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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连日志

闪耀演兵场

近日，武警新疆总队某支队结合自身任务实际，组织开展刺杀训练。官兵

们迎风雪、战严寒，锤炼军事技能，磨砺血性胆气。

董 虎摄

迎风雪 战严寒

回访手记

5 月 29 日，本版刊发了第 81
集团军某旅财务科助理员寇国锋
的文章《珍惜每一次走进基层的
机会》。在这篇自述里，寇助理员
分享了他到连队蹲点前后的心理
变化，讲述了一级上士刘海涛从
兜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报销凭证
时带给他的冲击，以及这次蹲点
之 后 出 台 的 一 系 列 服 务 基 层 举
措。

时至今日，半年多过去了，早
已回到机关的寇助理员还记得当
时蹲点时遇到的那些人、那些事
吗？他当时受到的触动是否还常
常在心头回荡，是否还在提醒他要
以最好的态度为基层提供最好的
服务？带着这些问题，我们组织了
回访。

新闻回顾

图为第 81集团军某旅财务科助理员寇国锋(左二)为连队战士答疑解惑。 何鹏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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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兵恳谈

有人说他“过分谦虚”，有人说他“太

实在”……近日，一向表现突出的空军某

旅某连班长祁焕腾，居然因为在年终工

作总结中自评为“及格”，而成为官兵们

热议的对象。

“大多数人都以为他会自评‘优秀’，

就算谦虚也该评个‘良好’。”该连干部晋

振宇介绍，半个多月前，他们组织官兵开

展个人年终工作总结，其中一项内容就

是召开班务会，逐人总结一年得失，并对

自己的表现作出自我评价。起初，听说

祁焕腾自评“及格”，晋振宇也很诧异：如

此优秀的骨干，为何“贬低”自己？

祁焕腾有多优秀？今年，参加上级

组织的群众性岗位练兵比武，他斩获单

项第一；开展重点课题攻关，他依托某机

型提出的研究成果受到上级认可；作为

党小组组长，他被旅评为“优秀党务工作

者”……成绩这般亮眼，还自评“及格”，

也就难怪引起热议了。

但是，祁焕腾这么做自有他的理由。

“原本，我也觉得自己这一年收获不

少。”祁焕腾向晋振宇解释，“直到翻看自

己年初制订的个人计划表，才觉得遗憾

更多。”原来，每年年初，该连都会让每名

官兵结合岗位和自身实际，制订个人年

度计划表，以此激励大家精武强能、成长

进步。

前段时间，祁焕腾把自己这一年的

表现和计划表一对比，发现还有些对不

上账：冲击军事体能“特三级”的目标，

因 10 分之差没能实现；自学 7 种型号伞

具的折叠方法，目前仍有 1 种没掌握 ；

带领全班达到体能“全优”，还有 2 人没

达到……“如此算来，可不就是‘及格’

嘛！”祁焕腾说。

“对比年初个人计划表搞总结，这是

个好办法！”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后，晋

振宇同连队其他干部一商量，决定召开

军人大会，引导大家进一步做好年终总

结工作。

军人大会上，祁焕腾向大家解释了

自评“及格”的理由，并反思未完成个人

年度计划的具体原因，提出了下一步改

进措施。

“要不是祁班长提起，我根本不记得

还有个人年度计划这回事”“年终总结，

就需要这种与自己较真的精神”……祁

焕腾的现身说法，消除了战友们的疑惑，

大家纷纷表示要向他学习，让年度计划

和年终总结形成“闭合回路”。

晋振宇因势利导，鼓励大家在全面

复盘反思的基础上，对照个人年度计划

表，看哪些目标实现了，哪些想法落空

了，哪些工作浮在了表面，真正找准问

题，找到差距，定实措施。

果然，有了年度计划表这个“参照

系”，官兵开展个人年终总结更有针对性

了。班长王兴虎对照计划表发现，自己

年初围绕提升专业技能定下的目标也没

有达成，他满脸内疚地说：“看来这一年，

自己还是有些懈怠，明年一定要振奋精

神，争取说到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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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都 是 需 要 审 核 的 报 销 材 料 ，

虽 然 数 量 很 多 ，但 几 乎 都 能 一 遍

过 。”前 不 久 ，再 次 见 到 第 81 集 团 军

某 旅 财 务 科 助 理 员 寇 国 锋 时 ，案 头

几沓 20 多厘米厚的报销材料把他挡

得 只 剩 半 张 脸 。 笔 者 发 现 ，面 对 如

此 繁 重 的 工 作 ，寇 国 锋 非 但 没 有 像

过 去 那 样 火 急 火 燎 ，话 里 话 外 反 而

略显轻松。

只要深入了解就会知道，寇助理

员的工作一点都不轻松，他要确保每

名官兵的费用都能顺利报销，各种证

明材料一点不能错、一个不能少。再

加上今年因任务发生变化，往返营区

人数激增 ，报销量较往年多了几倍 。

笔者不禁好奇，寇助理员的变化从何

而来？

“ 蹲 连 住 班 过 后 ，我 们 建 立 了 更

加合理的报销制度，疏通了基层常遇

到的堵点卡点，审核效率大幅提升。”

寇助理员介绍说 ，当初的那段经历 ，

让 他 对 蹲 连 住 班 制 度 有 了 新 的 认

识。此后多次蹲点，他都主动融入连

队，越发清晰地看到了自己业务办理

中存在的不足。寇助理员告诉笔者：

“之前旅里出台的制度除了对审批步

骤作出规定外 ，并未解决具体问题 。

比如有的官兵不了解食宿标准，有的

不清楚哪些票据该留，有的返营后上

交 材 料 不 及 时 …… 这 些 具 体 问 题 才

是 造 成 核 算 报 销 工 作 效 率 不 高 的 源

头。”

与此同时，寇助理员在蹲连期间

还发现了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每名战

士返营后，从整理凭证到上交财务科

审核，中间有 6 个步骤都需要自己独

立完成，缺少专业指导。久而久之，一

些战士怕麻烦，出现了不想报、懒得报

的想法。返回机关，寇助理员和同事

们开始思考：如何在流程设计上解决

这些问题？

几经讨论，最终他们紧贴基层实

际 ，完善出台了财务规定 ，对报销流

程 进 行 了 重 新 规 范 ，获 得 旅 党 委 批

准 。 以 一 名 战 士 执 行 机 关 派 遣 的 任

务为例 ，这名战士外出前 ，连队的报

账 员 会 将 这 期 间 必 须 留 存 的 报 销 凭

证 打 印 成 提 示 卡 供 其 随 时 对 照 ；返

营 后 ，报 账 员 第 一 时 间 将 报 销 凭 证

收回 ，由司务长统一上交派遣科室 ；

派 遣 科 室 统 一 找 单 位 领 导 签 审 后 ，

再 交 到 财 务 科 进 行 审 核 。 如 此 一

来 ，不仅形成了闭合回路 ，还大大减

轻了官兵负担。

“ 每 项 流 程 都 有 专 人 负 责 ，且 环

环 相 扣 ，我 们 根 本 不 用 担 心 。”随 寇

助 理 员 来 到 当 时 蹲 点 的 连 队 ，笔 者

随 机 和 战 士 聊 天 发 现 ，尽 管 部 分 新

同 志 对 报 销 相 关 规 定 仍 不 十 分 了

解 ，却 一 点 也 不 发 愁 。 看 到 寇 助 理

员 来 到 连 队 ，该 连 报 账 员 热 情 地 走

了 过 来 。 这 名 报 账 员 告 诉 笔 者 ，新

规 定 实 行 以 来 ，他 参 加 了 财 务 科 组

织的 3 次业务培训，自己已经算是半

个专家 ，即使面对一些特殊情况 ，也

能够做到举一反三。

谈及如今的变化，寇助理员反思

过去 ，感慨万千。他坦言 ，过去旅里

的有些规定之所以不那么受欢迎，很

重 要 一 个 原 因 就 是 事 先 没 有 充 分 调

研论证，总是站在机关的角度建章立

制 ，以为出个规定、定个流程就万事

大吉 ，很少去想效果怎么样、官兵怎

么看。

看到寇助理员重回连队，不少官

兵围了上来，像非常熟悉的老战友一

样聊着天儿。寇助理员也借此机会，

了 解 大 家 对 新 规 定 的 反 馈 意 见 。 笔

者旁听感到，如今的寇国锋已经习惯

了 从 基 层 发 现 问 题 、向 官 兵 寻 求 对

策 。 他 说 ，第 二 天 的 机 关 月 交 班 会

上，财务科还要对各营连报销规定落

实情况进行总结讲评，并提出整改意

见。“一项新规定，要使各方满意，也

要 在 机 关 和 基 层 之 间‘ 多 打 几 个 滚

儿’。”寇国锋说。

回访结束临别时，这位整天和票

据打交道的助理员突然喊住笔者，说

出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半年，我常

想起那几张报销凭证……”笔者先是

一愣，转而想起上次采访时他提到的

一级上士刘海涛。当时，刘海涛从兜

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纸，怯怯地询问

他不知能否报销……

“这半年，我常想起那几张报销凭证”
■曹 壮 邹存杰

其实，旅里新出台的报销规定并没有多少新颖之

处，只不过在个别环节增加了负责人，在流程上作了

微调。然而，这些小改变，个个“正中靶心”，结结实实

地改在我们心坎上。

我清晰记得那天的场景：点名结束后，指导员带

我们学习新的报销规定，当时原本安静的队伍一下子

热闹起来。在洗漱时、就寝前，很多战友回忆起寇助

理员来连队蹲点的点点滴滴，不禁感慨：原来这个“靶

心”，他是在那时候“瞄”上的啊！

怪不得，寇助理员刚来的时候问我：“机关制订的流

程规定清晰明了，为何在审核报销时仍状况不断？”由于

当时和他还不熟，我就支支吾吾把话岔开了。俗话说：

锣鼓听声，说话听音。他当时分明感到其中必有隐情，

于是转身调研去了。不久后，他再次遇到我，感叹了一

句：“看来服务基层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我听了

意识到，看来他找到问题的症结了。

在我们连结束蹲点后，寇助理员回到了机关，但他

仍与大家保持着联系。有一次与官兵们座谈，他说，以

前总觉得基层的问题太复杂、难解决，有时在屋里想破

脑袋也没有思路。后来发现，只要常到基层走一走，和

大家聊一聊，就会豁然开朗。

新的一年，衷心希望寇助理员常回连队看看，大

家都盼他再来蹲点。 （曹 壮、何鹏刚整理）

大家都盼他再来蹲点
■第 81 集团军某旅一级上士 刘海涛

这几天，经由本版回顾过去一年

令我们印象深刻的人和事，一种强烈

的感受涌上心头——这些报道表面上

讲的是基层，背后却不乏机关的影子。

因为，基层官兵的得与失、苦与乐、

忙与累，很多时候都与机关紧密相连。

透过基层官兵的眼睛回望，我们深

深感到，在即将过去的 2023 年，全军上

下大抓基层导向鲜明，各级党委机关坚

持基层至上、士兵第一，带着对官兵的

深厚感情做工作，受到大家热烈欢迎。

值得一提的是，在过去这一年，也

有不少机关干部登上我们的版面，分

享自己当兵蹲连受到的触动、产生的

思考和发生的改变，希望借报纸一角，

与基层官兵进行“面对面”交流。

如今，再次品读这些散发着泥土

味、汗水味的蹲连体会时，我们决定对第

81 集团军某旅财务科助理员寇国锋作

个回访。因为，作为旅一级机关干部，他

具有某种天然优势——同一个营院里，

在物理距离上，与基层官兵挨得很近。

也就是说，如果他想去，只需走几步路，

就能下到营连；只要他愿意，随时可以敲

门而入，听到官兵们的“吐槽”。

回访中，我们证实了这种判断。自

从那次蹲连结束后，这半年多来，只要时

间允许，寇国锋就会到营连转一转，他已

记不清多少次下基层了，却清晰地记得

有哪些解决问题的办法，来自一线官兵。

由 此 想 到 机 关 与 基 层 的 关 系 问

题。按理说，机关负有指导帮建基层

的责任，与基层同是一家人，本没有什

么矛盾可讲的。但实际工作中，笔者

不时听到这样那样的反映。有的说，

机关服务基层意识不强，对基层的“急

难愁盼”问题反应慢、解决慢，甚至不

了了之；有的说，机关轻指导帮建，重

督导问责，忽视基层实际，只看结果不

问过程；有的说，机关工作作风不实，

无形中造成内卷和空转，滋生形式主

义和官僚主义……

“问题在基层，根子在机关。”但实

话实说，机关作为一级办事机构，自有

规范的工作流程，也会遇到难处，不是

什么问题都能解决的。这种情况下，

就需要机关与基层多沟通，大家心往

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携手解难纾困，

推动工作落实、任务完成。在此过程

中，既不能因为根本态度问题制造关

系紧张，也不能因为方式方法问题形

成关系对立，更不能表面上一团和气，

暗地里互不买账，导致工作无法正常

进行。

有人说，基层是机关的一面镜子，

机关人员要时时照照镜子，检视工作、

反思不足，提高抓建基层质效；也有人

说，机关是基层的一把尺子，基层官兵

做什么、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既看

党委机关的决策引领，又看机关干部

的率先垂范。可以说，在基层官兵眼

里，机关干部什么样，机关就什么样。

记得几年前，笔者到某旅采访，一

位刚从指导员岗位调入机关的干事跟

我说，刚开始接听连队打来的电话时，

他还很热情很耐心。但时间长了，身

上不知什么时候有了“官气”，在一次

不耐烦地挂断一个战士的电话后，他

忽然意识到自己变了，变成当初自己

讨厌的样子。从那以后，这位干事常

常想起那个被他挂掉的电话，告诫自

己服务基层首先要端正态度。他的这

段心路历程，与寇国锋经常想起那几

张“皱巴巴的纸”何其相似。

新的一年，我们期待与更多“寇国

锋”在本版再次“相遇”。

一次回访，几多发现
■张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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