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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暖新闻 记者探营

近日，第 72集团军某旅组织开展战术训练，锤炼官兵协同作战能力。图为特战队员在野外丛林搜索前进。

胡雪峰摄

“现在到旅机关办事，可以直接去

机关食堂登记就餐”“中午也能在机关

招待所休息，再不用担心没有落脚点

了”……近日，第 73 集团军某旅防空营

几名战士从旅机关办事返营后，为机

关推出的务实举措频频点赞。同行的

带队干部杨宏宇欣喜地告诉记者，旅

队驻地分散，各营远离机关，机关从吃

饭、午休这样的点滴小事入手，为前来

办事的基层官兵提供暖心服务。

这个改变，还要从一个多月前说

起。

“你这是怎么了？”那段时间，作为

营值班领导的杜淼杰发现，从机关返

营 的 个 别 官 兵 经 常 是 一 副 疲 惫 的 模

样。一番询问后，战士丘伟杰道出实

情：“去旅机关办事很多时候需要一天

时间，但营区距离机关较远，到了中午

无法返营，吃饭和午休问题只能自己

想办法解决……”

得知这一情况，杜淼杰询问了几

名曾到机关办事的战士，大家普遍反

映，每次去机关办事的人数、时间都不

固定，所以这两个问题一直没有专人

对接。

次日，旅交班会上，作为参会代表

的杜淼杰提出，官兵到机关办事存在

一些不便，请机关协助解决。

“官兵利益无小事，服务基层实为

先。面对官兵的挠头事、烦心事，机关

要千方百计解决好，付出真心实意，拿

出 真 招 实 招 。”该 旅 领 导 对 此 高 度 重

视，当即要求相关业务科室现场研究

解决——

“各营向旅值班室报备当天前来

办事的人数，我们对接机关食堂提前

预留饭菜，同时联系招待所安排休息

场 所 。”部 队 管 理 科 参 谋 黎 钟 荣 建 议

道。

财务科出纳喻科随后补充：“关于

就餐伙食费，可根据就餐人员信息，向

各营司务长直接划账收取，就餐人员

只需出示有效证件即可。”

“关于午休安排，如果招待所临时

不方便接待，可借用各部门会议室等

场所，供官兵休息。”部队管理科参谋

唐明捷说。

会后，旅里综合各方意见，制订下

发了《关于解决跨营区食宿保障问题

的 通 知》，明 确 了 实 施 办 法 和 有 关 流

程，这大大出乎杜淼杰的意料，他感慨

地说：“没想到，党委机关为基层官兵

考虑得这么周到！”

记者了解到，如今，该旅基层官兵

到机关办事，只需提前拨打旅值班室

的“服务热线”做好人员登记，就会有

相关业务部门专人跟进，做好服务保

障。有的机关部门还专门为前来办事

的官兵准备了茶水间和临时休息室，

以备不时之需。

“把实事办好、好事办实，关键要

办到官兵心坎上。”该旅一名机关干部

介绍，他们以解决基层官兵跨营区办

事食宿难为契机，通过开展机关蹲点、

个别谈话、调查问卷等方式，进一步了

解官兵需求，对涉及官兵切身利益的

业务进行系统梳理，绘制流程图、明确

负责人、公开电话表，并下发到班排，

方 便 官 兵 掌 握 ，让 大 家 少 跑 腿 、少 费

心。

“现在机关办事，效率大大提高、

服 务 全 面 到 位 ，官 兵 们 感 到 更 暖 心

了 ！”某 营 干 部 王 森 说 出 了 大 家 的 心

声，“我们一定加倍努力工作，回报组

织的关心关爱。”

第73集团军某旅推出务实举措，进一步提高为兵服务水平—

基层来办事，服务更暖心
■本报记者 李 倩 特约通讯员 喻润东 通讯员 冯 杨

日常工作中，基层官兵经常会到机

关处理公务、办理个人事项，有时到了

中午，事情还没办完，只能留下来，等着

下午上班再继续办理。对于基层官兵

而言，解决午餐可以自己到军营超市买

个面包或吃桶泡面，午间休息在车里打

个盹也能对付，大家不想因为这点小事

给机关添麻烦、提需求。但是，谁不想

在寒冬腊月吃上一口热乎饭？谁不想

在午休时能有一张舒服的床？

我们不妨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机

关人员到基层执行公务，基层又是如

何做的？“错过饭点，是在营里就餐还

是 回 招 待 所 ”“ 到 远 离 营 区 的 点 位 调

研，安排在哪里午休比较合适”……即

便这些“预案”到时候派不上用场，基

层的同志也会提前准备。

不禁心生一问：为何基层能够想到

办到，领导机关却没有细致考虑到？对

此，编者向一些机关干部了解原因，有

人说，机关事务繁忙，加之人手和精力

有限，不可能事无巨细，让临时过来办

事的基层官兵随便“对付”一个中午，也

没什么大不了；有人说，自己也曾想过

这个问题，但来机关办事的人员类型复

杂，且时间不固定，如果为他们安排就

餐和休息区，需要协调多个业务部门，

牵扯大量精力，索性多一事不如少一

事。

机关对基层多投入一分感情，基

层就会多增添一分干劲。第 73 集团军

某 旅 为 前 来 办 事 的 官 兵 提 供 食 宿 保

障，就是设身处地替基层着想、为基层

服务的体现，让人为之由衷点赞。

由此可见，“换位思考”是一把“金

钥匙”，用好这把“钥匙”，很多矛盾问

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在帮建基层中，

各级领导机关要善于从基层的角度考

虑问题，以战士的眼光看待自身工作，

注重官兵“用户体验”，抓好跟踪问效，

把基层的烦心事、挠头事解决好；在末

端落实中，各营连也要提高站位，吃透

上级决策意图，结合自身实际强化贯

彻落实。“换位思考”诉诸的是一个“双

向奔赴”的过程，只有上下同心同德、

互相理解支持，才能避免无谓的空转

和内耗，把全部心思和精力凝聚起来，

投入到备战打仗各项工作任务中去。

用好“换位思考”这把“金钥匙”
■邹 菲

编辑感言

在 新 兵 连 的 时 候 ，我 发 现 一 个 现

象：有“故事”的人更有吸引力。

战友小崔入伍前做过生意，训练间

隙，大家都喜欢听他讲自己走南闯北的

趣事。在很多人看来，小崔阅历丰富、

思想成熟，简直就是明星一般的存在。

羡慕之余，再看看自己，人生阅历

比较单一。高中毕业后，我就进了亲戚

经营的一家公司，干些跑腿的活儿，这

点打零工的经历，实在不值一提。

“如何能站在‘聚光灯’下，让大家

刮目相看？”我暗自琢磨。一天休息时

翻看微信朋友圈，我发现一名高中同学

入职一家外企，每天西装革履，很是潇

洒帅气。一个念头在我脑海里闪现：何

不把自己的打工经历好好“包装”一下？

于是，我找来几本关于企业管理和

职场生存方面的专业书籍，利用课余时

间 悄 悄 翻 阅 ，用 来 开 拓 视 野 、提 升 能

力。平日里，与战友们聊天时，我常常

结合当年的所见所闻和现学现卖的技

能，为大家讲述自己的“职场故事”。

战友们被我的故事深深吸引，班长

骨干遇到涉及管理方面的问题，也喜欢

问问我的想法、听听我的建议。一时

间，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的我，感觉自

己的形象瞬间“高大”起来。

然而，渐渐地，战友们开始觉得不

对劲：“为啥每次找你聊天，你翻来覆去

就讲那几件事，就不能像小崔一样，每

次讲一个不同的事？”

面 对 战 友 的 疑 问 ，我 内 心 忐 忑 不

安 ，生 怕 被 人 揭 穿 ，每 天 都 在 煎 熬 中

度过。

一天，指导员听说我有参与管理大

学生职员的经历，便让我就当前带兵骨

干与部分士兵之间存在的“学历倒挂”

现象，向大家传授经验。这可让我露了

怯，会上，面对大家期待的眼神，我支支

吾吾啥也没讲出来。

“指导员，我不该‘打肿脸充胖子’，

夸大自己的经历……”会后，带着深深的

内疚和自责，我敲开了指导员的房门。

“希望得到别人关注和认可是人之

常情，但想要让人刮目相看，必须有真

才实学。”了解真实情况后，指导员没有

责备，而是语重心长地说，年轻战士正

处在人生的“拔节孕穗期”，价值观还没

有完全成型，受挫在所难免，但要踏实

学习、刻苦训练，练就真本事，不能耍小

心机、动歪脑筋。

指导员的一番话，让我惭愧不已。

在随后的工作中，我纠正了错误思想，

明确了努力方向，制订了目标计划，决

定一步一个脚印干好本职工作。

这件事后，指导员针对新兵容易出

现的思想波动，为大家上了一堂教育

课，引导大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

观，坚定建功军营的理想信念，扣好军

旅人生“第一粒扣子”。

努力付出，总会开花结果。一段时

间后，我的各项成绩明显提升。前不

久，在旅里举办的军事体育运动会上，

我取得某项课目第三名，用实实在在的

进步换来了战友们的刮目相看。

（蒋中鹏、陶 磊整理）

让人刮目相看，要靠真才实学
■第 82 集团军某旅列兵 陆怀君

数九寒冬，海军某旅训练场上热气

腾腾。

“两手向上做引体，收腹举腿快交替，

勾卷绳索要灵活，两腿伸直人站立……”

训 练 间 隙 ，一 名 班 长 结 合 自 己 总 结 的

口诀，为大家进行攀登课目动作演示，

前来见学的各营连骨干边观看边记录

要点。

这是该旅探索集约化组训模式出

现的寻常一幕。据了解，该旅基础训练

课目大体相同，以往各营连都是各练各

的 。 去 年 以 来 ，随 着 部 队 使 命 任 务 拓

展，出现了很多新课目。但各营仍沿用

原来的办法，受时间、场地、器材、人才

等因素限制，一时难以为继，训练质效

提升较慢。

“一下子冒出来这么多新课目，实在

是人手不够，无法做到统筹兼顾”“同一

个训练课目，各营都在探索，虽然有利于

内部竞争、优中选优，但同时也浪费了大

量时间精力”……针对基层官兵反映的

问题，议战议训会上，旅党委一班人认识

到，必须摸索出一种科学高效的组训方

法，把训练资源整合起来，使其发挥出最

大效益。

综合各方意见，旅党委结合自身实

际，提出“课目分头攻关、成果集中共享”

的集约化组训模式，即在基础训练实施

过程中，各营连无需逐个课目探索组训

方法，而是根据旅里的部署，发挥各自优

势，认领擅长的课目分头攻关，探索形成

训法和教案，经实战检验论证后向全旅

推广，实现成果集中共享。

涉水射击是该旅的一个难点课目。

以前，各营连虽然摸索出一些招法，但各

有各的路数，到了合成训练阶段，经常

“捏”不到一块，迫切需要统一规范。受

领任务后，一营把优秀骨干集中起来，誓

要啃下这块“硬骨头”。为解决“站不稳”

问题，他们在陆地模拟海水环境，站在浪

木上练瞄准；为解决“瞄不准”问题，他们

在枪械上安装激光模拟器，记录浪涌频

次与相应瞄准轨迹……通过反复尝试，

大家总结出 16 条训法，并形成完整的训

练教案和演示视频。在检验性考核中，

该营官兵熟练运用这些技巧，涉水射击

成绩均达到良好以上。随后，该旅推广

了一营的做法。

组训模式好不好，关键要看训练效

果怎么样。很长一段时间，在海上驾驶

课目训练中，某营三连始终找不到突破

口，不少问题久拖不决。旅里推行集约

化组训模式后，四营受领了这一课目，探

索出一整套实用管用的经验做法。此后

的训练中，三连对照四营编写的教案和

训练手册专攻精练、查缺补漏，很快破解

多个重难点问题，训练成绩突飞猛进。

“分头攻关，有特长的营连充分发

挥特长，‘集中力量办大事’；成果共享，

训练资源得到有效盘活，‘他山之石可

攻玉’。”该旅领导介绍，这种组训模式

的 推 开 ，使 各 个 营 连 摆 脱 了“ 大 呼 隆 ”

“一刀切”式的低效训练，在短时间内完

成了 20 多个新课目的训法探索，训练质

效稳步提升，有效激发了官兵研训谋战

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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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班 员：火箭军某营干部 胡晓龙

讲评时间：1 月 4 日

最 近 ，有 同 志 反 映 连 队 晚 点 名 时

间 过 长 ，每 个 问 题 都 要 分 点 谈 、展 开

讲 ，不 但 没 抓 住 重 点 ，有 时 还 因 超 时 ，

给大家正常工作生活秩序带来影响。

这几天，通过检查晚点名秩序，我

发现几个共性问题：刻意追求形式，由

连到班逐级讲，一些在班排就能解决的

问题，还在反复强调；对讲评内容缺乏

梳理总结，要点不清、层次不明，抓不住

主要矛盾；点出问题却讲不透问题，只

是空谈大道理，缺乏针对性，也很少提

出改进措施。

点名是连队一日生活制度的重要环

节，《内务条令》对组织点名的时机、时

长、内容都有明确规定。这一制度用得

好，能够凝神聚气，推动连队建设发展；

用不好，反而会滋生一些问题，引发官兵

不良情绪。

点名如点睛，高效不走空。今后组

织点名前，要想好讲什么、怎么讲；点名

时，注意抓大放小、长话短说，把精力和

时间放在重点问题上，不要讲空话、套

话、废话。这样才能使点名起到应有作

用，为大家每日的工作训练注入动力。

（张晓辉、张源湲整理）

点名如点睛，高效不走空

值班员讲评

茅文宽茅文宽绘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