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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耀演兵场

盛夏时节，在新疆军区某红军团某

连，正举行一次重大任务的动员仪式。

“这是连队的一根‘耻辱线’！”仪

式现场，桌上摆放的一件特殊物品引

人注目——一根约 30 厘米长的破损信

号线，线上有裂痕，里面的铜丝已经

裸露。

提起这根破损的信号线，该连干部

代晨曦说，连队组建不久，就参加了上

级组织的一次实战化训练。训练中，由

于这根信号线破损，导致通信中断，最

终影响了任务完成。

作为组建时间不长的新单位，该

连 并 没 有 厚 重 悠 久 的 光 荣 历 史 。 连

队 党 支 部 清 醒 认 识 到 ， 对 于 连 队 而

言 ， 头 等 大 事 不 是 争 荣 誉 、 争 面

子 ， 而 是 如 何 提 振 官 兵 干 事 创 业 的

精 气 神 ， 在 工 作 训 练 中 打 开 新 局

面、形成好传统。

当时，连队第一次执行大项任务，

就被一根小小的信号线“绊倒”了，官

兵士气一时有些低迷。

党支部研究后，决定将那根导致

训 练 失 利 的 信 号 线 放 进 连 队 荣 誉 室 ，

将其背后的故事作为连队开展常态化

警示教育的重要内容，让连队官兵深

刻 汲 取 教 训 ， 时 刻 保 持 警 醒 ：“ 日 常

训 练 失 利 ， 我 们 还 有 机 会 检 讨 反 思 。

如果真的上了战场，敌人会给我们一

次机会吗？”

从那以后，每逢新兵下连、新干

部任职，重要一课就是认真学习反思

剖析这一典型案例；野外驻训、比武

集训等重要任务出征前，党支部都会

组 织 官 兵 重 温 这 段 “ 走 麦 城 ” 经 历 。

连 队 官 兵 说 ， 每 次 看 到 这 根 信 号 线 ，

耳 边 就 会 响 起 一 声 沉 痛 的 告 诫 ：“ 谁

把训练当儿戏，谁就会面临失败的耻

辱！”

作为那场训练的亲历者，中士小黄

一直憋着一股劲。每次专业训练，他都

铆在操控车内苦练精练。有时为了验证

一组数据，他一练就是一整天……经过

刻苦训练，在上级组织的一次专业比武

中，小黄与队友密切协作，获得团体第

一名、个人第二名的好成绩。

“ 基 层 全 面 建 设 既 需 要 荣 誉 激

励 ， 也 需 要 失 败 教 训 警 醒 。” 该 团 党

委 肯 定 了 这 一 做 法 。 一 名 团 领 导 表

示，要经常教育引导官兵清醒认识到

距离实战打赢的差距，更好激发练兵

备战热情。

知耻方能后勇。这几年，抱着“打

翻身仗”的强烈意识，该连官兵苦练专

业技能，连续在多项重大任务中表现出

色，捧回不少奖杯、奖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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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忘了今天进行‘安全打卡’！”

那 一 天 ，第 71 集 团 军 某 旅 驻 训

场上，正在与战友搬卸物资的副连长

小吴擦擦汗，连忙接起一名营领导的

电话。

放下电话，顾不上手头物资搬运

的工作还没完成，小吴连忙取出保密

手 机 ，开 始 了 当 天 的 例 行“ 安 全 打

卡”——“检查车场，看有没有车辆违

规停放问题”“检查连部，看有没有涉

密资料未及时入柜存放问题”……

从车场到宿舍库房，一路走一路

拍，尽管没有发现问题，还是要认真写

好工作记录，然后连图片一起点击发

送。总算完成了今天的“安全打卡”，

小吴的心里却感觉不到轻松，对这项

工作有些“又爱又烦”。

此前，旅队开始尝试开展每日“安

全打卡”。各连指定一名值班安全员，

每天查找全营安全隐患，大到装备维

护 保 养 、训 练 安 全 管 理 ，小 至 涉 密 载

体、文件通知的使用管理等，拍照并撰

写 工 作 记 录 ，每 天 发 到 名 为“安 全 管

理”的内网群聊中进行汇总。

“起初，通过每日‘安全打卡’确实

发现了很多问题隐患，大家集思广益、

相互提醒，对开展基层安全管理工作

发挥了很好的督促帮助作用，也为机

关相关部门提供了参考和导向。”小吴

告诉笔者，那段时间，大家还留意到，

哪个单位“安全打卡”做得更全面更细

致 ，哪 个 单 位 就 不 用 常 被 机 关 检 查 。

而那些不太重视这项工作的单位，则

可能会被机关认为“存在安全隐患”，

进而成为检查督导的重点单位。

随着基层普遍重视此项工作，每

日“安 全 打 卡 ”也 开 始 固 化 为 一 项 制

度。各单位为了表明对安全管理工作

的重视，都会指定值班安全员完成这

项任务。机关相关部门也会经常在群

里督促：“还没打卡的单位抓紧落实！”

可时间一长，随着基层安全管理

工作更加规范，一些常见隐患问题得

到 有 效 根 治 ，加 上 基 层 事 务 多 、任 务

重，有时工作压茬进行，基层每日“安

全 打 卡 ”工 作 的 质 效 也 开 始 出 现 下

滑。比如，有的安全员没发现什么问

题，每天还是要按照格式体例进行上

报；有的为了每天都有“成果”，分批分

次上报不起眼的小问题；甚至有的为

完成任务，自己“制造”问题后再拍照

“打卡”上报……

后来，旅强军网“致党委一封信”

专栏上，有官兵针对相关问题进行了

反映。

旅领导了解情况后，对此高度重

视。大家研究感到，当一项举措效果

不好时，盲目坚持下去只会流于形式，

甚 至 成 为 困 扰 基 层 的“新 五 多 ”。 对

此，一定要硬起手腕及时纠治。

他 们 对 机 关 相 关 部 门 硬 性“ 打

卡”的要求进行叫停，明确规定，开展

工作要坚持实事求是，基层官兵发现

问题就及时通过“打卡”进行反映，没

发 现 问 题 就 没 必 要 强 制 进 行“ 打

卡”。旅党委对机关工作作风进行整

治，要求机关各部门检查基层工作开

展情况，要注重深入一线、脱鞋下田、

末端问效，进行科学客观评价和有效

指导帮带，帮助基层排查解决每一处

细节隐患，决不能坐在办公室“指尖”

办公，仅靠诸如“打卡”等方式来进行

检查评比。

如今，小吴这些值班安全员再也

不用硬着头皮开展工作了，大家有问

题就及时上报，没问题就不用非要“打

卡”。“安全打卡”也变成了机关针对小

散远单位随机抽查的一种辅助手段，

基层官兵对机关常下基层一线指导工

作的做法表示认可。

别让“安全打卡”流于形式
■翁斌强 本报特约通讯员 宋世杰

一个双休日上午，陆军某旅邀请驻

地文化活动中心工作人员为官兵送上

了一堂别开生面的曲艺公开课。笔者

了解到，与以往不同，这堂公开课是由

官兵自主“下单”送来的“文化快递”。

谈起这堂公开课，该旅宣传科施科

长介绍说，去年以来，旅队深入开展群

众性文化活动，起初官兵参与踊跃，可

一段时间后积极性开始出现下滑。调

研中，有基层官兵反映，目前组织的一

些文化活动形式老套、缺乏新意，与官

兵实际的文化需求不符。

旅党委深入分析研究后，着眼新时

代官兵文化需求多元化的特点，决定与

驻地相关文化单位联合开展一次军营

文化日活动。在严守保密纪律的前提

下，他们广泛征集大家意见，与驻地文

化 单 位 进 行 积 极 沟 通 ，拟 制“ 文 化 菜

单”，让官兵根据自身喜好进行“点单”，

由相关部门统一“下单”，再协调驻地文

化单位将精品文化活动“派送”进军营。

笔者在这次军营文化日的曲艺公

开课现场看到，官兵参与热情很高，大

家认真聆听，受邀老师正深入浅出地为

大家讲解相关曲艺知识，进行现场演

绎，不时对官兵进行亲身指导。

战士小左对笔者坦言，此前有段时

间 ，他 是 一 有 空 就 抱 着 手 机 的“ 低 头

族”。通过这次活动，现在他开始喜欢上

了传统文化，觉得既能学到本领，又可以

陶冶情操，在紧张的训练之余放松身心，

如今训练热情更高了，动力更足了。

“将官兵喜闻乐见的公开课‘派送’

到军营，回应了官兵们的文化需求，不

再是从前的‘机关搭台、基层看戏’，有

效提高了官兵的参与感获得感。”该旅

政治工作部主任介绍，此次活动的成功

经验对他们很有启发，下一步，他们将

继续探索与驻地单位一起丰富官兵课

余文化活动的方法路子，为官兵送上更

多喜闻乐见的“精神食粮”，助力大家更

好投身练兵备战。

军营来了“文化快递”
■张皓昱 陈艺文

记者探营营连日志

新闻前哨

陆军某旅童排长没想到，自己那

一次查铺查哨没有按照“惯例”规定的

时间，结果被机关检查组批评。

一天夜里，童排长按照查哨安排，

分两次对哨位和官兵就寝情况进行检

查。由于此前忙于准备外训物资，他

一直加班忙到凌晨才回来，导致两次

查铺查哨的时间均在零点以后。

本以为并无大碍，可在随后的机

关通报中，他却“榜上有名”，理由是

“按照平常惯例，上半夜应进行一次查

铺查哨，目前存在漏查情况”。

相关规定明确：查铺查哨每夜不

少于两次，其中一次必须在熄灯后两

小时至次日起床前一小时之间进行。

“规定只对其中一次的查铺查哨时段

作了要求，而且我查铺查哨的时间都

在规定的时段内，为何被批评？”童排

长很是郁闷。

原来，区分上下半夜查铺查哨是

该旅的“惯例”。那次检查，与童排长

情况类似被批评的并非个例。比如，

一个连队夜训较晚，次日起床时间稍

有推迟，该连干部以推迟后的时间区

间为准进行查铺查哨，也受到检查组

批评。

“刻意规定时段容易使查哨时间相

对固定，哨兵了解查哨规律后，警惕性

就会降低，出现安全隐患”“应该以条令

明确的查铺查哨时间为准，不该另行设

立‘补充条款’，或是搞土规定”……一

次基层恳谈会上，官兵代表直言不讳指

出的问题，引发了大家的思考和讨论。

对此，也有机关人员感到：区分上

下半夜查铺查哨，可以防止个别查哨人

员在落实制度时打“擦边球”，避免出现

只查一次了事的“合并式”查哨或查一

次补两次的“补签式”查哨等情况。

“解决复杂问题不能仅靠简单操

作，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该旅党委

了 解 情 况 后 ，讨 论 感 到 ，抓 建 基 层 过

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涉及到

条令条例中“通常”“一般”等概括性

词语，机关相关部门可结合单位情况

适 度 增 设“ 补 充 条 款 ”用 以 二 次 规

范。但倘若单纯图方便，不深入了解

基层实际情况，只是简单地“一刀切”

处理，那么“补充条款”不仅不能起到

应有作用，还可能“好心办坏事”，给

基层增加负担。

“机关与基层双向奔赴，单位建设

才能蒸蒸日上。”该旅部队管理科一名

参谋告诉记者，他们对照学习《军队基

层建设纲要》《内务条令》等法规制度，

广泛倾听基层声音，综合考虑执行任

务实际情况，举一反三优化工作机制，

对其他各个方面的管理方法进行了改

进，受到基层官兵认可。

今年驻训，各营连查铺查哨秩序

更 加 正 规 ，哨 兵 的 警 惕 性 明 显 提 高 。

某次夜间应急处突训练中，面对潜伏

的“歹徒”，哨兵敏锐察觉异常，第一时

间拉响警报，应急分队迅速出动，成功

处置了特情。

别用“日常惯例”评价工作
■王润鑫 本报特约记者 高骏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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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队功能库室根据战备实际需要，

由单开门改为双开门，楼道统一进行整

修拓宽，满足 3 名官兵全副武装并排通

过；车炮场库由原本分散式改建成一体

式，便于物资装载，快速出动……笔者

来到海军某部刚改建完成的新营区，感

受到一股浓厚的实战化气息。

“ 此 次 营 房 设 施 改 建 本 着 功 能 齐

全、利于战备、方便生活的建设原则，按

照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前瞻设计的建

设思路，做到一次改建终身受益。”该部

领导介绍，此次营区营房设施改建在满

足“住用生活化”的基础上，更加向“保

障实战化”聚焦，先后整治整修了宿舍

楼和官兵餐厅，同时抓好战备管理和营

连功能区的规划配置，重点对车炮场区

进行整治改建。

以往，由于营区设置不够合理，个别

单位在拉动时成绩不佳。新营区规划之

初，他们便将提高部队快速出动能力、战

备训练能力作为首要条件。大家在剖析

反思时感到，旧营区楼道相对狭窄、各功

能库室狭小，位置设置不合理，会导致人

员、装备出动时间慢，甚至出现“撞车”；

营区内车库、装备库和检修车间分布不

够合理，影响装甲分队出动速度……

这次改建，他们对“营区整体布局

不合理”“战备设施不符合战备要求”等

36 个不利于战备拉动的问题拉单列表，

逐一研究解决办法，纳入整体改建方

案。比如，将训练设施按照专业、技能、

体能 3 大板块，科学设置 10 余个场库；

统一改造车炮库区，采用一体化、大空

间钢结构，加开两处大门，提高装备进

出效率。

走进新建装甲车场，笔者看到：车库

前设有一条主干道，多条分路通过环路

串联，可实现多个编队同时出入；充电房、

综合检测间、洗车间、报废车间等保障库

室合理配置在装甲车库两边……装备管

理站孙站长介绍，以往影响装备出动和

保障的诸多难题，如今都得到较好解决。

战备道路畅通无阻，生活设施方便

快捷，资源配备向打仗聚焦。该部因地

制宜，合理规划，在不断提升官兵生活

幸福感的同时，将装备库区和训练场地

“合二为一”，实现平时装备使用和战时

紧急出动的有机结合。

海军某部——

营区设置更加符合战备要求
■蒋展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