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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兵人手记

一线走笔

赴基层采访，多奔某一主题而去。但基层沃
土，常常于这一主题之外，额外馈赠其他收获。

这个收获，有时是旅团级指挥员总结的一个
抓建理念，有时是营连主官分享的一个带兵感悟，
有时只是班排长随口一句意味深长、引人深思的
感慨……这些来自于具体实践、还没有完全上升为
理性思考的“一己之见”，也许谈不上完整系统，甚至
存有商榷之处，但足可予人启发。当这些散落于各

个营盘的“一己之见”集合在一起，相互参考，相互碰
撞，相互完善，必对推动基层建设发展有一定之功。

自即日起，本版开设“一线走笔”专栏，由我们
编辑担任“搬运工”，把从基层一线采撷回来的思想
果实分享给广大战友，并佐以体会式的理解、辩证
性的思考，希冀对大家有所启迪。对这些一孔之
见、一家之言，无论您深以为然，还是持不同意见，
都欢迎来稿交流。

开
栏
的
话

“此次会操，你们连歌声口号声洪

亮、队列动作整齐划一，提出表扬！”

前 不 久 ，记 者 在 火 箭 军 某 团 每 周

一 次 的 全 员 会 操 现 场 看 到 ，该 团 勤 务

连官兵精神抖擞、表现出色，得到机关

肯定。

殊不知，就是这个连，在半年之前

曾遭遇过“滑铁卢”——去年底，团里组

织建制连考核，受多种因素影响，勤务

连的各项排名均在全团“垫底”。面对

这样一份成绩单，团领导在交班会上对

勤务连点名批评，连队主官也因此作了

深刻检查。

“要求低了，容易滋生自由散漫的

不良习气。若是松散惯了，在关键时刻

就 会 掉 链 子 。”团 领 导 的 讲 评 一 语 中

的。由于勤务连人员岗位部署分散、专

业种类各异、人少事多统筹乏力，所以

在此之前，连队在作风建设上没有“较

真碰硬”。

在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那

次考核失利就像一针清醒剂，让连队干

部看清了单位现状，他们暗下决心，非打

一场漂亮的“翻身仗”不可！

作风松散，他们就从日常秩序抓起：

内务设置，严格按照条令要求摆放物品；

日常队列，他们要求“三直一线”，班长骨

干必须以身作则；集合站队，所有人员必

须参加，禁止请假……

本以为，在如此严格要求之下，连

队 的 转 变 会 很 大 。 可 是 ，持 续 严 管 一

段时间之后，连队的士气不升反降，不

仅 没 有 让 连 队 建 设 出 现 起 色 ，反 而 在

各种评比竞赛中逐渐“掉队”——内务

检 查 ，仍 然 有 个 别 人 员 内 务 摆 放 不 正

规 ，被 营 里 通 报 批 评 ；专 业 比 武 ，部 分

骨 干 准 备 不 充 分 ，导 致 连 队 总 体 成 绩

不佳……

“要求越来越严格，管理越来越正

规 ，怎 么 还 在 关 键 时 刻 掉 链 子 ？”接 二

连 三 的 失 利 ，让 该 连 两 名 主 官 既 受 挫

又窝火。

“带兵育人是一场双向奔赴，不能一

味严格施压，要带着感情、满怀真情抓工

作，提高连队凝聚力。大家的心齐了，才

会把连队当家建。”教导员一句话，点醒

了两名连主官，他们决定在全连开展大

谈心活动。

“勤务连是一个整体，连队的荣誉

需要大家共同争取和维护”“我们已经

被贴上‘落后’标签，必须珍惜每一次争

取荣誉的机会”……官兵恳谈会上，连

队主官与战士们敞开心扉、毫不遮掩，

心与心之间的距离不断拉近，很多矛盾

问题浮出水面。大家最终达成共识：心

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把连队团结成

一块坚硬的钢铁。

慢慢地，连队集会时氛围不再沉闷，

大家畅所欲言，为单位建设出谋划策；发

现问题时，大家主动剖析自己在工作中

的失误，共同研究解决方案……

“ 人 心 齐 、泰 山 移 ，心 气 顺 、干 劲

足。双向奔赴，让我们连打了一个‘翻

身仗’！”前不久，该团执行某项装备交

接 任 务 ，勤 务 连 需 要 分 赴 3 个 点 位 保

障 炊 事 、驾 驶 等 工 作 。 该 连 官 兵 各 尽

其责、通力合作，受到上级领导充分肯

定。

“我们连打了一个‘翻身仗’”
■吴 乐 本报特约记者 张新凯

不久前，我精心设计的一部互动情

景剧《网上掉下个“林妹妹”》，“点燃”了

教育课堂，官兵沉浸其中，深受教育。

而此前的一堂教育课上，我却遭遇“冷

场”的尴尬。

当时，我结合官兵在手机使用中的

一些问题，认真撰写了一个教案，并辅

以多媒体资料。本以为有影音设备的

助力，授课会很受欢迎，结果却不理想，

现场十分沉闷。

“为何精心设计的教育课，大家并

不买账？”当周的连务会后，我把骨干留

了下来，抛出问题，让大家集思广益。

五班班长孙宇昂的话让我眼前一亮：

“大家对那堂课缺乏兴趣，我觉得主要

是因为代入感不强，难以形成共鸣。”他

说，对现在的年轻战士而言，影音视频

不再是新鲜事物，“教案+视频+讨论”

的教育思路也开始让大家感到“视觉疲

劳”，教育若想走进官兵内心，应紧随时

代潮流而动。

孙宇昂的发言让我深受启发，想

起不少战士对游戏、剧本杀、角色扮演

等新事物兴趣盎然，我决定在这方面

作个尝试。征求官兵意见建议后，我

模 仿 最 近 网 上 流 行 的 电 影 交 互 式 游

戏 ，利 用 PPT 编 排 了 一 个 互 动 情 景

剧。为使课堂更有代入感，前期我还

专门组织几名官兵进行拍摄和配音。

就这样，一部展现网络交友“杀猪盘”

套路的情景剧诞生了。

情景剧结束后，台下响起热烈掌

声，官兵们踊跃发言，分享感受。听着

大家发自肺腑的感想，我深刻感受到，

教育形式不能一成不变，也不是越热闹

越好，只有抓住官兵喜闻乐见的“热点”

“燃点”，才能提高针对性和感染力。

（于文旗、夏一博整理）

互动情景剧变“热”了
■第 82 集团军某旅干部 裴恒悦

近日，空军工程大学

信息与导航学院邀请一等

功臣刘绍基来院交流。图

为院史馆里，老英雄指着

自己当年的照片，讲述亲

历的战斗故事，引导青年

学员传承红色基因、建功

强军事业。

杨楚天摄

近日，第 81 集团军某旅在驻训场设立野外文体活动室，

丰富官兵文化生活。图为官兵在休息时间摆开棋盘，捉对

“厮杀”。 韩维聪摄

投稿请登录强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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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当年

正青春

营连日志

“01、01，两名犯罪嫌疑人被我成功

控制，请迅速派人处置……”不久前的

一天，一阵急促的警报声划破夜空，武

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东方中队官兵迅

速按照预案展开行动，大家各司其职、

密切配合，顺利完成演练任务。

“如此高效地处置突发事件，得益

于总队下发的一个‘掌中宝’。”回顾演

练全程，该中队中队长王彬指着一本

《基层标准工作程序规范手册》说，去年

刚到中队任职时，面对众多基层事务和

突发事件，他常常手忙脚乱、顾此失彼。

王彬的情况并非个例。去年该总

队领导在调研时发现，部分基层中队都

存在类似问题。至于原因，有的由于机

关一些部门越俎代庖，过分干涉基层工

作，人为造成基层忙乱；有的因为主官

刚刚履新，缺乏经验，面对千头万绪的

工作，一时无所适从……

鉴于此，为破解工作任务重、难统

筹，法规政策多、难掌握，基层能力弱、

难推动等现实问题，该总队党委在广泛

征求基层意见建议基础上，以《军队基

层建设纲要》为基础，结合相关法规政

策，研究制订《基层标准工作程序规范

手册》，既明确日、周、月、季、年必干工

作，又将每项工作细化为“法规依据、重

点 内 容 、工 作 流 程 、注 意 事 项 ”4 个 部

分，形成“知、懂、会、做”完整链路，实现

工作清单化、流程标准化。同时，他们

列出机关基层责任清单，明确机关职能

和基层权限，将自主统筹、自主决策、自

主抓建的“指挥棒”交还基层，建立起单

位自建、工作自转、安全自保、矛盾自

解、人员自管的运行模式。

打开这本薄薄的手册，记者看到，

里面涵盖了军事、政工、后装保障 3 大

类百余项具体工作，每项工作都用清

单、图表等形式明确步骤，让人一看就

明白、照着就能做。

“一本手册在手，工作成竹于胸。”

王彬介绍，平时训练中，他们结合担负

任务，根据手册中规范的各种突发问题

处置流程，在反复演练中不断修订完善

预案，科学调整兵力部署，使勤务安排

更加合理、处置战法更加高效、目标安

全更加托底。

对此感同身受的，还有前不久刚刚

走马上任的海口支队文昌中队指导员

房立。他上任后第一次召开党员大会

前，根据支部党员大会的组织与实施流

程，拟定了会议议题，最终顺利完成会

议各项议程。事后，房立深有感触地

说：“这本手册，就是我们抓建基层的

‘掌中宝’。”

据了解，《基层标准工作程序规范

手册》出台一年多来，该总队官兵对照

手册学、按照手册做，工作思路更加清

晰，基层秩序规范高效，部队全面建设

不断提高，多次圆满完成重大勤务。

武警海南总队基层主官—

抓建基层有了“掌中宝”
■毛文秀 本报记者 安普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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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记者赶赴武警葫芦岛支

队，见到了分别 5 年的绥中中队指导员

杨阔。聊起过往，我俩颇为感慨。不过

5 年时光，他已从一个刚刚毕业、满身

稚气的排长，成长为一名思虑成熟、行

事稳重的基层主官。

当问及目前他重点关注中队建设

哪些方面时，杨阔出人意料地提到了

“他和现任中队长各方面很像”这个点，

而且态度鲜明，认为这是一个需要重视

和解决的“问题”。于是，我们的交流便

围绕这个点展开了。

初见杨阔，是在 2019 年春天。那

之后，他到支队机关工作 3 年，然后到

中队任指导员。截至上个月，杨阔刚当

主官一年半，换了一任搭档。

和杨阔基层机关来回打滚的成长

经历不同，他的上一任搭档是个“老基

层”，从毕业起一直在中队带兵，没一天

机关经历。杨阔坦言，由于经历不同，

上任之初，他和老中队长有过一段长达

数月的磨合期。对上如何与机关沟通、

对下如何处理日常事务，他俩很多时候

都 需 要 反 复 沟 通 ，有 时 甚 至“ 争 论 一

番”，才能最后达成一致。

与老搭档不同，杨阔现在的新搭

档有着和他几乎相同的军旅起点、成

长路径。去年 10 月，新老搭档交接之

后，由于对中队诸多事宜的看法高度

一 致 ，杨 阔 和 新 搭 档 的 沟 通 成 本 陡

降。用杨阔的话来说，那段时间，他的

心情格外轻松、振奋，踌躇满志地计划

把中队建设推上一个更高台阶。但接

下来发生的一件小事，把他从“状态良

好”中拉了出来。

那次，中队组织例行的经济民主

会，一些官兵反映饭菜质量有所下滑，

建议恢复之前每天晚点名时一并讲评

伙食情况，杨阔听了面红耳赤。因为

中队伙食向来不错，所以他一直在力

主取消这个做法，只不过老搭档在任

时坚决不同意，新搭档上任后他俩“想

到一起了”……

当晚，杨阔一个人在操场踱步，脑

子一直没闲着。他意识到，老搭档离开

之后，一些变化悄然发生了。其中最大

的一个变化，就是因为老搭档这个“蓝

方”不在了，新搭档又和自己常常意见

一致，所以考虑问题时，他没有再像过

去一样左思右想、反复斟酌。

杨阔进而发现，他和新搭档的不少

想法从产生到落地，时间大幅压缩，效

率显著提高。一切看起来很顺畅的背

后，暗藏着一些因为思虑不周而潜生暗

长的问题隐患。

反 观 与 老 搭 档 那 几 个 月 的 磨 合

期 ，每 当 两 人 意 见 相 左 时 ，杨 阔 总 觉

得 ，由 于 老 搭 档 缺 乏 机 关 工 作 经 历 ，

考 虑 问 题 缺 乏 高 度 和 全 局 观 。 如 今

想来，老搭档之所以在某些方面和他

理念不同，绝非故意为难，而是“实践

出真知”。由此可见，带好一个中队，

有时确实需要像老搭档那样的人“唱

个反调”。

那天晚上，杨阔作出一个“重大决

定”，既然现在新搭档和自己很像，那么

他必须在某些方面向老搭档学习，在某

种程度上充当“蓝方”。

第二天，杨阔把自己的思考成果告

诉了新搭档，两人达成共识——

中队俩主官各方面很像固然是好

事，但凡有一利必有一弊，比如中队工

作千根线，两人想抓的点可能高度重

合，这会导致官兵在某些方面压力过

大，其他方面存在疏漏；比如他们对很

多事情看法一致，处理起来容易偏颇、

不够周延。

所以，他们决定，今后要慎重对待

很快就能达成一致的事情，应常常站在

“蓝方”立场反驳反驳、挑挑毛病，避免

出现“拍脑门决策”“拍大腿后悔”。

离开葫芦岛的路上，回味杨阔的经

历，结合这些年采访其他连队主官的体

会，我也产生了 3 个发散性的想法——

我们常说的“以连为家”，可不是一

个纯粹感性的表述。因为家不是那么

好建的，不仅仅需要“爱”这一种材料。

作为连队这个大家庭的家长，两个主官

分别承担什么角色，是“严父慈母”还是

“严母慈父”，遇事谁当主角谁来补台，

都得合理分工，不宜重叠；

一个基层单位要有不同成长路径

的干部。在进行干部配备时，应该充分

考虑这一点。选用干部讲求“五湖四

海”，不同经历的干部聚到一起共事，更

容易发生“聚变”效应；

一 对 基 层 主 官 ，要 成 为 好 搭 档 ，

决 不 是 时 时 事 事 处 处“ 高 度 一 致 ”。

其实身边有一个“蓝方”，出于公心有

时 提 出 一 些 不 同 意 见 甚 至 反 对 的 声

音，对单位建设并非坏事。

当 然 ，我 这 里 说 的“ 蓝 方 ”，绝 非

像红蓝对抗演训中的“蓝方”那样，以

设难、博弈、压倒对手为主，而是提供

一种磨砺、一种视角、一种理性，让身

为“红方”的那个基层主官，思考更加

全面、行事更加成熟、决策更加科学。

巧合的是，当我告别杨阔，前往第

81 集团军某旅，见到某连指导员高渝

涵和某连连长安庆时，他们也谈到了类

似的观点。高渝涵说，现在的搭档也和

他比较像，很多事见解一致，在研究决

定连队事务时常常“一拍即合”，这倒让

他俩产生了警惕，他们约定，只要不是

紧急事务，凡是“一拍即合”的事，“过一

夜”再作决定。

当好基层主官，有时需要一个“蓝方”
■本报记者 张 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