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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年终岁尾，某部机关组织军事

职业教育专项清理整治“回头看”工作

时，发现仍有少数官兵为了完成军事职

业教育学习任务“刷课”：人休息时电脑

不休息，在线空刷课时；为了通过课后考

试，“分工合作”做题，答案相互分享……

凡此种种，让学习的数据看上去“很完

美”，实际效果可想而知。

军事职业教育作为提升军事人才职

业特质、专业品质、创新素质的重要途

径，事关部队建设全局和长远发展，各级

都十分重视。为何官兵采取“刷数据”的

方式应付了事，这不是弄虚作假、自欺欺

人吗？

究其原因，笔者调研了解到，一是

少数官兵学习自觉性不强，把军事职业

教育当成了上级下达的任务，不愿将时

间和精力投入其中；二是一些单位针对

军事职业教育整治力度、深度不够，部

分教育组织者对军事职业教育仍存在

认识偏差，重课程完成率和考试成绩，

轻监督指导和学习质效；三是基层工作

统筹安排不当，导致官兵学习时间难以

保证。

就官兵个体而言，这种“刷数据”学

习无异于“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不仅收

获甚微，还浪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得

不偿失。基层工作忙是实际，事务多是

实情，但学习如同“攻山头”，容不得投

机取巧。每名官兵都要合理分配时间、

掌握学习方法，有效解决工学矛盾，通

过军事职业教育练就履职尽责的过硬

本领，让在线学习成为能力提升的“增

长点”，真正做到学有所悟、学有所得、

学以致用。

虽然前期开展军事职业教育专项

清理整治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各级应当

持 续 关 注“ 刷 数 据 ”现 象 ，不 给 弄 虚 作

假、投机取巧者空间。鲁迅在《未有天

才之前》中写道：“想有乔木，想看好花，

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

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各级教育

组织者要加强教育整改，绝不能放任自

流 ，“ 脚 踩 西 瓜 皮 —— 滑 到 哪 儿 算 哪

儿”。厚植军事职业教育的土壤，必须

建立健全符合实际、务实管用的在线学

习管理制度。

一是着眼履职要求、专项任务、晋

升转岗、职业发展等需要，精准审核学

习目的是否契合岗位、学习内容是否支

撑目标、预期效果是否符合实际，把好

把 准 学 习 第 一 道 关 ；二 是 完 善 评 价 体

系，摒弃“唯分数、唯积分”观念，结合年

度军事训练考核，采取定量定性、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聚焦计划完成、课

程 成 绩 ，以 及 提 升 履 职 能 力 的 贡 献 率

等，对个人学习成效进行综合评价；三

是端正学习风气，及时叫停并纠治刷课

挂课、强制定量等做法，妥善解决学用

脱节问题和工学矛盾，不断增强军事职

业教育质效。

当然，对基层管理者来说，最关键

的还是要激发官兵自主学习热情，探索

把军事职业教育纳入人才成长路径、任

职晋衔资格体系或作为送学培训条件

的制度机制，突出教育学习成果转化应

用，让基层官兵学有目标、学有方向、学

有动力。

步入信息时代，知识更新周期急剧

缩短，学习力就是战斗力，抓军事职业教

育就是抓部队的战斗力。我们必须下大

力气、做足实功，推动广大官兵从“要我

学”向“我要学”转变，形成“人人愿学、人

人真学、人人进步”的良好氛围。

“刷数据”学习不可取
■闫麒兆 张煜梁

浩瀚星空，繁星点点。说起白天的

对抗训练，我感觉十分的窝囊和不甘，如

果不是刘嘉勇带领的干扰站不给力，我

们班组的成绩也不至于在所有集训队伍

中排名垫底。两个站还不如一个站有效

率，想想也是丢人。

我与刘嘉勇同年入伍，同为干扰站

站长，都受到连队器重、战友们的认可。

在平时学习、训练、工作和生活中，我俩

你追我赶、谁也不服谁，较着劲儿地比着

干。连队的单站比武考核，我们常常不

分上下，谁也很难“碾压”对方。

集 训 由 上 级 相 关 部 门 组 织 ，并 以

比 武 考 核 的 形 式 检 验 集 训 成 果 ，连 队

非 常 重 视 。 作 为“ 最 强 战 力 ”，我 俩 毫

无疑问挺身而出，代表单位“出战”，而

我 被 任 命 为 指 挥 员 ，负 责 两 个 站 的 指

挥 。 全 连 官 兵 的 期 望 ，一 下 子 落 在 我

的身上。

没想到，备战中初次合练便遇挫，让

我窝了一肚子火。最让人憋气的是，最

终结果完全没有体现出我俩的水平，我

话语中自然带着些许不满。

“也不知道谁不给力，我们站平时训

练成绩一向优秀。”对于我的埋怨，刘嘉

勇也感到十分郁闷，于是反驳了一句。

“谁不是啊，不服咱俩现在上训练场

比试比试。”我又回应道。

……

眼看我俩针锋相对起来，一旁的连

长立即拉开了我们，并严肃地提出了批

评：“你们还没有认识到问题出在哪里

吗？协同作战不是单打独斗，考验的是

团队整体实力。正是你俩缺乏有效的配

合与协调，才导致现在的结果。”

紧接着，连长带着我俩对训练进行复

盘，分析原因和教训。通过检讨反思，我

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所在，惭愧地向

刘嘉勇道歉。刘嘉勇也十分诚恳地表示，

一定在接下来的集训中配合我的指挥，力

争取得好成绩。

从那以后，我们两人认真总结经验

教训、精细制订协同方案，训一次进一

步，成绩迅速提高。比武考核前的最后

一次训练中，连长看着计算出的一组组

数据，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嘴里嘀咕

道：“这次比武应该‘有戏’！”

比武考核如期而至，我与刘嘉勇全

程密切配合、动作流畅。没想到的是，考

核组现场公布的成绩，竟然是我们参加

集训以来的最好成绩。那一刻，我俩激

动地拥抱在一起。最终，我们取得了班

组第二名的好成绩。

考核结束，载誉而归。走进训练大

棚，我和刘嘉勇又变成了对手，展开激烈

较量。这一次，我们已经懂得，如何成为

更强的对手与更好的队友。

（赵 磊、殷嘉泉整理）

队友与对手
■火箭军某旅某连二级上士 金李强

“ 请 王 才 武 及 全 班 同 志 上 台 领

奖！”近日，第 83 集团军某旅训练表彰

会 上 ，中 士 王 才 武 和 全 班 战 友 一 同 上

台 ，在 阵 阵 掌 声 中 接 过 荣 誉 证 书 和 奖

品，并拍照留念，共同感受训练尖子的

“专属荣光”。

“一人评先进，全体享荣光，让官兵

关系、兵兵关系更加密切融洽。”该旅领

导向笔者介绍，他们在前期调研时发现，

有的官兵在获得表彰后，担心被大家认

为“爱炫耀”，于是转身就把奖章和证书

压在了“箱底”；还有的官兵认为，个人荣

誉主要依靠自身努力获得，与集体关系

不大，这种思想认识使荣誉激励效果打

了折扣，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官兵关系

巩固发展。

“练兵备战光荣，争当尖子吃香。在

新的表彰模式下，我们训练的劲头更足

了。”班长和战友们的鼓励，让王才武深

有感触。以往，他获得了荣誉也不太敢

“声张”，如今可以大方地亮出自己的奖

章和证书，和大家一起分享争取荣誉的

快乐。

一个标兵带动一个班排，一个班排

激活一个连队。该旅干部曹志强告诉

笔者，聚焦“个人成绩靠个人”“你的荣

誉与我无关”等错误认识，他们牢固树

立鲜明导向，通过举办“标兵故事会”、

制发“荣誉卡片”等活动，积极营造“一

人先进、集体光荣”的良好氛围，让荣誉

激励的动力活力，在官兵之间、兵兵之

间充分涌流。

刘 排 长 履 职 之 初 ，个 别 战 士 与 他

保 持 距 离 ，不 配 合 他 工 作 。 但 他 坚 持

做 到 在 训 练 中 站 排 头 、在 工 作 中 打 头

阵 ，主 动 帮 助 战 士 纾 困 解 难 。 在 此 过

程中，大家对他逐渐信服，开始积极配

合 他 的 工 作 ，全 排 齐 心 协 力 圆 满 完 成

某 大 项 演 训 任 务 ，刘 排 长 也 从 同 批 排

长中脱颖而出，荣立个人三等功。

“没有大家的支持和付出，就没有我

的立功受奖。”刘排长指着营区灯箱对笔

者说，他们排所有人的照片都在上面，附

有个人基本信息，可谓“一人立功，全排光

荣”，官兵凝聚力因此得到进一步增强。

燃旺荣誉之火，照亮冲锋之路。前

不久，刘排长所在排“双喜临门”：下士王

旭因参加岗位练兵比武夺冠，被全旅通

报表彰；二班被陆军表彰为“学雷锋先进

单位”，其经验做法被上级推广。看着灯

箱上的“荣誉合照”和战士们脸上自豪的

笑容，刘排长也开心地笑了。

一人评先进 全体享荣光
■鲁渊博 本报特约通讯员 王 越

记者探营

基层之声

初冬时节，空军某部组织飞行训练，锤炼提升部队打赢能力。图为战机起飞。

卓灵鹏摄

新闻前哨

“靠岸上了码头，女朋友寄来的

包裹就会送到我手上。”入夜，东部战

区海军某舰主机兵孙传朴值班结束

后，主动找到随舰跟训的支队组织科

严科长。两人是第一次见面却不是

第一次联系，说起话来完全没有拘谨

冷场。

“与其说是聊天，不如说是跟踪

反馈。”对此前谈心了解到“快递领取

时效大幅提高”的变化，严科长一直

关注着，不仅因为上舰前官兵通过电

话专门向他咨询过这事，更因为变化

的背后与组织科牵头负责的“科长直

通车”密切相关。

随 即 ，严 科 长 联 系 了 机 关 的 干

事，嘱咐他务必注意收集基层意见，

制订好解难计划。

谈及“科长直通车”，还得从舰

艇“心愿墙”说起。今年初，该支队

人 力 资 源 科 程 科 长 在 当 兵 蹲 连 期

间发现，舰艇为了掌握官兵的所思

所 盼 ，在 舰 上 立 起 一 面“ 心 愿 墙 ”，

大家可以将难题困惑写在纸上、贴

在 墙 上 ，舰 党 委 定 期“ 揭 贴 ”，及 时

公开答复，形成“诉难”与“解难”的

良性互动。

程科长在仔细察看“心愿墙”的

内容后，不禁产生困惑——官兵的问

题大都聚焦在政策解读上面，而舰党

委的回应多是“待征询上级机关后答

复”。

为 此 ，程 科 长 利 用 当 兵 蹲 连 的

时 机 ，组 织 多 次 政 策 集 中 答 疑 ，但

还 是 有 一 些 问 题 无 法 说 清 ，回 到

机 关 后 ，他 随 即 向 支 队 党 委 反 映

了情况。

“组织政策权威解读下基层，面

对面答疑解惑、问需寻策。”该支队

党 委 经 过 认 真 研 究 ，推 出“ 科 长 直

通 车 ”计 划 ，组 织 机 关 科 长 利 用 随

舰 出 海 、检 查 督 导 等 时 机 ，深 入 开

展 调 查 研 究 、意 见 收 集 ，对 反 馈 的

问题由科长现场解答，当场解答不

了的列入问题台账，由机关统一请

教有关专家。

“要让‘直通车’走好政策落地的

‘最后一公里’。”针对海上任务繁重、

人员分散导致学习教育难集中组织

的实际，机关科室精心设计了涉及官

兵切身利益的“政策套餐”，在各舰一

线战位巡回宣讲。

开通“科长直通车”，机关和基层

都尝到了甜头。最近一次满意度测

评结果，给支队机关服务基层注入更

多动力，他们细化建立联络员“点对

点”回访机制，完善常态化蹲点调研、

定期组织官兵恳谈会等制度机制，持

续跟踪问效。

“服务基层质效怎么样，官兵最

有发言权。”支队部队管理科杜科长

说这话时，正围绕“优化外出审批流

程”“调整通勤车往返路线”等 4 个问

题的基层反馈情况，撰写答复意见。

然而，“科长直通车”计划在执行

一段时间后，却出现了新的情况。

“远航刚靠岸，科长就走进官兵

中间问需求，影响了大家正常轮休。”

“舰上熄灯就寝了，机关还是灯火通

明，自己能解决的问题，真没必要麻

烦机关。”官兵贴在“心愿墙”上的便

签变少了，仅存的几张很醒目，这让

前来蹲点的支队政治工作部领导陷

入了沉思。

“‘直通车’不是‘单程车’，要在

时机选择和方式方法上更加用心，实

现‘双向奔赴’。”为此，该支队机关及

时作出调整，公布机关业务经办人员

的联系方式，取消“固定时间上舰座

谈，定期上报困难清单”等规定，至于

什么时间上舰合适、上舰开展哪些工

作，由相关科室与舰艇动态协商、灵

活组织。

“这本汇编虽是咱们舰整理的，

但有关政策法规由机关提供、经上

级审核，非常权威易懂。”马鞍山舰

主机兵董英杰对“家属就医报销政

策如何实施”的惠兵政策很是关注，

原本想在“心愿墙”上反映，舰领导

了解到他的疑惑后，翻阅《士兵政策

答疑汇编》，很快找到答案，免去了

不少周折。

一通电话、一个帖子、一本汇编、

一件实事……这些小细节里折射的

是该支队上下在解难纾困上的相向

而行、同向发力。该支队组织科王干

事深有感触地说：“服务基层没有最

好，只有更好，我们将再接再厉，持续

改进工作，不断提升广大官兵的获得

感、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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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武警天津总队某支

队开展多课目训练，激发官兵

练兵备战热情。图为战士翻越

高墙。

王睿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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