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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媒视窗

11月 18日

最近一段时间，北部战区空军地

导某旅干事、网络管理员姜云鹏发现，

旅强军网“兵情直通”信箱里的信件越

来越少了。虽笑称担心“失业”，但他

清楚，这反映了旅机关各部门网下服

务保障工作越做越好，官兵满意度直

线上升。

今年 5 月，该旅着眼问需于兵，在

强军网开设“兵情直通”信箱。旅领导

对来信有问必答，激发了官兵建言献

策的热情。列兵小霍个子高，一段时

间没有合适的床具。信箱开通后，他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反映了诉求。没多

久，机关服务小组就上门解决改造行

军床事宜。

“差旅费报销速度慢”“学习室的

强军网断了好多天”……那段时间，姜

云鹏的电脑桌面上，总有两份文档在

不断更新：一份是从网络信箱信件中

梳理出的问题，另一份是旅领导根据

信件拟定的整改意见。一时间，网络

信箱的人气居高不下。

信箱“火”了，也引发该旅领导新的

思考。因为大部分问题都是机关业务

科室的正常工作、该干的事，咋就一股脑

儿地涌向信箱？旅党委会上，这个现象

成为议题，一班人分析信件纷至沓来的

原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机关主动服务

基层的意识不够。

问题出在哪儿？有的机关干部工

作作风不够实，虽然做了工作，却不注

重跟进服务，跟踪问效挂了空挡。就

拿小霍的床来说，职能科室向厂家定

制了床具，但受物流不畅影响迟迟未

到，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要充分尊重官兵的主体地位，牢

固树立‘基层至上’的服务理念。”旅党

委深入反思后决定，在机关范围内开展

自查自纠活动，深入剖析服务官兵中存

在的不实之风，在摆现象、查问题、挖根

源的基础上，拉条挂账、限期整改。

同时，该旅依托强军网“兵情直

通”信箱，建立“两个 24 小时”解难帮

困机制：基层官兵反映的问题，职能科

室要在第一个 24 小时内予以答复，在

第二个 24 小时内拿出解决方案，未能

及时解决的要专项说明情况；分批次

组织机关干部蹲连住班，主动与官兵

面对面谈心交心，梳理官兵集中反映、

急需解决的困难，不断提升服务质量。

一系列措施落地，机关主动服务

的 意 识 明 显 增 强 ，网 络 信 箱 一 点 点

“冷”了下来。姜云鹏则有了新的方

向，他根据工作部署着手调整“兵情直

通”信箱的功能定位，从“问需于兵”转

向“问政于兵”，帮助旅党委收集官兵

建言献策的“金点子”。

“网上有所呼、实时有所应、网下

有所为，才能让网络‘+’出实效。”他

深有感触地说。

网络信箱：“两个24小时”解难帮困

■康佳伟

休假不用填写纸质审批单？在北

部战区空军通信某旅，只需登录网络，

依托自行研发的管理系统，填写个人

信息，不到半天就能收到审批结果，实

现了休假“一键办理”。

一张薄薄的审批单，曾让不少官

兵烦恼。以往，大家休假前需要提前

数天上报，填写制式单据并逐级报批，

若是遇到集中办理，就会花费更长时

间审批，给官兵带来不便。

今年年初，该旅强军网论坛上，一

则有关“休假审批难”的帖子热度居高

不下。“能不能依托网络建立一套系

统，让审批单‘飞’得快一点。”很多人

在论坛上建议。

“基层无小事。官兵有期盼，我们

就要抓紧办。”5 月上旬，旅党委带领

机关相关科室了解情况后，第一时间

组织技术骨干研究开发官兵休假管理

网上审批系统。按照预想，连级单位

按权限批假后，离队人员信息会自动

在旅机关备案，人员在外“标签”被激

活，系统自动记录离营时间、请假人、

批假人等信息。

然而，事情并不像预想得那么顺

利。该旅选取部分连队进行试运行，不

少官兵提出意见：“没有达到理想的效

果”“系统复杂，办事速度还是慢”……

明明系统人机交互很友好，为何效

果仍然不理想？该旅人力资源科研究

后发现症结：人员离队涉及人员在位

率、战备执勤等很多方面，智慧管理系

统的“休假审批”功能设计不够严密。

经过集思广益、集中攻关，系统的

2.0、3.0、4.0 版本接连出炉。6 月中旬，

系统全新版本正式上线，顺利接入前

期 开 发 并 优 化 的“ 战 备 值 勤 网 络 平

台”，探亲休假、出差集训等类似审批

程序均列入该系统。

“把整个旅置于一张大网中，构建

一个数据信息共享的人员管理系统。”

该系统研发者之一、工程师刘璐介绍，

除了请假事由、离队时长等基本内容

外，该系统可精准统计官兵外出比例、

全旅官兵在位率等信息，人员动态一

目了然，为机关审批提供信息支持。

该系统为官兵休假审批提速的同

时，也提高了部队管理效能，进一步绷

紧了备战打仗的弦。系统针对战备需

要，设计了人员动态管理与分析、战备

值勤状态动态跟踪等功能，便于对重

点岗位骨干离岗、增补等进行充分掌

握，有效保证各项制度落实。

“信息化时代，既要用好信息网络技

术，也要做好网下文章。”回顾系统研发

始末，该旅领导感慨道。

线上审批：“一键办理”提高效率

■李 爽

在军营，“网络+”并不是一个新

鲜词。借助网络，不少单位通过云教

育、云办公提高工作质效。要真正用

好网络，真正“+”出效能，必须以实打

实的举措抓好网下工作。北部战区空

军两个旅队利用网络服务官兵的工作

过程，是让网络“+”出战斗力的有益

探索。

网上听“声音” 网下做文章

让网络“+”出战斗力

连日来，东部战区陆军某旅以多种形式组织官兵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图

为官兵在训练间隙开展学习讨论。 李凯旋摄

谢顾问：

随 着 年 底 评 功 评 奖 、评 先 评 优 工

作 临 近 ，我 们 排 里 出 现 一 些 令 人 忧 虑

的现象：有的战士认为自己兵龄长，应

该受照顾；有的战士为了获得支持，私

下“打招呼”、拉选票；有的技术能手 、

先 进 个 人 为 了 保 持 领 先 ，在 指 导 帮 带

时留一手……这些现象影响了排里的

内 部 团 结 和 战 斗 力 建 设 ，对 此 我 该 怎

么办？

某部排长 向国栋

向排长：

你好！评功评奖、评先评优是凝聚

军心、激发士气的有力举措，很受官兵

关注。这项工作既关系战士利益，又影

响集体风气，做得好，能够提振士气、促

进团结；做得不好，容易打击士气、激化

矛盾。在这里，我想和你分享一些自己

当排长时的切身体会。

如何看待年底的评功评奖，说到底

反映的是官兵的荣誉观。“在一切高尚

的感情中，荣誉心是人的最高尚的情感

之一，是战争中使军队获得灵魂的生命

力。”作为基层一线带兵人，当排里出现

不良竞争的苗头，一定要树立好导向、

培塑好风气，引导大家树立正确的荣誉

观，形成你追我赶、共创佳绩的良好局

面。

我担任排长时，也遇到类似现象。

一名兵龄较长的老班长临近退伍时私

下找到我，表示他曾将立功的机会“让”

给了别人，那一年希望能带着三等功不

留遗憾地离开。我虽然不是很赞同，但

碍于面子没有当面回绝。结果，此事被

其他战友知晓，引来大家的不满，工作

训练中产生消极情绪。当年年底，排里

因为工作成绩不佳没有获得个人立功

的名额，也没有获得集体荣誉。所以，

基层带兵人一定要从集体利益出发，勇

于批评不当的竞争手段，以鲜明的态度

树立良好的竞争导向。

崇 尚 荣 誉 是 军 人 的 价 值 追 求 ，但

应该干在平时、比在平时、争在平时，

而 不 是 争 在“ 评 时 ”。 我 在 基 层 任 职

时，每到年终岁尾，都会重点做好大家

的 思 想 引 导 工 作 ，营 造 良 好 的 评 功 评

奖 氛 围 ，让 大 家 认 识 到 平 时 工 作 扎 实

努力、勤奋敬业，年底评先评优就会得

到 组 织 的 认 可 。 凭 借 投 机 取 巧 、刻 意

钻 营 ，终 究 不 能 获 得 大 家 的 信 服 。 同

时 ，遇 到 因 没 有 得 到 荣 誉 而 心 态 失 衡

的 战 友 ，要 及 时 跟 进 做 好 思 想 工 作 。

“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只有

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及时端

正心态、校准姿态、提振状态，才能真

正成就一番事业。

年终评功评奖既是官兵关注的焦

点，也是纯正风气建设、激发训练热情

的节点。基层带兵人一定要在评比时

严格落实法规制度，评出干劲、评出士

气、评出战斗力。我在担任排长时，专

门 学 习 关 于 评 先 评 优 的 条 令 法 规 ，坚

持将评选推荐的标准、名额、程序等事

项 全 程 公 开 ，确 保 每 个 环 节 都 在“ 阳

光”下进行。同时，我还注重记录大家

平 时 的 训 练 和 学 习 表 现 ，让 评 先 评 优

时 的 讲 评 意 见 有 据 可 依 ，让 大 家 充 分

看到荣誉的“含金量”，彰显组织的公

信力。

荣誉是组织对个人的肯定，是对军

人成绩和作风的认可与表彰。赢得荣

誉，靠的是奋斗、奉献、担当、创新，要引

导战友们树立正确的荣誉观，不因岗位

平凡而懈怠，不因任务繁重而叫苦，不

因环境危险而退缩，以奋勇拼搏、无私

奉献的姿态在强军新征程中努力跑好

自己的一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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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对待年终评功评奖

不争“评时”争“平时”
谢顾问答读者

亲爱的爸爸：

不知天堂的邮差何时到来，能让你

收到我的思念。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有

很多话想对你说。此刻，最想告诉你的

是，我来到了你的老部队，成为一名新

排长。我想，你一定会很高兴。

你离开那年，我还不满两周岁。我

其实不大记得你的模样，也想不起来你

唤我“淼淼”时亲昵的声音。关于你的

记忆，我的脑海中几乎是一片空白。妈

妈说，你走后那段时间，我总是拿起电

话说“要找爸爸”，妈妈只好对我说：“爸

爸在工作，听话。”后来，我见到穿军装

的人就会喊“爸爸”。

咱们家中，只有一张一家三口的合

影。照片上，你抱着不到 1 岁的我，和

妈妈在马路上散步，你俩脸上的笑容是

那样灿烂。小时候，每次看到别的小朋

友有爸爸陪着一起玩耍，我就跑回家，

拿出那张照片盯着看，幻想着你能在我

的身边。

妈妈常给我讲你们俩的故事。她

说，和你相识相知相爱的 5年，是她人生

中最幸福的 5 年。那时，你常给妈妈上

“政治课”，告诉她要做一名合格的军

嫂，家里没大事不要总往连队打电话。

每次听到妈妈讲起这些，我都会嘟囔：

“爸爸不好，不是好爸爸。”妈妈却说，你

很爱我们，很爱这个家。你还总说，要

把更多的爱给连队、给战士。你牺牲

后，她更理解了这种爱。

爸 爸 ，以 前 是 你 给 妈 妈 上“ 政 治

课”。你走后，妈妈经常给我上“政治

课”。上初中，我一度有厌学情绪，学习

成绩一落千丈。妈妈很着急，但她还是

耐着性子教育我，说你当年是多么好

学，自学律师专业知识，从繁忙的工作

中挤时间，啃下 20 多本教材。那一年，

她去部队探望你，听说一名战士入伍后

不思进取，你经常推荐一些好书让他

读。不管多忙多累，你都坚持定期批阅

他的读书笔记。直到牺牲前几天，你还

在这名战士的读书笔记上写道：“从你

的体会中可以看出你的进步，希望锲而

不舍地坚持下去。”

“你爸爸总是抓紧一切时间学习，

我希望你能像他一样好学上进。我相

信，你也不想爸爸看到你现在这个样

子。”妈妈的一番话，让我惭愧不已，从

此发奋读书。妈妈常开玩笑说，“政治

课”还真有用。其实，妈妈不知道的是，

我在心里已把你当成我的榜样，和你相

比，我还差得很远。

爸爸，这些年，每过一段时间，你

的老部队都会派人来家中看望我们，

帮助我们解决生活中的困难。看着那

些叔叔穿着军装的模样，我就忍不住

想象你穿军装的样子，有时还会想，如

果 有 一 天 自 己 穿 上 军 装 会 是 什 么 模

样。

2017 年，上高三的我正在备战高

考。来家里慰问的刘正本叔叔，特意

和我聊起部队的建设发展，告诉我英

烈子女报考军校的政策。我知道，那

是你的战友们对我的期待，他们希望

我能穿上军装，像你一样做一个对国

家有用的人。

爸爸，你知道吗？叔叔的话，讲到

了我的心坎里。这么多年，我听着你的

故事长大，在我心中，最高尚的职业就

是军人。那时，我下定决心报考军校。

然而，起初妈妈并不同意，说部队太苦

了。我告诉妈妈，要去部队完成你未竟

的事业，才是对你最大的告慰。妈妈抹

着眼泪，终于同意了。

高考结束后，我被国防科技大学录

取。看到红灿灿的录取通知书时，妈妈

别提有多高兴。街坊邻居都说，我将来

肯定像你一样，会在部队有一番作为。

上学期间，每次遇到困难与挑战

时，我的脑海里总会浮现出你的模样，

想到你在读军校时肯定更加严格要求

自己，我又怎么能在这些困难面前认

输？后来，我被学院评为“四有”优秀

学员。获得这份荣誉，我第一时间和

妈妈分享喜悦。从手机屏幕中看到她

的笑容，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毕业前夕，大队长找到我，询问我

的分配意愿。我说，我想去你的老部

队，这样就离你更近一步。那一天，看

到我的派遣单上写着你的老部队，泪水

一下涌上我的眼眶。

爸爸，今天旅里集训队安排新任

职排长参观旅史馆。陈列墙上，我看

到“基层‘党代表’的楷模——姜升立”

的专栏。照片中，你正站在报刊架前

阅读报刊。凝视着你的照片，我从未

感觉自己离你如此之近。我仿佛听见

你对我说：“儿子，欢迎你！”

爸爸，我知道，这里有你的青春，你

的梦想，还有你未走完的路。我一定会

沿着你的足迹，一步一个脚印踏实前

行，不负家人的期待，不负你，不负自

己。

夜已深了。夜幕中，那颗闪烁的星

星，一定是你在注视着我、守护着我。

如果有通往天堂的邮差，我希望能将这

封信转交给你，让你知道，你的儿子会

替你实现未竟的心愿，你的儿子很想很

想你。

淼 淼

2022年 11月 4日

图①：姜恩泽在旅史馆向父亲的照

片敬礼。 唐瑞杰摄

图②：姜 恩 泽 进 行 400 米 障 碍 训

练。 唐瑞杰摄

图③：姜恩泽一家三口留影。

姜恩泽供图

制 图：扈 硕

时隔 22 年，姜恩泽走进了父亲姜升

立的老部队。

姜升立是原济南军区某部指导员。

任职期间，他在笔记本上写下这样一句

话：“视战士高于自己，爱战士胜过自己，

为战士不顾自己，学战士提高自己。”爱兵

知兵的他，被连队官兵称为“好领导、好兄

长和知心人”。2000 年 5月 30 日，姜升立

组织连队沿公路进行 5 公里武装越野训

练，一辆地方农用四轮车突然快速冲向队

伍。危急时刻，姜升立一把将前面的战士

推开，自己却因躲闪不及倒在血泊中，牺

牲时年仅 29 岁。2000 年 11 月，所在集团

军党委批准姜升立为革命烈士，追记一等

功。2001年 1月，原济南军区党委授予姜

升立“忠诚实践党的宗旨模范指导员”荣

誉称号，号召全区官兵向他学习。

姜升立牺牲时，儿子姜恩泽还不满两

周岁。2022 年，姜恩泽从国防科技大学

毕业后，分配到父亲的老部队，前身为原

济南军区某部的海军陆战队某旅。

前不久，该旅新排长集训队组织参

观旅史馆。站在挂有父亲照片的陈列墙

前，聆听父亲爱兵知兵、舍己救人的事

迹，姜恩泽泪流满面。他将万语千言落

于 笔 端 ，字 里 行 间 深 藏 着 对 父 亲 的 思

念。经本人同意，我们将这封信推荐给

读者，一同感悟两代军人的家国深情。

（唐瑞杰推荐）

来到你的老部队，走你未走完的路
—推荐海军陆战队某旅新排长姜恩泽写给烈士父亲姜升立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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