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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 视 点

记者调查

“那次问责教训深刻！”前不久，第

77 集团军某旅组织法纪教育，去年底荣

立个人三等功的下士小董登上讲台，讲

述自己成长蜕变的一段经历。

别看如今的小董成绩突出、作风过

硬，说起曾经的他，小董所在连队指导

员直言“喜忧参半”：喜的是这名战士训

练认真刻苦，在比武竞赛中奋勇争先；

忧的是小董不注重自我约束，入伍后没

少“冒泡”。为此，连队干部多次对他进

行批评教育并交流谈心。可面对这些

苦口良言，小董却不在意。

一次，因为出现违规违纪行为受到

上级通报，小董被问责。

对于这个结果，小董感到心灰意冷：

“本想在部队干出一番事业。现在可好，

前途无望，不如混到服役期满后退伍。”

小董虽然这样想，可他所在连队主

官 并 没 有 因 此 看 轻 这 名 犯 过 错 的 战

士。指导员多次找他谈心：“批评不是

抛弃，问责不是放弃。你的训练成绩优

秀、组训能力突出，是连队重点培养的

军士骨干苗子。只要你想成才，连队会

竭尽全力帮助你。”

去年秋天，上级组织专业比武，作

为专业尖子的他被连队推荐参赛。临

行前，指导员鼓励他说：“相信自己、把

握机会，用好成绩重新证明自己。”

带着“重新证明自己”的想法，小董

参加比武。随后的时间里，他像一枚钢

钉铆在训练场上，刻苦训练、超越自己，

最终为连队捧回一块冠军奖牌。

归队后，连队专门为小董组织了一

场凯旋仪式。看到战友们敲锣打鼓为

自己庆祝，他感动地说：“感谢大家，对

我不抛弃、不放弃，我一定知耻而后勇，

为连队再创佳绩。”

时间流逝，小董渐渐改掉了过去自

由散漫的毛病。在此期间，他多次报名

参加比武竞赛，为连队争光。

看到他的转变，战友们说：“一次问

责，让小董成熟了许多，就像是变了个

人。”正是凭借自身的优异表现，小董在

去年底荣立个人三等功。

“苦言药也，甘言疾也。”谈及发生

在小董身上的故事，指导员感慨地说，

“这才是追责问责的应有之义——既在

依法执纪中帮助官兵认识错误、改进不

足，也在组织关爱中让他们汲取教训、

取得进步。”

曾 被 问 责 的 战 士 立 了 功
■本报记者 张磊峰 特约记者 李佳豪

新闻样本

《军队基层建设纲要》在基层工作

的日常管理方面明确规定，坚持严格

要求同热情关心相结合，坚持纪律约

束同说服教育相结合，把管理工作做

得既有硬度又有温度。这一规定，对

基层管理工作提出了新要求。管理是

一门学问，也是一门艺术。管理工作

做得好，部队才有战斗力；管理工作做

不好，部队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问责——一个各级带兵人都无法

回避的话题。作为全面从严治军的利

器，问责必须更加严格、精准、规范，方能

发挥其“响雷之威、震慑常在”的作用。

问责见实效，关键在公允。一事

当前，该不该问责、问谁的责、如何问

责、问到哪一层级，关乎问责效果和党

组织公信力，必须以法律法规为准绳，

做到该问责的必须问责，不能姑息迁

就 ；该 容 错 的 必 须 容 错 ，不 能 责 罚 失

当。唯此，才能树立奖罚分明的正确

导向。

除弊纠偏，重在问责。如果问责

悬空、问而不责，板子高高举起又轻轻

放下，不仅起不到警示作用、产生不了

震慑效应，还会导致责任落实虚化空

转。只有让追责问责利剑高悬，有责

必问、问责必查、查责必严，用精准问

责倒逼履职尽责，才能鞭策官兵积极

进取、奋发有为，推动部队建设实现新

跃升。

问责的利剑，其“利”不仅在于剑

锋之利，更在于挥剑之准。问责不能

缺位也不能错位，并不是“问”得越多

越好、越重越好。诸如把问责作为推

卸责任的“挡箭牌”，当作“筐”泛化滥

用，搞“一刀切”式问责、“一人拍板”式

问责等现象，不仅有悖于问责初衷，也

会 影 响 官 兵 干 事 创 业 的 积 极 性 主 动

性，不利于战斗力建设。

实施问责的目的，在于规范官兵

的行为，而非束缚他们的手脚。各级

应当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

束并重，按照法规明确不予问责或者

免 予 问 责 的 情 形 ，坚 持“ 三 个 区 分 开

来”，正确把握官兵在工作中出现失误

错误的性质和影响，做到既对违纪违

法问题、失职失责行为严肃查处问责，

又为主动干事创业、积极担当作为的

干部撑腰鼓劲，激发官兵干事创业的

热情。

问责必须坚持惩前毖后 、治病救

人 原 则 ，扎 实 做 好 问 责“ 下 篇 文 章 ”。

各级要抓实抓细教育帮扶工作，建立

健全警示教育机制，标本兼治整改问

题 ，既 不 对 受 到 问 责 的 官 兵“ 一 问 了

之”，也不对犯过错误的干部“一棍子

打死”，而是通过帮助、提醒、鼓励等方

式，引导他们知错改错，真正达到问责

一个、警醒一片、促进一域的效果。特

别是要正确对待被问责的官兵，对已

过影响期的在评先评优、选拔任用等

方面一视同仁，让他们在跌倒后爬起、

在改错中成长。

问责的目的是尽责。对于官兵而

言，要正确看待问责，认清其是“苦口良

药”，而非“洪水猛兽”。强军路上，每名

官兵都是主角，都有需要担当的责任，

只要人人主动用法规约束言行举止，自

觉知责、负责、守责、尽责，那么问责利

器必将能够问出动力干劲、问出责任担

当，有效激发广大官兵投身强军事业、

立足军营建功的源源动力。

依法管理才能凝聚军心士气
■孙先贵

第 77集团军某旅合成分队组织实弹射击训练。 黄 伟摄

曾被问责的战士荣立个人三等功。

消息传来，在第 77 集团军某旅官兵心中

激起阵阵涟漪。

有人从中看到了“刚性”的一面：“法

规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人享有法外豁免

权”；也有人从中看到了“温情”的一面：

“犯过错误不可怕，只要知错能改，单位

一视同仁”。可以说，这件事，在官兵心

中立起了一杆“公平秤”。

“在《说文解字》中，‘法’的意思是

‘奖罚要像水一样公平，同时要通过‘执

法’让‘不法’行为消除。”该旅领导告诉

记者，落实依法治军战略要求，必须做到

奖罚分明。既严肃追责问责，也注重容

错纠错；既擦亮问责利器，也抓实做好问

责的“下篇文章”。

立起问责标准，不让
“勤洗碗的人”担心打碎
碗碟

一次表彰的正向激励效应有多大？

第 77 集团军某旅官兵坦言：“它就像一

颗定心丸，让我们在工作中越干越想干、

越干越会干、越干越能干。”

去年秋天，该旅执行演训任务。战

幕拉开前，蓝方指挥员专门找到靶车操

作手陈排长，反复叮嘱他务必小心操纵

靶车。

原来，就在前不久，友邻单位一名操

作手因操作失误损坏装备受到处理，指

挥员也被追究领导责任。

这件事，像一团乌云笼罩在不少官

兵心头，“新靶车配发不久，可千万不能

重蹈覆辙！”

背着这样的“心理包袱”，陈排长在

操纵靶车时小心翼翼，生怕发生什么意

外。就这样，几轮对抗下来，红方官兵无

一脱靶、悉数命中。

“这次对抗没有难度，靶车跑得慢慢

悠悠，太好打了……”中场休息时，陈排

长无意间听到红方战友闲聊，顿时血涌

心头。他握紧拳头暗下决心：“下半场对

抗，一定拿出点真本事给你们瞧瞧！”

硝烟再起，陈排长放开手脚与红方

好好较量一番。曲线行驶、加速转向……

在接连躲过红方几轮攻击后，靶车不小

心剐蹭到路边岩石。

靶车剐蹭，责任该如何认定？复盘

会上，有人认为：“是操作失误所致，陈排

长难辞其咎。”不过，也有人持不同观点：

“他的操作是实战化练兵所需，靶车剐蹭

情有可原。”

“作为战场‘磨刀石’，给对手出难

题、设险局，是蓝方官兵的职责所在。”

在详细查看演练现场录像并听取红蓝

双 方 官 兵 描 述 后 ，旅 机 关 最 终 作 出 裁

定：陈排长的出发点是为了锤炼提升部

队战斗力，而非故意损坏装备。如果有

官 兵 因 为 这 样 一 起 非 责 任 事 故 受 到

处理，必将打击全体官兵练兵备战的积

极性。

“干工作犹如洗碗刷碟，再小心也难

免出现磕磕碰碰。对于打碎碗碟的人不

能 一 味 追 责 问 责 ，否 则 只 会 让 官 兵 谈

‘错’色变、望‘责’生畏，在‘问责焦虑’的

心态影响下选择‘躺平’。”该旅领导告诉

记者，泛化问责只会让“为了推动担责的

问责，变成不愿担责的避责”，无形中影

响到官兵干事创业的主动性。

为了避免“因害怕追责问责而不敢

担事干事”的不良风气形成，这些年，他

们严格执行条令条例、法规制度明确的

不予问责或免于问责的有关情形，正确

区分错误与失误、主观故意与客观无意

间的关系。一方面坚持严的基调，该追

责的严肃追责、该纠错的及时纠错；另一

方面杜绝泛化问责，主动帮助官兵从思

想上松绑减负，让容错纠错机制发挥正

确导向和激励作用。

经此一事，陈排长的干劲更足了。

在 后 续 的 实 兵 对 抗 中 ，他 使 出 浑 身 解

数，让红方官兵吃尽了苦头。在演训总

结时，他因表现优异被表彰为“演练先

进个人”。

教育疏导并行，不让
“曾迷路的人”背上“心理
包袱”

一纸通报批评的分量有多重？在上

等兵小刘看来，“它像一座山压在心头，

让自己喘不过气来。”

去年，下连不久的小刘因在站哨时

发生违规问题被旅机关通报批评。那段

时间，这名“00 后”战士在被窝里偷偷抹

了好几次眼泪：“刚下连就给连队抹了

黑，以后的日子还咋过？”

除了思想上的包袱，小刘还觉得生

活中处处都带着“刺”——晚点名时，只

要连队主官一强调执勤纪律，他就感觉

是在批评自己；平时工作训练生活，小刘

总感到无所适从，生怕自己表现积极点

会被看作“急功近利”，稍微消极点又会

被指责“破罐子破摔”。

思来想去，小刘向连长道出苦水：

“不就是犯了错嘛，上级都已经问责了，

大家何必还要这样对我？”

“这一切是真的吗？”经过几天观察，

连长给出结论：这些都是小刘因心理压

力产生的主观臆想，连队其实根本没有

人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他。

“如今的青年官兵经历挫折比较少，

受到批评处理后难免会出现心理波动。”

谈及出现在小刘身上的现象，连长深有

感 触 地 说 ：“ 如 何 做 好 问 责 的‘ 下 篇 文

章’，是我们带兵人应当重视的问题。”

“‘严管’是为了维护法规制度的严

肃性、确保部队安全稳定，‘厚爱’则是

为了让犯过错的官兵能够直面错误，从

中汲取教训。”该旅领导对记者说，为了

帮 助“ 迷 途 者 ”尽 快 卸 下 包 袱 、轻 装 上

阵，他们一方面采取大课教育与随机教

育相结合的方式，引导官兵认清“金无

足 赤 人 无 完 人 ”“ 知 错 能 改 善 莫 大 焉 ”

等道理；另一方面通过谈心交心、心理

疏 导 等 途 径 ，帮 助 这 类 官 兵 顺 利 走 出

“心霾”。

这天体能训练，连长来到小刘身边，

提议和他做个小游戏——只见连长在小

刘的作战靴里放进一粒沙，并问道：“你

觉得这粒沙重吗？”

“不重。”

“那你能带着它跑多远？”

操场上，连长陪着小刘向前奔跑。

起初，小刘的步伐还算矫健，可没跑多

久，他便放缓了脚步。

“连长，有点难受，脚掌被沙粒磨得

生疼。”听到小刘的话，连长让他停下脚

步，把鞋里的沙粒抖出。连长语重心长

地对小刘说：“受到通报批评也是这个道

理，你总是背着它，它就像是一座山；你

改正后放下它，它其实就是一粒沙。”

这 场 小 游 戏 过 后 ，小 刘 感 到 自 己

心 底 的“ 那 座 山 ”慢 慢 移 走 了 。 今 年

初，他因训练表现优异被连队评为“进

步之星”。

“受到批评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被

批评后迷失自我，从此一蹶不振。”不久

后，连队组织“正确对待批评处理”专题

教育，小刘登台演讲：“一蹶不振，错失的

是改正错误的机会，关上的是汲取经验、

收获成长的大门。只有勇敢直面错误，

才能不断改造自我、提高自我、完善自

我。”话音落下，课堂上掌声四起。

经此一事，小刘重新振作了起来。

如今的他轻装前行，多次在连队组织的

考 核 中 名 列 前 茅 ，成 为 同 年 兵 中 的 佼

佼者。

注重奖罚分明，不让
“摔过跤的人”感到进步
无望

一次问责带来的影响有多大？对于

某连中士小甄而言，它足以改变自己的

军旅生涯。

以前的小甄，训练成绩一般，工作

状态马虎。如今的他动力十足——连

队列装新装备，他率先报名参加试训任

务；营里开展训练课目示范，他主动要

求加入示范班；旅里组织演讲比赛，他

积极报名登台演讲……谈及发生在小

甄身上的种种变化，战友们直言：“他如

今和以前简直判若两人，谁也想不到他

之前被问过责。”

“之所以‘想不到’，是因为有的官兵

受到问责后，一段时间会心态消极。”该

旅领导解释说，过去在一些营连，官兵受

到问责后，在晋职晋衔、骨干选配、评功

评奖中被边缘化，他们会感到成长无望、

进步受限，因此逐渐消沉下去。

“ 这 其 实 违 背 了 问 责 的 初 衷 。”该

旅领导告诉记者，“问责的目的是惩前

毖后、治病救人，而非将犯错的人全盘

否定。”

“就像一名病人痊愈后，不应再以对

待病人的方式去对待他。同样的，假如

一名战士能在被问责后主动认识错误并

积极改正，我们也不应该戴着‘滤镜’看

待他。”基于这样的想法，该旅坚持以法

规制度为依据，以发展的眼光正确评价

犯错官兵的改过表现，让“摔过跤的人”

重新站起、继续前行。

虽然按照法规要求，小甄在问责影

响期内与立功受奖等无缘，但他在这段

时间内的现实表现仍可计入实绩考评，

并将考评结果作为评价其是否真正认清

错误、改过自新的重要依据。

“ 按 我 的 理 解 ，我 正 在‘ 将 功 补

过’。”小甄对记者直言，“相信只要我汲

取教训、奋起直追，以饱满的热情干好工

作，就一定能够重新获得党组织和战友

们的认可。”

“小甄的信心并非凭空而生。”他所

在连队连长说，“我的经历就是佐证。”

去 年 初 ，这 名 连 长 还 是 某 连 副 连

长。彼时，他因对一起违纪问题负有领

导责任而受到问责。一贯表现优异的他

正值晋职的关键期，此事在官兵中格外

引人关注。

不过，去年第三季度军官调整任用

方案公布后，“悬念”被揭开：他在问责影

响期内工作热情不减、工作成绩突出，加

之他在此前的德才表现有目共睹，因此

被提拔为某连连长。

曾受到问责的干部获得提拔，此事

也为其他犯过错的官兵打了一针强心

剂：“旅党委对我们一视同仁，我们一定

要努力打好翻身仗，干出好成绩。”

“处理一名犯错者，能够警示一群官

兵；起用一名改错者，则可立起一个导

向。”该旅领导介绍，近 3 年来，旅里共有

7 名曾受到问责的官兵因后续工作成绩

突出晋升军衔，其中 2 人还因工作成绩

突出受到表彰奖励。

问 责 与 激 励 ：立 起 一 杆“ 公 平 秤 ”
■张贻栋 本报记者 张磊峰 特约记者 李佳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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