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段时间，记者到第 81 集团军某

旅采访，被某营二连深深吸引——作为

一个战功赫赫的荣誉连队，它竟然从里

到外透着一股“松弛感”。

在部队待过的人都知道，由于背负

厚重的历史荣誉，承受上下关注的巨大

压力，荣誉连队大多“绷得很紧”。一个

毋庸讳言的现实就是，荣誉连队但凡有

一点儿“风吹草动”，就可能被上升到

“给连旗抹黑”的高度，引发“是不是要

走下坡路”的质疑。

二连连长告诉我：“你要是去年来，

我们连也绷得很紧！”去年到底发生了

什么，让这支荣誉连队松弛下来了呢？

原来，去年初该连受领了一项实弹

射击攻关任务。这是两位连主官上任

后面临的第一场大仗，所以全连官兵没

日没夜地扑在训练场，铁了心要在连史

上添一笔。同时他们也深知，这一仗只

能胜、不能败，全旅上下多少双眼睛都

盯着呢。

一个多月后，二连进驻靶场。一

个寂静的深夜，雷达车三号手带着颤

音报告：“目标丢失。”沉默半秒，连长

沙 哑 着 嗓 子 下 达 了 让 导 弹 自 毁 的 口

令……

如前所说，这个任务确实写进了连

史，只不过是作为一场败仗——从 10

多年前换装以来，这是该连首次在实弹

射击时脱靶。

沉重而全面的反思，在返营途中拉

开序幕。连队召开支委会会议，反思党

支部层面的问题；班排召开班务会、排

务会，反思班排骨干、个人层面的问题；

继而召开全连军人大会，反思连队全面

建设层面的问题……

就这样，压在箱子底的、藏在犄角

旮旯的几十个问题被翻了出来。一时

间，连队官兵人人自责，深感成了连队

的“罪人”。走在营区，他们不再像过去

一样昂首挺胸，而是眼睛耷拉到脚尖

上，一个个变得异常敏感，甚至自卑。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旅政治工作

部领导来二连蹲点调研期间。那天，

看完二连那份深刻的反思材料，这名

领导笑了。这一笑，把二连官兵笑慌

了，难道反思得还不到位？

结果没想到，这名领导说出这样一

番话：“看了这份材料，我以为自己来错

连队了。这还是咱们旅的标杆连队吗？

经常出问题的连队也不过如此吧！因为

一次打靶失利，就把自己全面否定，这并

不是一种对连队负责任的态度，更违背

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

和二连官兵大范围座谈完，这名

领导找来连长和指导员，建议连队反

思一下他们之前的“反思”，认为这个

“反思”刚好从侧面反映了二连和其他

荣誉连队都存在的一个共性问题——

总是绷得太紧，用力过猛。具体到二

连，由于双主官都是新上任，无比渴望

打赢这一仗，所以连队的弦就被绷得

格外紧……

这名领导说，打靶失利当然有多方

面的原因，但主要问题应该就在这儿。

所以，绝不可因为一场败仗就把问题无

限扩大化，把连队贬低到尘埃里去。不

信再来一场硬仗，看看二连能不能打

赢？

话音未落，该旅接到赴某地抗洪抢

险的紧急任务，二连官兵打起背包冲锋

在前。堤坝之上，二连官兵不眠不休，

赶在洪峰到来前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

任务”……经此一役，二连官兵重新找

回自信，赢得尊重。大家惊喜地发现，

那场败仗也不过就是一场败仗，连队没

有垮掉！

连长告诉我，如今回过头来看，就

是这一前一后两场仗，让连队紧绷了几

十年的弦松了不少。特别是那场败仗，

一下子把连队身上的包袱卸下来了。

那段时间，他坐在连队门前静静地观

察，忽然感觉那座笔直挺立多年的营

房，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正如连长所言，记者在二连采访

时，无论干部还是战士，都能心平气和

地谈及那场“滑铁卢之战”。他们颇有

气概地说，经过那一仗，连队更有底气

了，更从容了，一个过硬的连队打得了

胜仗，也打得起败仗，但绝不会被一场

败仗打趴下！

离开二连，我去机关找了那名旅政

治工作部领导。围绕荣誉连队总是“绷得

很紧”，他讲了几个观点，实录如下——

“绷得紧”当然不是贬义词，反映了

官兵对荣誉的坚决捍卫、对胜利的极度

渴望。很难想象，一个绷得不紧的连队

能在战场上扛红旗、打胜仗；

荣誉连队面对自己时要公正公允，

不应过于苛责。特别是出了问题、打了

败仗之后的反思，更要客观冷静。谁说

只有“挖地三尺”，才叫深刻反思？有时

反思一味“深挖”“扩大”，可能让次要问

题掩盖主要问题，假问题混淆真问题，

干扰正确判断、科学决策；

和人一样，荣誉连队也不能总是

绷得太紧，必须把握好张弛之道，收放

自如。一支荣誉连队，应该有这么一

种底气和自信：“放”就敢放得比一般

连队都松，而“收”也能收得最紧。绝

不应放又不敢放，收又收不紧，让连队

一直处于一种纠结和拉扯状态，空耗

官兵时间精力……

采访结束，返回时我一路都在思考

二连从紧绷变得松弛一事，以及那名旅

政治工作部领导的这几个观点。结合

以往的采访经历，我也产生了几个不成

熟的想法，特记录下来，与一线带兵人

商榷。

——之前和投掷项目的运动员聊

天，他们说要想出成绩，很多时候比的

是出手一刹那，出手前越松弛，出手时

越有力量。而一直紧绷着，反而适得其

反。说白了，有时像“虎行似病”一样，

只有没猎物时足够放松，发现猎物发起

攻击时才能有足够的爆发力。

由此联想开来，可不可以这么说，

一支连队收和放、张与弛之间的距离越

大，这支连队就越有张力、越有战斗力

呢？因为“放”和“弛”是为了养精蓄锐，

“收”和“张”是准备雷霆一击。当然了，

这个“放”和“弛”必须在条令条例的框

架之内；

——之前在连队当排长时，经常听

连长讲两个词：“外紧内松”和“外松内

紧”。一开始懵懵懂懂，后来才发现，原

来这两个词适用的场合不一样。他总

是在平常时候强调“外紧内松”，而在年

底实弹射击等非常时刻要求“外松内

紧”……

而今思之，他应该就是在根据实

际 情 况 调 整 连 队 的“ 松 紧 度 ”“ 张 弛

度”，外在紧张了内里就保持一定的松

弛 ，内 在 紧 绷 起 来 了 外 表 就 松 一 松 。

推而言之，一个连队就像一个人一样，

一天到晚应该有张有弛，一年到头应

该有张有弛；

——又想起 10 多年前去云南某边

防团采访，其间偶遇一场篮球赛，场上

队员生龙活虎，场下啦啦队也嗷嗷叫。

闲聊之下得知，这么有活力的一个连队

竟是全团重点帮扶对象。不过团里并

没有对他们过多关注，在帮助他们把短

板找到、思路理清之后，便果断后撤，交

给他们自主抓建了。团政委当时给出

的理由是，不想让他们绷得太紧，因为

绷得太紧容易“动作僵硬变形”，别说追

赶了，可能掉队掉得更远。

可见让荣誉连队松弛下来，既需要

他们自己有个“大心脏”，能够自我松

绑，也需要上级机关“拿得起放得下”，

主动给他们解绑，对他们存在的小短

板、小问题保持一定的宽容……

转眼间“八一”将至，距离建军百年

还有 3 年时间。在基层部队采访，记者

明显感受到，一支支连队都在加速奔

跑。我想说的是，越是这个时候，越应

该调整好呼吸，找准适合自己的节奏，

把握好张弛的分寸，蹄疾步稳、冲锋奋

进。我想，作为一支历尽磨难百炼成钢

的英雄军队，我们当然有这个底气，也

应该有这份从容。

一个荣誉连队的“张弛之道”
■本报记者 张 良

“临时处置从主要依靠机关到主

要依托自身，营队官兵战场保障能力

又有了新的突破。”前不久，一次以实

战为背景的应急处置练兵在火箭军某

团野外驻训场展开，记者置身现场看

到，一个可拼装折叠的重物抓取工具

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清理战场节约大

量时间。

某营营长介绍，这是他们针对爆炸

后碎块不规则、体积大小不一的实际，

自主设计的抓取器材。此前进行类似

处置，往往依赖伴随保障的工程机械分

队，如今有了新型工具辅助，官兵立足

自身也能完成各种复杂环境下的战场

保障任务。

“基层有充分时间研究训练打仗，

才会取得这些创新成果。”该团领导告

诉记者，今年初，他们严格按照《军队基

层建设纲要》要求，把指导帮建的着力

点放在提升基层自建能力上，在倾心为

基层解难帮困的同时，下大力剔除繁杂

冗余的虚功，把时间还给基层，让官兵

专心练兵备战。

据介绍，该团把学基本法规作为

各级干部的必修课，严格落实新任职

干部和新调入机关干部岗前培训，常

态抓好依法指导基层、纠治“五多”等

重难点问题研究；组织开展“法规进班

排”“学法规、守法规、用法规”等群众

性活动，持续端正按纲抓建导向；对基

层的工作安排权、人员使用权和财物

支配权等进行规范，进一步明确职责

权限，厘清责任界面，推行“一级管一

级”的有限管理和以实际成效检验经

常性工作的办法，构建容错纠错鼓励

担当作为的机制，激励营连党组织担

重任、挑大梁、解难事。

在此基础上，他们还对涉及基层工

作的规划、意见、措施等，严格对照上级

制定的条令法规进一步清理核查，对

“法外立规”损害官兵权益、阻碍战斗力

提升的倾向性问题严查细纠；严控机关

文电、会议、活动、检查等频次规模，列

出明细清单，由各部门提报需求，作战

值班室根据轻重缓急统筹安排下达。

随着这些措施的实施，该团基层抓

建的自主权得到充分保障，独立谋划和

主动落实工作的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日前，某营按计划展开野外驻训。接到

预先号令后，该营迅速装载物资器材、

规划营地布局、明确任务分工，除兄弟

单位人员保障需要机关出面协调外，其

余工作皆由营党委筹划部署，展现出较

强的自主抓建能力。

火箭军某团严格落实《军队基层建设纲要》—

基层抓建有更多自主权
■吴 乐 本报特约记者 张新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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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之声一线走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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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对抗，张力拉满，云端奏响“进行曲”；

战罢归来，云淡风轻，心头流淌“小夜曲”。

观此两图，耳畔响起交响乐，脑海划过一句词——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

（张良）

点睛

瞬间

近日，空军航空兵某旅组织红蓝对抗训练，数架

战机飞赴目标空域，展开空战对抗。

图①：云端之上，紧张对决。

图②：凯旋之后，笑谈收获。

特约摄影：下士赵雨桐

张
与
弛
的
变
奏

①①

新闻前哨

投稿请登录强军网
解放军报投稿平台

习主席指出，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

义为基层减负，为基层干部干事创业创

造良好条件。面对时代的高速发展和

军事斗争准备的加速推进，各项建设任

务进度、工作节奏频度和练兵备战强度

都大幅提高，师旅团单位作为一线指挥

部，要在综合统筹、优化流程、关闸节流

上下功夫，善做“减法”，以减增效，真正

把基层负担减下来。

做“减法”，减的是干扰中心任务的

“旁枝杂叶”、脱离实际的过高要求、过

度繁琐的外在形式。应该说，做“减法”

考验的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反映

的是删繁就简的本领，彰显的是敢于突

破常规的担当精神。

做“减法”，重中之重是搞清楚减什

么。结合当前实际，笔者认为，至少可

以从 3 个方面加大力度。

减掉不必要的折腾。基层官兵不

怕辛苦，就怕瞎折腾。各类看起来花

里胡哨的工作，很多时候都是在加重

官兵负担，一些繁冗的事务正在冲淡

练兵备战热情。做“减法”，首先就是

要把这些兴师动众、占用官兵大量时

间精力的政绩工程、迎检工程、面子工

程减掉，帮助官兵轻装上阵，更好地履

职尽责。

减掉不必要的加码。当前，“怕困

难、怕出事、怕犯错、怕担责”的现象时

有出现，有的单位和个人工作没干先

讲 问 责 、先 求 避 责 ，人 为 扩 大 工 作 范

围、增加工作流程、提高工作难度，事

事开会、层层加码。要求骨干知悉的，

非得传达全体人员；要求官兵自学的，

非得组织集中研讨；要求机关审核的，

非得逐级研究上报。“上面千条线，下

面一根针。”个别领导不担当作为、一

些部门之间缺少协调配合，增加的自

选动作、重复劳动，最终都会变成下级

的 工 作 负 担 ，影 响 单 位 正 常 工 作 秩

序。做“减法”，最关键的就是让官兵

从忙不完的报数据、写材料、做图表等

繁杂工作中解放出来，全神贯注专司

主责主业。

减掉不必要的消耗。做“减法”不

是一句口号，不能只有“新官上任三把

火 ”的 短 暂 热 情 ，要 立 足 长 远 建 设 做

“减法”，减掉可能短期会出一些“虚名

显绩”但不利长远发展的消耗。要从

全局高度去思考，切实找准单位建设

的主要矛盾与规定动作的结合点，逐

步形成管经常、管长远的长效机制，让

部队运转更加顺畅高效。

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层面需要做

“减法”，如减掉不必要的包办、减掉不

必 要 的 虚 名 、减 掉 不 必 要 的 程 序 等

等。需要注意的是，做“减法”抓落实，

不是某一层级、某个领域或者某几个

领导的事，而是层层有责、人人有份，

需要上下同欲、勠力同心。特别是当

前 各 级“ 小 马 拉 大 车 ”的 特 点 比 较 明

显，尤须担当作为，刀口向内，拿出壮

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减出精力、减出

活力、减出战斗力。

做“减法”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

找 准 关 键 、持 续 用 力 、久 久 为 功 。 同

时，还要注重“减中求变”，转变领导方

式和工作方法，按法治要求转变治军

方式，真正实现“三个根本性转变”，不

断提高军队专业化、精细化、科学化管

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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