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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

锐 视 点

●运用“网络+”模式
服务基层官兵

以前需要来回跑几
趟的事，如今不出营门就
办成了

“您提取住房公积金的申请已审批

通过，请留意！”前不久，一直奔忙在工作

一线的某部中士曾泽生，一回宿舍就看

到了手机上机关人员发来的提醒短信。

短信字数不多，曾泽生又仔细读了一遍

加以确认。

此前，曾泽生打算购买婚房，可手头

资金不够。于是，他想到了提取住房公

积金。听了他的打算，以前办过这类手

续的一个战友告诉他：“我记得手续挺

多，要做好跑几趟的准备。”

“咱们不是已开通了网上为兵服务

平台吗？可以网上申请呀。”另一个战友

的话点醒了他。

下载电子表格，填好信息后上传……

当时，曾泽生还在想：“如果线上办不了，

那就跑几趟。”

没想到，千里之外的机关业务部门

受理后很快走完审批流程。曾泽生很是

感慨：“以前需要来回跑几趟的事，如今

不出营门就办成了。”

曾泽生所在的部队，一些基层营连

距离机关上百公里。官兵遇到个人困难

时，有时不知怎么办、不知找谁办、不知

多久才能办完。为此，该部依托军营网

络开通了“一站式”为兵服务平台，开设

了工资福利、住房用车、医疗服务、亲属

保障等 13 个版块，推行“线上受理、集成

服务、线下承办”帮难解困模式。

“在火箭军部队，像这样借助网络为

帮难解困工作提速增效的事很多。”今年

年初，火箭军机关盘点去年帮难解困工

作的成果时发现，各单位运用“网络+”

模式服务基层官兵的现象已很普遍。

在某导弹旅，旅党委要求相关办事

人员做到“基层有留言、机关就留心”。

他们不仅在军营网络开通了“首长信箱”

“网上兵声”“业务咨询”等平台，还建立

了网上值班制度，承诺对基层官兵反映

的困难和问题“回复不过夜”。

去年以来，该旅协助办结官兵家庭

维权涉诉案件 23 个，化解矛盾纠纷 15

起，协调为 70 余名子女和家属办理了入

学或就业手续。这些事项中，不少是“网

上兵声”引出的“解难答卷”。

效率来自网络平台的助力，也来自

火箭军机关的整体统筹推进。

去年以来，火箭军成立帮难解困领

导小组，先后 4 次集中研究重要事项，明

确提出“官兵在哪里，帮难解困就跟进到

哪里”。

面对部队主体为“网生一代”的现

实，各级不断拓宽网上帮难解困渠道，使

这项工作呈现出提速增效、便捷暖心的

生动图景。

●从“自己孩子自己
抱”到“区域协作属地办”

为一名导弹旅干部
解难，牵头单位却是士官
学校

翻看“火箭军帮难解困工作台账”，

一则记录让记者不禁一愣：“为一名导弹

旅干部解难，牵头单位却是士官学校。

写错了吧？”

听了这话，负责管理台账的机关干

部解释道：“这张表上登记的都是需跨区

协调解决的事项，这名干部的老家正好

在火箭军士官学校所在地，涉法涉诉难

题交由属地单位去解决，效率会更高。

这就叫‘属地办理’。”

“属地办理”，在火箭军部队，这个词

已越来越为大家所熟知。不少官兵已经

通过这种方式解了难。

某旅军士小纪的父亲在老家因一场

事故身亡，由于涉及的责任单位较多，定

责赔偿工作进度缓慢。小纪所在单位跨

区协调驻防当地的某部提供法律援助，

较快地解决了问题。

火箭军工程大学学员小杨的家人遭

遇“老赖”借款，金额较大。接到跨区协

调解决的来函后，驻防小杨老家所在地

的某部指定专人负责，协调地方法院采

取措施。不久，双方就签订了协议。

“‘属地办理’的方法很管用。”火箭

军帮难解困领导小组的一名负责人告诉

记者，“在此前，我们走的弯路也不少。”

以往，官兵遇到类似的事，大多是人

在 哪 个 单 位 ，就 由 哪 个 单 位 来 负 责 解

难。实践证明，这样的方式有时效果并

不佳。

在一次座谈中，官兵一一道出了相

关弊端。有的人说，家里突遭变故的官

兵，最盼的是“事能快点儿解决”，但异地

解难往往实现不了这一点，官兵只能干

着急。有的人说，即使所在单位有人到

了当地，也常因不熟悉当地情况而“两眼

一抹黑”……

经过调研和分析，火箭军机关找准

了症结所在——这难那难，说到底大都

是各单位“自扫门前雪”造成的。仅靠一

个部门、一个单位的力量难以解决，那就

转变思路拓新路。

火箭军机关经过反复研究论证，决

定搭建跨区协调、“属地办理”解难的新

机制，构建起“一站受理、一网统筹、一线

贯通”的工作链路。由此，以充分借力

“卡点”所在地驻军单位力量为特征的

“共管瓦上霜”方式开始运行。前不久，

某基地政治工作部梳理“帮难解困成绩

单”时发现，仅去年就为兄弟单位协调解

决了近 10 起涉法涉诉难题。

● 既“ 一 事 一 策 ”帮
也“举一反三”防

如果不强调预防，官
兵提报的困难事项可能
会更多

春节过后的第一天，某营官兵每个

人都收到了各自的“专属礼包”。“礼包”

里，装着一页纸。上面是根据去年官兵

各自表现和经历，写下的新年寄语和暖

心提醒。

“说是‘专属’，是因为官兵的经历

有所不同，本人或其家庭遇到了自身无

法解决的困难，有的困难产生原因有一

定 私 密 性 。”该 营 陈 教 导 员 告 诉 记 者 ，

“ 节 后 第 一 天 ，官 兵 收 到‘ 专 属 礼 包 ’。

从帮难解困的角度讲，算是一个‘温馨

提示’，提醒每名官兵有针对性地做好

风险防范工作。”

“这个暖心提醒不好写。”陈教导员

说，“难就难在，要对官兵个人或家庭情

况 了 然 于 胸 ，还 要 有 一 定 风 险 预 判 能

力。”

这个暖心提醒，折射出火箭军部队

开展帮难解困工作的另一个特点——既

“一事一策”帮，也“举一反三”防。

“官兵提报的重要困难事项已解决

448 个，官兵满意率 97.5%……”这组数

字 ，来 自 2023 年 火 箭 军 帮 难 解 困 工 作

“成绩单”。火箭军帮难解困领导小组的

一名干部告诉记者：“如果不强调预防，

官兵提报的困难事项可能会更多。”

为做到这一点，去年以来，火箭军

深 入 开 展 以“ 及 时 掌 握 、及 时 报 告 、及

时处置”“有效防范、有效化解、有效激

励 ”为 内 容 的“ 三 个 及 时 ”“ 三 个 有 效 ”

活 动 ，要 求 各 单 位 适 时 组 织 官 兵 谈 心

交 心 ，并 设 立 网 络 信 箱 、解 难 热 线 、意

见箱等，提升知兵难、知兵困的及时性

和精准度。

与此同时，机关采取案例剖析、数

据比对、风险预判等办法，定期梳理易

发多发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提醒各

单 位 有 针 对 性 地 做 好 预 防 工 作 ，补 齐

短板。

一次调研中，有战士反映，碰到一些

涉法问题时不知向谁“请教”。机关举一

反三，发现此类问题较为普遍。他们及

时组织“送法下基层”活动，依托 136 个

法律援助工作站常态化为官兵提供咨

询，对官兵遇到的重大涉法维权问题，安

排律师“一对一”服务，补齐了预防环节

上的这个短板。

● 把 着 力 点 聚 焦 在
问题落实“清零”上

去年未完成的事项，
成为新年度专题工作会
主要议题

“去年，计划解决的官兵急难愁盼问

题，目前还有 7 项没有完成。”前不久，某

部新年度首次专题工作会，先把这些未

完成事项摆到了桌面上，并根据实际逐

条逐项地拿出了具体推进措施。

无独有偶。在近期的一次交班会

上，某旅对照帮难解困“马上办清单”，也

对前期未完成事项“过了一遍筛子”，以

“职责归位”来推进“难题归零”。

两个单位都把着力点聚焦在问题落

实“清零”上，原因之一就是火箭军在探

索建立的综合评价机制中，把台账清零

率、官兵满意率列为关键指标。

“两率”被列为关键指标，源于火箭

军机关组织的一次调研。那段时间，一

些官兵反映的急难愁盼问题解决进度

较慢。调研结果显示，除了客观原因，

一部分事项进度的延后，也有主观方面

的原因。比如，有的办事人员存在“难

题拖得太久、短期难以解决”的畏难情

绪，有的抱着“问题涉及面广、得靠地方

支持”的等靠想法，还有的存在“解难不

可能一蹴而就，肯定有个过程”的缓办

心态。

为此，火箭军机关有针对性地拿出

了一套方案，明确了解难事项、制度机

制、工作流程、标准要求等，明确将“两

率”列为关键指标，倒逼工作落实。

各单位纷纷加大督办力度，使一件

又一件官兵的“挠头事”“闹心事”画上

句号。

某部发放《跟踪督办联系卡》，搭建

起双向互动、信息直达的“沟通渠道”，先

后解决官兵急难愁盼问题 90 余个。

某旅挂单销账，明确解难图、时间

表、责任人，使官兵反映的 60 余个涉法

涉诉问题及时得到解决。

在重视解难结果的同时，火箭军机

关要求各级对帮困过程给予关注，既关

注办事人员的方式方法是否高效，也关

注其在办事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并给予援

手，同时对办事人员的努力及时给予肯

定和鼓励。

前不久，火箭军各级机关在筹划新

年度帮难解困工作中，“两率”继续被列

为关键指标，所订的措施更实、标准也更

高。火箭军帮难解困领导小组的一名领

导说：“持续朝着这个方向用力，官兵的

满意率会越来越高。”

多措并举解决官兵急难愁盼问题
■本报特约记者 李永飞 通讯员 李郑楠 李永波

这是一个位于大山里的山沟。这里是

“导弹的家”，也是“神剑卫士”坚守的战位。

前不久，记者夜宿深山，与火箭军某

部综合保障营官兵摆起“龙门阵”。

二班班长李长庚快人快语：“以前有

人说咱们这里‘山清水秀、一待就够’。

去年面临退伍，老兵们唱的是‘其实不想

走，其实我想留’……”

这里的艰苦，来过的人都知道——

山 高 、林 密 、沟 深 。 一 些 新 兵 来 了 很

不 解 ：“ 为 啥 不 搬 出 去 ？”现 在 ，这 里 竟

然 成 了 一 个 大 家“ 来 了 就 不 愿 离 开 的

地方”。原因何在？

一级军士长刘建行开了口：“一是

‘ 导 弹 的 家 ’在 这 里 ，我 们 就 得 守 在 这

里。二是各级持续推进帮难解困工作，

把好事办到了大家心窝里。”

“‘飞驰’服务平台值得一说。”李长

庚用鼠标点开军营局域网。网站首页

上，一条“广告语”格外醒目：沟内商品 3

小时送达；另有需求 3 日内送达。

“广告语”为何特别强调“送”字？因

为，这里远离市区。点多面广、高度分散

的布局特点，更增加了官兵购物的难度。

“现在不一样了。”李长庚说，“营区

有了平价超市，机关经过充分论证，还依

托军营网络建起‘飞驰’服务平台。无论

官兵在哪个点位，只要在网上下单，就能

享受‘上门服务’。”

李长庚告诉记者，碰到“山里没货”，

机关也会利用干部出山办事、采购物资

等时机帮大家“调货进山”。

“远在深山频相问，真心解难暖兵心。”

听到这里，记者突然意识到，“飞驰”这两个

字，体现的不仅是机关服务官兵的“速度”，

更是上级为基层帮难解困的“态度”。

“大家精神层面的需求也得到了一

定满足。营区的文体活动中心与市区里

的影城签订了协议，节假日官兵不出营

门就能欣赏到最新影片。”

“以前是一根电话线联通山外，如今

电话间扩建成了‘亲情视频室’，既实现

了官兵与家人视频通话，也落实了保密

要求。”

官兵们谈着身边的事，眉宇间满是

笑意。这笑意，不仅是对之前帮难解困

工作成效的肯定，还因为大家心里清楚，

随着这项工作的深入开展，更多的措施

会落地，更多的喜人变化将会发生在座

座军营里……

把“ 难 ”解 在“ 心 ”上
■本报特约记者 李永飞 通讯员 徐星星

关心关爱基层官兵有很多种方式，

其中之一就是想方设法为基层排忧解

难。尤其是在官兵及其家庭遇到凭借自

身力量难以解决的问题、没法克服的困

难时，就要切实抓好帮难解困工作，通过

真抓实帮来帮助官兵渡过难关，尽快消

除其后顾之忧，在暖兵心中不断激发官

兵履职尽责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持续汇

聚上下同欲、矢志强军的磅礴力量。

实践证明，让帮难解困工作成为暖

心之举，发挥凝聚兵心士气的作用，有

必要把握好以下几点：

心中始终装着官兵。帮难解困工作

是关心基层、关爱官兵之举，体现着基层

至上、士兵第一的理念。开展好这项工

作，首先心中要始终装着官兵。这样，才

能真正带着深厚感情做工作，真正与官

兵坐在一起、干在一起、想在一起，把官

兵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帮难解困的

责任扛在肩上，把官兵的事当成自己的

事来办，事事时时全力以赴。

把事情办实办妥。帮难解困是暖

人心的工作，只有在工作中做真功，切

实把事办妥办出成效，才能让“有困难

找组织”的理念深植于兵心。因此，在

这一过程中，要坚决立起精细、求实、高

效的工作标准，做到情况掌握到位、组

织跟进到位、政策运用到位，集中多方

力量和资源大力推进，对官兵急需急盼

的事紧盯快办、特事特办，对复杂棘手

的事担当作为、集智攻坚，让官兵对帮

难解困工作由衷感到满意。

做好常抓不懈准备。帮难解困不是

阶段性任务，随着时代发展和形势任务

变化，新情况、新问题必然会不断涌现。

为官兵帮难解困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

时。因此，要将其作为经常性基础性工

作紧抓不放、常抓不懈，让倾心服务基

层、用力解难纾困成为各级机关的一种

行动自觉。要注重发挥制度管长远的作

用，不断健全完善制度、优化工作程序，

通过畅通军地协作渠道、强化督导问效，

不断释放制度效能，持续激发广大官兵

心无旁骛、备战打仗的热情和动力。

暖 心 方 能 聚 心
■李永波

某部联合军地法律专家开展“法治温暖官兵心”活动，引导官兵养成依法办事、遵纪守法的习惯。 张 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