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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奖台上，第 72 集团军某旅榴炮

3 连一级上士谢世春佩戴战备训练三

等 功 奖 章 ，在 人 群 中 格 外 惹 眼 。 此

时，距离他转岗到新连队仅过了半年

多时间。

一般而言，一名战士交流到新单

位 ，能 在 这 么 短 的 时 间 内 适 应 新 环

境 、赢 得 战 友 认 可 已 属 不 易 ，而 谢 世

春 却 能 脱 颖 而 出 、立 功 受 奖 ，到 底 有

啥秘诀？

“这要归功于旅里出台的转岗官

兵工作实绩推介机制。”榴炮 3 连黄指

导员介绍，谢世春在原单位是一名火

炮技师，多次圆满完成实弹射击保障

任务，精准排除数百起装备故障，是官

兵公认的技术能手。日常训练中，他

严 格 要 求 自 己 ，体 能 课 目 全 优 ；生 活

中，他担任连队的“编外理发员”，一心

为大家服务，从无怨言。

去年，由于工作需要，谢世春被调

整到榴炮 3 连。他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内心却纠结不已：在老连队，他是专业

骨干，连队敢于压担子、给任务，干得

风生水起；到了新单位，单看档案里的

一纸简历，连队干部并不能真正了解

他的情况，暂时不会把重大任务交给

他完成。

果不其然，谢世春几次主动请缨，

排长都以“先熟悉熟悉连队情况”为由

拒绝了。后来，连队组织民主评议，由

于很多人对谢世春不了解，加上他尚

未承担大项任务，他的成绩排名比较

靠后。这让在原单位一向出类拔萃的

谢世春感到有些委屈。

“都说‘单位一换、从头再干’，新

战 友 、新 连 队 如 果 对 我 不 认 可 ，自 己

此 前 辛 苦 取 得 的 成 绩 岂 不 是 付 诸 东

流了？”那段时间，谢世春的内心非常

失落。

一次谈心，黄指导员了解到谢世

春心中的苦闷，而且发现，连队 9 名新

转隶来的战士都有类似情况。

“对这些战士的考评，要兼顾转岗

前后，不能只看当下。”连队党支部会

议上，大家研究讨论达成共识。他们

及时调整连队考核评价细则，让转岗

战士的过往表现看得见，确保对他们

的考核评价客观全面。

随后，连队一边邀请这些战士逐

个登台，介绍自己在原单位任职履历、

专业特长、担负任务等情况，一边与他

们的原单位联系，由其党支部给出综

合表现评价，提出考评建议。

此事引起了该旅党委的关注。该

旅领导介绍，随着国防和军队改革向

纵深推进，官兵跨建制、跨单位交流越

来越多，充分调动这些官兵的工作热

情，对于进一步优化人才配备、提高人

岗适配率至关重要。

“ 评 功 评 奖 要 不 争‘ 评 时 ’争‘ 平

时’，只要平时干得好，无论转隶还是

换岗，都应该被认可。”在榴炮 3 连经

验 做 法 的 基 础 上 ，该 旅 探 索 构 建“ 荣

誉 数 据 链 ”，明 确 转 隶 换 岗 官 兵 由 原

单位党组织出具《实绩认定表》，内容

涵 盖 德 才 表 现 、综 合 评 定 、推 荐 任 职

岗 位 、考 核 评 价 建 议 等 方 面 ，树 立 起

“现在成绩不能少、过去成绩不会忘”

的考评导向。

某连战士罗平，去年年底被调整

到新连队。转岗前，连队党支部认真

梳理他近年来担负的大项任务及所获

荣誉，客观介绍了其能力特长和短板

不足。

来到新连队后，新连队党支部结

合《实 绩 认 定 表》对 罗 平 进 行 重 点 考

察，发现他不仅专业技术精、管理能力

强，工作也很认真负责，便安排他当了

班长。

对此，该连干部王颢锦坦言，不能

把转隶换岗战士简单当“新人”来看，

老想着“放一放、蹲蹲苗”。应牢固树

立“靠素质立身、凭实绩进步”导向，善

于识人、敢于用人，不断激发官兵干事

创业热情。

荣誉可接续，奋斗不止步。今年

初，该旅评功评奖工作结束，谢世春等

4 名新转岗过来的战士榜上有名。“来

到新连队，当年就立功，真是没想到！

组织把咱当‘自己人’，咱更要当好‘主

人翁’，为连队建设贡献全部力量。”谢

世春激动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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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基 层 部 队 ，官 兵 调 整 转 隶 、调

换 岗 位 属 于 正 常 现 象 。 但 有 的 单 位

由于认识不到位，把新转隶换岗官兵

当“新人”甚至当“外人”来看，出现不

敢 大 胆 放 手 使 用 、不 愿 放 到 重 要 岗

位 、评 功 评 奖 不 予 考 虑 等 问 题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挫 伤 了 这 部 分 官 兵 的 工 作

积极性。

荣誉和成绩是艰苦付出的见证，

官兵最为看重、无比珍惜，不应因转隶

换岗而被“清零”。各级在开展考核评

价 、表 彰 奖 励 时 ，应 本 着 实 事 求 是 原

则，既看官兵转隶换岗后的综合表现，

也看官兵转隶换岗前的荣誉成绩，确

保工作看得见、表现接得上。这是对

他们本人负责，也是对部队建设负责。

除此之外，新单位的干部骨干还

应 主 动 靠 前 ，走 进 他 们 的 内 心 ，倾 听

他 们 的 诉 求 ，积 极 为 他 们 排 忧 解 难 ，

帮助他们快速适应新环境、胜任新岗

位，不断增强归属感、认同感，进而激

发出昂扬斗志和热情干劲，为新单位

战 斗 力 建 设 贡 献 力 量 ，有 一 分 热 、发

一分光。

对接工作表现 做到“一目了然”
■刘志强

短 评

早春三月，《驼铃》声响，又一批春季

入伍的战士脱下军装，告别军营。在这

期间，做好退役人员保密检查工作，既是

各级机关的重要职责，也是坚决维护国

防安全和国家利益的有效手段。但在开

展退役人员保密检查工作时，个别单位

习惯把机关、基层各类岗位人员放在一

起，只是集中“过一遍”，并没有对不同涉

密岗位和人员采取针对性措施。这种

“一刀切”的做法，无疑会给部队安全保

密工作埋下隐患。

调研中，笔者发现，一些机关不乏从

基层抽调帮助工作的“编外人员”，他们

或多或少都会接触到一些涉密信息，而

且因其具体工作不同，涉密程度也有深

有浅。此外，由于这些人员编制在基层、

工作在机关，在日常安全保密教育和检

查中，很容易出现“灯下黑”。特别是退

伍季，面对人员变动、岗位交替，如不针

对这些重点岗位、重点人员分类施策，做

好深层次、全方位的保密检查，安全保密

工作势必留下死角。

前期，笔者在与友邻单位交流经验

时，发现他们关于退役人员保密检查的

有些做法值得借鉴。比如，有的组织退

役战士系统重温保密规定，邀请驻地安

全部门专家进行专题辅导，开展保密知

识考核，签订《保密责任书》，通过这些方

式，进一步强化老兵们的保密意识；有的

区分人员岗位类别、工作性质，对机关

“编外人员”、重点岗位人员进行个别谈

话，对关键岗位涉密人员做好针对性保

密教育和保密检查，同时明确机关、基层

保密检查责任范围，各级切实担起监督、

检查、管控等职责，确保退役人员筑牢安

全保密“防护墙”，不把任何军事秘密带

出营区。

保密无小事，事事连全局。各级在

安全保密管控方面，决不能麻痹大意、掉

以轻心。要常把“密”字放心头，时时谨

记保密之重、警惕泄密之危，任何时候都

不能为了方便工作而降低保密要求。特

别是保密检查，一定要做到严而又严、细

而又细，不放过一个关键点位、不漏掉一

条敏感信息，始终绷紧安全保密这根弦，

排除一切安全隐患，坚决防止失泄密问

题发生。

（作者单位：火箭军某部）

退役人员保密检查应分类施策
■杨金虎

基层之声

“连长，我申请退出军体骨干集训

队！”一天晚饭后，列兵哈提找到我，语

气坚决地表达诉求。

这让我十分不解，因为哈提进入集

训队后，不仅体能成绩提升很快，还在

团里刚刚结束的比武中夺得第一名。

此时正处于上升阶段，为何突然打起了

“退堂鼓”？

我随即追问缘由，几经引导，哈提

才吞吞吐吐地说出了实情——

哈提性格内向，平日里不善言谈。

但是，无论做什么事，他都很认真很努

力，也非常渴望得到连队干部和战友们

的认可。

前 不 久 ，营 里 为 培 养 一 批 军 体 骨

干，成立了军体骨干集训队，得知这一

消息，考虑到自己的体能成绩较其他课

目有一定优势，哈提便第一时间提交了

申请。

经 过 筛 选 ，哈 提 如 愿 加 入 了 集 训

队。他非常珍惜这次机会，无论学习还

是训练都比以前更加勤奋刻苦，经常利

用休息时间给自己“开小灶”。

当时，考虑到哈提还在起步阶段，

成绩并不算出色，所以我每次都是以

“敲打”的方式督促他继续努力。每当

听到我的话，哈提总是面无表情地点

点头。

不久后，团里组织 3 公里武装越野

比武，哈提积极报名，最终夺魁。“这一

次，总该表扬我了吧？”哈提心中充满期

待。然而，我只是云淡风轻地拍了拍他

肩膀：“这有啥高兴的？有本事在军区

组织的比武中拿块金牌回来！”

听 我 这 样 说 ，哈 提 心 里 很 不 是 滋

味。在他看来，无论自己怎么努力都得

不到表扬，这让他失去了自信心和前进

的动力，所以索性申请退出军体骨干集

训队。

我没有马上同意他的申请，而是让

他先回去等通知。哈提离开后，他委屈

的样子在我脑海里始终挥之不去。

作 为 一 名 列 兵 ，哈 提 不 断 挑 战 自

我 ，最 终 收 获 了 荣 誉 ，理 应 及 时 得 到

表 扬 鼓 励 。 而 我 总 认 为 战 士 们 日 常

取 得 的 小 成 绩 、小 进 步 不 算 啥 ，一 味

的表扬只会让他们盲目乐观、得意忘

形 ，于 是“ 反 向 激 励 ”大 家 奋 勇 争 先 。

没 想 到 ，我 这 副“ 苦 口 良 药 ”产 生 了

“副作用”。

此时，我不由想起自己当战士时发

生的一件事。一次，我参加连里的 5 公

里武装越野考核，夺得第一名。本以为

会受到表扬，却被连长“泼了冷水”，说

我的成绩与高手相比还差得远。但连

长的“冷水”非但没有浇灭我的热情，反

而激发了我的斗志，让我朝着更高更远

的目标冲锋。

想到这里，我恍然大悟——激励官

兵成长进步，不是表扬不表扬的问题，

而是如何表扬的问题，不能给表扬设置

“门槛”，应综合考虑官兵的性格特点、

行为习惯等因素，选择适合的方式。因

为，表扬是一门学问，也是一把“双刃

剑”，用好了能有效激励官兵成长进步，

用不好反而让官兵看不到自身差距，听

不得逆耳忠言。

为此，在此后召开的连务会上，我

组织干部骨干围绕“如何有效激励战

士进步”这一主题展开讨论。

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在你一

言我一语中，观点渐渐趋于一致：对自

我认知清晰、始终要求进步、乐于接受

意 见 建 议 的 官 兵 ，自 然“ 响 鼓 不 用 重

槌”，有时只需诸如“表现不错，继续努

力”这样一句提醒式的表扬，就能让他

们干劲十足 ；对取得一点成绩就翘尾

巴、收获一次荣誉就自鸣得意的战士，

在表扬之余就不能忘了“降温”，防止他

们骄傲自满、停滞不前；而对内心渴望

得到认可，又不会因为得到认可而沾沾

自喜的同志，就要及时提出表扬，帮助

他们增强自信。

列兵哈提无疑是最后这一类人，而

当时的我却没有表扬他。

当晚点名时，我对连队参加比武情

况作了讲评，专门点名表扬了哈提。

熄灯后，哈提敲开我的房门，有些

不好意思地说：“连长，我想收回退队申

请……”

“好！”没等他说完，我满口答应。

（滕宇飞、本报特约记者高群整理）

赏识官兵 激励上进
■新疆军区某团连长 赵小龙

带兵人手记

值班员：某旅某连干部 支宇帆

讲评时间：3 月 8 日

这段时间，我发现以往抢手的周末

外出名额竟然“遇冷”了。经过了解得

知，每次外出名额有限，各班只能按比

例外出，所以经常出现一些让外出人员

帮忙代购物品的现象。

由于大家的需求各不相同，外出人

员买齐物品需要花费很多时间，自己要

办的事情反而耽误了。我听到有同志

吐槽：“好不容易出去一趟，结果净帮别

人跑腿了。”

战友之间互帮互助无可厚非。但

大家要设身处地想一想，别给周末外出

的战友增加负担。如果不加注意，很容

易影响战友情谊。在此，给大家提个

醒，如果没有什么事情急着要办、没有

什么物品急着要买，可以不让周末外出

的战友代劳。倘若哪位同志确有急事

需外出办理，可提前说明，由连里统筹

安排。

(姜正旺、胡信元整理)

别给周末外出战友增加负担

值班员：某部某营干部 李 峰

讲评时间：3 月 4 日

最近，我发现部分班长骨干在集合

讲评时，经常对战士进行指名道姓式的

批评。很多同志向我反映，这种批评教

育方式有时并不适用，容易打击战士的

自尊心和积极性，让他们背上思想包袱。

批评教育要讲究场合、时机、分寸，

因人因事因时而异。确需点到个人的

问题，最好先进行一对一沟通，让其认

识到错误，抓紧改正。然后再作为一个

共性问题当众讲评，让每个人都能有所

警醒。如若一味搬上台面，进行指名道

姓的公开批评，不但问题解决不好，还

可能引发新的矛盾。

所以，批评教育要以效果为导向，

注意方式方法，不能任性为之。当然，

我这么说不是让大家不讲原则，不分事

情大小、错误轻重全部点到为止、模糊

处理。遇到严重的问题，该指名道姓就

指名道姓，该公开批评就公开批评。

（张明岳、金靖凯整理）

批评教育要注意方式方法

日前，第 82集团军某旅开展救援训练，提升官兵应急救援能力。

右图：对高空“受困人员”进行转运。

下图：在废墟上切割清障。

刘 凡、万端武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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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军营

先熟悉熟悉连

队情况再说！

排长，我申请参

加这次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