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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难事看担当。敢不敢直面问

题、能不能破解难题，是检验党员干部

能力与水平、心胸与境界、党性与人民

性的试金石。

在部队建设中，很多难事、挠头

事都事关官兵切身利益，事关部队

建设发展。难题解决得越彻底，部

队建设的基础就越牢固，党员干部

的威信就越高。随着深化国防和军

队改革向纵深推进，需要啃的“硬骨

头”越来越多，有人却将其视为烫手

山芋，“遇到问题绕着走，碰到困难

就掉头”，使单位和个人错失了一些

发展良机。

责任担当，重于泰山。对于党员

干部来说，避事不干事，躲事不问事，

都是不可取的。现实中，不担当、不作

为、慢作为、假作为等问题在干部队伍

中仍有存在，个别还十分突出。有的

干部庸庸碌碌混日子，面对歪风邪气

视而不见，见到困难矛盾退避三舍，遇

到事故责任推诿扯皮。为官不为，与

纪晓岚笔下木雕泥塑的“公堂木偶”没

有差别。

事不避难、敢于担当是全体党员

干部的责任，也是衡量干部的重要

标尺。今年是我军建设发展“十三

五”规划收官之年，打好规划落实攻

坚战，时间紧迫、任务繁重，遭遇难题

矛盾不可避免。王安石曾经写道：

“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

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

不能至也。”广大党员干部只有摒弃

畏首畏尾、患得患失的畏难心态，杜

绝上推下卸、“击鼓传花”的作风顽

疾，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的韧劲和定

力，才能在困难面前不逃避、在危急

时刻挑重担，自觉承担起新时代的

使命和任务。

面对难题矛盾，既要勇于接，更要

善于接。毛泽东同志在谈及分析国情

的方法时曾说：“研究任何过程，如果

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

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

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

刃而解了。”攻坚路上，党员干部需要

提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握主要矛

盾的能力，做到以智破题、以巧制胜，

既敢为又善为，方能有效推进工作，让

官兵享有更多获得感。

解放战争年代，刘邓大军千里跃

进大别山，因“没有后方”而困难重

重。邓小平同志却说：“共产党员的特

点是越困难越有劲、越团结。”今天面

对复兴伟业、时代重任，我们仍然需要

在最困难的地方站住脚、扎下根的那

股劲。铭记“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

者进”的道理，砥砺“千磨万击还坚劲，

任尔东西南北风”的意志，越是艰险越

向前。

（作者单位：联勤保障部队某采购

服务站）

事不避难 担当作为
■陈 逸

疾风暴雨，战车驰骋。初夏时节，北
部战区陆军及第 79集团军首长机关组
成联合考核组，奔赴某合成旅野外驻训
场，开展应急分队能力检验评估考核。

应急拉动、营指挥所演习、火力打
击……2天时间内，29个课目在暴雨中
连贯开考。考核前，考核组带队领导态
度坚决：考核不能因天气突变而更改日
期、降低标准。

现场抽签确定人员，临机抽选受考
单位。合成四营抽签参加 12个课目的
考核。考核前一天，营长刘万里接到晋

升友邻单位副参谋长的任职命令。“三年
磨剑，今朝亮剑。我要打完这场‘恶仗’
再走！”刘万里带领官兵奔赴考核场。
“按 1号路线机动！”百余台战车在

泥泞湿滑的山路上艰难机动，雨点不断
打在观察窗玻璃上，恶劣环境考验着驾
驶员的技术水平和心理素质。
“前方道路被洪水冲毁！”在排长顾

凤武的指挥下，工兵排隐蔽前出，快速
“造路”。

滂沱大雨中，官兵精确勘测选址，装
甲工程车操作与人工辅助两种作业方式
同时展开。为了抢时间，官兵在泥泞中
挥锹抡镐快速作业，个个成了泥人……
官兵铺设的应急道路保证行军梯队顺畅
通过。

雨雾、大风等恶劣天候给火力打击
考核带来挑战。“轰！轰！轰！”3发某型
反坦克火箭弹鱼贯而出，却无一命中。
“他们会不会向考核组申请退出考核？”
记者为此捏了一把汗。这时，火力连连
长张友恒及时计算射击诸元，引导全连
射手修正参数、掌握击发时机，终于打
出总评良好的成绩。张友恒告诉记者：
“如果平时训练不扎实，今天恐怕连合
格都难。”

考核内容一个不少，标准一点不
降。施考者有担当，受考者有底气。考
核组公布了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优良
率 91.6%！据该旅领导介绍，下一阶段，
他们将继续加大训练难度，向制约战斗
力生成的瓶颈难题开刀。

第79集团军某合成旅利用恶劣天候磨砺摔打部队—

29个课目在暴雨中连贯开考
■詹丽红 本报特约记者 海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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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特约记者李康、通讯员李
大远报道：新修整的 15套家属临时来
队住房已经投入使用，教导队营房整修
工作按进度完成验收……近日，新疆军
区某师召开为基层办实事推进会，听取
各科室为基层纾难解困工作情况，明确
下一阶段工作完成时限。该师常态化

为基层服务解难，力争把好事办到官兵
心坎上。

今年以来，该师对照新修订的《军
队基层建设纲要》所明确的职责和要
求，把为基层办实事、解难题摆在突出
位置，师党委常委带工作组分赴各单
位蹲点调研，到训练一线听取基层官

兵意见建议，将官兵反映强烈、基层难
以解决的矛盾困难细化为年度服务基
层的 15件实事。为此，他们专门制订
《机关为基层办实事计划》，分门别类
列出清单，并明确办理每件实事的时
间表、流程图和责任人。

前期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官兵

家属采购食品物资不便成为大家关注
的问题。针对这一情况，师机关军需
科及时调整完善办实事计划，建立官
兵家属微信群，指定专人每天收集汇
总需求信息，积极与军需物资供给方
联系，让官兵家属足不出院就能采购
新鲜食材。
“亮出计划表，就是立下军令状。

我们不仅要按时间节点完成计划任
务，还要以官兵满不满意为标准评价
工作实效。”该师领导告诉记者，已经
办理完成的实事，都要让基层官兵验
收确认。对官兵不满意的项目进一步
完善，通过严格奖惩，促进师机关提升
服务基层质量。

新疆军区某师出台务实举措为官兵办实事

解难到不到位 基层验收确认

本报讯 徐文斌、特约记者许凌康
报道：5月上旬，西藏军区某边防团卫
生部门承建高压氧舱项目，他们主动前
往军事设施建设部门征求意见，共同研
究建设标准和要求。这是该团机关打
破业务壁垒，有效形成抓建基层合力的
一项务实举措。

该团在前期调研中发现，基层边防

一线仍存在用电、吸氧、保暖等方面的
难题。为此，该团党委对照新修订的《军
队基层建设纲要》，要求机关切实转变
作风帮建基层。

为引导机关干部加强和改进指导
帮建基层工作，该团党委明确要求，
解决问题不仅看短期成绩，更应重视
长期效益；帮扶基层不仅重视数据指

标，更要关注基层感受；蹲点调研不
仅听取总结报告，更要考察工作成
效。他们还要求机关干部在为基层
解难中多上心、多用心、多走心，让服

务基层真正实现“治标更治本”。在
此基础上，他们推出一系列合力抓
建、统筹抓建的务实措施，为基层配
发装备设备时，同步做好安装调试、
质量验收、操作培训、配套保障等后
续工作，解难送暖变“一次性动作”为
“全过程保障”。

采访中，不少官兵欣喜地告诉记
者，如今机关干部纷纷深入基层探实
情、出实招、办实事，既解决当前问题，
又做好下篇文章，确保把实事办实，把
好事办好。

西藏军区某团打破壁垒形成抓建基层合力

服务走不走心 末端效果衡量

坚持按纲抓建 锻造过硬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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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上旬，第72集团军某旅开展坦克编组战术训练，提升部队战斗协同

能力。 本报特约通讯员 张文举摄

本报讯 特约记者陈超、通讯员谢
乐威报道：“砰、砰、砰……”随着一阵激
烈的交火，前来偷袭的蓝军遭到迎头痛
击。初夏时节，武警上海总队某机动支
队展开一场红蓝对抗演练。对抗中出
手不凡，成功反制蓝军偷袭行动的，居
然是特战大队驾驶班的驾驶员们。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车队按照预
定方案转移途中，再次遭“敌”伏击。驾
驶班班长江骥迅速组织所属人员依托
车体展开防御，借助随身携带的侦察、
通信器材进一步探明并上报“敌人”的
数量和位置。最终驾驶班以“牺牲”2
人的代价，与援军合力歼“敌”6人。

连续两次应对蓝军行动，驾驶班的
精彩表现让特战大队大队长汤军义感

慨颇多：过去驾驶班保障任务重、训练
时间少，驾驶员的主要精力放在提升驾
驶、维修能力上。如今复杂多变的作战
环境对驾驶员提出更高要求，“开车技
术好”已不是唯一标准。在去年总队组
织的一次对抗演练中，蓝军对后方车场
发动突袭，驾驶员们手忙脚乱仓促应
战，装载重要物资的车辆被毁，直接导
致演练失败。为此，驾驶班班长江骥还
在复盘总结会上作了检讨。

为尽快补齐驾驶员的战斗短板，该
支队采取“专业技能集中训、共同课目编
组训、实战背景牵引训”的方式，灵活运用
想定作业、随机导调的方式设置危局险
局，将战术课目穿插其中，让驾驶员在复
杂环境中锤炼应变处置和协同作战能力。

障碍排除、搜索射击……演练现
场，一个个险难课目接连展开，驾驶班
沉着应对。执行过多次重大保障任务
的“金牌驾驶员”施陆感慨道：“驾驶员
也是战斗员，不仅要持有‘驾驶证’，更
要取得战场‘通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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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演练，驾驶员唱了主角

本报讯 特约记者陈超、通讯员李
冰报道：特战小队迅速突入房屋解救人
质，就地救治“受伤人质”并紧急后送……
前不久，武警上海总队某机动支队特战
大队一场卫生救护演练展开。演练中，
各特战小队一边与“敌”交战，一边掩护
救护员完成战场救治任务。
“卫生救护水平，同样能影响战场胜

负。”走下战场，特战一中队救护员韦福祥
感触颇深。在去年总队组织的一次对抗
演练中，大量“伤员”出现，但由于各特战
小队的救护员对骨折固定和快速搬运等
急救技术不熟练，导致不少“伤员”错过
“第一救治时间”，演练被判失败。

“说到底是训练有‘盲区’。”训练形
势分析会上，军医杨琦分析了那次演练
败北的原因。过去，各特战小队所属救
护员经常是“说起来重要、训起来次
要”，较少开展针对性救护专业训练。
救护员们存在“重共同课目、轻专业本

领”的认识偏差，虽然大多数人作战技
能过硬，但在卫生专业技能考核中有不
少人成绩不达标。
“只有克服短板弱项，才能提升实

战能力。”问题根源查摆清楚后，特战大
队联合卫生队对各特战小队救护员进
行复训补训。同时，该大队将战伤急救
等课目融入到对抗训练中，锤炼救护员
的战场急救能力。

战场救护，时间就是生命。救护
员邱力所在的特战小队成功破除障碍
突入房屋后，发现“受伤人质”已经“生
命垂危”，如果用传统的转运方法很可
能导致“伤情”恶化。邱力因势而变，
对“伤员”进行简单止血包扎后，将其
用担架固定，安全快速地运抵后方，争
取到宝贵的救治时间，得到考核组的
充分认可。

上图：武警上海总队组织特战训练。

李 岩摄

特战突击，救护员不当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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