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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存在感是“刷”出来的，

但海军某部某连军人委员会用事实证

明，存在感是实实在在“干”出来的。

到该连采访前，记者曾问过几名基

层报道员同样的问题：在你们单位，军

人委员会的存在感强吗？得到的答复

出奇一致：“不太强。”说实话，答案并不

让人感到意外。这也是我们一直关注

军人委员会职能作用发挥的主要原因。

2022 年，新修订的《军人委员会工

作规定》印发施行。新规定对新时代军

人委员会工作进行了系统规范，明确了

军人委员会的职责定位、组织设置、指

导原则等内容，涉及连队建设的方方面

面。可以说，军人委员会能干什么、怎

么干，有了基本遵循。

按理说，法规如此具体详实，军人委

员会应该都能正常运转，但在个别基层

单位，军人委员会却“名存实亡”，几乎不

发挥作用。采访时，战士孙旭东告诉记

者，有一名兄弟连队的战友甚至不知道

军人委员会是什么，由此可见一斑。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究其根

源，很重要一个原因是，军人委员会没

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有的连队没有厘

清党支部与团支部、军人委员会之间的

关系，经常用党支部和连队干部代替军

人委员会行使职权；有的基层干部对军

人委员会的职能作用缺乏正确认识，导

致一些官兵产生“军人委员会并不重

要”的错误印象。正所谓“有为”才能

“有位”，军人委员会无所作为，自然在

连队、在官兵心里没有地位。

再看海军某部某连，其实他们的做

法很简单，就是严格贯彻落实新修订的

《军人委员会工作规定》。按照他们的

话说，“把有关规定落实好了，军人委员

会的职能作用自然就会发挥出来”。具

体如何落实？无非两个方面，一是该放

手时就放手，还权军人委员会，让他们

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二是军人委员会

要依法依规履职尽责，广泛发扬基层民

主，积极主动作为，用行动和成绩获得

支部和官兵认可。

“有为”才能“有位”
■胡 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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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一批空气加湿器随运输

队，翻雪山、越达坂，来到了新疆军区某团

各驻训点位。

“没想到，连队还在商量购买的事，机

关就已经下发到位了！”摸着正在运行的空

气加湿器，该团二营中士李涛十分开心。

见此情景，该团机关干部吴小星感

到很欣慰：“战友们的一句‘没想到’，就

是对我工作的最大肯定！”

此前，吴小星按照团里安排，来到二

营蹲点调研。他很快注意到，一些官兵

早上起床后会流鼻血，而且一连几天都

是如此。

这是普遍情况吗？顺着这个线索，

吴小星专门到卫生连了解，结果让他感

到有些意外。军医告诉他，因天气过于

干燥，不少官兵患上了干燥性鼻炎，造成

鼻腔里的毛细血管破裂。

为什么没人向机关反映这个情况

呢？一问才知，不少官兵认为，天气干

燥，流鼻血很正常，也能克服。有的连队

觉得这是小事，加上团机关点位距离较

远，跑来跑去不太方便，便打算自行想办

法解决。

吴小星及时将了解的情况上报部门

领导，同时结合军医建议，提出购置空气加

湿器，配发到官兵住处，尽可能减少流鼻血

现象出现。听到汇报后，团领导非常重视，

第二天就开会研究，批准了购置方案。

“官兵健康无小事，关乎练兵备战。”

该团领导介绍，此次驻训，该团点位分

散、相距较远，虽然事先做了很多保障工

作，但还是忽视了一些细节问题。有时，

基层怕麻烦不主动反映，机关如果不深

入基层，就很难及时发现。

为此，该团建立“动态蹲点”机制，按

周期、定时限、分批次安排不同业务口机

关干部到基层蹲连住班，努力做到第一

现场发现问题，第一时间解决问题。同

时，他们还要求机关干部做好跟踪问效，

避免出现“半截子工程”。

改变随之而来。新式制氧机须放

置在室外，但前期配发的供氧管太短，

机关干部赖闯龙发现后，及时对接相关

业务股室，对其进行了更换；部分连队

板房空气流通性较差，影响官兵正常休

息，机关干部雷波主动协调，为各连加

装风扇……

随着一系列潜藏问题被发现和解

决，官兵们获得感不断增强，训练热情高

涨。该团领导说：“为官兵服务、为基层

解难没有完成时，只有不断提升发现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才能让大家心无旁骛

地投入练兵备战。”

新疆军区某团建立“动态蹲点”机制提升服务基层质效——

现场发现问题 第一时间解决
■梁 晨 张志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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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军人委员会的构成吗？成

员都有谁？职责是什么？”这 3 个问题，

曾经难倒了不少基层官兵。然而，当记

者向海军某部某连战士孙旭东提问时，

他却脱口而出，准确无误。

“在我们连，军人委员会很有存在

感！”听孙旭东那不容置疑的语气，记者

“顺藤摸瓜”：“你倒是说说，军人委员会

的存在感从何而来？”

“军人委员会凡事征询官兵意见，

而且从连队建设出发，积极建言献策。”

孙旭东举了一个例子说，连队组织的那

次参观学习活动就是证明。

两个月前，孙旭东开始负责连队库

室管理工作。花了不少功夫，他才摸着

点儿门道，心里暗想：要是能去兄弟连

队看看，学学经验就好了。

真是想什么来什么。一天上午操

课结束，连干部通知：下午教育课时间，

组织全连官兵到另一个营区参观学习。

这个消息让孙旭东高兴不已。此

时，他并不知道，此次活动的发起者是

连队军人委员会副主任黄灿武。

“没想到！”谈及当时的情景，该连主

官陈岩至今记忆犹新，“以往，这类活动都

是党支部或连干部组织策划的，这次由军

人委员会主动提出来，确实难得一见。”

别看黄灿武只是一名战士，但他始

终没有忘记自己作为连队军人委员会

副主任的身份和职责。平时交流中，他

发现，不少战友思维固化，目光眼界局

限在本单位，对其他营连的好做法、好

经验不甚了解。

“ 我 想 让 战 友 们 看 看‘ 外 面 的 世

界’。”黄灿武有更深的考量，“虽然这几

年连队发展势头不错，但在库室建设等

方面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我们还要多

向其他先进连队‘取取经’。”

恰好此时，另一个营区的连队因营

房整修工作受到上级表扬。得知这个

消息，黄灿武萌生了组织全连官兵前去

参观学习的想法：“正视差距，取长补

短，才能不断提高自身建设水平。”

在正式向党支部提出建议前，黄灿

武带领军人委员会部分委员做了不少

准备工作：了解本连官兵意愿需求，与

对方连队商量参观事宜，草拟活动方

案，等等。

“我们需要连里最终拍板，并请示

机关批准……”见时机成熟，黄灿武找

到陈岩作了汇报。一脸“意外”的陈岩

既惊讶又欣喜，当即表示“大力支持”。

如果时间回拨到一年多前，陈岩一

定不敢想象，军人委员会竟能如此积极

地发挥作用。

那时，陈岩刚来连队任职不久，有

一件事让他印象深刻。营里召开经济

民主会，本该由军人委员会委员参加，

但该连去的却是一名骨干。不仅如此，

民主投票、伙食管理等工作，也很难见

到“军人委员会”的身影。

“军人委员会本应是党支部加强连

队建设的助手，结果经常形同虚设。”一

个强烈的念头在陈岩心中升腾：必须按

照新修订的《军人委员会工作规定》要

求，健全组织、落实制度、履职尽责，把

军人委员会的职能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一系列举措紧随其后——按照有

关规定组织委员选举，经党支部批准

后，在军人大会上公开宣读任命；组织

专题教育，介绍军人委员会的组织设

置、职责等内容，讲清军人委员会的作

用和属性定位；明确军人委员会工作界

面，要求干部骨干不能越俎代庖……就

是从这时开始，军人委员会在该连有了

明显的存在感。

目光转回参观学习活动，官兵们的

评价是“不虚此行”。回到连队后，孙旭

东借鉴兄弟连队的经验，给不同类型的

装备器材贴上了不同颜色的标签，并在

登记本上加以区分，为查找、出库、清点

等工作带来了很大便利。

黄灿武同样收获满满。从菜单制

订、公共区域规划，到“以连为家”氛围

营造，他有了更多想法。“具体怎么做，

我会提交一份完整的建议方案。”黄灿

武说。

记者采访时，正值该连筹备野外驻

训工作。在此之前，按照官兵的意见，

他们专门在训练计划里新增了跳绳训

练。一打听才知道，这个建议，是军体

骨干韩云杰通过军人委员会提出的。

今年初，参加完军体骨干专业集

训，韩云杰认识到，连队体能训练不够

科学。回到连队，他做的第一件事，就

是对全连官兵伤病情况进行摸底，一个

易被忽视的问题随之浮出水面——很

多同志脚踝力量偏弱。

找到了病因，韩云杰没有贸然向连

队建言，而是争取军人委员会的支持，

集思广益寻求“最优解”。征求意见建

议、查询专业资料、反复测试对比，他们

发现，跳绳训练对增强脚踝力量极为有

效，而且简单易行。

“跳绳训练的优点是什么？跳绳训

练如何组织实施……”很快，连队党支

部 收 到 了 一 份 体 能 训 练 计 划 调 整 方

案。让党支部一班人没想到的是，该方

案不仅根据官兵的身体素质分类分级

设计了训练内容，还列出了多个跳绳品

牌及价格。

“ 谁 说 军 人 委 员 会 没 地 位 没 作

为？我们连的战友可不答应。”韩云杰

告诉记者，如今在连队，军人委员会的

“职能触角”已延伸到全面建设、练兵

备 战 、日 常 生 活 、文 化 娱 乐 等 方 方 面

面，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氛

围越来越浓。渐渐地，战友们养成了

习惯，有困难诉求、意见建议，先向军

人委员会反映。

“军人委员会发挥应有的职能作

用，影响带动全体官兵参与到连队建设

中来，让我们的工作轻松了不少！”陈岩

说，很多问题在提交党支部研究讨论之

前，就有了解决的思路，连队干部可以

腾出手来，集中精力抓大事要事了。

“在我们连，军人委员会很有存在感”
■本报记者 胡 璞 通讯员 张潇赫 宋子康

发扬基层民主 凝聚智慧力量记者探营

【军史场馆·档案】作为我国组建最

早的地地战略导弹部队，火箭军“东风

第一旅”军史长廊通过照片、文字、实物

相结合的方式，以时间为轴，分专题展

示战略军种和旅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

奋斗足迹，实现军种发展史和旅队创业

史的遥相呼应。

“当年，他们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

儿，一头扎进茫茫大西北。面对一无装

备、二无教材的困难局面，官兵们用麻

绳当电缆，将萝卜、土豆刻成模拟器材

搞训练，最终在戈壁滩上炸响了震惊世

界的‘争气弹’……”

站在旅军史长廊前，火箭军某旅中

士苍静声情并茂，生动讲述先辈们艰苦

创业的奋斗故事。他的周围，受领某项

重大任务即将出发的官兵边听边看、边

问边悟，眼中闪烁着崇敬的光彩。

“每逢新兵下连、干部调入、任务

出征凯旋等重要时机节点，我们都组

织大家来这里开展教育。”该旅领导向

记者介绍，旅军史长廊已成为他们这

支部队赓续光荣历史、弘扬优良传统

的重要场所。

该旅被誉为“东风第一旅”，是我

军 第 一 支 战 略 导 弹 部 队 。 组 建 60 多

年来，一茬茬导弹官兵手执长缨、随时

待战，先后圆满完成数十项重大演训

任务。

漫步在该旅军史长廊，记者发现，

长廊两侧的展陈内容，以时间为轴同步

推进——左侧，分专题全景展现战略导

弹部队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的奋斗

征程；右侧，生动呈现这支导弹劲旅不

同历史时期发生的重大事件、遂行的重

大任务和涌现的先进典型。

谈及军史长廊的设计理念，该旅领

导说：“我们想将它打造成一部‘红色家

谱’，让官兵从中汲取‘先辈创业艰、我

辈当奋发’的精神力量。”

采访时值傍晚，一些官兵徜徉在军

史长廊，或驻足观看，或低声交谈。在

霞光映照下，一张张年轻的面孔尽显青

春活力。

某营战士段石长是军史长廊的“常

客”，闲暇时间，他经常来这里转一转。

他说：“一幅幅照片、一段段文字，将先

辈们的奋斗跃然眼前。每次观看，我都

会受到很大鼓舞。”

作为营里的专业骨干，段石长平时

勤学苦练，积极探索训法创新。此前，

他成功破解一个瓶颈难题，将某型装备

操作时间大幅缩短。后来，这一成果被

全面推广。

在此过程中，段石长能清晰感受到

来自前辈的精神激励——当年，面对

“暗夜条件下实弹发射”的巨大挑战，该

旅官兵迅速掀起创新革新热潮，最终形

成多项训练成果。

“今天，我们更要发扬这种敢为人

先、勇于创新的精神，在提升新质战斗

力上多下功夫……”前不久，“旅史故事

分享会”在军史长廊举办，段石长结合

自身经历，谈起对这段历史的感悟，赢

得了阵阵掌声。

军史学习、仪式教育、讨论辨析、党

团日活动……如今，在该旅，各营连依

托军史长廊，从自身实际出发，开展形

式多样的主题实践活动已成常态。“军

史长廊就是一个坚定信仰、矢志强军的

‘精神磁场’！”该旅政治工作部领导说，

官兵们置身其中，耳濡目染，不断被“磁

化”，持续凝聚起勇毅前行、攻坚克难的

奋进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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