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基层传真２０２０年８月２８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张良

“终于给工作日记松绑了！”
日前，记者在火箭军某旅采访时，

听到几名排长在吐槽前不久的一件烦
心事。排长小李说：“最近专业学习和
训练任务都比较重，幸好这工作日记
不再强制要求每天都写，不然只能应
付了。”

何谓工作日记？是领导提出的要
求还是机关下派的任务？带着疑问，记
者开始探寻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前段时间一位旅领导帮带基
层骨干时，他讲到自己以前在基层工作
养成了记工作日记的习惯，并建议“有
余力的骨干写写工作日记，及时总结经
验、复盘教训”。

旅领导教的是工作学习方法，不少
基层单位领导却把工作日记理解成了
上级下达的任务指标。于是纷纷要求
干部骨干养成记工作日记的习惯，个别
单位领导还雷打不动定期对日记进行
翻阅检查。

那段时间，每天记工作日记成了小
李的硬性任务，很多时候也成了负担。
他坦言：“记来记去，动力越来越小，最
后的驱动力就是怕领导检查，怕别人都
落实了只有自己拖后腿。”

记者翻看一些骨干的工作日记，有
的三五行，有的一整页。大家普遍对记
工作日记的形式颇为赞同，但对基层落
实工作过程中的硬性要求颇有微词。
一次机关到基层调研工作，10余名基层
骨干都反映了工作日记带来的困扰。
“对一些好做法，只要采取‘一刀

切’，就容易演变成形式主义。”该旅政治
工作部主任张臻说，时至今日，部队作风
建设中各项制度日趋完善，但一些带兵
人仍在用旧思维应对新形势，头脑里的
形式主义没有根除。很快，记工作日记
之风被机关纠正，干部骨干是否记工作
日记、怎样记工作日记均由个人根据实
际需要决定，各单位不得强制“打卡”。
“基层图形式、忙应付固然不对，但

党委机关更应反躬自省。”了解到相关
情况后，该旅政委傅春权与党委机关干
部带头反思：表面看问题出在个别基层
主官身上，实则反映出部队还存在滋生
形式主义的土壤；基层单位把工作日记
简单地搞成了形式，最后事与愿违，好
心帮扶却变成了负担，而机关未能及时
发现问题，也反映出机关抓建基层存在
“灯下黑”现象。

为此，该旅党委从自身做起，“一班
人”带领机关干部分批住进班排，以一
次《纲要》落实情况分析、一次安全检

查、一次谈心交心、一次站岗执勤、一次
帮厨等为内容的当兵蹲连“八个一”活
动就此推开，促进党委机关转变作风进
一步压实。

记者了解到，自从工作日记不再是
“强制的困扰”，排长小李根据工作实
际，将自己的“日记”变成了“周记”“月
记”，不仅内容实了，效果也越来越好。

领导的一条好建议却事与愿违，成为不少带兵人的负担。火箭
军某旅闻过则改——

写工作日记不再是硬指标
■本报特约记者 田 亮 通讯员 王天林 薛玉芳

采访感言

《现代汉语词典》对“主义”二字的

解释里，有一条是“思想作风”。在日常

工作中，很多“形式”出台时都带着美好

的初衷，但有一些却在落实中成了变味

走调、劳民失效的形式主义，根子就在

思想作风上。

革除形式主义，首先就要在思想

作风上开刀。这本小小的“工作日

记”，就可作为我们检视内心的一面镜

子：心中一味附和，它就变成了盲目唯

上；心中想着功利，它就变成了政绩工

程；心中充满懈怠，它就变成敷衍了

事。而这些思想作风都与党性作风和

军人品格相悖，是阻碍部队建设发展

的“馊主意”。只有剔除这些“馊主

意”，我们的思想作风才能更加务实，

我们努力推动的强军兴军事业，才会

行稳致远。

别让“好想法”变成“馊主意”
■田 亮

“急！！！请务必19时前回传……”
这天下午，第 83集团军某旅文书

刘鑫刚刚完成体能训练回到连部，正
擦着汗准备去吃饭，突然，办公网收到
机关下发的一份以“急！！！”命名、要求
统计战备器材数量的通知。

看着 3个粗重的感叹号，刘鑫丝毫
不敢怠慢，立马停下手中的事，按要求
认真统计信息并填报回传，结果忙完
也误了饭点。
“加粗标红感叹号，通知常见‘三

件套’。”小刘无奈地调侃道。虽然这
段时间各级随意下发通知的行为明显
改观，可这些必不可少的通知却时常
附上“重要、紧急”的标签，往往是“来
也匆匆，去也匆匆”，基层不得不集中
力量、加班加点突击落实。
“这些加急通知真有那么急吗？”

刘鑫心里打了个大大的问号。没多
久，旅里召开机关基层双向讲评会，作
为基层文书代表的刘鑫结合这段经
历，与下发该通知的作训科郑参谋面
对面交流。

面对质疑，郑参谋解释说，通知文
电之所以加上感叹号、附上“紧急”标
签，有时是因为自己工作拖沓，导致原
本不紧急的变成了紧急，也有时只是
为了引起分队重视。他反思自己指导
基层时没有结合实际合理统筹工作，
方法过于简单，扰乱了基层的正常秩

序。但他也有自己的苦恼：担心工作
落实到基层可能会打折扣、有延误，所
以只有提高重要级、打好提前量，才能
确保工作不被耽误。

体会到郑参谋的苦衷，回想起担
任文书以来工作的多次粗疏错漏，刘
鑫也觉得有点惭愧。他主动从自身找
原因，承认平时由于训练任务重，偶尔
会漏接、迟接通知误事，确实给机关开
展工作添了不少麻烦。但他表示，上
级下发的每份通知自己都会认真对
待，机关不必通过加上“感叹号”、附上
重要级的方式倒逼基层重视，这样只
会增加大家的工作压力。

矛盾面对面敞开了讲，问题也越
辨越明朗。会上，大家就这件事展开
热烈讨论，认为出现这样的情况，归根
结底还是因为机关、基层之间没有形
成合力、彼此缺乏互信。

有着多年机关工作经历的炮兵营
教导员感触颇深：“简单的 3个感叹号，
看似在推动工作进度，实际上是层层
施压，加重了基层官兵的负担，干扰了
基层工作的节奏。”他建议机关、基层
加强沟通：机关层面要全面统筹工作，
发挥好服务基层的效能，分解任务，疏
导压力，让基层有更多的精力投身练
兵备战；基层要准确领会上级的部署
要求，区分轻重缓急，科学调度合理安
排，保证每一项工作都能高效率、高标

准运转。
双向讲评会上收集到的这些矛盾

问题呈送给旅党委后，旅里立即明文
要求改进机关指导帮建基层作风，去
除不必要的“加急通知”。这几天，旅
计划为官兵发放年度探亲路费，财务

科汪助理从业务部门获取官兵家属的
经常居住地信息，提前一周制作下发
内容翔实的探亲路费发放表，官兵无
需填表只需核对即可。文书刘鑫利用
训练间隙轻松完成了工作，他欣喜地
表示：“这样的通知落实起来真省心！”

“加急通知”真有那么急吗
——第83集团军某旅对照《纲要》改进机关指导帮建基层作风系列报道①

■本报特约通讯员 曹兆雷 徐水桃

8月的滇南高原，太阳格外毒，经过
几天的激战，大家虽然疲惫不堪，但依然
不敢有丝毫懈怠。白天，我和几名战友
忙活了一整天，晚上又要跟着班长李国
召去执行战场警戒任务。

自打演练开始，每天都有蓝军前来
“摸哨”。出发前，班长一脸严肃，如临大
敌，特意叮嘱我一定要打起精神来。根
据警戒地域地形特点，班长组织我们梯
次部署，沿道路设了个“渔网阵”，并带着
我潜伏到“渔网”入口处。

是夜，凉风习习、细雨纷飞。我潜伏
在草丛中，冷得直打哆嗦。凌晨时分，一
束微弱的电筒光出现在视野中，依稀可
见两个黑影慢慢靠近。之前潜伏几次都
扑了空，今晚“大鱼”就在眼前，我心里既
激动又兴奋，当我准备扑上去时，班长一
把将我按在原地：“别慌，等‘鱼’全部进
‘网’再动手。”

“战机稍纵即逝，万一‘鱼’逃走了怎
么办？”我有些疑惑。班长严肃地说：“来
‘摸哨’都会先派出小股力量在前面探
路，大部队肯定在后面。”果然，两个“敌

人”大摇大摆地从眼前经过后，几个黑影
依次跟了上来。见此，我分外佩服班长：
姜还是老的辣！

很快，7名“敌人”陆续钻进了我们
的“渔网”。班长一声令下，“收网”行动
开始！一时间，杀声四起，前来“摸哨”
的蓝军被我们打得措手不及，纷纷束手
就擒。

打了个漂亮仗，我们稍经调整，又回
到潜伏地。这次，班长组织我们前行 3
公里设伏。在路上，针对我之前冲动的
表现，班长提醒道，战场上不光要靠勇
气，还要靠智慧，要学会运用战术。

夜越来越深，我和班长都开始犯
困。此时，班长从口袋里掏出两个小米
椒，逼着我把它们吃下去提神。我试着
咬了一口，辣得眼泪鼻涕一起流，差点叫
出声来。为此，班长给我做起了示范，连
吃了两个小米椒。

其实，班长是北方人，并不擅长吃
辣。但此时，我明白他为什么跟自己“过
不去”。用他的话说，演兵场吃的苦越
多，战场获胜的几率就越大。

潜伏结束，天空已露出鱼肚白。返
回连队的路上，我觉得心里特别充实：惊
险一夜，我对“实战”有了新的认知。

（吉苏杰、赵 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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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潜伏
■第75集团军某旅装步五连列兵 黎 阳

因一根针而挨了顿批，但就此明白
个“理”，也是值了！想起最近的一次战
备拉动经历，我不禁感慨，“战备，一根
‘针’都不能少！”

前几天，连队组织战备拉动，我迅速
整理背囊装具，第一个冲了出去。物资齐
全、动作迅速，我心想，一会讲评时肯定受
表扬。很快，负责检查战备物资的连值班
员走到了我面前，开始翻看战备包。
“针线包里的针呢？”听到连值班员

的话，我才猛然想起，上周战斗体能训练
结束，我用针挑破血泡后忘记将其放回
针线包。结果集合讲评时，我被连长点
名批评。
“为了一根针至于吗？”解散后，我心

里还是犯嘀咕。看出我的小心思，排长
并没有批评我，而是召集全排官兵背着
背囊奔袭到履带装甲车场，进行实车装
卸载训练。

训练完毕，排长拿来一个在训练中撕
裂了一角的帐篷袋，让全排人员拿出针线

包围了个圈，给大家讲起了排史故事，并
就此提问，排里的“两有”精神是什么？
“有敌必上上必灭，有仗必打打必

赢！”我脱口而出。去年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阅兵中，作为战旗方队的一面旗
帜，“云台寺排”战旗光荣接受了祖国和人
民的检阅，“有敌必上上必灭，有仗必打打
必赢”更是一茬茬“云台寺排”官兵的不懈
追求。

这时，排长又讲起了云台寺阻击战
中班长刘来臣用 28发子弹消灭 23个敌
人的战斗故事，并问大家：“没有平时对
一枪一弹、一针一线的精细准备，如何在
战场上消灭敌人？”
“一根细针，看似无关紧要，但其作

用不可替代，不仅能缝制衣物，必要时也
是神兵利器。”听完排长的话，看着地上
的帐篷袋，我陷入沉思：衣物全部按穿戴
顺序叠放，拿起来顺手；床下的鞋子，就
寝后按照“上铺鞋尖朝里、下铺鞋尖朝
外”的要求摆放；战备检查看鞋袜型号、
掐时间节点……平时这些习以为常的细
节，看似吹毛求疵，但都传递着一种“时
刻准备上战场”的信号。

想到这里，我暗暗下定决心：往后决
不再犯类似错误，哪怕只是一根针。

（赵焕斌、陈 宇整理）

一根“针”都不能少
■第78集团军某旅“云台寺排”列兵 曹兵兵

士兵日记

军队的基础在基层、活力在基层、力量在基层。新修订的《军队
基层建设纲要》，对党委领导和机关指导作出了明确规范。党委机关
只有准确理解贯彻《纲要》要求，科学把握基层建设规律，在强化统筹
指导、完善制度机制、抓好自身建设上，拿出实用、管用的招法，才能不
断提高抓建基层的质量效益。即日起，本版连续推出第 83集团军某
旅对照《纲要》改进机关指导帮建基层的故事和思考，敬请关注。

——编 者

新修订的《军队基层建设纲要》

规定，党委机关在结合实际搞好基层

建设指导时，应当“健全运行机制，加

强工作统筹，实行按级负责，形成顺

畅高效的抓建基层工作格局”。

文书刘鑫的烦心事也是目前基

层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类似“上午

发通知部署，下午报落实情况”的行

为，有悖正常工作规律，反映出部分

机关干部指导帮建基层时方法简单，

人为拔高标准，无限放大压力，错误

地认为任务安排紧一点，工作动力就

会大一点。其实，部队的工作一环扣

着一环，如果在落实过程中层层加

码、层层施压，只会透支基层的精力

活力。

基层有基层的实际，基层有基层

的规律。指导基层建设，踩足油门的

同时也需要稳住刹车，既需要紧张快

干的雷厉风行，也需要张弛有度的文

武之道；既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又

要考虑基层承受能力，避免脱离实际

乱作为、乱加码。

抓基层最终要靠基层。各级机关

指导帮建基层时要确保“四个坚持扭

住”不偏向，加强科学统筹，增强工作

的计划性和可行性，给基层留够自主

抓建的时间，让基层踩实日常运行的

秩序，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基层练兵备

战的热情，把自身建设得全面过硬。

踩足油门，也要稳住刹车
■第83集团军某旅旅长 张全军

微议录

8月上旬，第77集团军某旅组织所属炮兵分队在海拔4500米的雪域高原

开展实弹射击考核训练，锤炼官兵火力打击能力。图为官兵在采集气象数据。

郭 朋摄

8月中旬，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军事地形学

考核，有效检验了官兵在野外条件下的识图用图

能力。图为参加考核的官兵正在作业。

时成帅、王亚龙摄影报道

Mark军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