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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我没收到这个通知啊”“怎么会没

收到”……

2 月 中 旬 ，第 81 集 团 军 某 旅 组 织

培训，眼看就要到开始时间，仍不见某

营一人到位，负责组织此次培训的宣

传干事江雨春打电话询问该营教导员

出了什么状况，没承想对方竟不知道

培训的事。

叮嘱对方尽快组织人员到场，江雨

春又找已在现场的官兵了解情况，发现

还有个别同志虽然知道要参加培训，却

不了解培训的具体内容，也没见到通知

文件。

下发通知时，江雨春特意向各营值

班员强调过相关事宜，要求通知“传达

到人”。通知下发已有将近一周，按理

说预留的时间足够传达到位，为什么会

出现现在的情况？“通知到底去哪了？”

对此感到困惑的江雨春，决定到营连一

探究竟。

很快，江雨春来到声称“没收到通

知”的某营营部，摸清了事情原委。原

来，下发通知那天，该营教导员在机关

办事，营值班员便将通知记录下来，等

教导员归营后再传达。然而，教导员一

连几天都在外办公，其间恰好遇到值班

员轮换，值班员便在工作交接前通过办

公系统把通知发送给了教导员。而教

导员回到单位后，立即投入营队各项工

作，没有注意到办公系统中的这条“未

读消息”。

知道了前因后果，江雨春有些哭笑

不得。下发通知时，这名教导员就在机

关，经常与自己碰面，给他提个醒就是

一句话的事。但因为通知已经下发，他

便没有“多此一举”。

接着走访另一个营，他了解到，该

营营部文书第一时间传达了通知，并将

相 关 安 排 打 印 出 来 送 至 各 连 主 官 手

中。但当时，某连指导员休假，连长主

抓全连工作，他白天参加旅队组织的考

核，晚上研究训练方案，筹划各项工作，

一连几天挑灯夜战。文书知道这些情

况，想帮连长减轻负担，于是只通知了

培训时间地点，没有告知具体内容，导

致个别官兵临近培训还是“一问三不

知”。

文书想为主官减负，虽然做法值

得商榷，却是一片好心。“筹划活动时，

机关应该更多地考虑基层实际……”被

“卡住”的通知，让江雨春对开展相关工

作有了深入思考，而该旅合成一营的做

法，更是为他提供了新的思路。

“主官不在位，工作照样转。”该营

文书梁悦冠告诉江雨春，3 个月前，旅

组织科方科长来到营队担任教导员。

他有着丰富的机关工作经验，对机关基

层各项工作运转都有独到见解。任职

没多久，他就组织干部骨干建立了通知

传达处理的“补位机制”，即主官不在位

时，由党委专责委员依照职责分工传达

通知，确保所有工作有人负责，充分发

挥组织作用。

“问题在基层，根子在机关；工作难

落实，机关要反思。”回到机关，方教导

员的话仍在江雨春脑中回响。经过这

趟走访，他意识到，通知没有及时传达

到位，看似都是因为基层出了这样那样

的情况，但机关并非没有责任。通知下

发前，应当及时了解基层实际情况；通

知下发后，也应做好跟踪问效，不能不

管不问。

同时，基层工作千头万绪，通知落

实不到位，有时是由于任务繁重，时间

精力有限，没能及时正确领会机关文

件精神。因此，机关在拟制通知时，要

把内容研究透，瞄准基层所需进行整

合提炼，不能动不动就“一转了之”或

者考虑不周反复下发补充通知，给基

层增添无谓的负担。

回到电脑前，看着接下来要传达

的几个通知，江雨春摘出周、月、季度

需 要 落 实 的 内 容 ，分 阶 段 纳 入 交 班

会 、月 办 公 会 和 教 育 准 备 会 中 ，努 力

从自身做起把控好工作节奏，少给基

层添乱。过几天，他还要再跑几趟营

连 ，探 一 探 基 层 当 前 工 作 开 展 情 况 ，

顺 便 把 合 成 一 营 的“ 补 位 机 制 ”介 绍

给其他单位。

抓工作必须跟踪问效
—第81集团军某旅机关干事对通知不落位的调研

■段凯舰 高述文

用 文 电 通 知 部 署 和 指 导 基 层 工

作 是 机 关 常 用 的 方 式 。 通 过 这 件 事

情 ，我 意 识 到 ，这 项 工 作 仍 有 不 小 改

进空间。

要想让通知下发到位，其实有不

少“讲究”：对于上级的通知，我们要把

内容吃透弄懂，在准确领悟上级意图

的基础上，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整合

精 简 再 进 行 传 达 ，不 能 只 当“ 传 话

筒”。而本级下发的通知，我们有足够

的自主权，既要精简内容，也要加强可

操 作 性 ，区 分 轻 重 缓 急 ，贴 合 基 层 实

际。与此同时，机关各业务部门也要

加强沟通联络，避免反复交叉发文，造

成基层忙乱。

要认识到，下发通知的目的是推进

工作。因此，不能简单地将“通知下发”

与“完成任务”画等号，而要持续关注文

电下发后营连的动作和反馈。机关同

志要走出办公室，多到基层一线转转，

看看自己负责的工作落实得怎么样，存

在哪些问题。基层官兵也可以借此说

说工作落实情况，有困难及时提、有意

见大胆说。

其实，通知下发是否到位，与机关

其他许多工作一样，归根结底不是方法

问题，而是态度问题。我前面提到的这

些方法实施起来并不难，主要还是看大

家有没有这份心。只要真正树立起“基

层至上，士兵第一”的理念，真正站在基

层的角度思考问题，很多工作落实下去

并没有那么费劲，一些矛盾问题也会迎

刃而解。

归根结底还是态度问题
■江雨春

“李森似乎产生了畏难情绪，和我

刚下连时有点像，明天找他聊聊……”

最近，我受领任务，成为一名班长。写

完当天的带兵日记，我合起桌上的黑皮

笔记本，眼前浮现出一双粗糙的大手，

那双手也经常拿着这样一个笔记本。

那双大手的主人是我曾经的班长

昂青杰。刚到部队时，我对一切都感到

陌生，是昂班长的一句“走吧，跟我回班

里”，带我正式踏上军旅之路。

昂班长身高 1.8 米，皮肤黝黑，因

为总是表情严肃，给人一种敬而远之

的感觉。但与他相处多了就会发现，

他虽然看起来不好亲近，其实是个温

柔的人。

“ 陈 航 ，在 队 列 里 不 要 乱 动 ”“ 陈

航，去哪了，打报告了吗”“陈航，被子

怎么叠的”……我性格外向，平时又有

些粗心大意，刚到队里时，给昂班长添

了不少麻烦，那段时间几乎天天能听

见他生气又无奈地叫我的名字。而我

当时已经知道他“外冷内热”的秉性，

所以并不害怕，反而因为他对我的关

注有些窃喜。

在日常相处中，我发现昂班长手中

经常拿着一个黑皮笔记本，并且时不时

就会在上面记录些什么。我对此十分

好奇，向昂班长询问这个本子的作用，

他却避而不答，只是让我好好训练。我

也曾向其他战友打听，但大家都不知道

这个本子究竟藏着啥玄机。

一次，中队以“我最珍视的一样东

西”为题，组织大家进行交流分享。有

人拿出了自己第一次获得的比武奖牌，

有人展示家人的照片……轮到昂班长

时，我提议：“班长，您平时拿的那个黑

皮笔记本，碰都不让人碰，给我们分享

一下呗！”不少战友也对此十分好奇，跟

着起哄。无奈之下，昂班长拿着笔记本

走上了讲台。

“这是我的带兵笔记，对我来说确

实十分重要。”昂班长看起来有些不好

意思，但大家都想听听里面写了什么，

他便翻开本子，念了起来。

“2 月 13 日。明天就是陈航的生日

了，这小子淘气归淘气，工作积极性还

是挺高的。这是他第一次在部队过生

日，买个蛋糕大家热闹热闹吧。”

“11 月 17 日。马上就要年终考核，

训练量增加，得去卫生队领几盒云南白

药备着以防万一……”

听着听着，班里静了下来。小到卫

生打扫，大到比武考核，我没想到，这个

其貌不扬的本子里记录的，全是班里的

点点滴滴。我感到鼻子有些酸，昂班长

其实年纪不大，却给了我们如兄如父一

般的关怀。

活动结束时，我找到昂班长，想对

他说些什么，但又觉得无从开口。他见

状只是笑笑，就像接我下队时那样说

道：“走吧，跟我回班里。”

时间过得真快。如今的我成长为

中队骨干，早已不是那个懵懂毛躁的

新 兵 。 去 年 年 底 ，上 级 下 发 通 知 ，要

求 中 队 派 人 前 往 新 兵 团 执 行 带 兵 任

务 。 得 知 消 息 ，我 立 即 主 动 请 缨 ，报

名参加。

“指导员，都说班长是军中之母，我

想像昂班长一样，成为一个好兵，带出

一批批好兵……”拿着申请书走进指导

员房间时，我感到身后似乎有一股力量

在推着我向前。

（王祎鑫、范舟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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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下旬，北京卫戍区某团特勤连

公布春季学兵选送人员名单。看着公示

栏上自己的名字，下士刘旭感到有些惊

喜，因为此前连队进行民主测评时，他的

排名并不理想。

此次选送春季学兵，连队有 1 个名

额，但符合条件的人员有 2 个。为此，在

一周前，连队进行了民主测评，征集大家

的意见。测评结果显示，刘旭获得了 5

票“不同意”，而另一名候选人李副班长

却是满票通过。得知结果，刘旭本已不

抱希望，没想到事情后来出现了转机。

为何李副班长满票通过却“名落孙

山”？原来，为了充分征求群众意见，该

连党支部在民主测评后又深入班排了解

情况。在此过程中，他们发现，李副班长

为人亲和，但遇到矛盾问题，他习惯于轻

拿轻放“和稀泥”。反观刘旭，是出了名

的“刀子嘴”，他在日常工作中敢说敢讲、

敢抓敢管，帮助连队排除了不少隐患，也

正因如此，个别战友觉得他“爱较真”“难

相处”。

“工作训练就要较真碰硬”“工作不

讲原则危害更大”……支委会会议上，大

家针对两人的情况进行讨论，很快达成

一致：日常工作表现和过硬的本领能力，

才是衡量官兵素质的“硬杠杠”，最终决

定选送刘旭外出学习。

会后，该连连长找到李副班长说明

缘由，他很快认识到自己工作中存在的

问题。与此同时，该连利用教育时间讲

清，干部骨干要本着为战斗力负责、为单

位建设发展负责的态度开展工作，坚持

原则、大胆管理，其他同志要正确看待干

部骨干的“严抓严管”，积极配合。

前不久，该连组织开展安全检查，官

兵们深入查找问题、积极建言献策，排除

了多个安全隐患。

正确看待“严抓严管”
■龙 飞 朱 奎

营连日志

当事人说

Mark军营

2 月 下 旬 ，海 军 某

部开展心理行为训练，

帮 助 官 兵 缓 解 心 理 压

力，增进战友情谊。

左图：蒙眼“排雷”。

夏泽华摄

下图：信任背摔。

昂正平摄

高述文高述文绘绘

初春时节，第 76 集团军某旅组织射

击训练。随着一声令下，战士们迅速卧

倒，据枪瞄准、果断击发。同一时间，在

训练场的东北角，另一部分官兵正在分

组进行轻武器分解结合比拼。比拼结束

后，他们将接替进行实弹射击。

“‘大编组、齐步走、一刀切’的组训

模式已很难适应实战要求，必须转变训

练理念，提高训练质效。”该旅领导介绍，

针对以往训练中容易出现的“少数人练、

部分人等、一群人看”等现象，他们探索

走开“一主多辅”组训方式，按照“人员不

闲、场地不闲、器材不闲”要求，推动训练

时间、兵力、内容和质量全落实。

制订训练计划时，该旅把诸多关联

课目“绑”在一起，区分一个“主课目”与

几个“辅课目”同时组织展开；划分训练

场地时，他们合理设置“主课目”训练场

地与“辅课目”训练场地间距，避免转场

集合挤占训练时间。此外，该旅还采取

“过关升级”模式，官兵只有通过基础课

目考核，才能参加重难点课目训练，重难

点课目考核不合格者必须重返基础课目

补训。

“以前射击训练可不是这样，场上的

人专心打靶，场下的人只能干坐着。”中

士郝鑫阳告诉记者，现在每次射击前，都

会组织轻武器分解结合竞赛，让大家提

前熟悉枪械、找找感觉，这样更有助于打

出好成绩。

翻开训练计划表，记者看到，“一主

多辅”的组训方式已在绝大部分训练课

目中得到了应用。“很少有哪一个课目、

哪一项技能是独立存在的，以一点带动

其余，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该旅

作训科科长介绍，新的组训方式推行以

来，该旅整体训练成绩有很大提高，弱训

偏训漏训现象明显减少。

第 76 集团军某旅创新“一主多辅”组训方式——

关联课目“绑”在一起训
■孙 晨 本报特约记者 王钰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