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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点子’为啥搁浅了？”近日，武

警株洲支队政治工作处干事胡苏到之

前蹲点帮建的中队进行回访，却发现自

己上次提出的设想没有丝毫进展。

这个中队地处革命老区，当地有

“叶家祠”“八担坵”“红军标语博物馆”

等红色资源。蹲点期间，胡苏逐一走访

调研，在感慨当地红色资源丰富的同

时，“如何把这些资源融入党史学习教

育”成为他反复思考的问题。

为尽快摸清官兵思想底数，胡苏住

进班排，在与战士们朝夕相处中，发现大

家在课外时间喜欢琢磨拍摄短视频，并

常常在总队新媒体平台上发表原创作

品，不少战士还有一定的写作创作能力。

一个想法在胡苏的脑海中浮现：能

否找到红色资源与官兵兴趣的契合点，

拍摄一部反映中队红色历史传承和建

设发展历程的微电影？为此，胡苏专门

组织了一次调查问卷，结果显示中队官

兵对此支持率高达 98%。于是，在胡苏

的建议下，“拍摄党史微电影”被写入中

队今年的按纲建队计划。

这次，胡苏回访该中队，本以为能

看到微电影的“雏形”，却发现竟然还没

有开拍。

“怎么回事？”胡苏经过调查得知，

点子虽好，却绕不开诸多实际困难：中

队拍摄器材较为老旧，难以满足拍摄微

电影的需要；拍摄微电影所需的各种服

饰道具难以筹措……没有相关保障和

技术支持，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

回访结束后，胡苏将此情况上报

支队，引起了支队党委的重视。根据

前期掌握的情况，他们发现类似问题

并非个例。

前不久，某中队在机关工作组的

建议下开展“王者争锋”搏击对抗赛，

官 兵 们 踊 跃 参 与 ，却 因 没 有 专 业 裁

判 ，比 赛 组 织 不 严 密 ，没 能 达 到 预 期

效 果 ；按 纲 建 队 考 核 中 ，机 关 工 作 组

发现某中队防暴弹投掷及格率较低，

就 与 中 队 干 部 共 同 研 究 创 新 组 训 方

法 ，要 求 加 大 对 该 课 目 的 训 练 强 度 ，

但 该 中 队 训 练 器 材 配 备 不 足 的 问 题

却还未能解决……

为基层量身设计的“金点子”屡屡

搁浅，这类现象引起了支队党委一班

人的深思。“这其实反映出，机关和基

层对‘帮建’和‘自建’中的定位仍把握

不准，对职责界线厘定不清。”他们对照

新修订的《军队基层建设纲要》深入剖

析，查找出“机关在指导帮建基层过程

中往往重指导、轻帮建，没能沉下身子

持续跟踪问效”“基层缺乏工作主动性，

遇到问题一味等靠，未能及时与机关对

接交流”等问题。

“只有找准机关帮建和基层自建的

共鸣点，实现机关基层双向发力，才能

避免‘金点子’沦为‘空架子’，真正推动

基层建设提质增效。”支队党委一班人

随即研究制订相应措施：在机关、基层

充分研讨的基础上，制订机关指导帮建

基层“双份清单”，梳理机关帮建和基层

自建的职责内容；蹲点干部提出的意见

建议在支队立项备案后，机关与基层中

队签署权责明白书，进一步厘定、细分

任务范畴；建立蹲点干部跟踪回访制

度，蹲点干部对自己提出的建议要负责

跟进协调，并帮助解决基层依靠自身难

以排解的问题，确保形成顺畅高效的闭

合回路。

前几天，胡苏给笔者打来电话：支

队宣保股为他蹲点的中队提供了专业

的摄影设备和技术指导，他也协调驻地

红色文化场馆借来了服饰道具，党史微

电影终于可以开拍啦！

“金点子”缘何屡屡搁浅？
■贺韦豪 张博扬

高铁动车之所以比传统火车跑得

快，是因为它不仅靠车头带，而且每节

车厢都有动力装置。同理，推动基层建

设提质增效，不仅要靠机关这个“车头”

的统筹规划、指导帮建，也要激活基层

自身的“动力装置”，让机关帮建和基层

自建有机结合，形成合力。

蹲点帮建是抓建基层的重要方法之

一。然而，在工作实践中，有些机关干部

看似激情满怀、干劲十足，实则指导不得

法、帮建不科学、作风不务实，做的是“表

面文章”，开的是“空头支票”。同时，还

有个别基层单位存在等靠要的惯性思

想，在接受机关指导时“被动接受”，在具

体落实中“被动执行”，缺乏主动作为。

受此影响，再好的“金点子”到头来也可

能只是“空架子”。

如何让机关帮建和基层自建有机

结合，形成合力？关键在于找准“帮建”

和“自建”的共鸣点，理顺从机关指导帮

建到基层执行落实的工作链路，确保工

作落实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应。机关

要强化科学统筹，确保工作走深走实，

避免虎头蛇尾、“烂尾工程”；基层则要

提升自建能力，多些不等不靠、主动作

为，让基层建设在良性互动中高效稳步

发展。

找准“帮建”与“自建”的共鸣点
■武警株洲支队政委 马志勇

一个周末休息时，我浏览微信朋友

圈，无意间发现连里战士小秦发了一条

动态“就想静静地玩会手机不行么”，后

面还附着一个“抓狂”表情。

小秦是一名 00 后的上等兵，性格开

朗，遇事爱发表自己的观点。最近连队

训练任务比较重，为了保证大家有充足

的休息时间，没有再安排其他工作。难

不成是班里私下搞了什么活动，挤占了

战士的时间？

为 了 弄 清 真 相 ，我 找 小 秦 了 解 情

况。“最近怎么样？休息时间够不够？有

没有什么烦心事？”聊天中，小秦平静作

答，言语之间并无异样。

于是，我索性开门见山提到那条动

态，并说出了自己的疑惑：到底是嫌用手

机时间不够，还是觉得休息被干扰了？

问题一出口，小秦就不好意思地连

说“误会”，并解释那条动态其实是自己

的“凡尔赛体”表达方式。啥叫“凡尔赛

体”？小秦告诉我，这是最近流行的网络

热词，是一种“以低调的方式进行炫耀”

的话语模式，在年轻官兵中颇为流行。

原来，小秦和兄弟连队战友交流时，

有战友感到连队周末文体活动时间安排

过满，自主休息时间不够。那个周末，小

秦在房间里休息，看到兄弟连队又在搞

活动，就发了条动态，想让兄弟连队的战

友羡慕一下。

听完小秦的解释，我恍然大悟。但

转念一想，我倘若没有找小秦聊天，可能

现在还一头雾水。

透过这件小事，我还品咂出一些味

道。生长在网络信息时代，追求个性时尚、

喜欢标新立异，目前连里像小秦这样的战

士并非少数。而我担任指导员以来，并没

有及时关注网络动态，不注重或者说不愿

主动去了解“网生代”的表达习惯和语言风

格，仍然沿用老一套的教育方式。长此以

往，思想政治工作很难做到他们的心坎

上。想要真正走近“网生代”，把准年轻官

兵的思想脉搏，就不能脱离时代背景和新

的变化，否则就可能对他们产生误解。

与小秦谈心后，我马上拿出笔记本，

将“凡尔赛文学”的含义和应用方法记在

了上面。

（李佳鹏、李 鉴整理）

别用旧思维对待“网生代”
■新疆军区某工兵团指挥通信连指导员 于灵杰

“你们的荣誉就是这么来的吗？”

面对指导员的质问，班长赵雷陷入了

沉默。

前段时间，海军某试训基地教导大

队新兵一连指导员万颉人到三班参加

班务会，刚走进宿舍，就发现：个别新兵

铺位上，被子表面不平、棱角不显，床单

有明显褶皱……要知道，就在前几天，

三班刚拿到“内务流动红旗”，可此情此

景哪有一点红旗班的样子？万颉人当

即责令三班迅速整改。

10 分钟后，万指导员又杀了个“回

马枪”，只见班长赵雷正满头大汗地蹲在

床前挨个帮新兵压被子，个别新兵则站

在一旁呆呆地看着。于是，就出现了开

头的一幕。

无奈，赵雷道出了实情：因为新兵

动手能力较弱，而自己又争夺荣誉心

切，所以就常帮他们整理内务……

事后，万颉人找到各班班长骨干交

流，发现这种情况并非个例。个别班长

为了争取荣誉经常帮助新兵整理内务，

如此一来，各班的内务比拼变成了班长

之间的较量。

“这种‘保姆’式的带兵方法只会让

新兵产生惰性和依赖，不利于他们成

长。不能为争一时荣誉而误导新兵，影

响他们努力提升军人素养。”

随即，连队以“怎样才是真爱兵”

“怎样正确看待荣誉”等为题，组织官兵

展开讨论。他们邀请经验丰富的老班

长讲述带兵经历，传授心得经验，提升

骨 干 科 学 带 兵 能 力 ；设 立“ 带 兵 意 见

箱”，查找整理出 3 类 12 个具体问题，并

逐一制订整改措施。

经过教育引导，赵班长发生了转

变。这不，面对内务水平较弱的战士小

秦，平日里风风火火的赵雷不再直接上

手帮忙，而是不厌其烦地传授要领。此

外他还开动脑筋，在班里组织小评比活

动，鼓励有进步的新战友再接再厉，激

励大家齐心协力争先创优。

在最近一次内务评比中，三班再次

夺得流动红旗。赵雷笑着对笔者感慨

道：“这‘红旗’，拿得心里踏实！”

海
军
某
试
训
基
地
教
导
大
队
新
兵
一
连—

—

叫
停
﹃
保
姆
﹄
式
带
兵

■
王
晓
天

黄

超

奉
云
鹤

“ 暴 恐 分 子 劫 持 人 质 逃 往 密 林 深

处，上级命令我部实施抓捕……”近日，

赣北某陌生地域，伴着一声枪响，武警

江西总队一场以实战为背景的参谋业

务比武拉开帷幕。

借 助 树 林 掩 护 ，一 名 身 材 瘦 削 的

士官迅速收集整理情报信息，绘制出

周边地形图。 面对复杂的战场态势，

只见他有条不紊地分析“敌”我力量、

合理排兵布阵，不一会儿便将行动路

线图标注完成，并 指 挥 小 分 队 在 最 短

时 间 内 成 功 解 救 人 质 ，最 终 夺 得 比

武 桂 冠 。

一名士官参谋缘何能在高手如云

的参谋业务比武中脱颖而出？

“作为士官参谋，既要练就过硬的

军事技能，更要有临危不乱的指挥本

领。”谈起总队参谋部士官参谋江琦，官

兵上下对这个兵非常认可。

然 而 ，就 是 这 样 一 位 众 人 眼 中 的

优秀士兵，最初的表现却很尴尬。第

一次以士官参谋的身份走上实战演练

场，坐在作战指挥席上，面对作战文书

拟制、作战要图标绘等环节，江琦一时

不知所措，眼前实时更新的战场态势

图，更让他一脸茫然。看着其他人员

提出一条条合理中肯的作战建议，不

服输的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成为优秀

参谋。

那段时间，江琦从军事地形学等基

础课目学起，写题头字、画标号，掌握各

类速记、战术计算等方法，学习练习的

稿纸越堆越多，业务能力水涨船高。然

而，随后的一次实兵对抗演练中，他又

因提出的建议与实战差距较大频频被

否。

为了跳出“纸上谈兵”的尴尬，他开

始出现在各类实战化演练现场，在真打

实抗中学指挥、练统筹。他也由此养成

了一个习惯，每次演练结束，都把自己

的心得与不足记录下来，然后再反复复

盘推演，直至完全解决问题。

凭 借 着 坚 持 不 懈 的 努 力 ，江 琦 的

作战指挥本领日益提升，应对问题的

底气也足了。在江西宜春“8·20”捕歼

战斗中，他结合实际对兵力部署、战法

手段等提出的意见建议被采纳，并精

准绘制出行动路线图，保证了任务的

圆满完成。

“ 冲 锋 ，是 战 士 最 美 的 姿 态 ，我 不

会停下前进的脚步。”入伍 8 年，江琦经

历了多次岗位身份的变换，始终不变

的是冲锋的姿态。这段时间，他又开

始对机关公文拟制等业务发起了新的

冲锋。

一句话颁奖辞：红 肩 章 闪 耀 练 兵

场，“兵参谋”冲锋“中军帐”，你奋斗的

样子真帅！

“中军帐”来了“兵参谋”
■本报特约通讯员 刘 强

值班员：第 73集团军某旅合成二营

教导员 杨志炜

讲评时间：5 月 31 日

近期，营里展开野外驻训，我发现

一 些 连 队 在 帐 篷 里 统 一 架 起 了 电 风

扇，这种主动为战士降温解热的举动，

值得点赞。但是我还看到，有的帐篷

里小冰箱、小空调、制冷风扇等电器一

应俱全。

调查了解到，这是个别同志自费购

买的。我感到，为战友们提供便利的心

情可以理解，但这种行为必须叫停。

一是，这些电器功率普遍较大，全

部运行起来存在安全隐患；二是，这些

电器随意堆放在帐篷里，既降低了内务

标准，更不符合战备要求；三是，我们就

是要通过野外驻训的实战环境、艰苦条

件，来提升我们的战斗技能，锤炼意志

品质，如果把帐篷搞得一应俱全，那还

叫什么野外驻训？

同 志 们 ，险 难 砺 精 兵 ，越 苦 越 向

前。我们要敢于走出生活上和精神上

的“舒适区”，真正把苦累视作淬炼自身

的营养，上了战场才能逢敌亮剑、决战

决胜。下一步，营里将采购一批壁挂电

扇统一安装，卫生队和炊事班也会从医

疗、饮食等方面多考虑大家的需要。希

望同志们克服困难、心无旁骛投入到训

练中去。

（林佳裕、本报特约通讯员 徐明章

整理）

野外驻训就该有“野”味

近日，新疆军区某部在训练间隙开展丰富多彩的小竞赛活动，以此调节训练

氛围、缓解官兵训练压力。图为列兵陈喜（中）向班长杨萧（左一）发起挑战并最终

获得胜利，受到战友们欢呼祝贺。 李仁锡摄
挑战成功

带兵人手记

谢小祺谢小祺绘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