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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感言

一个活动方案历经4年

4次修改，看似反反复复，实

则是机关有担当、负责任的

表现。不怕暴露问题，敢于

直面问题，才能切实解决问

题；根据实践反馈，适时调整

方案，才能让活动取得实

效。只有扑下身子了解基层

所需，沉下心来解基层所急，

才能更好地服务基层建设，

更好地发挥好党委机关的领

导、指导和帮建作用。为这

个旅机关的工作作风点赞！

——胡 璞

3月底，武警重庆总队机动支队组织官兵开展战术、攀登、体能等课目训练，

锤炼官兵综合作战能力。图为特战队员进行攀登训练时互帮互助。

王 肸摄

Mark军营

闪耀演兵场

“你知道密文和明文之间的关系吗？”
南部战区陆军某旅指挥保障连训练场上，
无线班新任副班长钱竣豪正在给新兵讲
解电文传输的加密方法和原理。看着新
兵迅速上手操作，他感到欣慰的同时，不
禁想起前段时间在教学时遭遇的挫折。

前段时间，由于班长带队外出执行
通联任务，钱竣豪受命负责为新兵进行
电台操作教学演示。“首先恢复出厂设
置，然后设置网络，再按照联络文件调
整参数……”他一边介绍操作步骤，一

边进行示范。
“报告，请问屏幕上的这个数字代表

什么意思？”新兵崔云杰一向勤学好问，
指着电台上的一个参数问道。钱竣豪并
未给出解释，只是要求他按照自己讲授的
步骤死记硬背即可。

结束教学，钱竣豪让新兵们自行练习，
等到他检验训练成效时，结果让他目瞪口
呆：大部分新兵实装操作得磕磕绊绊，不是
步骤颠三倒四，就是参数设置出现错误。

怎么会存在这么多问题？钱竣豪自
认讲授得很清楚，不禁心生疑问。就在
他纳闷时，崔云杰的一番话点醒了他：
“副班长，要不你给我们讲讲各步骤的原
理和参数的含义吧。知道了为什么，我

们应该会更容易记住。”
钱竣豪这才反应过来，如今的兵员

素质比以往提高了很多，新兵们思维活
跃，对学习内容偏向于理解记忆。如果
在进行专业教学时，还像以前一样让他
们一味死记硬背，效果会大打折扣。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意识到问题
后，钱竣豪迅速调整教学思路，在讲解
操作步骤时增加原理阐释，让新兵知其
然，更知其所以然。

明白该怎么做，也懂得为什么这么
做，新兵们的训练效果明显。这不，在
讲解密语背记要点时，钱竣豪结合个人
经验给新兵详细讲解原理，新兵的背记
速度明显提高。

这次教学讲清了“为什么”
■罗周清 戴志伟

营连日志

近日，拉萨警备区某团一营一连第
一季度体能考核成绩公布，不少官兵直
呼“没想到”——这次考核拔得头筹的竟
然是炊事班！但在连长沈道立看来，炊
事班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并不意外。

去年年终考核，由于炊事班的成绩
严重拖了后腿，该连与荣誉擦肩而过。
在连队全体军人大会上，沈道立讲评一
年军事训练工作时说：“下一步，炊事班
的伙食保障和训练任务，必须做到两手
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炊事班天天那么忙，能做到成绩及

格就不容易了……”听了连长的发言，炊
事班班长张启贵有些不满地小声嘀咕着。
“如何才能激发炊事班的训练热情，

帮助他们提高训练成绩呢？”得知张启贵
的真实想法后，沈道立一直在思考。突
然有一天，他脑海里闪现一个想法：那就
来场比拼！

于是，沈道立从其他班排随机抽选
几名刚下连的新兵，让他们和炊事班
“切磋切磋”。

“到时候可别怪老兵欺负新兵啊。”
得知连长的安排，张启贵不以为意。然

而一轮比试下来，炊事班完败，先前的
心理优势瞬间荡然无存。
“就你们这个军事素质，将来怎么

让你们去传帮带？更不要说上战场打
仗了！”沈道立当众对炊事班进行了严
厉批评。这狠狠刺激了张启贵。
“人争一口气，树活一张皮，这口气

我争定了！”张启贵暗下决心，第一季度
军事训练考核，炊事班一定要让所有人
刮目相看。

自那以后，训练场上每天都会出现
“大厨们”加练的身影，而且每次跑步都
要负重 15公斤，每周一次 5公里武装越
野雷打不动……

2个月后，第一季度军事训练考核
如期而至。
“你们好样的！”考核结束，看着炊事

班的成绩，沈道立向他们竖起了大拇指。
炊事班凭借自身的努力，逆袭成

功，斩获了冠军。

“大厨”夺冠记
■李正义 朱远辉

“结对子、一帮一”活动在我们旅已

经开展近4年时间，先后经历了4次调

整。调整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其在实践

中出现了与基层现实、官兵思想实际不

相适应的情况。

其实，无论是开展一项活动，还是

落实某种政策，即便事先经过充分预判

和论证，出现新情况、遇到新问题也是

非常正常的。不正常的反而是，明明发

现了矛盾问题，却视而不见，不去寻找

解决的办法，任其发展发酵。

基层是部队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

基础。全面锻造过硬基层，不可能有一

劳永逸且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办法。这

就需要我们制订政策、开展活动必须从

实际出发，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实事求

是，发现有不适应的地方，及时作出调

整，千万不能为了所谓的面子，生怕别

人质疑能力水平不高而逃避错误、无视

失误。

当然，最理想的境界，是在工作筹划

之初，就能穷尽所有问题，考虑到一切可

能，进而拿出一个完美的方案来。虽然

难度很大，但我们不能放弃这种追求。

回到“结对子、一帮一”问题上，经

过“版本迭代”，这个活动的方案已臻成

熟，但不会画上句号。基层的实践日新

月异，我们必须对照官兵思想反映、根

据具体落实情况、吸收基层创新创造，

实时调整完善。

值得欣慰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有

一群像魏波这样的机关干部，能够经

常深入基层一线，能够听得进不同意

见，能够正视自身存在不足，与基层官

兵一道，合力探索出一条越来越科学

完善的方法路子。这不仅仅是机关干

部应有的职责担当，更是对待基层的

正确态度。服务基层无止境，且与大

家共勉之。

一切为了更好服务基层
■海军陆战队某旅政治工作部主任 洪 昂

亲历者说

※ ※

高原驻训期间，陆军某旅警卫勤务连组织多种文化活动、广泛开展谈心交流，激励官兵克服困难、

精武强能。图为该连指导员牟伯丞（右一）与战士谈心。 王光耀摄

一个传统做法在 4年内历经 4 次
调整完善，原因何在？带着疑问，笔者
来到海军陆战队某旅进行了一番调
查。

2017 年 6月，在完成改革转隶后，
为了让官兵尽快适应新角色，实现合
心合力，该旅下发了开展“结对子、一
帮一”活动的通知和方案。
“这项活动在我们旅已持续开展

近 4年了。在实践过程中，我们根据实
际情况，不定期进行调整。”作为活动
全程参与者和主要负责人，该旅宣传
科科长魏波体会最深。

虽然开展“结对子、一帮一”活动
是该旅的老传统，但此次通知刚下发
时并未引起基层的足够重视。有基层
主官直言：“这不是多此一举吗？就算
机关不要求，营连也会主动开展，为啥
还要专门下通知强调呢？”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魏波介绍
说，通知下发一段时间后，他们组织了
“回头看”，发现一些单位的活动开展
仍停留在纸面上，止于通知传达了、人
员安排了，甚至出现帮扶人员对自己
帮扶对象的信息一问三不知的现象。

事后，经过分析，魏波发现了问题
所在，即活动方案只提了原则性要求，
没有明确具体可行的措施，这就导致

实施过程中各单位各行其是，做法五
花八门，有的甚至偷懒钻空子，敷衍了
事。

于是，在 2018年新兵下连后，针对
前期暴露的问题，他们对活动方案进
行了第 1次修改，比如增加了“结对帮
扶对象由连队统筹、营里审核、机关备
案”“帮带情况要记录在案”“定期开展
总结讲评”等内容。本以为有了明确
的措施要求，活动开展会更加顺利，出
乎魏波意料的是，新的活动方案反而
一石激起千层浪。
“又是记录，又要总结，牵扯了太

多精力。”在官兵看来，措施要求虽然
细化了，却成了变相的层层加码。类
似的抱怨，给“结对子、一帮一”活动的
实施浇了一盆冷水。

实施效果确实也不够理想。在后
续检查中，轻机营因调整结对帮扶人
员没有及时上报、帮带记录不完整等
问题被机关通报。该营教导员郭魁力
找到魏波“诉苦”：“要求过高、规定过
细，只会让官兵把结对帮扶当作负担，
这不是得不偿失吗？”

接连出现的反对声音，让魏波再
次陷入反思：开展活动的初衷，是为了
融洽内部关系、促进共同进步，不承想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不仅没有充分调

动官兵的积极性，反而存在使活动沦
为形式主义的危险。

就在这时，“陆战猛虎连”的创新
做法引起了旅领导的注意。魏波闻讯
后，专门到该连进行蹲点调研。

由于骨干人员流失严重，“陆战猛
虎连”建设一度处于低谷。为了扭转
不利局面，连队党支部变被动为主动，
对连队“结对子、一帮一”活动进行了
改进：组织结对帮扶人员自愿签署“帮
扶协议”，制订目标计划；针对人员变
动情况，灵活调整编组……如此一来，
官兵们渐渐恢复了干事创业的劲头，
连队士气有了明显改观。

魏波深受启发。在 2019年活动方
案第 2次修改时，他建议借鉴“陆战猛
虎连”的做法，同时取消不必要的留痕
要求，得到了旅党委批准。

这次调整让基层官兵松了一口气，
然而在实施过程中又出现了新问题。
“新版活动方案对官兵的自律提

出了更高要求，在激发工作热情的同
时，也容易出现我们意想不到的问
题。”采访中，部分连队主官直言不讳。

对此，魏波也是将信将疑。他组
织科室人员专门进行了一次情况摸
排，结果有喜有忧：喜的是大部分党员
骨干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了起来，忧

的是个别人员以开展“结对帮扶”为
名，背地里违规使用手机，被检查人员
抓个正着。
“要善用鼓励添活力，也要明确责

任增压力。”2020 年，魏波受命对活动
方案进行了第 3次修改。这一次，他把
“结对帮扶人员，一人违纪，两人共同
担责；一人进步，两人同登荣誉墙”等
内容写入其中。

今年初，该旅“结对子、一帮一”活
动方案迎来了第 4次修改，这一次增加
的主要内容是帮扶人员要与被帮扶对
象的家庭建立沟通联系。原来，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部分官兵出现了思
想波动。在减少聚集的情况下，帮扶
人员单凭一己之力，难以第一时间了
解掌握被帮扶对象的思想状况。受此
启发，魏波又在活动方案里增加了动
散条件下结对帮扶措施。
“一个传统做法 4年 4 次修改，这

样的增增减减还会继续吗？”在采访的
最后，笔者忍不住好奇向魏波提问。
“做法好不好，实践来检验。”魏波

说，部队建设发展每天都可能出现新
情况新问题，当然也会不断产生新经
验好做法，“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
者而改之。这也是旅党委一班人的真
实想法。”

一个传统做法的“版本迭代”
——海军陆战队某旅探索优化“结对子、一帮一”方法路子新闻调查

■陈 岩 陈在旗

又到了周五晚点名，大家站在队列
里屏气凝神，静待排长掏出他的笔记本。

记不清是从何时开始，我们排长开
始随身携带一个神秘的黑色笔记本。
说其“神秘”，是因为我们经常见他时不
时地掏出本子来，若有所思地在上面写
着什么，但具体写了哪些内容，却无从
得知。曾有人忍不住好奇直接去询问，
排长只是神秘一笑，意味深长地回答：
“等到时机成熟，你们就知道了。”

直到很久之后的一个周五晚点名，
我们才知道这个笔记本里的秘密。当
时，全排列队完毕，由排长总结一周工
作训练情况。只见他从口袋中掏出那
个黑色笔记本，一边看一边点评。

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小到内务、出
操，大到完成各项任务、参加教育训练，每
个人这一周有哪些出色表现又存在哪些
问题，排长的笔记本上都记得一清二楚。

一时间，大家顾不上队列规定，面

面相觑，甚至有人低声讨论起来。看到
大家的反应，排长笑了：“我记录这些内
容，是想告诉大家，你们的努力和付出，
我都看在眼里。而指名道姓地点出问
题，则是提醒大家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今后避免此类问题发生……”

听完排长的解释，战友们悬着的心
终于落下了。解散前，排长又大声说
道：“希望大家继续保持干劲，好让我的
笔记本上写的都是你们好的表现！”
“好！”大家齐声回应。看着战友们

兴奋的样子，我也暗下决心，一定要在
下一次工作训练情况总结时，以突出的
表现赢得排长的表扬。

排长笔记本里的秘密
■第74集团军某旅侦察连雷达班班长 郑明炀

互联网邮箱：jbjccz@126.com

强军网网盘：jbjcc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