审批周期

长、采购手续繁琐，且后续还须做大量

调试，时间上不允许。

“王延斌负责的是促进战斗力建设

的重大科研项目，队里没有人能够替代

他，不准任何人无故打扰他。”没等王延

斌言明难处，队领导便在工作部署会上

明确，要保证科技人员把主要精力投入

科技创新和研发活动中，防止他们被繁

琐的事务性工作缠身而分心。

于 是 ，在 随 后 的 大 半 年 时 间 里 ，

王 延 斌 没 有 参 加 一 次 与 业 务 研 究 无

关的会议、没有代表单位参加任何迎

来送往、没有参加非必要到场的集体

活动……从方案设计、车辆改装到器

材采购、系统调试，经过 270 多天的专

心奋战，王延斌带领团队终于将某型

全景数据采集车研制成功。

“ 科 技 人 员 各 有 专 长 、各 有 任

务 ，在 培 养 使 用 管 理 上 不 能 搞‘ 一 刀

切’。”队长邓永兴深知，有时机关一

个 想 当 然 的 举 措 ，会 把 负 责 落 实 的

基 层 逼 得 束 手 无 策 、将 好 事 实 事 办

得 变 形 走 样 。 只 有 从 实 际 出 发 ，为

科 技 人 员 营 造 立 足 岗 位 、建 功 立 业

的 环 境 ，使 每 个 人 的 知 识 劳 动 得 到

应 有 的 尊 重 ，才 能 最 大 限 度 激 发 创

新 活 力 动 力 。 正 因 如 此 ，该 保 障 队

近 年 来 涌 现 出 一 批 专 业 过 硬 、独 当

一面的技术骨干。

谈到这个话题，专业技术中校陈

胤深有感触。2016 年，该保障队接到

上级命令，要求他们一周内完成某重

大任务。这副重担落到了陈胤肩上，

他大胆探索创新，带领 3 人加班加点，

提前两天完工。然而，上级机关验收

时，却临时提出了新需求，这意味着整

个项目将作出重大调整。

自 认 为 颇 具 新 意 的“ 作 品 ”被 否

定，陈胤措手不及之余，心中难免失望

和忐忑——原来的方案被推翻，时间

节点保持不变，如果完成不好，自己会

不会被问责追责？

果不其然，尽管此次任务最终如

期完成，但在复盘会上，仍有人提议对

陈胤进行批评教育。知晓前因后果的

邓永兴则直言发问：“这次任务返工不

是科研人员造成的，陈胤及其团队为

什么要挨处分？上级机关个别干部工

作考虑不周，不能让基层官兵埋单。”

“我当时已经做好接受处理的心理

准备，听到队长的话后，心里除了惊讶和

感动，就剩一个念头，以后一定好好干，

不能辜负组织的信任。”回忆起当时的情

景，陈胤仍有些激动。

好的工作环境能培养人、成就人，

也能留住人。在这个保障队，年轻官

兵扎根岗位、积极肯干，老同志也不遑

多让。59 岁的吴朝阳，是队里资历最

老的专业技术干部。在 40 多年的军旅

生涯中，他有 5 次机会离开这里，可每

一次都选择了留下。“一直待在这个单

位，有坚守初心的考虑，但更多的是因

为这里适合干事创业。”

“你为我创造条件成长成才，我为

你全力以赴履职尽责。”据了解，该保

障队成立以来，共取得 20 余项发明专

利。

“整整9个月，我几乎未受杂事影响”
—西部战区某保障队激发科技人员创新活力动力见闻①

■本报记者 郭丰宽 李晓霞 通讯员 张 倩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任何

人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用其所长才

能才尽其用，创造价值。然而，一些技

术密集型单位，对科技人员的使用管

理却出现了偏差，或没有将其放在合

适的岗位上，或让其从事并不熟悉的

工作，或使其深陷繁重的事务中，造成

了人才的浪费。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人才工作会议

上强调，要把握军事人才成长规律，把

握各类人才发展特点要求，创新管理

理念和方式方法，加强专业化、精细

化、科学化管理。中央军委办公厅印

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科技人员创新

活力动力的若干措施》明确，部队各级

要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进一步

为科技人才松绑减负。这启示我们，

要想把广大人才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

动性创造性充分激发出来，就必须将

其从各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束缚

中解放出来，集中精力干好自己专业，

心无旁骛深耕本职岗位。

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是尊重

人才应有的态度，也是用好人才需要

坚持的原则。西部战区某保障队的做

法，值得各级思考和借鉴。

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郭丰宽

编者按 强军之道，要在得人。习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深入破解制约我军人才工作的突出矛盾和
问题，统筹推进识才、聚才、育才、用才等各方面改革创新。近年来，西部战区某保障队立足部队任务和官兵实际，积极营造干事创业环境，
努力为人才减负松绑，进一步激发了科技人员创新活力动力，取得显著成效。请看本报记者发回的系列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