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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第 77 集团军某旅干

事、“为兵服务异地联系点”联

络员李永城（右一），带领战友

到正在高原驻训的战士杨志伟

家中，帮助其母亲解决家庭难

题。

蔡从润摄

图②：在一系列政策保障

下，官兵及军人家属幸福感、获

得感和荣誉感越来越好。图为

第 77集团军某旅干部冯棚一家

三口在驻地团圆。

王国文摄

曾经，办成一件
“小事”很难

在第 77 集团军某旅副教导员覃俊

光看来，为女儿覃玲紫办理入学手续本

应该是一件“小事”。然而，为了这件“小

事”，他奔波了一个多月。

前些年，覃俊光随部队移防至西藏

高原，他的妻子和女儿则留在农村老家

生活。眼看女儿即将到了上学年龄，覃

俊光又担心起子女教育问题：“让女儿留

在农村，难以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把

她 接 到 驻 地 ，怕 女 儿 无 法 适 应 高 原 气

候。”

去 年 年 底 ，一 则 喜 讯 传 到 高 原 军

营。该集团军出台规定，在高原服役的

官兵满足一定条件后，可以入住集团军

在 该 市 统 建 的 公 寓 住 房 ，解 决 子 女 入

学入托难题。凭借在部队的优异表现，

覃俊光成为首批享受这一政策的高原

军人。

按理说，有了政策支持，事情不会

过于复杂。可当覃俊光将妻子和女儿

接到这座城市后，却不禁犯了难：对于

这个“新家”，他并不熟悉。办理入学相

关事宜应该找哪些政府部门？这些部

门的“大门冲哪边开”？到了相关部门

后，又应该携带哪些手续，哪些具体科

室经办？

无奈之下，他只能打电话向远在数

千公里外的旅人力资源科求助。然而，

人力资源科干事从未经办过此类事宜，

只能让他逐一去几个可能有关的单位

“碰碰运气”。

几经问询，覃俊光终于得知了具体

办事流程。但遗憾的是，覃俊光提交的

一份审批材料中内容有误，只得乘机返

回高原军营，重新开具相关证明材料后，

又马不停蹄地再次来到该市。

经此一事，覃俊光将自己的经验整

理成“某市入学事宜办理流程攻略”，发

布在局域网论坛上供战友们参考，引起

不少官兵围观。

“随着部队转隶移防，我们服役和家

人生活基本不在同一个地方，想办个事

大多需要两头跑。”在这份“攻略”末尾，

覃俊光说出想法：“咱们部队要是能够像

地方一样，在别的城市设立办事处，事情

就简单多了。”

没过多久，覃俊光的美好愿望竟然

照进现实了。

其实，很多事情没
那么复杂

官兵们的“吐槽”，引起该集团军党

委一班人的注意。在他们看来，事情不

应该那么复杂。

“近年来，本着切实为基层官兵帮困

解难的原则，集团军党委积极与所属部

队所在的各市区政府部门展开共建，达

成了包含医疗保障、子女就学、涉军维权

等在内的一系列双拥共建协议。”该集团

军领导拿出一份份拥军惠军政策文件介

绍，“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和集团军党委

的积极推动，为官兵依法享受惠军政策

提供了有力保障。”

“为何在末端落实中官兵还会遇到

各种问题？”谈及基层官兵在异地办事中

遇到“门难找”“事难办”“多头跑”等问题

产生的原因，该集团军领导认为，“主要

还是军地办事机构有别，以及各地区办

事流程差异所致。”

“比如，在部队办理子女入学事宜，

官兵们都知道去找人力资源部门。”该集

团军领导说，“可到了地方，根据教育部、

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等部门联

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军人子女教

育优待工作的若干意见》有关规定，不同

地区的政策不尽相同。”

“其实只要熟悉当地政策，办成事并

没有那么难。”该集团军领导坦言，“问题

的‘堵点’恰恰在这里，基层官兵获取信

息难，去异地办事大多只能‘摸着石头过

河’。”

“官兵提出‘设立办事处’的想法启

发了我们。”该集团军人力资源处处长刘

元勋说，“既然各地区的政策不同，为何

不让熟悉本地区政策的集团军所属部队

充当‘办事员’，依托他们与地方有关部

门及当地其他驻军单位搭建起桥梁，协

助官兵办理相关事宜呢？”

于 是 ，首 个“ 为 兵 服 务 异 地 联 系

点”试点，在该集团军驻某市部队中成

立。

如今，官兵办事只
需要打个电话

“说是联系点，不过是归属在我们科

名下的一部值班电话。”承担该集团军

“为兵服务异地联系点”试点任务的某旅

人力资源科科长邰二东坦言，“千万别小

看这部电话，它能够解决大问题。”

正说着，邰二东案头的那部电话接

连响起。

第一个求助电话来自驻渝某旅干部

张彤——他的小孩需要办理入托手续。

可是张彤目前正在代表旅队参加某比武

竞赛不便抽身，因此想委托邰二东帮忙

代为办理。

随后打来电话的是正在院校参加培

训的某旅上等兵刘澄——几天前，他的

父亲与用人单位发生了劳务纠纷，因此

希望“为兵服务异地联系点”能够帮助处

理这起涉军维权问题。

第三个电话来自驻藏某旅二级上士

陈江涛——此时他正在执行某演训任

务，想请“为兵服务异地联系点”协助他

的母亲办理某项市政业务。

放 下 电 话 ，邰 二 东 当 即 和 几 名 干

事“ 兵 分 三 路 ”：一 路 直 奔 驻 地 教 育 部

门 协 调 张 彤 孩 子 的 入 托 事 宜 ；一 路 会

同 市 劳 动 局 工 作 人 员 ，前 往 刘 澄 父 亲

的 用 工 单 位 进 行 协 商 ；另 一 路 则 赶 到

陈 江 涛 家 中 ，将 他 的 母 亲 接 到 政 府 办

事大厅……

几天后，3 件事情全部办妥，3 名官

兵打来电话致谢。

“基层官兵常常是身不由己，很难

有时间和精力及时处理个人及家庭事

务。”谈及“为兵服务异地联系点”设立

的 初 衷 ，邰 二 东 有 感 而 发 ，“ 官 兵 后 方

的 家 务 事 ，关 系 到 基 层 一 线 的 战 斗

力 。 我 们 累 一 点 没 关 系 ，不 能 让 战 友

们 既 在 部 队 流 血 流 汗 ，又 要 为 家 中 的

事情分神分心。”

小小“联系点”，正
在形成大合力

试点工作取得成功后，该集团军所

属 13 个“为兵服务异地联系点”相继成

立。

然而，工作启动不久后，某旅人力资

源科负责人黄涛遭到官兵质疑。

“同样是家属随军就业安置，为啥其

他旅的军嫂能进好单位，我却不行？”面

对一名军人家属的责问，黄涛感到很委

屈：为了这名军嫂的就业安置问题，他没

少下功夫，单是驻地所在区县人社局，他

就跑了不下四五趟。

“各地区政策不一样，就业形势也

不 同 ，其 实 你 这 份 工 作 已 经 是 我 们 能

够协调到的最好岗位了。”在黄涛的一

番 解 释 后 ，这 位 军 嫂 脸 上 依 然 难 掩 失

望。

在随后集团军召开的为兵服务工作

阶段性推进会上，黄涛就此事作了汇报，

引起集团军党委一班人的重视。

“面对部分现实问题，单凭一名干

部、一个部门、一个单位的力量难以妥善

解决，必须要上下联动，形成合力。这正

是我们探索为兵服务属地化管理模式的

题中应有之义。”该集团军领导话锋一

转，“要说‘属地’，集团军所戍守的祖国

西南，不正是我们作为党委机关履职尽

责的‘大属地’吗？”

基于这种理念，该集团军人力资源

处也成了“为兵服务异地联系点”中的

特殊一员：他们一方面主动挑起驻某省

“为兵服务异地联系点”的责任，负责搭

起基层官兵与该省各政府机关部门间

的桥梁；另一方面细化规范具体办事程

序，提出“小事琐事各点位自行办，大事

难事上交军里办”的工作思路，使各“为

兵服务异地联系点”开展工作更加科学

有序。

作为“为兵服务异地联系点”，该集

团军人力资源处打响的首场“战役”，是

破解军人家属随军就业安置岗位良莠不

齐的问题。

为此，他们积极联系走访省内多个

政府部门与用工单位，最终达成一系列

优待安置协议。仅半年时间，该集团军

协调 2 名军嫂完成带编安置进入国企，

帮助 41 人安置到驻地大型企事业单位

工作。其中，就包括上文中提到的那名

军嫂。

“虽然这只是万千工作中的一件小

事，但体现着集团军党委机关的大决心：

为官兵服务必须要做到事不避繁、事事

上心。”谈及下一步的工作打算，刘元勋

直言，目前的探索只是开始，“为兵服务

异地联系点”未来任重道远。

“目前，我们正在积极筹划与更多的

省区市地方政府和驻军单位深化为兵服

务属地化管理合作机制。”刘元勋说，“基

层官兵来自五湖四海，军人家属遍布祖

国各地。我们希望在不远的未来，他们

无论走到哪里、身在何处，都能找到一个

温暖的家。”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

化名）

第77集团军探索为兵服务属地化管理模式—

13 个“联系点”连成一个家
■金 涛 左超超 本报特约记者 李佳豪

前不久，军嫂刘丽从西藏高原营区

前往内地看病。因执行任务，刘丽的丈

夫无法抽身陪同就医。

让刘丽感到暖心的是，这次异地看

病就医，既没有麻烦当地亲朋接机，也没

有联系昔日同学借宿，更没有为求医问

药劳心费力。因为她全程得到了丈夫王

霄所在第 77 集团军“为兵服务异地联系

点”的悉心保障。

从下飞机那一刻起，刘丽就得到集

团军所属驻该市某部的帮助——从搭乘

接机班车进入市区，到在营区招待所安

排住宿就餐，再到由卫生连军医携函陪

她前往对口医院办理就医手续……她的

一切行程被安排得妥妥当当、有条不紊。

“这就是‘为兵服务异地联系点’的

用途所在。”该集团军领导说，集团军所

属部队的官兵或军人家属有需求、有困

难，集团军所属部队便有义务和责任为

其提供帮助。

据了解，“为兵服务异地联系点”是

该集团军探索为兵服务属地化管理模式

的产物。近年来，为更好地为所属部队

官兵和军人家属提供服务保障，该集团

军一方面积极与所属部队驻地政府部门

展开合作共建，推动一系列拥军惠军政

策出台落地；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各单位

“自扫门前雪”的做法，打破建制壁垒，加

强不同单位间沟通合作，更好地为官兵

服务。

“我担心人生地不熟，事情会很难

办，没想到事情办得这么顺利。”谈起这

次异地看病求医的经历，刘丽由衷地为

“为兵服务异地联系点”点赞：“我虽然身

在外地，但时刻感受到来自部队大家庭

的温暖！”

不仅是刘丽，该集团军很多官兵和

军人家属都对为兵服务属地化管理模式

赞誉有加。据统计，截至目前，该集团军

各单位“为兵服务异地联系点”已累计帮

助官兵及军人家属妥善解决包括医疗保

障、子女入学在内的各类难事 500 余件。

如今，从巴山蜀水到青藏高原，一个

个遍布在祖国西南的“为兵服务异地联

系点”，正温暖着万千官兵和他们身后的

家庭。

一位军嫂的暖心之旅
■杨珈奇 本报特约记者 李佳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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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指出，要坚持士兵至上、基层

第一，真正关心关爱官兵，始终把官兵冷

暖放在心上。这一重要论述，对于各级

“如何待兵、怎样带兵”有着深刻启示。

不论时代如何变迁 、军队如何发

展 、官 兵 成 分 如 何 变 化 ，服 务 基 层 的

主题永远鲜活，服务官兵的情怀永远

炽 热 。 毛 泽 东 主 席 曾 在 古 田 会 议 之

后 总 结 了 7 条 带 兵 经 验 ，其 中 一 条 就

是 要 求 各 级“ 关 心 战 士 ，体 贴 战 士 ”。

这既是我军性质本色的体现，也是人

民军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重要法

宝之一。

关爱官兵就是培塑战斗力，心系基

层就是心系打胜仗。近年来，特别是在

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中，各级在为兵服务、纾困解难上

下了不少功夫，办成了很多让部队期

盼、官兵点赞的实事、好事，解决了一批

让 基 层 犯 愁 、让 军 属 挠 头 的 急 事 、难

事。种种暖心之举，增强了基层官兵的

幸福感、获得感和荣誉感。

为兵服务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

时。两地分居、子女养育、家属就业、亲

人患病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困扰着基层

官兵，牵扯着他们的精力，制约着部队

战斗力建设。为兵服务工作就应该回

应官兵关切、满足官兵诉求。

第 77 集团军积极探索为兵服务属

地化管理模式，集单位之力、聚众人之

能、联军地之手，不断优化工作机制、

提升服务质效，有效解决了官兵在办

事中遇到的难点、痛点、堵点问题，切

实把好事办好、将实事办实，激发了官

兵爱军精武的动力，推动了部队战斗

力建设。

“将之求胜者，先致爱于兵。”基层是

部队建设和战斗力的基础。平时亲如兄

弟，战时生死相依；今天有求必应，明天

一呼百应，这样一支部队，战场上必将是

一支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的劲旅。

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全面

建成世界一流军队，需要广大基层官兵

共同努力。把官兵冷暖放在心上，对基

层多一分热心，基层就多一分心热；对

士兵增一分真情，士兵就添一分干劲。

以“热心”换“心热”，以真情换真心，就

一定能够凝聚起强大的向心力。

把 官 兵 冷 暖 放 在 心 上
■仇 超

锐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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