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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无功而返的问卷
调查，催生“意见码”上线

一年前，杜淼杰调任第 73 集团军某

旅防空营教导员。

新官上任三把火。为摸清这个营的

情况，杜淼杰组织了一次问卷调查，收集

官兵的意见建议。

收上来的调查问卷让杜淼杰很是意

外，问卷上竟然是清一色的“没有意见”。

真的没有意见吗？杜淼杰不太相信。

和营长赵庆刚的一次深谈，杜淼杰

心中大概有了点底。原来，近几年该营

曾搬迁营区，现在的营区翻新工程量大，

营连硬件设施建设“欠账”较多。问题一

多，时间一长，官兵们逐渐产生了“将就”

心态。

一天，在杜淼杰一番推心置腹后，几

名官兵打开了话匣子。

“不是没有问题，而是有问题不好直

说，说了也不一定能解决。”班长苏建彬

对杜淼杰说，“基层有问题，一般都会立

足自身来解决。可有些问题营连也解决

不了，我们又不知道该怎么与机关沟通，

索性就不说了。”

“看来问题出在沟通渠道不畅上。

有问题不说，时间一长，大家难免会产

生消极情绪，影响营连建设质量。”通过

一段时间观察，杜淼杰发现，与面对面

交流相比，一些年轻官兵更喜欢键对键

沟通。

部队日常管理保障工作，看上去大

都是一些小事，但小事若做不到位，就

会积累成影响战斗力建设的大事。杜

淼杰意识到，想听到官兵的心声，就要

善用大家容易接受的方式来沟通。顺

着这个思路，他想到了一个办法：搭建

一个收集日常管理保障方面意见和官

兵反映自身困难情况的线上平台，官兵

只需扫描二维码，就可以匿名或具名提

交意见建议、反映困难问题。

杜淼杰和赵庆刚商量后，营里召开

了军人大会，向官兵推出了“意见码”平

台，鼓励大家有事“码上说”，有意见“码

上提”。为稳妥起见，他们还依据有关规

定制订配套规则，确保敏感信息不上线。

“ 意 见 码 ”刚 推 出 时 ，不 少 人 心 存

疑虑。

当时，不少官兵扫了“意见码”。杜

淼杰期待的意见建议纷至沓来的场景却

没有出现，一连好几天，“意见码”平台上

都是悄无声息。

“还不是和问卷调查差不多？！”听

到这种说法，杜淼杰随即召集几个指导

员开会，让大家再去解释，并鼓励班长

骨干带头在“码”上提意见，但效果仍不

明显。

“意见码”上线两周后，杜淼杰终于

接到了“第一单”。

一天凌晨，某连值班员丘伟杰前往

车库查岗。途中有一段下坡路，路边的

灯有几处坏了，光线有点暗。一不小心，

丘伟杰脚下一滑，重重地摔了一跤。

要在平时，丘伟杰可能抱怨几句就

不当回事了。这次，他选择了直接“吐

槽”给“意见码”。

杜淼杰看到后，立即联系水电工进

行维修，将坏掉的灯泡全部换新，还将原

本老化的电线全部换成新线。当天的营

军人大会上，杜淼杰专门表扬了这个“第

一个吃螃蟹的人”。

听到被称赞，丘伟杰心里暖暖的。

他第一时间在平台上跟帖，为营里的这

种快速办理点赞。

从那天起，“意见码”活跃了起来。

赵庆刚和杜淼杰每天中午和晚上都要抽

出时间，整理当天收到的各种意见建议，

及时拿出解决方案。

不少意见反映的是
琐碎小事，但一个也不能
忽视

“‘意见码’上提意见，会不会把战友

情谊变淡？”一些带兵骨干主张，“战友应

该有话直说、坦诚相见。”

“敢‘码上说’，就是一种坦诚相见。”

杜淼杰告诉大家，“官兵们打消顾虑后，

更愿意讲实话。”

不久之后，营连干部的坚持收到明

显成效。杜淼杰手机收到信息的提示音

多了起来。“周末公差较多、体能训练强

度不合理、营区超市商品种类较少……”

对每一条意见建议，杜淼杰都会记在笔

记本上，分门别类地安排解决，每解决一

个就打一个对号。

某连列兵王子浩周末到军营超市购

物，发现一件商品标价 4.1 元，扫码结账

时却变成了 5.5 元。他当即在“意见码”

上“吐槽”了这次消费经历。

杜淼杰看到留言后，立即向机关有

关部门和供应商了解情况。当天晚上，

王子浩就收到回复。经核查，供应商确

实没有及时调整结账系统的价格，并表

示会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经杜淼杰的“码”上转达，王子浩“亮

明身份”，接受了商家的道歉和转来的退

款，还因此受到连里的表扬。

去年 8 月，一级上士梁春贵的女儿

因家属工作变动需要转学，但当时已快

开学，时间上很紧张。梁春贵担心女儿

无学可上，思来想去，在“意见码”上反映

了此事。

赵 庆 刚 了 解 情 况 后 ，立 即 着 手 解

决。他一边积极向上级报告情况，推进

发函进度；一边以部队名义与相关学校

沟通，协调特事特办。很快，梁春贵的女

儿顺利转学入校就读。

“我家妞妞有学上了！”梁春贵的家

属通过“意见码”感谢营领导，还发来一

个大大的“赞”。

“不少意见反映的是琐碎小事，但一

个也不能忽视。”这是营连干部的共识，

因为大家知道，及时采纳意见建议并做

出改变，会让更多官兵主动参与其中，推

动营连建设再上台阶。

“通过官兵反映问题来推动单位建

设，只是一个方面。更多问题，还要靠

干部主动发现并加以解决。”杜淼杰对

记者说。

营区在山脚下，远离市区，网络信号

较差。官兵和家人用微信聊天，动不动

信号就断开了。

营里开会研究后，决定解决这个问

题。杜淼杰积极协调机关，走访当地政

府和电信公司。不久，一个基站在营区

附近建成，官兵用网问题得到解决。

“码”上说完马上办。随着一个个问

题的及时解决，官兵参与营连建设的热

情更高了。

不知不觉间，意见越来
越少，点赞越来越多

随着越来越多的官兵参与其中，杜

淼杰发现，原本被一些官兵称作“吐槽

码”的“意见码”悄悄变了“脸”——官兵

的“吐槽”越来越少，留言里的点赞越来

越多。

一天，平台上出现了这样一条信息：

“炊事班的战友辛苦了，最近的伙食越来

越好，给炊事班点赞！”赵庆刚看到后在

全营官兵集合时宣读了这条留言，表扬

了炊事班。没想到，正是这样一个举动，

在营里掀起了又一波“点赞潮”。

有的战士点赞干部让战士先打饭；

有的人点赞班里战士主动抽出时间搞营

院建设；还有人点赞班长每天体能训练

结束时帮他做拉伸放松……

对此，杜淼杰皱起了眉头：“‘意见

码’是为征集官兵意见建议设立的，为何

会变成‘点赞码’？”

一番了解后，杜淼杰皱起的眉头渐

渐舒展开来。一方面，在营连推动下，

很多官兵关心关注的问题一一得到解

决，大家的烦心事少了，意见也就提得

少了；另一方面，杜淼杰发现了一个喜

人变化：越来越多的官兵敢于面对面提

意见建议了，对发现的问题，开始大大

方方地畅所欲言，不再选择“藏”在匿名

头像之后。

从这一角度看，“点赞码”的出现，

正是“意见码”所引发的正面效应。对

此，营党委经过研究，及时叫停了官兵

的码上点赞，让“意见码”回归其本身的

作用。

官兵的“点赞潮”过去了，“意见码”

恢复了昔日的功能。没想到几周后，杜

淼杰又收到了几个官兵家属的点赞。

不久前，军嫂谢亚萍接到丈夫打来

的电话，说部队已经同意她来队探亲。

一想到去年探亲时所住家属区的环境，

尤其是头顶时不时掉落的墙皮，谢亚萍

有点纠结。

今年再次走进营区，谢亚萍笑了——

原本凌乱的草地已变身为“立体”的绿

植，营区环境干净、清爽。家属区的小院

修葺一新，房间窗明几净，房内硬件设施

配套齐全，有了家的感觉。

得知可以在“意见码”上反映问题，

谢亚萍和几个来队家属一口气写了几百

字的感受，点赞所发生的变化。

看到这条留言，杜淼杰不觉心头一

热，不仅是因为得到了官兵家属的认可，

更是因为不少新变化正在发生。

从有事“码上说”，到有事“马上办”，

让官兵心中没了“疙瘩”，干劲更足了。

2022 年，该营先后有 5 人在集团军以上

集训比武中获得好名次，3 个班、排荣立

集体三等功，该营也被集团军评为先进

单位。

与此同时，防空营服役期满申请留

队的义务兵比例明显增加，全营官兵的

向心力、凝聚力显著增强。

某连下士余竞成向记者展示了一

张自己刚下连时拍的照片。那时，营区

到处是杂草灌木。现在，营区已经栽上

了各种树木，营区面貌焕然一新。记者

问及他留队的原因，余竞成笑着说：“我

想陪自己种下的这些树苗扎根军营一

起成长。”

翻开该营党委的“‘码’上办实事”记

录本，记者发现，去年以来，该营已办结的

事项有 70多个，正在办理的有 10多个。

第 73 集团军某旅防空营自主抓建的一段经历—

从“ 码 上 说 ”到“ 马 上 办 ”
■谢 安 喻润东 冯 杨 本报特约记者 刘郑伊

部队建设发展过程中，哪里存在问

题，官兵心里最清楚。这些问题怎么解

决？一般来说，官兵们不缺解决问题的

“金点子”。如何才能听到官兵“真心

话”，让官兵在发表意见建议时知无不

言、言无不尽，其中“门道”不少。

听取意见的前提是要打开官兵心

扉，打开官兵心扉则需要带兵人以真

心换真心。只有拿出真心，带兵人的

决定及所推出的举措，才会时时处处

为官兵着想，其言行才会被官兵所信

服，官兵才更愿意说心里话。总之，带

兵是一场双向奔赴，心灵共振了，脚步

才能同频。

新时代的官兵有其显著特点，如

学历较高、思想敏锐、善于独立思考、

个性特征鲜明等。与此同时，心理上

的敏感则使部分官兵对发表意见心存

顾虑，尤其是新入伍的战士，在这方面

顾虑更多。因此，听取意见时，要考虑

到官兵的现实心理。第 73 集团军某旅

防空营设立开通“意见码”，就使官兵

多了一层心理上的安全屏障。只有让

官兵卸下心理包袱，他们才会大胆表

达自己的意见与诉求。

意见不能止于听取，及时加以回应

解决问题同样重要。每名官兵都渴望

被理解、被认同。对一些建设性意见建

议，若将其迅速转化为计划、方案甚至

付诸行动，更能激发官兵建言献策的热

情。对带兵人来说，这既是尊重官兵主

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之举，也有利于形成

人人投身部队建设的良性循环局面。

年轻官兵是网生一代，喜欢在网上

交流。作为带兵人，只有顺应这种形

势，才能与官兵融为一体。这就要求，

带兵人不仅要学会通过表情符号看思

想变化，通过聊天察情绪波动，还要善

于在网上与官兵对话，在拉近距离中凝

聚力量。

带 兵 是 一 场 双 向 奔 赴
■王 勇

“张智伟也提意见了？”

听到这一消息，第 73 集团军某旅防

空营营长赵庆刚和教导员杜淼杰很感

慨：“让张智伟开口，尤其是提意见建议，

不容易！”

张智伟是该营某连列兵。上大学期

间，他就不爱说话；入伍后，他也很少与

战友交流。班长留意观察发现，除了性

格内向，这个兵也没什么别的异常。

不说话，不等于没话说。

一次体能训练结束，距离开饭只剩下

10分钟。在值班员统一组织下，大家简单

做了几组拉伸放松活动，就准备开饭。

“拉伸放松活动时间太短了！”张智

伟上大学时学的是运动康复专业，对此

心知肚明，“拉伸放松活动时间不足，长

此以往，对官兵健康会起到负面作用。”

张智伟想去找连长、指导员说说这

事，但“社交恐惧”让他犹豫不决。考虑到

这种现象较为普遍，张智伟又想着去找营

长。走到营长房间门口，他又迟疑了。

“营长要是误会我怎么办”“我要是

解释不清楚又怎么办”……思来想去，张

智伟始终没有敲开那扇门。

不久后，营里为收集意见建议设立

开通了“意见码”。官兵只要扫一扫“意

见码”，就可以匿名发表意见建议。

很多战友在上面“吐槽”，还真有回

声，这让张智伟心动。抱着试试看的心

态，张智伟扫了一下“意见码”，将自己的

想法一吐为快。

“ 意 见 很 好 ！ 我 们 会 做 出 适 当 调

整。”看到教导员的回复，张智伟长舒一

口气，像卸下了一个包袱。

营交班会上，营长、教导员与各连队

主官对此事进行了讨论。当天晚点名时，

营里宣布对每天的体能训练计划进行调

整，提出了每天组织拉伸放松活动时间的

明确要求。各连也适时对体能训练计划作

出调整，使训练安排更加合理、科学。张智

伟也被连队指定为体能训练拉伸教练员。

听到这些新举措，张智伟很开心：自

己的建议不仅被采纳了，而且在营里推

广了！

这 个 内 向 的 兵 提 意 见 了
■谢 安

锐 视 点

特别关注·聚焦基层建设

记者调查

图①：第 73 集团军某旅某连官兵

架设雷达。

图②：第 73 集团军某旅某连官兵

扫描“意见码”。

图③：第 73 集团军某旅某连组织

官兵进行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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