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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基层就好比“生炉子”，

新体制下当“司炉”，必须掌握

“生炉子”的规律——

“人勤火不旺”，乱

“捅炉子”要不得

“辛辛苦苦干一年，没拿先进还讨
嫌！”说起去年连队“三地部署”的日子，
第 78集团军某特战旅特战二连连长于
和江话语中透着郁闷。

自全连官兵从四面八方归建之日
起，他暗下决心：今年连队建设一定要打
个“翻身仗”！

该连去年兵分三路，有的负责维护
野外训练场，有的在旅弹药库执勤，有的
跟随旅队正常参加年度训练。由于连队
人员分散，加之部分干部骨干能力素质
欠缺，机关检查督导工作时，连队“按下
葫芦浮起瓢”：这边刚“争点彩”，那边就
“冒个泡”，按纲建连打分排名始终不高。

一年都在忙忙碌碌，不但没评先，还
没少挨批评，这样的结果着实令该连官
兵感到憋屈。有的官兵发牢骚，机关来
检查指导无可厚非，可大都只查问题，而
对于他们这种人员分散的单位怎样才能
形成抓建合力，往往支招不多……

对于他们的“苦恼”，一些兄弟单位
也感同身受。

去年，某合成旅装步七连奉命赴 3
个营区担负执勤和保障任务，连长、指导
员和副连长兵分三路，一年到头难见一
面，组织生活更是难以正常开展。机关
前来检查指导，给出的是问题清单，但对
于怎样才能有效根治问题，确保连队动
散条件下建设不走样的意见建议却鲜有
涉及。

今年上半年，随着一场首长机关应
当如何指导基层的调研在集团军部队展
开，官兵们热议的话题也逐渐向此聚焦：
“捅炉子”的人不少，但“会生火”的人并
不多。

去年下半年，某合成旅好几项重要
工作平行推开，忙得坦克七连指导员梁
海洋团团转。
“为了引起基层重视，机关动辄就让

营连主官牵头，大会小会都让我们参
加。”梁海洋说，那段日子，他和连长不仅
要参加上级层层动员，回到连队还要自
己再搞动员。具体落实工作时，俩人虽
然分了工，但需要主官亲自抓的事太多，
结果是样样都抓了，样样都没彻底抓到
位。
“头痛医头、重痕轻效的问题也不

容小视。”某旅教导员尹航说，去年该旅
首长机关多次强调智能手机管理使用
的问题，可检查重点大都放在教育搞了
没有、笔记记了没有，官兵手机有无不
良浏览痕迹、有无不良消费记录等等。
这些具体工作，基层自身也能抓，基层
真正需要的是看了就明白、照着就能做
的“干货”。
“有时蜻蜓点水，有时越俎代庖。”某

旅装步二连连长孙磊告诉记者，一次，机
关通知各营建设器械训练场，却并未明
确具体建设标准，各单位只得按照自己
的最高标准“自由发挥”。结果，机关发
现合成二营的整体建设标准最高，于是
让各营连按照二营的标准改建，建完才
发现部分训练器械的间距不统一。就这
样，基层营连反复折腾了几次，才算把器
械训练场建好。

随着军旅两级专项调研不断深入，
越来越多的官兵吐露了自己的心声：基
层建设已经进入“新体制时间”，但机关
在帮建指导基层时“穿新鞋走老路”的问
题还不同程度存在。具体说来，“乱捅炉
子”的有之，形式主义的有之，政出多门
的有之……

翻看基层反映的种种问题，首长机
关人员很感慨：抓基层就好比“生炉
子”，一个个基层单位就好比熊熊燃烧
的炉子，领导机关就是让炉子烧旺的
“司炉”。注意把握“火候”，该“通风”时
“通风”，该“加煤”时“加煤”，该“掏灰”
时“掏灰”，才能把基层的炉火越烧越
旺。反之，如果不了解“生炉子”的规
律，一会儿“揭炉盖”，一会儿“填煤块”，
一会儿“捅炉底”，这样的“勤快”，结果
可想而知。

新体制下小机关带大部

队，形成“下面千条线，上面一

根针”的局面——

“小马拉大车”，强体

健脑是根本

“指导员，我因公出差的车票还能报
销么？”去年年底，某旅中士小王随口问的
一句话，令该连指导员李立忠尴尬不已。

去年初冬，连队安排小王到该旅另外
一个营区执行保障任务。小王自行垫付的
火车票，按照规定是可以报销的。

李立忠询问机关报销流程，顿感“头
都大了”——首先要有人力资源科出具
的公出派遣单，其次需附车票报销凭证
和手机支付单号、绑定手机的银行卡号，
而后由派遣部门领导签字，才能交财务
审核。

虽然流程比较麻烦，但李立忠还是帮
小王将报销流程走完。然而，由于该旅三
地分布，财务部门也是人少事多，人员常
年多地奔波，一来二去近两个月过去了，
小王的差旅费还是没有报销下来。年底
的双向讲评会上，李立忠将此事摆上桌
面，在旅里掀起了不小的“风波”。
“机关在指导和服务基层时，有一些

工作总是慢半拍！”面对基层官兵的“吐
槽”，机关的同志也是一肚子苦水没处
倒：拿该旅机关来说，机关科室虽然不
少，但有的科室编制上只有两三个人，就
算全员全年不休假，想保障好全旅官兵
各项事务也得“跑断腿”。

这些话，道出了集团军部队相当一
部分机关干部的心声。某合成旅作训科
参谋吴昊深有感触地说，前不久，他们科
就遇到了多项工作“撞车”的烦心事：有
的营连有武器装备试训任务，有的营连
要外出驻训，还有的单位要参加旅里的
战备演练。

几项工作需要同步推进，吴昊和科
里其他同事几乎人手一摊“大活儿”。然
而，有的工作仅凭单枪匹马不可能筹划
周详，大伙儿一天到晚忙得“脚打后脑
勺”，还是出现了顾此失彼的情况。

结合近年来在机关工作的经历，某
防空旅政治工作部宣传科科长侯敏说，
站在基层的角度看，机关任何一个科室
主抓的工作，基层都需要落实，也就是大
家常说的“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

但反过来看，新体制下基层营连建制单
位多了，兵种专业多了，武器装备种类多
了，需要的各类指导和保障也多了，可机
关人员的编制却压缩了，对单个科室而
言，何尝不是“下面千条线，上面一根针
呢”？

对于机关的难处，基层官兵也不是
不通情理，但他们认为：机关人少事多，
工作中偶尔有不到位的地方可以理解，
但不能以此为由使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
解决。
“小机关大部队，更需要机关各部门

打破建制壁垒，加强工作统筹和沟通协
调。”某陆航旅勤务直升机营营长龙占洋
回忆，去年秋天，旅里一名参谋辗转多个
营区调试更新视频会议系统线路，顺便
帮机关其他科室流转官兵办理军官证、
士兵证的手续和探亲路费报销凭证，既
节省了机关人力，又提升了办事效率。
“新体制下首长机关经历了瘦身塑

型，需要更多全面过硬的通才。”某特战
旅政治工作部主任赵广宇说，机关编制
压缩后，如果大家还守着自己的“一亩三
分地”，势必跟不上部队建设发展节奏。
只有强化一盘棋思想，不断提升人的执
行力、利用率、贡献率，才能与精简后的
机关岗位相匹配，更好地指导服务基层。
“有的机关干部之所以活没少干却收

效甚微，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依法抓建
缺乏刚性。”一些基层官兵反映，少数机关
干部指导帮建基层总感觉走老路子稳当、
用老办法顺手，这也使“另起炉灶”“层层
加码”的问题凸显出来，结果“费时又费
力”“出力不讨好”。

事越说越清，理越辩越明。机关基
层渐渐达成一致：“小马拉大车”，一方面
要让“马儿”茁壮成长、强身健体、浑身是
劲；另一方面要教会“马儿拉车”的技巧，
学会使巧劲，而不是一味地用蛮力；还要
弄清楚车里该装什么、该怎么装，只有这
些因素都考虑到、做周全，才能确保“马
儿”既拉得动又跑得快。

新体制下机关“供给侧”，

如何与基层“需求侧”精准对

接——

培养“明白人”，科学

指导促转变

说起今年 5月旅里组织的那次装备

换季保养，某合成营教导员杜官总是难
掩赞许之情。对他而言，那次装备换季
保养可谓“一举三得”。

原来，杜官在此次装备换季保养
中，既要参加旅里组织的政治工作干
部大练兵活动，也要抓好营里装备换
季保养中的宣传工作。换季结束后，
他还要参加上级组织的指挥通联要
素演练。
“这 3项工作看似平行展开、牵扯精

力，其实就是一项工作。”杜官解释说，参
加政治工作干部大练兵，需要他每天铆
在装备车场苦练本领，本身就为全营的
装备换季保养工作营造了浓厚氛围，而
参加上级组织的演练，恰好可以检验自
己的训练成效。

对于杜官的说法，该旅装步三连连
长杨威感同身受：“以前基层受领大项
任务时，机关各部门很少有交集，大都
担心会相互影响，而这次装备换季保养

却刷新了大家的认识。”杨威告诉记者，
旅参谋部抓的战备演练和指挥通联要
素演练，恰好能帮基层找准装备故障、
检验换季质效，旅政治工作部开展大练
兵活动，则为基层官兵作出了表率，三
项工作同步推进，工作质效却一点也没
打折扣。
“这困难那困难，学会统筹就不

难。”某陆航旅攻击直升机营营长袁国
明说，今年该旅飞行训练仍像去年一
样，在两个营区同步展开，但组训和管
理模式却发生了改变。他所在的营区，
参训的直升机营不再“各自为战”，而是
整合成为两个临时党支部，由他和其他
营的一名主官分头负责，而另外一个营
区也是照此执行。这样一来，不论战
备、训练、教育和管理等秩序都得到了
统一，各方面力量和资源也得到了
加强。
“在依法抓建上下功夫，许多困难就

会迎刃而解。”说到动散条件下如何正规
秩序的话题，某合成旅装步三连连长洪
志强感慨不已。入夏以后，洪志强带领
连队随旅出征，在科尔沁草原深处开始
了长达半年之久的野外驻训。由于驻训
时间较长，许多营连提议对野外营区的
各类秩序进行统一和规范。

该旅前身是一支红军部队，许多营
连都有自己的传统和特色，到底按照谁
的标准来统一呢？旅党委给出的答案
是：严格按照条令条例来。

这件事不知怎么传到了集团军首长
那里。结果该旅规范野外营区秩序的工
作越做越大，引得与该旅驻训地毗邻的
几家兄弟单位纷纷前来参观见学。一时
间，出自该旅基层营连的秩序规范成了
各驻训部队的样板和标杆。
“指导方式的转变，来自对学习的

总结和实践的探索。”对此，某旅宣传科
科长谭波说，今年以来，他最大的感受
就是军旅两级机关抓的网上业务学习
和各类培训明显增多了。以往政治工
作干部上夜校，大都把功夫放在讲台
上，讲强项的多，谈弱项的少；而今年大
家却不得不把功夫放在讲台下，因为每
学完一项具体业务，军旅两级首长不仅
要随机抽点人员谈体会，还结合工作布
置“课后作业”，使大家大抓学习的积极
性充分调动了起来。

经过理论辅导、集中培训、蹲点交
流，军旅两级首长机关的同志总结摸索
出“层级式”“辐射式”“样板式”“点穴式”
等指导服务基层的方法，有的经过实践
检验后已日趋成熟，让许多基层单位尝
到了“甜头”。

前不久，某合成旅集指挥控制、实兵
行动、实弹检验于一体的实兵演练圆满
结束。手捧冒着“热气”的演训成果，某
合成营营长续开亮兴奋地说：“从筹备阶
段开始，旅里的指导组就全程进驻营连
进行跟踪指导。演练展开前，集团军首
长还专门带工作组来旅里进行指导，使
营连面临的实际困难得以有效解决，为
演练实现一案到底、全程融合的目标发
挥了重要作用。”

军旅两级首长机关改进指导方式的
探索与实践，令许多基层官兵深受触动：
机关指导基层的过程，与经济学中“供给
侧”“需求侧”的关系有着一定的相似之
处。机关这个“供给侧”，需要不断提升
“产品”质量，也就是提升指导质量和服
务效能，才能让“产品”更好地畅达基层、
惠及官兵。
“要使机关‘供给侧’与基层‘需求

侧’精准对接，需要机关不断探索总结
新时代基层建设特点规律，持续学习掌
握科学抓建的业务本领。”该集团军领
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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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条线”如何穿好“一根针”
■李 程 本报记者 刘建伟 牛 辉

军队力量规模和结构编成改革后，机关“减肥
瘦身”，基层“壮骨扩容”，部队呈现出机关小了、层
级少了、基层大了、类型多了等新特点。

面对“横宽纵浅”的新体制编制，领导机关如何
改进工作指导方式，是摆在各级领导机关面前的时
代课题。

上面“千条线”，如何穿好基层“一根针”？初
秋时节，记者探访第 78集团军部队，从他们的实践
中找到了些许答案。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各级党委

机关作为基层建设的筹划者、抓建力

量的协调者、工作落实的推动者，要

不断强化固本强基思想，积极探索实

践改进工作指导，搭建起精准抓建的

“桥”和“船”，不断提升基层建设的

质量效益。

找准问题精准用力。“药对症，

一张方；不对症，用车装。”基层建

设是在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中

前进的，要始终坚持奔着问题去、

盯着问题查、揪着问题改。各级党

委机关不能沿用经验主义的老一

套，也不能渴望一套招法解决全部

问题，必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基础弱的就要帮建骨干队伍、任

务重的就要帮解棘手困难、距离远

的就要帮强自主抓建能力。要切实

杜绝“蜻蜓点水”、主观臆断的虚浮

作风，多搞“脱鞋下田”式蹲点、

“庖丁解牛”式调研，紧盯矛盾问题

解剖麻雀，精准定位抓建指导的用

力指向。

区分层级各尽其责。“一个人哪

怕浑身是铁，也打不了几根钉”。体

制编制调整后，小机关大部队的管

理模式成为常态，党委机关如果还

是大事小事一把抓，本事再大、水

平再高，也难以把基层抓好。最好

的抓建方式不是事无巨细大包大

揽，而是最大限度地各尽其能。各

级党委机关应厘清职能定位、区分

层级抓建，正确处理好帮带与替代

的关系，到位不越位；正确处理好

指导与指挥的关系，参与不干预；

正确处理好信任与放任的关系，放

手不撒手；正确处理好帮一时与帮

长远的关系，帮扶不搀扶。

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各个层

级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层层

压实责任、层层担当尽责，不断激发

基层主动作为、自主抓建的内在动

力。

科学统筹形成合力。有的单位党

委机关缺乏统筹协调，各部门你搞一

波督导、我搞一轮监察，你抓一组调

研、我抓一次检查，一定程度上对基

层建设产生了干扰。基层工作千头万

绪，没有统筹就没有高效，没有协调

就形不成合力。各级在指导抓建基层

时，要坚持科学统筹，找准时间分配

的结合点，合并各项工作的同类项，

真正帮助基层理清思路、明晰方向，

从繁杂的事务中“解放”出来。

有些工作不能删减、有些任务无

法合并时，要学会“弹钢琴”，做到

“心中有谱”“十指发力”，确保党委

“统得住”、机关“合得好”、基层

“动起来”，切实把“千条线”拧成

“一股绳”，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基层

的生动局面。

搭建精准抓建的“桥”和“船”
■徐宝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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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某旅宣传科干事李岩走进营
连培训宣传骨干。

图②：北部战区陆军训练处处长尤
锋（居中者）在某旅指导合成营综合演

练。

图③：某合成旅旅长李湘北（左一）
为基层司号员做演示。

铁彦男、褚 振摄

①①

②② ③③

34号军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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