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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推荐

闪耀演兵场

一线直播间

东方既白，一阵哨音在中部战区陆

军某旅某连楼道中响起，官兵闻令即

起，快速收拾整理物品，不多时，已在宿

舍楼前列队完毕。

“这次紧急集合，用时又缩短了，我

相信成绩还能再提高……”看着手中的

秒表，该连干部孔令岩满意地点了点头。

一个“又”字，引起了记者的好奇：

“有什么窍门吗？”

“窍门就在内务柜里。”说罢，孔令

岩把记者领进班排宿舍。

只见宿舍内，靠墙一侧摆放着一排

立柜，每名官兵床下都有一个床头柜。

立式物品柜中，分区挂着军装，放置收

纳盒、书籍等个人物品；床头柜里，则从

下到上分层摆放当季战备物品和战斗

装具。

“以前，战斗装具和背囊放在立柜，

其他战备物品放在床头柜，一到紧急集

合和战备拉动时，我们要在两个柜子之

间来回跑，经常乱成一团。”班长赵东告

诉记者，有一段时间，一些战士晚上睡

前把背囊折好放在床尾，再把战斗装具

塞进床头柜。这本不符合旅里要求，但

考虑到大家这样做是为了提高出动效

率，他就没去追究。

“现在好了，连队按照‘分类集中存

放、平战互不干扰’原则，对内务柜物品

摆放进行了调整规范，有效解决了取用

不便等问题。”赵东打开一个床头柜，一

边向记者介绍一边演示，“你看，哨音一

响，大家在床边一米范围内就能做好相

关准备，不用再跑来跑去、翻来翻去。”

该连的这一改变，要从几个月前说

起——

那天，孔令岩像往常一样招呼大家

打篮球。但不知为何，一向喜欢打篮球

的上等兵马冀蒙迟迟不愿上场。

察觉到事出反常，当晚洗漱时，孔

令岩询问马冀蒙原因。原来，马冀蒙心

想篮球鞋经常要穿，便将鞋装进盒子放

在床头柜里。但战备物品种类多，又要

求摆放整齐划一，鞋盒只能放在最下

面，取用一次，整个床头柜就要重新整

理一遍。无奈之下，他只好将鞋放进储

藏室，渐渐对打篮球失去了兴趣。

孔令岩恍然大悟：难怪最近很多同

志放弃了个人爱好，课余时间不愿参加

室外运动，原来问题的根源竟在内务设

置上。

其实，对于内务设置，因官兵宿舍房

型不同，该旅早就将自主权适当下放，要

求同一个连队做到统一即可。在此之

前，该连曾被机关指出床头柜利用率低、

违规增设储藏区等问题。当时，孔令岩

组织官兵研究整改，在不影响战备秩序

前提下，对床头柜里放什么、怎么放，以

及物品的大小、形状等不作限制。

起初，此举得到了官兵认可，不少

同志将与个人爱好有关的物品放进床

头柜，大家的课余生活也变得丰富起

来。然而一段时间后，孔令岩发现，遇

到紧急集合或者战备拉动，在收装物品

时，官兵们仍会很忙乱。

“《内务条令》规定，‘内务设置应当

利于战备，方便工作、学习、生活’。在

落实过程中，我们既不能让两者互相影

响，也不能顾此失彼。”连务会上，连队

干部骨干统一了思想认识，结合连队实

际和官兵需求提出多个优化方案，最终

决定实行“平战分开”，将床头柜和立柜

里摆放的物品进行严格区分，并明确了

有关细节。

这种做法效果怎么样？要靠实践

来检验。

试行不到一个月，该连组织紧急集

合，时间缩短了 30 秒，全程有条不紊。

试行期间，旅部队管理科干部安朋召多

次到基层检查，让他没想到的是，即便

没有预先通知，该连内务秩序也始终保

持良好。

受益最大的，是该连官兵。由于有

了更多摆放个人物品的空间，不少同志

重拾绘画、乐器等兴趣爱好。“内务设置

改进之前，在柜子里放置画板、笛子等

物品是不可能的。”重新将篮球鞋放到

立柜里的马冀蒙对记者说。

前不久，旅领导对该连的探索展现

出浓厚的兴趣，实地参观后，给出了这

样的评价：符合条令要求、机关基层满

意、可以借鉴推广。

内务柜里到底该放啥？这个问题

值得继续探讨和尝试。该连官兵说，最

重要的一点，是不能为了过度追求整齐

划一，而把“利于战备，方便工作、学习、

生活”这一条放在次要位置。

内务柜里到底该放啥
■本报记者 邹 菲 通讯员 刘 凡 胡堂梁

在很多基层部队，班排宿舍

里都配有两个内务柜，一个是床

头柜，另一个是立柜。这两个柜

子里到底应该放什么、怎么放，

每个单位各不相同，官兵也莫衷

一是，甚至为此耗费了不少时间

精力。

中部战区陆军某旅某连对

照《内务条令》，对内务柜物品摆

放进行了规范——战斗装具和

一些战备物品统一放在床头柜、

个人物品统一放在立柜，即在

“利于战备，方便工作、学习、生

活”的基础上，实现了战备物品

与工作、学习、生活物品各得其

所、互不干扰。做法虽小，却有

一定的参考借鉴价值。

★推荐理由★

“党支部制订的按纲建连规划符不

符合连队实际”“建设形势分析是否准确

到位”“各位委员履职情况如何”……近

日，第 78 集团军某旅某连会议室内，该

旅机关帮建小组与该连党支部一班人，

围绕连队抓建思路、建设短板、单位风气

和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等方面进行全面盘

点，并对存在的矛盾问题研究整改。

“提升部队战斗力，建强基层党组织

是关键。”该旅领导介绍，通过前期的问

卷调查和实地走访，党委一班人感到，有

的基层单位存在制订目标过高、任务推

进缓慢、练兵质效偏低等问题。为把基

层党组织锻造成为坚强战斗堡垒，他们

决定组织开展“过支部”活动，选派机关

帮建小组下沉基层一线，一个连队一个

连队地过，一个支部一个支部地帮，增强

党支部带领官兵遂行作战任务的能力、

领导单位全面建设的能力和解决自身问

题的能力。

“连队多年没评先进，想从提升训练

成绩上打开突破口，于是盲目加大训练

强度，但随之而来的是伤病员数量增加，

反而影响了正常训练进度。”在“过支部”

活动中，某连党支部书记向机关帮建小

组说出了实情。帮建小组与该连党支部

一班人一起研究连队建设形势、分析优

势短板，进一步厘清了建设思路，同时为

该连协调解决了重型装备训练场地不足

等问题。

据了解，为巩固“过支部”活动成果，

该旅建立完善了常帮常抓机制，并定期

组织“回头看”，确保建强一线战斗堡垒

取得实效。

第 78 集团军某旅开展“过支部”活动—

全面帮带基层组织 建强一线战斗堡垒
■吴 洋 刘 强

新闻前哨

上图：4月初，海军某勤务船大队开展海上补给训练。 武欢庆摄

下图：近日，陆军某部组织火力分队实弹射击考核。图为炮弹出膛瞬间。

郭志翔摄

延伸思考

暮春时节，天山脚下，新疆军区某

团展开一场群众性练兵比武。登上竞

赛场，全副武装的下士刘明玖和战友们

将面临一天一夜的综合能力检验。

“前方发现目标，快速利用现有地

物处置！”比武开始不久，一条临机导调

指令传来。正向目标地域行进的刘明

玖立即卧倒，匍匐抵近一个土包，掏出

一颗手榴弹甩了出去，接着弯腰跃进至

下一点位，转成跪姿继续投弹……

特情处置完毕，刘明玖并未感到轻

松，他知道更大的挑战还在后头。这次

比武在陌生地域展开，要求 24 小时内

完成 10 个课目的连贯作业，对参赛队

员的军事素质、环境适应和战场应变能

力提出严峻考验。

刘明玖曾获得全团 3000 米跑课目

比武亚军，体能有优势，但他心里并不

托底：“10 个课目连成一串，还有导调

员不时设难，谁也不知道中途会发生

什么。”

比武继续。刘明玖顾不得满身尘

土，从背包中拿出地图和作业尺，向 8

公里外的指定区域跑去。一路上，他将

接受按图行进、战场防护、自救互救等

课目考核。

傍晚时分，参赛队员陆续到达指定

地域。按照比武规则，大家必须在无依

托条件下进行自我保障。稍作调整，刘

明玖开始与战友配合挖灶做饭。

“ 前 方 山 谷 发 现 小 股‘ 敌 人 ’，立

即前往驱歼！”两口饭刚下肚，新的导

调指令突然又至，刘明玖立即携枪带

弹 向 5 公 里 外 的 山 谷 奔 袭 。 抵 达 目

标 地 域 时 已 是 深 夜 ，山 谷 里 气 温 骤

降，刘明玖的作训服和头盔已被汗水

湿透。

枪声密集响起，夜间自动步枪射击

考核随即展开。射击结束后，参赛队员

来不及休息，马上转入单兵掩体构筑比

拼……

“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这次比

武，我们既看单个课目的‘米秒环’，更

看官兵的应急应变。”该团领导介绍，他

们一改以往群众性练兵比武“操场化”

倾向，突出“战味”，采取“按纲设置课

目、连贯作业实施、多项综合评比”的方

式，锤炼提升官兵综合战斗能力，检验

部队基础训练质效。

“太累了，我感觉身体和心理达到

了极限。”比武结束时，已是第二天早

上，刘明玖说，虽然自己有的课目成绩

不如平时，但“含战量”更高。

刘明玖的情况不是个例。面对复

杂的考核环境和高强度的连贯作业，很

多参赛官兵的单课目成绩都出现了不

同程度的下降，该团领导却不忧反喜。

返回营区不久，他们组织官兵展开复盘

检讨，针对考核暴露出的问题，研究整

改措施。

事后，在比武中脱颖而出的训练尖

子 ，纷 纷 上 台 分 享 经 验 ，提 出 意 见 建

议。“类似这样的群众性练兵比武，要形

成常态。”官兵们说，“虽然很辛苦，但找

到了打仗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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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备拉动取用战备

物品时，要在两个柜子之

间来回跑，经常乱成一团。

紧急集合哨音一

响，在床边一米范围内

就能做好相关准备。

茅文宽绘

内务设置，小事不小。中部战区陆

军某旅某连的探索，看似没有多少新

意，也无什么惊人之举，却实实在在触

到了官兵们以往的“痛点”。

曾几何时，在一些基层部队，谈起

内务设置，很多战友都有不少苦水。标

准经常变、检查天天有，这个不让用、那

个严禁摆，“一个将军一个令”、通报批

评没断过，空耗官兵大量时间精力，滋

生了形式主义。

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个别单位

在落实有关规章制度时，抓偏了重点、

模糊了焦点。《内务条令》规定：“内务设

置应当利于战备，方便工作、学习、生

活，因地制宜，整齐划一，符合卫生和安

全要求，杜绝形式主义。”但在具体执行

过程中，有的单位只盯着“整齐划一”用

力，对其他要求重视不足、思考不深，好

像内务设置只需整齐划一就够了，甚至

越整齐划一越好。这显然违背了条令

精神。

这启示我们，贯彻落实任何一项

规章制度，必须清楚这项规章制度的

精神取向和基本导向，不能以局部替

代 整 体 ，更 不 能 以 偏 概 全 。 以《内 务

条 令》这 条 规 定 为 例 ，如 果 按 重 要 性

排 个 顺 序 ，“ 利 于 战 备 ”无 疑 居 于 首

位，“方便工作、学习、生活”次之，“整

齐 划 一 ”再 次 之 ，这 是 军 队 使 命 任 务

决 定 的 。 所 以 ，在 规 范 内 务 设 置 时 ，

也须遵循这个逻辑顺序。否则，就会

舍本逐末，导致“土政策”“土规定”层

出不穷。

一个床头柜、一个立柜，绝大多数

基层部队的官兵宿舍，都有这两件东

西，但哪个柜子放什么、怎么放，有很大

不同。有的为了图好看，怎么整齐怎么

放，并规定了物品种类、大小、形状；有

的片面追求统一，有时宁愿空着也不准

摆放个人物品；有的做表面文章，平时

摆放一个样，迎检时又是另一个样，来

回折腾官兵。殊不知，内务柜存在的意

义，主要是“利于战备，方便工作、学习、

生活”，背离这一点，就似乎没有配发部

队的必要了。

中部战区陆军某旅某连的可贵之

处，正在于他们吃透了条令精神，以实

用性原则和战斗力标准，对官兵的内务

柜物品摆放进行了规范。实践证明，他

们的探索是有益的。希望有更多的连

队参与进来，为优化内务设置、加强内

务建设出谋划策。

感悟内务设置的“逻辑顺序”
■钧 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