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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时节，新疆军区某团后勤保障

股股长驱车千里来到某物资中转站，在

全队官兵注视下，将三等功荣誉证书和

奖章，郑重地交到警卫勤务连路排长手

中。手捧证书奖章，路排长的脸上写满

激动和自豪。

年初，该团派遣路排长配属到千

里之外的某物资中转站工作。他尽职

尽责、任劳任怨，圆满完成物资转运、

日常保障、副食品供应等工作，多次受

到任务单位表扬。连队接到反馈后，

及时将路排长的表现向官兵通报，让

大家了解掌握。年终评优评先时，经

过连队日常“双争”评比、民主测评、成

绩排名，路排长得到大家一致认可，荣

立个人三等功。

“不论在什么岗位、从事什么工作，

官兵的付出和努力都应该被看到、被认

可。”该团领导介绍，今年以来，由于部

队大项任务繁重、工作内容多样、执勤

点位分散，不少官兵受命外出执行配属

任务。往年，像路排长一样的在外官

兵，因连队对其工作表现等情况了解掌

握不够，加之缺乏对在外官兵的考评机

制，他们的日常表现和实绩情况难以纳

入连队月度、季度“双争”评比。所以，

每到年底评优评先时，在外官兵往往成

了连队“局外人”。

去年，勤务保障营修理连二级上士

席一勐，根据上级安排，跟随兄弟单位

前往雪域高原执行保障任务。期间，席

一勐不仅出色完成战备拉动及训练途

中的保障任务，还参与完成了近百台车

辆的日常维修保养，排除多起安全隐

患，出色表现赢得官兵点赞。然而，年

终总结时，因单位对其工作业绩掌握不

全，席一勐没能立功受奖。

该团机关深入调研了解到，席一

勐的遭遇并不鲜见。在这种考评机制

下，很多官兵都不愿意离开连队，生怕

在外费心费力干活，年底却得不到应

有评价。

针对这一情况，今年，该团党委经

过深入调研论证，决定在每月和每季度

组织“双争”评比的基础上，为外出执行

配 属 任 务 官 兵 建 立 动 态 跟 踪 评 价 机

制。他们一方面要求连队定期联系在

外人员所在单位了解情况，另一面派机

关专人前往各营连进行走访，切实掌握

在外官兵思想动态及具体表现。此外，

他们还要求各连区分任务性质、工作业

绩、训练成绩等内容，对在外官兵进行

综合考评、打分存档，并利用工作讲评

等时机向全连公布，让连队官兵了解其

工作情况。

警卫勤务连二级上士何海鹏在团

里担任保密员，由于岗位特殊，以往连

队难以及时掌握其日常表现。今年以

来，他协助上级完成全师档案清理任

务，主动参与团保密系统后台搭建，帮

助 部 队 多 次 规 避 安 全 风 险 ，成 绩 显

著。连队依据动态跟踪评价机制，联

系相关业务股负责人，定期对何海鹏

现实表现考评打分、建档留存，并及时

向全连官兵通报。因工作实绩突出，

何海鹏在“双争”评比活动中连续 3 个

季度被评为“优秀”，年底荣立三等功。

荣誉是最好的动员令，导向是无

声的冲锋号。“本以为我在外与立功受

奖无缘，没想到却立了军旅生涯的第

一 个 三 等 功 。”该 团 二 级 上 士 沈 志 龙

说 。 今 年 ，沈 志 龙 在 外 执 行 保 障 任

务。在上级组织的一次应急战备拉动

训练中，线路突发故障，沈志龙沉着冷

静应对，不仅保障训练顺利进行，还帮

助信息保障队快速找准线路故障，出

色完成任务。“不论在哪里，都要高标

准高质量完成工作，不辜负组织对我

的认可。”沈志龙说。

“如今，不管在哪里，只要加油干、

立功靠前站已成为广大官兵的共识。”

该团领导介绍，鲜明的激励导向，不断

完善的考评机制，让官兵们干劲越来越

足、工作热情越来越高。

左上图：二级上士何海鹏（左一）收

到三等功奖章。 李 峰摄

新疆军区某团建立在外官兵动态跟踪评价机制—

执行配属任务官兵不再是“局外人”
■杨 龙 张志江

实干者不吃亏，有功者必有得。近

年来，部队担负任务类型逐渐由单一扁

平向多维复合转变，人员散、点位多、跨

度大成为常态。尽管岗位战位不在一

地，任务内容不尽相同，但官兵的工作

实绩，理应是年底评优评先的硬杠杠。

树立正确的评价导向，建立全面

的考评机制，既能对官兵给予应有的

奖励和肯定，让能干者、肯干者有获得

感、成就感；又能激发广大官兵干事创

业的动力和活力，提振军心士气。让

“能者多劳”变为“能者多得”，不让奉

献者流血流汗又流泪，要求各级组织

和领导必须把官兵表现摸实摸细，不

留一个“熟悉的陌生人”，不划定一个

“边缘岗位”，让官兵不论在哪里，都能

心无旁骛地干好工作。

新疆军区某团完善评价机制，评

优评先的标尺不仅“质地过硬”，还“刻

度精确”，这一做法值得借鉴。工作有

实绩，在哪都发光，坚持以工作实绩主

导评功评奖，才能真正起到年终工作

总结的激励作用，激励官兵立足岗位

为强军兴军贡献力量。

工作有实绩 在哪都发光
■李嘉斌

短 评

某部将“双争”活动融入练兵强

能、备战打仗实践，与日常战备和重

大演训一体推进，确保官兵“在哪里

练兵就在哪里争，打仗需要什么就争

什么”，牢牢立起聚焦备战打仗的鲜

明导向。

创先争优是我军的光荣传统，也

是基层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早在红

军时期，我军就组织开展授奖表彰、立

功创模活动。1993 年，我军修订颁发

《军队基层建设纲要》，总结创先争优

光荣传统和历史经验，规定在全军开

展“争创先进连队、争当优秀士兵”活

动。此后，“双争”活动一直如火如荼

展开。2020 年修订印发的《军队基层

建设纲要》，赋予了“双争”活动新的时

代内涵，明确“全军开展争创‘四铁’先

进单位、争当‘四有’优秀个人活动”。

这是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

锻造“三个过硬”基层的重大举措，是

引领基层单位奋进强军新征程、激励

广大官兵立足战位建新功的重要载体

和战略抓手。

荣誉导向越鲜明，激励效应越凸

显。“双争”活动激发的是“见荣誉就

争、见红旗就扛”的荣誉感责任感，通

过明确目标、表扬先进、树立导向、浓

厚氛围，牵引和带动基层官兵比出动

力、比出干劲、比出成绩。“双争”活动

开展好了，就能够把广大官兵的意志

力量凝聚起来、聪明才智汇集起来，

形成推动基层建设发展进步的强大

力量。

开展“双争”活动，既是纲要明确

必须落实的基本内容，也是促进纲要

落实的重要保证。抓住了“双争”活

动 ，就 抓 住 了 基 层 建 设 的 主 体 和 关

键；“双争”活动开展得好，官兵建设

基层的积极性就高，基层建设的成效

就明显。开展“双争”活动，应推动形

成人人都在“双争”中、“双争”融入建

设中的良好局面，从而激励官兵争创

佳绩、争当一流，持续推动单位发展

上层次、基层建设上台阶。就像有人

所讲：“双争”评比是个宝，基层建设

离不了；“双争”活动坚持好，单位基

础差不了。相反，如果哪个单位“双

争”活动开展得不经常、不扎实，官兵

就缺少精气神，单位建设水平就会在

低层次徘徊。

“双争”活动是基层贯穿全年、覆

盖全局、上下联动、长期开展的经常

性工作。各级必须坚持为战导向、胜

战方向，引导基层单位和人员盯着对

手练、瞄着打赢争，把战斗力标准落

到基层，让战斗力建设强到基层；坚

持抓在经常、争在平常，让创先争优

成为实践状态和工作常态；坚持全员

参与、分类评比，调动各类型单位和

各 方 面 人 员 的 积 极 性 ；坚 持 求 真 务

实、公平公正，尽可能把原则要求搞

具体，做到“不管先进多少年、‘双争’

评比看当年，不管名气有多大、工作

实绩论高下”，不搞平衡照顾、轮流坐

庄，全时争、全程争，公开比、公正评，

让各类单位和人员争有盼头、创有劲

头，最大限度激发官兵热爱基层、岗

位建功的内生动力，推动新时代基层

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作者单位：北京卫戍区某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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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钱晓虎、通讯员周宇

辉报道：“发现重要目标，判定超出理论

射界。”前不久，第 72 集团军某旅一场实

战化训练中，新任指挥员邱家华面对特

情，根据数据清单快速研判情况，果断命

令调整射击仰角。数分钟后，炮弹呼啸

出膛，精准命中目标。这是该旅挖掘运

用装备数据，提升作战效能的一次有效

检验。

敢在极限条件下射击，底气源于数

据支撑。邱家华介绍，自己虽任职不久，

但通过连队的装备数据信息，精确掌握

装备性能，也深入了解了此前装备“打极

限”的经历，有信心完成挑战。

“科技赋能、数据支撑，是瞄准未来

战场练兵的一大关键。只有用好用活

数据信息，才能做到运筹帷幄、决胜千

里。”该旅领导介绍，近年来，他们结合

实弹射击、跨区机动、极端气象条件下

训练等，采集整理装备基本性能、不同

环境对装备影响、常见隐患故障排除方

法等重要数据信息，为多种装备分别建

立“数据库”。同时，他们坚持在挖掘装

备数据潜能基础上完善决策方式、优化

指挥流程、创新组训模式，有效提高实

战能力。

训练场上，数据奔流为战斗力赋能：

该旅利用自主革新的软件，一条条重要

目标信息为指挥员决策和火力打击提供

数据支撑；根据某推算表快速计算时间，

指挥员得以精准控制火箭弹发射时间，

精确完成打击任务……

数 据 支 撑 训 练 ，提 升 作 战 效 能 。

前 不 久 ，某 连 刚 刚 完 成 班 长 骨 干 人 员

调 整 ，就 迎 来 上 级 临 机 战 备 拉 动 。 训

练中，某装填装置突然出现故障，无法

完成收炮。班长杨槟宇迅速调用信息

清 单 ，快 速 排 除 故 障 ，确 保 任 务 按 时

完 成。

第72集团军某旅运用数据挖掘装备潜力

数据奔流为战斗力赋能

本报讯 杨彬、黄佳雨报道：“尾车装载

弹药掉落！”11 月上旬，陆军勤务学院某训练

场，一场应急物资运输训练紧张进行。接到

导调组给出的特情，担任模拟运输分队指挥

员的学员杨天啸，组织大家有条不紊地对

“掉落弹药”进行处置。这是该学院立足实

践教学课程，瞄准基层部队岗位任职能力需

求，为学员打通从专业知识学习到基层岗位

任职链路的一个场景。

“军队院校作为为战育人的主阵地，必

须贯彻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以培养适

应基层部队岗位需求的军事人才为目标，为

推动强军目标落地生根提供坚强的人才保

证。”该学院领导介绍，他们树立“对标岗位

要求、面向未来战场”的教学设计理念，紧贴

基层一线岗位需求，把任职能力培塑融入各

类专业课程，突出政工理论、政策法规、军事

技能等培训，帮助学员掌握基层岗位任职必

备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基本素质，打牢履

职尽责、带兵育人能力基础。

笔者在该学院基层政治课上看到，学员

们模拟基层连队干部日常工作，围绕如何带

好新兵、对考学失利战士开展心理疏导等实

际问题，轮番登台进行角色扮演、交流研讨，

培养基层带兵人岗位任职能力。据了解，该

学院还利用后装保障模拟仿真平台等教学

资源，设置运输、弹药、油料、卫勤等战勤席

位，让学员嵌入战位加钢淬火，把部队最新

的训练实案、后勤保障创新案例引入课堂，

将最新教学科研成果运用于学员岗位任职

能力生成实践。学员在实践中边学边思边

练，锤炼岗位履职能力，为毕业后的第一任

职打下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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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海军某支队开展实战化

训练。

刘金宇摄

近日，第 81集团军某旅组织坦克

分队赴外开展训练。

李长兴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