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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扬基层民主 凝聚智慧力量

“小钱虽少，不损官兵一分；小利

虽小，不占公家一毫。”

4 月下旬，在第 77 集团军某旅二连

“经济民主公示栏”上，贴出了这样一

则标语。谈及标语的由来，连队军人

委员会主任申延帅道出一段往事。

今年年初，申延帅在履行军人委

员会经济监督职责时发现，战友李志

亮所报销的差旅费中，有一笔十几元

的自费支出。询问原因得知，原来李

志亮在报销时，恰逢机关财务科核算

封账，于是钱款几天后才到账，他所持

公务卡因此产生了滞纳金。

“公务卡滞纳金不在报销范围之

内 ，只 能 自 掏 腰 包 。”谈 及 此 事 ，李 志

亮并没有放在心上，“十几元钱而已，

不算啥大事。”然而说者无心，听者有

意。得知情况后，申延帅当即将这一

情况反映给机关相关科室，并提出建

议 ：“ 李 志 亮 错 过 还 款 期 并 非 主 观 故

意 ，滞 纳 金 数 额 虽 小 ，却 不 应 由 他 支

付。”

很快，申延帅的建议得到机关回

复 ：经 查 ，此 笔 差 旅 费 滞 纳 金 确 因 机

关产生，财务科已替李志亮作出情况

说明，并将滞纳金报销后转至其银行

账户。

“虽然只是一笔十几元的费用，却

折射着军人委员会的担当和作为。”听

说 这 件 事 ，战 友 们 对 申 延 帅 交 口 称

赞。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为连队

军人委员会赢得了好口碑。

前不久，连队从网上采购了一批

文体用品。快递到货后，作为基层风

气监督员的申延帅与经办人小徐一同

组织验收。在此过程中，小徐每拆开

一个快递包装，就立即拿出手机对着

商品拍个不停。

“这是干啥呢？”“只要上传所购商

品图片，并给出‘五星好评’，商家就可

以给咱返利 20 元，不要白不要。”小徐

给 出 的 解 释 ，引 起 了 申 延 帅 的 警 觉 。

他追问道：“返利的钱打算如何处理？”

小徐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可以给战友

买几瓶饮料。”

“商品是用公款购买的，由此产生

的返利，是否也属于公款范畴？私自

处置返利钱款，是否有侵占公家利益

之嫌？”带着疑问，申延帅拿起电话向

机关纪检监察科咨询。

“ 返 利 因 公 款 所 得 ，应 当 视 作 公

款。”得到答复后，他赶忙向小徐现场

说法，小徐当即将返利获得的 20 元钱

作为公款上缴连队。

得益于申延帅反映的情况，旅机

关随后举一反三，对如何处置公款网

购 物 品 时 产 生 的“ 返 利 ”“ 抵 现 积 分 ”

“随货赠品”等财物的归属与使用进行

了明确。

“ 不 损 官 兵 一 分 钱 ，不 占 公 家 一

毫利。”这两件事，很快在官兵中引发

了讨论。

“过去班里的扫帚、簸箕坏了，需

要填申请单，找连主官审批签字后才

能到库房领取。于是大多数战友因为

嫌麻烦，干脆‘以买代领’，自掏腰包到

服务社购买。”有战士反映，“军人委员

会能否替我们向机关提出建议，简化

相关手续？”

“我们班每个月回收快递包装、饮

料瓶等废品卖钱，能攒下十几元，有的

战友建议用来买洗衣粉等物资公用，

还有战友提出不如给大家买点水果和

饮料。”还有班长询问，“若是后者，算

不算公款吃喝？”

……

虽然战友们讨论的都是“三五元

钱 ”的 琐 事 ，申 延 帅 却 听 得 非 常 仔

细 ，并 将 情 况 整 理 后 报 告 给 机 关 相

应科室。

简化日常物资请领手续、明确钱

款上缴使用范围……不到一周时间，

机关便出台相关举措，回应了官兵关

切。在随后的一次双向讲评会上，相

关科室负责人还就如何支配废品回收

钱款进行明确：“我们鼓励官兵支持环

保、变废为宝。鉴于这笔钱来自集体，

自然也应用于集体，只要不私占侵贪，

便可经班排成员商议后自行支配。”

令申延帅感到成就感满满的是，

在会上，旅领导专门对他提出了表扬：

“公私分明、坚持原则，这才是军人委

员会在发扬经济民主过程中应当有的

作为和担当！”

第 77 集团军某旅军人委员会发扬经济民主坚持公私分明—

不损官兵一分钱 不占公家一毫利
■本报特约记者 李佳豪 通讯员 王 杰

革命战争年代，我军物资匮乏、经

费短缺，为把有限的财物用好，基层部

队利用群众性组织实行经济民主，形成

了“一颗子弹、一份口粮，不过问组织不

能支配”的优良传统。

如今，部队工作生活条件改善了，

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经济民主优良传

统更应发扬光大，使其既成为维护官兵

正常权益的“防护墙”，也当好执纪监督

的“警戒哨”。

对连队军人委员会而言，虽然平

日 更 多 管 的 是 几 十 、几 百 元 的“ 小

账 本 ”，但 其 作 用 发 挥 直 接 关 乎 基 层

风气的“大问题”。因此，军人委员会

在发扬经济民主过程中，要坚持从一

分 一 毫 做 起 ，从 一 丝 一 缕 严 起 ，当 好

连队“红管家”，在小利小益上展现大

担当。

小 利 小 益 见 担 当
■李佳豪

“怎 么 最 近 魂 不 守 舍 的？”前 段 时

间，北部战区海军某大队保障二队刘教

导员发现，下士陈鑫不仅在工作时频频

“出岔子”，日常生活中也经常走神溜

号。他几次找陈鑫了解情况，对方都支

支吾吾，不愿吐露真实想法。

经过多方了解，刘教导员得知，陈

鑫出现异常是从队里组织心理测试开

始的。在此期间，他曾多次找班长请

假，试图以各种理由躲过心理测试。

“ 不 在 状 态 是 不 是 因 为 心 理 测

试？”刘教导员开门见山地询问。被说

中心事，陈鑫不再隐瞒。原来，在去年

组织的一次心理测试期间，因家人生

病 ，陈 鑫 情 绪 不 稳 ，导 致 测 试 结 果 异

常。他本以为这不是什么大事，没承

想队里将他列为重点关注对象，不仅

单位主官、班长骨干轮流找他谈心，还

让他把床铺搬到班长旁边，以便观察

个人动态。

一系列举措，让陈鑫成了战友们的

“热点话题”，各种闲言碎语让他如芒在

背。很长一段时间，他变得寡言少语，

不愿参加集体活动，害怕面对大家的目

光，甚至觉得和自己说话的战友都是在

“试探”自己。从那以后，每逢心理测

试，陈鑫都如临大敌，生怕再被贴上负

面标签。

陈 鑫 的 经 历 让 刘 教 导 员 眉 头 紧

锁：开展心理测试的初衷是了解官兵

心理健康状态，及时疏导心理压力，怎

么 反 而 成 了 个 别 官 兵 心 理 压 力 的 来

源？随后，他组织了一次不记名问卷

调查。结果显示，对心理测试存在抵

触心理并非个例，不少官兵把心理测

试当成“变相检查”，认为一旦测试结

果 出 现 异 常 ，就 会 被 认 为“ 心 理 不 健

康”，影响个人发展。

为 改 变 这 一 状 况 ，刘 教 导 员 一 方

面召集干部骨干开会，讲清开展心理

测试的目的，引导大家正确对待测试

结果异常的同志，不可“发力过猛”，给

对 方 造 成 压 力 ；另 一 方 面 ，组 织 开 展

“心理健康周”活动，通过专题授课、讨

论辨析等方式，帮助部分官兵在认识

上“脱敏”、知识上“扫盲”，理性看待心

理测试。

现 如 今 ，该 大 队 官 兵 对 于 心 理 测

试、心理问题和心理疾病有了新的认

知。几天前，陈鑫卸下了思想包袱，顺

利完成心理测试。

北部战区海军某大队保障二队廓清官兵模糊认识—

理性看待心理测试
■朱 帅 崔 旭

新闻前哨

乐队排演活力四射、畅游书海陶冶

情操……周末时光，中部战区陆军某旅

大多数官兵各自选择休闲娱乐方式，营

区内气氛轻松，不时传来爽朗笑声。战

士马骏涛不仅和家人通了视频电话、打

了篮球比赛，还在摄影摄像兴趣小组学

了不少新知识，他告诉记者，现在周末

休息时间，大家有了更多选择。

前期，该旅党委一班人深入基层展

开调研时，有些官兵在座谈会上反映

“休息时间经常被占用”。经过了解，他

们发现受“战士闲着容易出事”的陈旧

观念影响，一些连队周末集体活动名目

繁多，并且要求人人参与，官兵们基本

没有可供个人支配的时间，两天下来不

仅身心疲惫，一些个人事务也无法处

理，大家意见很大。

针 对 此 类 情 况 ，该 旅 领 导 态 度 明

确：年轻官兵个性鲜明、兴趣爱好广泛，

对于休息时间，往往有着自己的规划安

排。休息时间组织集体活动是为了丰

富官兵文化生活，让他们更好地放松身

心，如果不顾战士意愿，将活动安排过

多过满，就会给大家增添负担、增加压

力，不仅本末倒置，还侵犯了官兵的正

当权益。为此，他们要求基层带兵人以

信任的眼光看待官兵，在征集官兵意见

建议的基础上，压减休息时间组织集体

活动的次数和时长，尽量放权官兵，让

他们以“小群多片”的方式自行安排。

此外，为防止个别官兵周末休息时

间消遣娱乐过多、充电蓄能太少的情况

出现，该旅召集官兵中的“小能人”“小

专家”开设摄影摄像、乐器弹奏、课件制

作等兴趣小组，供大家选择参与，引导

官兵一边充分休息一边学习提高。

中部战区陆军某旅为基层减负减压—

合理安排周末时间
■本报特约记者 陶 磊

采访手记

4 月 下 旬 ，武 警

邯郸支队举办军事体

育运动会，激发官兵

奋勇争先、挑战自我

的热情动力。

左图：冲线。

张广彬摄

下图：起跑动若

风发。

赵梓淇摄

夜色如墨，第 72 集团军某旅下士

宋仿荣正在执勤。他身姿笔挺，心里

却在琢磨排长金鑫的话：“最近工作

中 出现了一些情况，我就不多说了，

大 家 要 引 起 重 视 ， 小 宋 尤 其 需 要 注

意 ……”一次会上，下连后很少发言

的金鑫不仅主动站出来讲评工作，还

多次提到宋仿荣。宋仿荣听得云里雾

里，不明白自己要“注意”什么。会

后他与战友交流，大家也不解其意，

一直到现在，他也没明白排长到底想

说啥。

“宋仿荣，还在想排长的话呢？”

“是啊，你说排长到底啥意思，是不是

对我有意见？”“昨天排长也找我聊了

两句，我也没太明白他想说啥。”“说

话如此含糊其辞，别是抓住啥把柄了

吧……”那天午饭过后，见宋仿荣有

些失神，一名战友与他讨论起来。说

来也巧，他俩的对话正好被路过的金

鑫听见了。

金鑫心里一惊，没想到自己精心

准备的发言会引起这样的误会，他急

忙找指导员寻求帮助。

去 年 底 ， 金 鑫 毕 业 分 配 来 到 连

队，由于对基层工作不熟悉，最初的

一段时间里，他很少参与管理工作。

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作为排长不

能一直对排内工作作壁上观。一次，

他与排里的一名老兵聊起了自己的困

扰，那名老兵向他建议：“既然走上排

长岗位，肯定要履职尽责。你在讲评

工作时尽量语气委婉些，别总直来直

去，这样既参与了管理工作，也不会

引起大家的反感。”老兵的话让金鑫眼

前一亮，于是精心准备了措辞，说了

那番模棱两可的话。

了解事情原委，指导员有些哭笑

不得：“与官兵搞好关系确实重要，但

不能因此影响正常工作。”他告诉金

鑫，大家都是战友，都在为连队建设

而努力，所以只要带兵人指出问题实

事求是、切中要害，大家都会认账领

账，不会有其他想法。反倒是讲评云

遮雾罩、闪烁其词，不但让战士们摸

不着头脑，还可能产生不必要的误解

和思想波动……

与指导员告别后，意识到问题所

在的金鑫很快有了改变。“小张昨晚在

执勤站哨时注意力不集中，我不希望

这种情况再次发生”“小宋最近在训练

时摸索出了不少实用技巧，大家可以

找 他 交 流 一 下 ” …… 再 次 讲 评 工 作

时，金鑫不再遮遮掩掩，而是指名道

姓，直指问题和成绩。对于犯错的同

志，他没有“一批了之”，而是帮助分

析原因、找到改正办法。凭借胸怀坦

荡、坦诚相待、工作负责，金鑫很快

获得了认可。前不久，他带领全排参

加专业考核，多个课目排名前列，获

得上级的点名表扬。

排
长
到
底
想
说
啥

■
张
子
庚

苗

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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