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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戈壁，寒风刺骨，但新疆军区

某综合训练基地官兵的心里却充满暖

意。记者走进该基地看到，学习室里，

官兵根据自己的兴趣挑选各类书籍，

畅游在知识的海洋；健身房内，官兵利

用专业的训练器材挥洒汗水；俱乐部

里，台球、乒乓球等运动驱散了官兵训

练的疲惫。

“如今，连队各项建设日渐完善，

官兵成长成才计划也提上日程，这都

离不开机关蹲点干部对连队的帮带指

导 。”该 连 指 导 员 拉 着 记 者 ，边 走 边

聊。聊天中得知，虽然基地党委机关

蹲连住班活动已结束将近一个月，但

蹲点干部们回到机关后，却没有停下

指导帮带的工作。就在前几天，曾来

连里蹲点的机关干部王治坤特地又过

来一趟，了解统购下发的文体器材是

否符合官兵需求。

原来，作为专门承训新兵的连队，

每逢周末，连队都会组织各类丰富的文

化活动。但时间一长，图书室课外书籍

因翻阅较多，出现不同程度的破损现

象；连队点歌机曲库更新不及时，唱几

次就无人问津；配发的康复理疗器械太

专业，使用频率并不高……

连队正愁怎样解决时，机关干部

王治坤来到连队蹲点。经过调研，他

发现对于连队的图书室、健身房、俱乐

部等文体娱乐场所，机关只是满足于

把计划制订了、器材配发了，忽视了及

时更新维护。王治坤把看到的问题记

录在案，并第一时间与机关业务对口

部门研究解决方案。方案敲定后，王

治坤又与相关人员来到连队进行现场

指导，确保落到实处。

听着指导员的讲述，记者心生疑

惑：王治坤是政治工作部门的干事，了解

文体工作是他分内之事，而统计新兵数

据、新兵就医审批与他本职业务关系不

大，蹲点结束后，王治坤本可以移交给对

口科室承办或者向党委反映，由机关综

合衡量后解决，为何他还在跟踪关注？

指导员向记者解释，以往蹲点帮

带，有的蹲点干部问题收集了，却没有

后续措施；情况作了调研，却没有可行

性对策。还有的蹲点干部认为帮带连

队是一项“例行任务”，只要时间一到，

工作就结束了。一些简单的、短期的

矛盾困难能当场解决，可遇到一些基

层建设的新问题、官兵成长的新矛盾，

只能先写到报告里，回机关后再交接

给相应对口部门。由于对口部门不熟

悉情况，加之业务性工作较多，一来二

去，也就渐渐“石沉大海”。

“蹲点调研不能‘三分钟热度’，及

时纠治问题、解决根本矛盾才是最终

目的！”该基地领导态度鲜明：不能满

足于形式上的“蹲”到了、“帮”过了、

“问”过了，而是要真正解决广大官兵

的急难愁盼，让他们心无旁骛地投入

练兵备战。

来到基地机关，记者走进王治坤

的办公室。只见这位备受基层官兵欢

迎的干事正在整理军士培养、福利待

遇、军官交流、二次入伍新兵晋升军士

军衔等相关材料。王治坤告诉记者，

晚饭后，他打算去蹲点连队向官兵们

一一解答，并邀请记者一同前往。

匆匆吃过晚饭后，王治坤来到连

队俱乐部，并将扫描版的文件投射到

大屏幕上，就官兵关心的热点话题耐

心讲解。

“当前我们应该站在军士的角度

还是义务兵的角度去培养使用二次入

伍新兵？”

“高学历新兵如何将自己所学专

业与部队岗位需求衔接？”

“ 建 议 逐 人 制 订 成 长 成 才 路 线

图，并在新兵下连时向送训单位提出

建议。”

“连长不在位期间，因连队没有副

职编制，分队长能否代行连长职责？”

……

王治坤边讲边与官兵互动，一场

原计划开一个小时的恳谈会，足足开

了两个多小时。

“蹲点结束，并不代表机关服务基

层也结束，如何开展后续工作，是我们

每名机关蹲点干部需要思考和关注的

问题。”该基地领导向记者表示，不断

改进机关服务基层工作方式和作风，

是基地党委一直努力的方向。

面对面解难题、手把手订措施、实

打实抓整改……据了解，此次蹲点住班

活动，该基地共有 18名机关干部参与，

产生的辐射效应和后续影响仍在发

酵。随着越来越多机关干部与基层建

立紧密联系，党委机关与官兵们的心越

来越近，实现了抓建基层的“双向奔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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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过后，北京卫戍区某团机关立

刻飞速运转起来：为兵服务大厅内，官

兵有序填报需求、提交材料，工作人员

现场办理相关事项；上门服务的流动车

里，机关干部认真收集官兵矛盾困难，

答复解决诉求……据了解，去年以来，

该团把官兵最关心最期盼的事当作“党

委工程”来办，推出一系列实际举措，受

到官兵欢迎。

“机关搞谋划订计划，首先要摸清

基层官兵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困扰他

们最大的矛盾在哪里。”该团领导介绍

说，为确保第一时间全面了解基层呼

声，他们要求常委分片包干，带头深入

一线开展调研，机关干部结合当兵蹲连

和挂钩帮带等时机组织问卷调查，了解

基层官兵急难愁盼。

去年底，不少官兵反映，偏远执勤

点位官兵到机关办理业务不方便，牵

扯 练 兵 备 战 精 力 。 经 过 深 入 研 究 讨

论，团党委决定参照地方政务服务中

心便民服务模式，做到“接诉即办、未

诉先办”，切实为官兵把实事办实、好

事办好。他们在梳理下发业务办理权

责清单、业务办理流程的基础上，按照

“因地制宜、整合资源、惠兵利兵”的原

则，开设上门服务流动车和为兵服务

大厅，将涉及官兵切身利益的事项进

行业务整合，统一集中办理，简化请假

休假、看病转诊、家属来队报批等事项

的办理流程，努力做到官兵咨询有人

解答、情况反馈有人受理、意见建议有

人答复。

据统计，截至目前，该团党委共解

决上百个影响基层发展的问题，官兵们

扎根岗位、建功军营的信念更加坚定。

基层有所呼 机关必有应
■陈衍瑜

营连日志

旧照（右上）：去年 12月 21日，海军某潜艇支队一名战士在风雪中巡逻。这张照片发表在该支队内部

网上后引发热议，官兵们被照片的意境打动，纷纷推测此人是哪位战友。

近照（左上）：今年 2月初，中士宰浩钦到舱底检查完机械后正准备返回战位。据拍摄者证实，上一张照

片里的主人公正是宰浩钦。入伍 5年来，舵信兵宰浩钦在本职工作岗位上表现突出，获得嘉奖 2次，被评为

“四有”优秀士兵一次。忆及当晚，宰浩钦说：“那晚踏雪巡逻，雪花一片片落在身上，我的心里安宁，充实，

自豪……”

特约摄影：二级上士时佳龙

看到 这 两 张 主 人 公 面 部 细 节

“不详”的照片，耳畔先后响起两首

歌。

这两首歌风格迥异。一首是抒

情歌，曲中配词：“我不知道你是谁，

我却知道你为了谁……”另一首则是

摇滚风，曲中有词：“我要从南走到

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要人们都

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

可 以 说 ，第 一 首 歌 直 接 代 表 了

读 者 看 到 照 片 时 的 心 声 ；而 第 二 首

歌的本意和照片主人公的志趣尽管

不同，但其“一直在走”的意象和“不

要 人 们 知 道 我 是 谁 ”的 心 境 则 和 军

人 共 情 共 鸣 。 更 何 况 ，在 一 些 年 轻

人眼里，当兵本来就是一件像“摇滚

乐”一样很“酷”的事。

因为这两首歌，笔者辗转找到这

两张照片的拍摄者，请他们拍摄了两

位主人公的近照。我想，看到主人公

的真容，人们也许会生出这样一个念

头：原来那动人的画面背后、感人的

情怀之下，不过是一个个如此平凡的

士兵。

（张 良）

让我告诉你“他是谁”

旧照（左上）：去年 12月 18 日 23时 59分，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发生 6.2级地震，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

兵、民兵迅速展开救援。图为 12月 19日凌晨，武警临夏支队战士转运受伤儿童。

很快，这张“武警战士背受困男孩”的照片全网刷屏，众多网友询问“这名战士是谁”。

近照（右上）：今年 2月初，武警甘肃总队临夏支队某中队副小队长包建维被总队党委通报表彰。他就

是那位背着受困男孩的武警战士。提及当时，包建维说：“我尽量把腰弯得更低些，好让趴在我背上的孩子

更舒服。”

特约摄影：三级警士长侯崇慧

“没想到机关不仅帮我们配齐器

材设备，还提供培训技能机会，这样的

服务真走心！”2 月上旬，中部战区空

军地导某旅某营文娱骨干边诗杰收到

宣传科配发的用于拍摄的小型无人机

和一份设备培训的邀请函，激动之情

溢于言表。

“要让基层官兵真正满意，机关服

务必须务求实效。”看着边诗杰的笑

脸，该旅宣传科文化干事刘欣欢不禁

回忆起几个月前的一件“囧事”。

去年，该旅组织机关干部下基层

蹲点调研，一些营连反映摄影摄像器

材老旧，无法满足文化活动需求。该

旅宣传科经调研核实后，按流程上报

了购置和配发工作请示。旅党委将

其 纳 入“ 为 基 层 办 实 事 暖 心 工 程 ”。

很快，一批崭新的摄影摄像器材下发

基层。

工作总结时，宣传科准备将此列

入“ 为 基 层 解 难 题 办 实 事 ”的 亮 点 ，

没想到被当头“泼了凉水”——机关

综 合 检 查 组 通 报 ：部 分 连 队 将 新 配

发 的 摄 影 摄 像 器 材 锁 在 保 密 柜 里 ，

使用率低。

办了暖心事，为啥反遇冷？深入

了解原因，基层官兵的吐槽让刘欣欢

面红耳赤：新器材配置太高，连队没人

会用，只能忘“机”兴叹。

“亮点工作清单不是服务基层的

‘功劳簿’，暖心事更不能办成‘半拉子

工程’。实事没办好，说明我们的服务

观念还有偏差，细致程度还不够。”刘

欣欢深刻反思。

制订计划问计基层，跟踪问效倾

听兵声。几天后，刘欣欢拿着新制订

的整改方案，逐个营连征求官兵意见

建议，并根据营连上报的需求，协调相

关专业技术骨干采取“线上授课、线下

指导”的方式帮带基层摄影摄像骨干，

受到官兵一致好评。

健身房器材管理不到位、维修不

及时，使用率不高；新建的室外心理行

为训练场，因专业教练员缺乏，几乎成

了“只看不用”的摆设……该旅党委以

此为契机，带领机关举一反三，查纠出

20 余个重痕迹、轻实效的问题，并责

令“回炉”整改。

随后，他们将《旅党委机关抓建

基层意见建议表》下发基层，广泛收

集官兵诉求、聆听基层心声。在此基

础上，区分战备训练、基础建设、后勤

保障、为兵服务等类别归纳汇总、整

理分析，形成精准抓建基层行动计划

责任清单，明确承办科室、具体负责

人和完成时限，在旅办公网上公示，

接受官兵监督。同时结合电话随访、

下部队检查和蹲点调研等时机，对机

关 办 实 事 情 况 进 行“ 回 头 看 ”，严 防

“半拉子工程”，切实提升为基层办实

事质效。

“旅党委真心解难题、倾心办实

事，我们练兵备战的动力更足了、扎根

基层的决心更坚定了。”下士贾轶龙一

边感慨，一边在《机关指导基层满意度

测评表》上勾了“满意”的选项。

中部战区空军地导某旅机关提升为基层服务水平——

把好事办好 让实事见效
■徐 伟 曹凯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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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睛

我们连的照片墙

“全部命中目标，辛苦你们了！”春节

过后，执行完任务的飞行员一走下舷梯，

便紧紧握住了空军某大队弹药保障分队

二级上士张润的手，表达感谢之情。

原来，由于演习导调组临时调整方

案，大家用时两天精心准备的弹药保障

计 划 不 得 不 推 倒 重 来 ，时 间 只 有 6 小

时。如果放在以前，这是不可能完成的

任务，但这次他们从凌晨一点一直忙到

五点，竟还提前了两个小时完成。有此

结果，主要缘于张润一人兼顾了军械、电

子等专业，一个人干了三个人的活。

战力的成倍增长源于荣誉“段位”的

激励牵引。“段位”本是一款军事类竞赛

游戏的评分标准，该大队将其用来评定

官兵训练水平，收到良好效果。这还得

从一次比武考核失利说起。

去年，参加上级组织的比武考核前

夕，该大队事先选定的“尖子选手”突然

外出执行任务，他们只能临时组队仓促

上阵，结果“铩羽而归”。大队长杨国栋

痛定思痛：要想百战不殆，就要改变以往

单一抓训模式，破除专业壁垒，培养更多

的“多面手”。

为此，在广泛征求官兵意见的基础

上，他们认真对照训战指标，制订出“多

能战士”培养方案及评定标准，区分理论

水平、岗位能力、比武竞赛、创新成果、技

能鉴定等 5 个方面进行综合打分，设置

“青铜、白银、黄金、铂金、星钻”5 个段位

等级，并将人员晋级表现作为年终考核

重要参考。

“自身战力如何，竟然跟游戏里一样

被量化出来了！”荣誉“段位”张榜公布，

连队炸开了锅。一时间，落后的同志“红

了脸”、偏科的同志“急了眼”，平常自认

为不错的老兵也纷纷“出了汗”。

而危机感最强烈的，是该大队二级

军士长吴苏相。由于长期从事单一业

务，虽然兵龄长、资格老，但评定下来，他

的段位甚至不及自己带过的徒弟。从那

以后，他主动走出机房，一有空就来到阵

地，与战友们练启封、练转载、练协同。

每逢大项任务，更是请战去最艰苦的点

位、最恶劣的环境……3 个月后，吴苏相

的段位向上提升了一个等级。

老同志走出“舒适区”，年轻人的热血

也被点燃。上等兵李家秀、刘响号是同年

入伍的大学生士兵，为了尽快“升段”摆脱

“青铜”的身份，两人暗自较上了劲。晚上

熄灯后，主动加班背记理论，谁也不愿早

睡；实际操作，你练一遍，我就练两遍。去

年底，他俩双双晋级“白银”，在同批战士

中率先获得比武竞赛候选资格。

“某型接收机在室内转发模式下信号

不稳定，影响弹药准备效率！”在该大队组

织的一次军事民主活动中，三级军士长李

文博道出了长期困扰自己的一块“心病”。

李文博是该大队的“专业大拿”，有

不少技术革新成果受到上级表扬、被单

位采用。也正因为这样，他一度产生了

“吃老本”的想法，有时对一些问题不再

那么较真。荣誉“段位”评定结果出炉

后，李文博看到自己并不是意料之中的

“星钻”段位，顿时陷入了沉思。他认识

到，突破战力“瓶颈”，必须从突破自我开

始。于是，李文博主动联系科研院所，查

阅技术资料，对相关设备进行了上百次

的试验，最终把突破口锁定在接收机雷

达天线罩上。厂家按照他的建议，改进

了装配方式，解决了这一难题。

如今，在荣誉“段位”的持续激励下，

该大队研训谋战氛围空前浓厚，90%的

官兵具备了两种以上专业保障能力，弹

药保障效率较之前提升了 50%。

弹药保障员有了荣誉“段位”
■曹皓睿 本报特约通讯员 孙林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