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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眼前堆积的光盘，第 82集团
军某旅一营文书郭超满脸愁容。

去年底，为了确保年终考核正规
有序、公平公正，旅机关下发通知，要
求各营对考核全程进行录像，还规定
视频资料要保存3年以备查询。

考核进行得很顺利，全程录像任
务也在 10多个摄像员共同努力下圆满
完成，但郭超的烦恼事才刚刚开始。

每天考核一结束，郭超就要把 10
多个内存卡中的视频导入电脑，再根
据考核单位、时间、课目等归类整理，
还要按照要求剪掉无效画面、合并同
类内容、统一画质参数等。因为视频
的传输、编辑、渲染等操作对电脑硬件
要求较高，但基层办公电脑配置普遍
偏低，郭超每天光是处理考核录像就
要花费大量时间。

等到考核全部结束，几百个 G的
视频资料也终于处理完毕，但它们如
何存储、哪里存放成了让人头疼的新
问题。
“电脑硬盘存储空间有限，年终考

核视频就要占用一多半。”郭超说，视
频资料如果存在电脑里，不仅占地方
还影响日常办公，只能刻录到光盘内
保存。这样一来就需要大量光盘，费
时、费力、费钱不说，还要在保密柜中
腾出不小空间来存放。

郭超指着值班室内保密柜说，这

里面存放的就是保存视频资料的光
盘。这两年，机关要求基层留存视频
资料渐成趋势，无论是训练考核、教育
学习，还是装备保养、投票测评，录像
留存都似乎成了“标配”。
“机关要求视频资料要保存 1至 5

年不等，存储用的光盘越积越多，但实
际派上用场的寥寥无几。”不只是郭
超，其他营连文书们对此都很烦恼。
炮兵营文书蒋文翔说，实际上，绝大部
分视频资料就是放在那里，不知道有
啥用但又不敢销毁……

前不久，旅领导在一营蹲点，看
到营值班室内光盘成堆，便问及缘
由，郭超将情况和盘托出。旅党委对
这一问题高度重视，要求机关进行整
改。没承想，却有不少机关干部感到
委屈，他们认为视频资料留存是有益
之举。

同一件事，基层、机关看法为何大
相径庭？旅党委决定利用双向讲评会
时机组织机关基层面对面辨析。
“录像快捷简便，能够减轻基层登

记统计的压力。”宣传科干事李星认为
科技在进步，登记统计方式也应与时
俱进。这一说法得到不少机关干部认
同。有人说，在组织评功评奖、测评投
票、晋职考核等涉及敏感事务的活动
时，录像是有效的监督手段。

但基层干部对这种说法提出质

疑。装步一连指导员郭靖说，登记
统计的方式需要借助信息化手段更
新，但现在要填写的本簿表册一样
没少不说，凡有活动必要求录像，处
理大量的视频资料反而加重了基层
负担。
“有些工作真的没有必要录像。”

军械员王鹏伟举例说，就像检查车炮
场日落实情况，最终应该检查装备性
能状态，而不是通过视频查看装备保
养过程。

谈到检查工作，一些与会人员还
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凡事依赖视频检
查，机关‘脱鞋下田’深入基层的意识
可能会淡化。”

随着讨论的深入，大家达成共识：
视频资料是记录部队活动的有效手
段，运用好可以助力基层提升建设质
效；若无视现实条件、无限扩大应用范
围，则会适得其反，让基层疲于应付、
不堪其累。

会后，旅党委出台一系列措施：按
照实际需要，重新划定视频记录的项
目范围；规范视频资料留存标准和应
用方式；配发或升级摄像机、摄像头、
电脑等设备，改善基层办公条件……

风波渐息，机关与基层仍在就视
频资料留存问题进行沟通磨合。相
信，随着相关措施不断完善，文书们的
新烦恼也会随之消解。

当录像留存资料成为一些单位的工作“标配”，就有了—

文书们的新烦恼
■周 强

隆冬时节的雪域高原，天寒地冻，
在这里驻训的新疆军区某团营区却暖
意融融。
“涂护唇膏！”清晨，班长孟令强发出

这一天的第一道指令。战士们纷纷拿出
护唇膏，在嘴唇上涂抹着……这是在某
连二班每天都要上演的一幕。

数月前，一名军医来连队巡诊，看到
战士们嘴唇干裂、双手皲裂，有的甚至已
经开裂出血，她当场心疼得掉下眼泪。

见此情景，孟令强很是愧疚：“平时
我对大家关心还是不够。”

在军医的建议和指导下，孟令强学
习了基本护肤方法和高原健康知识，决
心要当好大家的“健康大管家”。自此，
每天早上，他都会组织战士们进行基础
护肤。

“围脖手套请戴好，早晚喝水须记
牢。床头氧气要吸足，身体棒棒好站
哨……”孟令强还自编了一个健康顺
口溜，不仅自己常挂嘴边，还督促班里
战士必须记牢、做到。
“班长为我们付出了很多。”副班长

罗浩说，孟令强每天都会在起床号响前
半小时就起来，为班里战士准备要喝的
温水；晚上熄灯就寝前，他又会准备好热
水，组织大家泡脚暖身。

不仅如此，提醒战士午餐、晚餐后要
吸氧，每周两次坐浴，两周一次洗澡……
为了战友的身体健康，孟令强尽心尽
力。记者问他这样会不会很辛苦，他憨
憨一笑，说：“班长就是军中之母嘛！”

对于二班的战士来说，孟令强无微
不至的照顾温暖了高原的冬天。而对于

作战支援营的战士翟建行来说，组织的
关怀让他备感“家”的温馨。

去年 12 月中旬一天傍晚，翟建行
突发剧烈腹痛。战友见状，立即将他
送到卫生所。医生诊断其为急性阑尾
炎，急需将他送至低海拔地区医院进
行手术。

团领导知悉情况后高度重视，立即
协调车辆、联系医院，并指派该营副营
长蒋明才全程护送。

车窗外，风大雪大，夜黑如墨。救护
车行驶在搓板路上，左摇右晃，颠簸不
停。为了减轻翟建行的痛苦，蒋明才让
他靠在自己身上，不停安慰：“别担心，有
我和军医在，你一定不会有事……”

翌日 8时许，经过一整夜奔波，翟建
行被安全送至新疆军区总医院某医疗站
接受治疗。

手术后，翟建行醒来第一眼看到的，
就是守在身边一夜未合眼的蒋明才。

翟建行回忆说，那一刻，自己非常感
动，泪水就在眼眶里打转。

采访结束，高原依旧寒风凛冽，但战
友间的深情、组织的关怀如同一汪热泉，
带来汩汩暖流，温暖着驻训官兵的心。

健康大管家
■本报记者 李三红 闫 延

数九寒天，海拔 5000多米的喀喇昆
仑山，空气含氧量不足平原一半，气温更
是降至-30℃，但南疆军区某合成团坦
克二连连长李振雨的心里十分踏实。

前不久，坦克二连根据任务安排在
这里开展冬季适应性训练。虽然团里配
发了氧气瓶，但存在灌装困难、搬运不便
等问题，导致部分官兵不能每天按时、足
量吸上氧。李振雨将情况直接向该团政
委樊江伟报告。很快，一批便携式制氧
机就送到了连队。

为啥直接向政委报告，响应又如此之
快？李振雨说：“这是因为团党委在医疗
保障、后勤供给、家属服务等方面，建立了

基层紧急需求直报制度和响应机制。”
这项制度机制的建立源于去年高原

驻训。当时，该团奔赴喀喇昆仑山多个
点位展开驻训。驻训点位海拔普遍在
4000米以上，有的甚至接近 6000米。高
原本就是肺水肿、冻伤等疾病的高发地
区，加之这些驻训点通信、运输不便，在
如此恶劣条件下，即便准备再充分、考虑
再周到，也难以避免紧急情况发生。如
何快速掌握、解决基层紧急需求，成了团
党委心头大事。
“如果一味要求基层逐级上报，可能

就会耽误大事。”谈起建立基层紧急需求
直报制度和响应机制的初衷，樊江伟说，

“只有最大限度减少烦琐程序，以最快速
度进行决策，才能第一时间为基层解决难
题，帮官兵渡过难关。”

到达驻训点的第5天，防空连下士王
宁出现咳嗽和高烧不退等症状。卫生连军
医通过基层紧急需求直报制度上报情况，
很快就有救护车疾驰而来，载着王宁奔赴
百公里外的医院。因为救治及时，王宁的
病情在发生初期就得到了有效控制。

据了解，该团基层紧急需求直报制
度和响应机制的具体内容，还会根据任
务实际进行调整。入冬后，虽然保温板
房、新式防寒服等保暖物资全部配发到
位，该团党委还是担心官兵出现冻伤等
情况，将防寒保暖需求纳入基层紧急需
求直报，定为“首办项”。

在雪域高原开始驻训以来，基层紧
急需求直报制度和响应机制一直高效运
转，成为解难纾困的“直通车”。通过这
班“直通车”，该团目前已及时解决基层
建设、官兵健康和家庭困难等方面的紧
急需求38个。

需求直通车
■林发明 本报特约通讯员 赵治国

“彩林，下周由你担任连值班员！”
上周连务会后，排长许志鹏给我安排了
一个新工作。

在我看来，连值班员的工作不难，
无非就是吹哨、集合、带队，但很忙，还
容易挨批评。我就是一个下士，既不是
班长骨干，也不是资深士官，为啥让我
担任连值班员？是排长想偷懒图清闲，
还是他有意“赶鸭子上架”？
“排长，我能力有限……”我满心想

推掉这份差事。
“连务会上已经讨论通过了！”排长直

接把连值班员臂章递给我，又塞过来一个
笔记本，拍了拍我肩膀说，“你可以的！”

唉，既然推脱不掉，那就既来之则
安之吧。笔记本上写着日常工作注意

事项和值班心得，匆匆翻过，我想只要
小心点儿，平稳度过这一周问题不大。

周二上午接到公差任务的通知，我
立即向连长报告，然后按照每班 2名公
差的标准将任务分派下去，各班都非常
配合。我自认为这件事处理得很好，但
晚上检查就寝情况时，四班班长一番话
让我脸上火辣辣的——
“小段，以后安排公差要事先了解

各班情况。就像今天，六班在阵地执行
任务，六班班长本来在准备下午就要示
范的课目，没办法他只好自己去出公
差，还从别的班借了一个人……”

周三下午发生的事，更是让我认识
到当连值班员并非如我此前想像。当
时，连干部都去营里开会了，二班班长
突然报告说有线线路发生故障，造成通
信不畅无法上报空情，需要马上安排人
员检修。

安排人员检修需要出营区，出营区
需要经过连主官批准，但连主官电话打
不通，这该如何是好？我急得团团转。

有人建议立马安排人员检修线路，但也
有人说还是要先向连主官请示。

一时拿不定主意的我，为求稳妥联
系了营部文书，拜托他找到正在开会的
连主官汇报情况。得到指示后，我才安
排人员去检修线路。最终，因为我处置
延误，连队受到了上级批评。

一周值班磕磕绊绊，而我已身心俱
疲。但重要的是，通过遭遇和处置各种
突发情况，我收获了成长，也充分认识
到自身能力不足。我为之前对这份工
作的轻视感到惭愧。

后来，我才知道，这样的安排是连
领导有意为之。我们连士官多、岗位
少，一些非骨干士官的能力得不到有效
锻炼。因此连队尝试让年轻士官轮流
担任连值班员，借此提高我们的能力素
质。排长当时第一个推荐了我。

这一次的连值班员工作我完成得
不尽如人意，但我会努力提升自己，争
取下次做得更好！

（吴 阔整理）

为啥让我担任连值班员？
■南部战区陆军某旅下士 段彩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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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对工作进行录像，是一些单

位逐渐兴起的一种痕迹管理手段。

但像上面新闻报道中那样，无论训练

考核、教育学习，还是装备保养、投票

测评，都要求留存视频资料，就颇有

些“痕迹主义”的意味了。

痕迹管理本是一种科学的管理方

式，其优势在于通过保留下来的文字、

图片、视频等资料，还原工作落实的具

体情况，可以借此检验决策程序的正

当性、工作过程的完整性和实施结果

的有效性。如遇问题，还能作为调查

取证的重要参考。

但在实践中，有些单位过于讲求

“痕迹”，甚至要求事事留迹、处处留

痕；有些机关在检查督导时，把痕迹作

为评价工作效果的重要依据，甚至唯

一依据……当“留痕”变成了“形式”，

“痕迹管理”异化为“痕迹主义”，留存

视频资料单纯为了迎检备查，就会引

发很多舍本逐末、南辕北辙的问题来。

这就需要各级进一步明确痕迹管

理的范围，对于哪些工作需要留痕、

留到什么程度，进行合理规范，能合

的合、该减的减，还应该积极探索运

用信息化手段提高督查效率和质效，

让工作留痕回归科学的正轨。

谨防“痕迹管理”变形走样
■中部战区空军某场站排长 刘艺爽

去年底，《立功受奖军人家庭

送喜报工作办法》印发。连日来，

军地单位落实《办法》要求，为立功

受奖军人家庭寄送喜报，让军人亲

属同享喜悦，推动社会形成尊崇军

人的风尚。

图①：1月上旬，第 72集团军
某旅组织科干事（左）正在邮局寄喜

报。 张文举摄

图②：1月初，安徽省池州市贵
池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人武部联合

火箭军某部，为荣立三等功的黄鹏

家庭送喜报，并与其家人合影留念。

程凯飞摄

喜报来啦！

①①

②②

借助信息化手段改进数据信息采

集方式，提高工作质效，出发点是好

的。《内务条令》规定，具备条件的基层

单位，可以按照规定式样进行电子文

档登记统计。

但是，具体到实际操作层面，这些

资料到底为何留存、留存有何功用，很

多单位从不考虑。于是，不论大事小

事，不管有无必要，一律先录像再说。

这就造成大量资料“躺”在光盘里、

“睡”在保密柜里，最后沦为一种迎检

备查的“对证”，着实可惜。

当前，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前

沿科技的不断发展与成熟，为基层建设

提供了更多“优+”方案和技术支持。

但目前来看，很多单位对此不够重视，

即使有的加以引入应用也多止于浅层

次上。这需要各级领导和决策部门勇

于打破思维定势和路径依赖，提高全周

期、精细化管理意识，积极探索和运用

信息化手段转变工作指导模式，搞好各

项建设，尤其让那些“沉睡”的资料醒过

来、动起来，发挥出信息的最大效益，更

好地服务日常工作和备战打仗。

要把留存的资料用起来
■第73集团军某旅指导员 王路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