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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什么样的“大工程”，需要 6个
科室共同完成？

初夏时节，在海军陆战队某旅采
访，宣传科干事李鹏程和记者谈起了一
段特殊的经历。

前不久，李鹏程收到一张防空营送
来的灭火器维修表，上面列出了防空营
营区内器材室、车场、给养库、大礼堂等
处的灭火器维修需求。令人大跌眼镜
的是，总共一百来个灭火器的维修，竟
然需要6个科室负责。

其中，涉及宣传科的灭火器有 12
个，需要维修经费 640元。虽说数目不
大，但是用宣传经费维修灭火器，合理
吗？带着疑问，李鹏程咨询了同样收到
这张表的装备管理科助理宋振威。可
宋振威也有苦衷，他们科虽然负责装备
修理，但按惯例只负责日常管理的修车
厂区域的灭火器维修，其他场所的灭火
器也不方便“大包大揽”。

这样一张“别出心裁”的维修表，是
怎样产生的？记者来到防空营营部刨
根问底。原来，营里曾向机关几个科室
反映过灭火器维修问题，得到的回复都
是：这笔经费很难由一个科室独立承
办。到底难在哪里？一名机关干部私
下透露，上级没有明确要求哪个科室全
权负责此项业务，按流程走挑不出毛
病，但如果要“牵头”，就需要专门研究
呈批事由、经费出处等，增加工作量不
说，还增添了犯错担责的可能性。出于
无奈，防空营才制作了这样一张表格，
将不同场所的灭火器分别上报。

这种逻辑看似“没毛病”，但此事还
是引起了旅党委一班人的反思。他们
对照新修订的《军队基层建设纲要》，认
真分析机关按纲抓建基层的权限范围

和职责边界，并反躬自省“机关是该从
自身角度出发各自为战，还是应打破壁
垒携手联动”。
“灭火器虽小，背后反映的问题却

不容忽视。机关科室各司其职无可厚
非，但因为怕麻烦担责，而不沟通、不协
调，人为给基层设置‘壁垒’，增加负担，
就是懒政怠政不作为的表现。”随后，在
该旅组织的“我为转型作贡献”讨论活
动中，旅领导鲜明指出这种现象根源所
在，并以此为契机引导基层、机关进行
一次问题大摸底。
“安全管理存在模糊地带”“巡察检

查分工不合理”……一个个看似无关痛
痒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会后，该旅

对照《纲要》，建立机关各部门统一协调
工作机制，加强统一规划部署、统一规
范秩序、统一协调工作、统一财务投向
等，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意见和完成
时限。在开展主题教育过程中，旅里还
特意增加了强化主动担当意识的授课
内容，教育引导官兵着眼全局、跳出小
我，齐心协力投身强军兴军实践。

近日，该旅对家属院临时来队住房
的有线电视线路进行整修，虽然涉及宣
传、营房等科室，但机关按照协调工作
机制，指定一名助理全程负责，仅用两
天便完成了 10 余套住房的线路铺设。
高效务实的工作作风，得到了基层官兵
的普遍称赞。

一张维修表，牵动六个科？
—海军陆战队某旅机关打破工作壁垒合力抓建基层管窥

■王淑叶 张 震 本报特约记者 牛 涛

编完此稿，仍有回味。与记者交

流，发现“一张维修表牵动6个科室”的

背后，还衍生出“基层为了维修这批灭

火器，要开6张发票”“机关为了办理这

项业务，6个科室都要单独核算、审批、

打款”等一系列问题，增加工作量不说，

机关、基层就在这样重复运转的兜兜转

转中虚耗了精力。

难题何解？军地实践均已给出答案：

以制度改革为驱动，实现“一颗红章管审

批”；以技术赋能为驱动，通过大数据、人工

智能实现“最多跑一次”“不见面审批”；以

构建“整体型机关”为驱动，打破“九龙治

水”式治理结构，实现“大联动、大联勤”等。

令人欣慰的是，海军陆战队某旅对照

新修订的《军队基层建设纲要》，认真研

究、反躬自省，找准了破解问题的关键，即

建立机关各部门统一协调工作机制，从而

打破机关业务壁垒，提升服务基层质效。

由此宕开一笔。问题需要制度破

解，难题更需要担当化解。回到问题原

点，一张维修表正是卡在了谁来“牵头”

上。“牵头”有风险，“牵头”要负责，是退

避三舍，还是迎难而上？

敢于负责、勇于担当是共产党人政

治品格的集中体现。多一些“敢于负

责”的担当，并不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

题，而是一个“一念之间”的实践问题。

当前，深化改革、备战打仗任务繁重，前

进道路上，必定会有艰险需要跋涉，有

高山需要翻越，更加需要我们激发担当

精神，勇挑重担子，敢啃硬骨头。

行动是最真的担当，也是最现实的

考验。作为新时代的革命军人，我们既

要有敢于负责的魄力，还要有勇于担当

的定力，更要有善于行动的能力，唯有

如此，方能在强军兴军实践中以更快速

度、更大力度和更暖温度，取得更好的

成果。

多一些“敢于负责”的担当
■张磊峰

新闻眼

营连日志

Mark军营

“参数加载完毕，系统调试成功！”5
月 19日，第 71集团军某旅组织指挥所
演练，作战支援营指挥控制班班长任尚
斌熟练操作设备，十指击键如飞，保障
演练全程信息流转畅通。从“门外汉”
到行家里手，任尚斌训练水平的快速提
升，离不开该旅“目标引领我成长”活动
的牵引。

去年初，任尚斌受命担任新组建的
指挥控制班班长。在自己的年度目标
栏上，他郑重写下“全班熟练掌握装备
操作，实现全旅指控系统通联”。为了
学懂弄通新专业、新装备，他自学英语
与计算机网络技术知识，定下每月学习
150个英语单词、读完一本基础教材的

目标。在目标指引下，去年底任尚斌带
领班里圆满完成演练任务，个人与所在
排均荣立三等功。
“年度目标引领方向，每月目标细

化路线，让官兵步步追目标，天天有进
步。”该旅领导介绍，他们借鉴现代企业
的“目标管理”方法，开展“目标引领我
成长”活动，为官兵发放“奋斗目标卡”，
区分年度目标和每月目标，从学习、训
练、成才等 4个方面鼓励官兵进行军旅
成长“私人定制”，通过有计划、分步骤、
渐进式的目标引领，帮助官兵激发潜
能，成长成才。
“完成目标就好像‘打怪升级’，有

了压力，也多了动力。”特战二营下士邱
齐齐体能较弱，他坚持每月给自己定一
个“小目标”：跑步快 1分、攀登快 1秒。
日积月累，终有收获，上个月邱齐齐被
选入“百人特战突击队”。面对新挑战，

他又定下新目标：成为突击队的排头
兵！
“跳一跳”，目标就能够达到；“松一

松”，目标就会落空。为加强过程管控，
持续激发动力，旅里还建立了目标督导
与评价机制，通过结对相互督导、组织
自评互评，追踪官兵目标完成情况。列
兵张俊杰定下每月存 600元的目标，却
一度花钱不够节制，经战友督导与连队
点评，他迅速转变，还用积蓄为父母购
置了价值近2000元的按摩设备。

追梦路上携手并进，成才之旅缤纷
多彩。爱钻研理论的上士谢琪完成了
年度第 2篇研究文章，准备向院校期刊
投稿；擅长绘画的中士王亚明实现了
“完成 100幅画”的年度目标，在连队举
办了“亚明绘画展”……如今，这个旅的
官兵在奋斗目标的指引下练有标准、追
有方向、干有动力，脚踏实地成长成才。

步步追目标，天天有进步。请看，第71集团军某旅官兵军旅成

才有了“私人定制”—

“目标引领我成长”
■本报记者 陈 利 特约通讯员 杨琪潇

记者探营

“1000 多个零件，完成火炮分解再
结合，只要 31分钟！”近日，东部战区陆
军某旅火炮技师冯宇飞带领班组再次
刷新某课目训练纪录。
“我没有什么诀窍，只是找到关

键所在，练到手熟。”面对战友们的点
赞，冯宇飞格外淡然，但熟悉他的人
都知道，这一路走来并非像他说得这
么容易。

前些年，冯宇飞为参加“四会”教
练员比武，开始编写火炮分解结合教
案。他发现教材中 8人一组作业存在

不少重复动作，影响了作业时间。经
过一番探索攻关，他创新提出 5人制分
解结合法。

当冯宇飞与一名老技师讨论这个
方法时，却遭到了反驳。老技师是原
南京军区该课目比武冠军。可冯宇飞
初生牛犊不怕虎，两人谁都说服不了
谁，决定比武定权威。结果显示，老技
师的 8 人班组完成课目用时 42 分钟，
而冯宇飞的 5 人班组仅用时 36 分钟，
高下立判。
“请冯宇飞来！”一次建制营考核，

一门火炮方向机突然出现故障，多方排
查“病因”无果。冯宇飞赶到后，仅用 3
分钟便诊断出“症结”所在，再用 5分钟
维修排障，确保了考核顺利进行。

翻开冯宇飞的履历，这个有着 18
年军龄的老兵与火炮相伴了 16 年，身
上伤痕累累、双手布满黑色印痕。16年
来，他编写火炮维修教案 20余份，提出
“望闻问听”四步技术检测法、“内外结
合”故障排除法、“5人班组分解结合法”
等实用维修方法，攻克了数十项维修难
题，提升了保障效率。

两次荣立三等功、获得全军士官优
秀人才奖、被评为“感动军营十大人
物”……尽管收获诸多荣誉，但冯宇飞
前进的脚步从没有停下，用他自己的话
说就是：一切为了炮弹出膛。

一句话颁奖辞：痴心火炮，练就过

硬技能；不断精进，只为炮弹出膛。

一切为了炮弹出膛
■周 伟 本报记者 李怀坤

值班员讲评

值班员：第 76集团军某旅教导员

孟 雷

讲评时间：5月26日

今天我检查班务会组织情况时，发现
各班都有一个“通病”：只有班长、会议记
录员手上有笔和本，其他同志都没带本
子，自然也没有记录班务会的会议精神。

班务会一般包括传达营、连行政例
会精神，安排班级工作等环节，既要传
达上级的工作指示，又要明确本级的工
作部署。如果不认真记录，部分同志肯
定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记不住工作
安排，搞不清具体标准，甚至将上级精
神断章取义，这样显然不利于下一步工
作的展开。

开会既要入耳，更要入心。班务会
作为末端落实、统一思想的会议，其重要
性不言而喻。老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
头”，希望同志们今后在开班务会的时候，
拿起纸和笔，将会议的重点、强调的问题、
具体的要求记录下来，以便对照思考，进
一步强化认识，结合岗位实际抓好落实。

（赵炫竹、亓业佳整理）

开班务会不能丢掉“烂笔头”

小咖秀

“停！今天的知识竞赛不要再继续
了。”前不久，武警江西总队南昌支队某
中队“学纲要、研纲要、用纲要”知识竞赛
活动现场，场上选手或一对一 PK，或三
对三“组团”对抗。激战正酣之际，担任
评委的指导员周涵旭却突然叫停了比
赛。

原来，周涵旭留意到，不同于场上紧
张的答题氛围，场下官兵普遍心不在
焉。“组织知识竞赛是为了营造人人学习
的良好氛围，而不能流于台上热闹、台下
冷清的表演。”指导员的一番话，让负责
筹备知识竞赛的排长马腾一阵脸红，原
想着把这次比赛“搞活”，不承想一味求
新却没有走心。

参加竞赛的选手们也纷纷吐槽。“每
逢知识竞赛，都是我们这几个老面孔登
台”“组织竞赛，确实能让我迅速掌握理
论要点，但压力也不能总在我们几个理
论骨干身上”“这次的形式的确很新颖，
不过我看大家也就图个热闹，不见得能
通过竞赛学到什么”……

眼看一场知识竞赛变成了吐槽会，
周涵旭及时引导：“组织知识竞赛的出发
点没错，关键是要转变思维方式，多一些
换位思考。尽管效果不尽如人意，但马
排长仍然值得表扬，从新颖的竞赛形式
看得出来他确实用了心。”大家一阵沉
默，马腾却精神一振，主动申请重新组织
一次知识竞赛。

这次，马腾广泛征求大家意见，决定
改变以往班排推荐参赛选手，一场比赛
决定胜负的竞赛方式，采取全新的“海
选”赛制：班排先“赛”，胜者晋级决赛，败
者进入复活组仍有机会“翻盘”，并在决
赛中增加了不少观众互动环节。

一周后，“复活”的知识竞赛得到了
广泛好评。听闻此事的大队党委趁热打
铁，鼓励官兵主动作为，进一步查找类似
在组织知识竞赛中出现本末倒置的习惯
做法。通过问卷调查、网上信箱等形式
收集官兵意见 30余条，梳理出“理论要
点电子屏无人问津”“学习笔记过于套路
化”等 10余个问题，并根据实际情况，逐
一挂账整改。

知识竞赛被叫停之后
■张可煜

互联网邮箱：jbjccz@126.com

强军网网盘：jbjccz

5月26日，新疆军区某防空旅举行干部退役仪式，16

名退役干部向军旗敬礼。“若有战，召必回”的铮铮誓言响

彻戈壁。

宋石磊摄

“若有战，召必回”

高 阳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