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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前哨

“如何做好配属人员管理工作？”去

年，笔者向第 73 集团军某旅工兵连干

部林焌炜请教时，他眉头紧皱，一脸为

难。

今年，面对同样的问题，林焌炜言

语间多了几分轻松：“旅里推出的‘流动

兵情卡’，让我们对配属人员管理有了

抓手，知道做什么、怎么做了。”

前段时间，野外驻训展开后，工兵

连被上级赋予了一项破障课题研究任

务。为此，旅机关从其他连队遴选几名

经验丰富的战士，配属到工兵连。与这

几名战士一同到来的，还有一张张“流

动兵情卡”。

笔者见到林焌炜时，他的桌子上摊

开放着几张“流动兵情卡”。当时，他正

在记录几名配属人员的近期表现。性

格特点、工作实绩、思想状况……翻开

“流动兵情卡”，配属人员的基本情况一

目了然。

此前，由于对配属人员不了解而引

发的管理问题，一度困扰着该旅包括林

焌炜在内的不少基层带兵人。

去年，根据任务需要和上级指示，

修理连部分人员配属加强到工兵连。

这对工兵连本是一件好事，可不到一周

时间，一名配属人员就出现违规问题，

被旅里通报，林焌炜因此在全旅交班会

上被点名批评。

林焌炜事后才了解到，这名配属人

员在原单位时就与未婚妻闹了别扭。

为了挽回感情，他违反规定偷偷使用手

机。林焌炜有些懊恼：“倘若我能早点

知道这名战士的情况，就不会发生这样

的事情了。”

“帮助任务单位了解掌握配属人员

的基本情况，记录他们在任务期间的现

实表现，这是我们推出‘流动兵情卡’的

主要目的。”该旅部队管理科参谋刘冲

告诉笔者，并分享了一段亲身经历。

去年驻训期间，他在某连检查时发

现，几名配属人员没有参加该连统一组

织的体能训练，甚至有一名战士躲在帐

篷内看小说。问及原因，这名战士支支

吾吾地回答：在这里训练再刻苦、工作

干得再好，原单位的干部也看不到，还

不如趁机歇一歇。

事后，在对这几名配属人员的处

理上，刘冲与这个连的主官产生了分

歧。刘冲认为，配属人员理应由任务

单位负责管理，出现问题应是任务单

位的责任。但这名主官认为，配属人

员来自其他连队，他们既不掌握其具

体 情 况 ，也 不 方 便 严 格 管 理 ，配 属 人

员 出 现 问 题 不 全 是 他 们 的 责 任 。 而

配 属 人 员 所 在 连 队 主 官 听 说 后 则 认

为 ，他 们 选 派 人 员 协 助 完 成 任 务 ，任

务单位没尽到管理责任，更不应该找

理由推脱。

“有的任务单位对配属人员不会

管，有的不愿管，有些配属人员因处在

管理模糊地带便放松自我要求。”配属

人员的管理问题引起该旅领导重视。

今年，该旅在广泛调研基础上，推出了

“流动兵情卡”，一方面便于任务单位掌

握配属人员基本情况、思想底数，更好

进行管理；另一方面明确配属人员管理

由任务单位负责，同时动态记录配属人

员的思想状况和工作表现，作为原单位

评功评奖的依据。

“流动兵情卡”推出后，受到了普遍

好评。修理连每年都要派人员赴各驻

训点位保障。该连干部官德绪介绍，在

此之前，他没少担心配属人员在外表

现。如今有了“流动兵情卡”，配属人员

教育管理有了着落，工作表现也被如实

记录，他再不用为此操心了，能更加专

注本连队的工作任务。

坦克连干部林其超的感受更为真

切。因任务需要，某连战士小邓经常

配属到他们连。平时遇到脏活累活，

小 邓 习 惯“ 溜 边 ”，让 林 其 超 头 疼 不

已。后来，林其超了解到，小邓起初在

外执行配属任务时表现可圈可点，然

而回到连队后并没有得到认可，他由

此认为，配属人员干好干差没区别。

不过，自从有了“流动兵情卡”，小

邓一改往日松散作风，工作更加积极主

动。前不久，一次对抗演练中，小邓顶

着烈日在驻训场奋战一周，确保坦克连

所有装备不出问题。

“兵情卡”跟着任务走，管理权责更

加清晰。现在，该旅的配属人员管理工

作步入正轨，部队秩序越来越正规。刘

冲说，今年驻训期间被通报批评的配属

人员，较往年大幅减少。

近日，部队管理科还收到了关于改

进“流动兵情卡”的建议：一些营连主官

反映，希望在“流动兵情卡”上增加配属

人员专业能力底数等内容，便于更好地

进行任务分工。刘冲说，下一步，他们

将联合作训部门，梳理配属人员的专业

等级、执行任务等情况，给“流动兵情

卡”做一次升级。

第73集团军某旅采取有效措施加强配属人员管理—

建立“流动兵情卡”，压实管理权和责
■李 健 毛英椿

钟富广钟富广绘绘

半个月过去了，看到物资帐篷门

口的沙袋依旧完好无损，我心里踏实

了不少。

时间回到半个月前。“物资帐篷门

口 的 沙 袋 又 破 了 ！”听 到 值 班 员 的 报

告 ，我 内 心 满 是 不 解 ：这 才 刚 换 没 两

天，沙袋怎么又破了？

此前一次全营安全大检查中，检

查人员指出我们连物资帐篷门口的沙

袋有破损，不仅影响帐篷加固，还存在

安全隐患。

随后，我在连务会上要求值班员

组织人员更换沙袋，并郑重提醒：进出

物资帐篷，不要踩踏门口的沙袋。当

天点名时，我又对全连官兵作了交代。

由于手头有别的工作，我一直没

去检查整改情况。结果不到 3 天时间，

同样的问题又出现了。一气之下，我

把全连官兵集合到物资帐篷门口。

“ 进 出 门 口 不 踩 这 个 沙 袋 很 难

吗？”我一边示范，一边语气严厉地批

评。然而，刚迈出第一步，我就感觉不

对劲——要比我平时的步子迈得大一

些，才能顺利跨过去。不过碍于面子，

我没有停下，故作泰然。随后，我再次

对全连官兵强调，进出物资帐篷不准

踩沙袋。

“明明要大跨一步才能不踩上沙

袋，还非得装作很轻松的样子……”晚

饭后，听见两名战士的小声嘀咕，我一

下子脸红了。原来，大家早就看出我

当时的“窘迫”。

不过，羞愧归羞愧，两名战士的话

却给我提了醒：为什么物资帐篷门口

的沙袋，要迈一大步才能跨过去呢？

带着疑惑，我再次来到物资帐篷

门口，仔细观察一番后，又找来负责搭

设物资帐篷的三班班长询问，终于发

现了问题所在。

根据相关要求，搭设帐篷时需要

在四周挖一圈一定宽度的排水沟。不

过，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官兵会根据具

体情况进行微调。这次驻训，考虑到

物资帐篷比较大，三班班长特地让战

士们在挖排水沟时，在原有标准基础

上加宽了一些。再加上沙袋自身的宽

度，官兵在进出物资帐篷时，按正常的

步幅是很难直接迈过去的。

我随即找来一块木板，搭在排水

沟上方，这样进出帐篷就不用踩踏沙

袋了。

事后，我进行了深刻反思，告诫自

己：发现问题，别急着下结论。我们常

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遇到问

题，如果没有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找不

到病灶、把不准病因，仅靠有限的认知

就盲目下结论、作决定，无论“一禁了

之”还是“惩罚了事”，都无法真正解决

问题，反而可能会失了兵心。

第二天点名时，我当着全连官兵

的 面 ，就 此 前 的 贸 然 批 评 向 大 家 道

歉。“我们也有错。”点名结束后，三班

班长找到我，“就是一块木板可以解决

的问题，却拖了这么久，说明大家根本

没有当回事，也没有去想办法……”他

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我没有随声附和，

因为我知道主要责任在我。

（王武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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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兵人手记

“当兵就当尖兵。”决定参军入伍那

一刻，我心中就坚定了这个信念。然而

来到部队不久，我的“尖兵之路”却遭遇

了不小挑战，一度步履维艰。

在新兵连时，我凭借努力和出色的

表现，被评为“优秀新兵”。这激发了我

“更上一层楼”的决心，下队后，我立下

目标：成为中队最出色的战士。

没承想，初到中队，我就发现，优秀

的老兵很多，与他们相比，自己不仅体

能成绩平平无奇，综合素质也有很大差

距。

为了尽快赶上他们，我采取“自我

加压”策略。比如 3000 米跑，一直是我

的“短板”，我给自己制订了严格的训练

计划：训练时，多背几个沙袋；睡觉前，

加练几组深蹲；周末也不放松，每天都

要跑上几公里……好多战友称我为“拼

命三郎”。

但想要成为最出色的战士，只做这

些还远远不够。完成训练之余，我主动

请缨，承担各类公差勤务——无论搬运

物资、整治营区环境卫生，还是剪辑视

频、制作黑板报，我都积极参加，用实际

行动向既定的目标努力。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超负荷训练让

我身体出现多处训练伤，训练成绩不升

反降；执行公差勤务，则挤占了很多休

息时间，让我时常精神不济，在训练、工

作中频频出错。

一次，支队组织战备拉动，我因长

期处于疲劳状态，注意力不集中，未能

及时发现“敌情”，险些造成严重后果。

复盘会上，虽然中队长没有过多责备，

只是简单提醒了几句，但我心里还是很

愧疚。

“是不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我真

的能实现目标吗”……在这之后，我产

生自我怀疑，干劲也日渐消退。

“春生，我注意到你最近状态不佳，

是因为上次战备拉动的事吗？”一天，中

队长关切地问我。看着他诚挚的眼神，

我把内心的困惑和焦虑一股脑儿倾诉

出来。

“ 你 能 看 到 自 身 不 足 和 差 距 并 努

力 弥 补 ，值 得 表 扬 。”中 队 长 听 后 ，拍

了 拍 我 的 肩 膀 ，“ 但 成 长 是 一 个 循 序

渐 进 的 过 程 ，需 要 一 步 一 个 脚 印 ，踏

踏 实 实 前 进 。 记 住 ，多 给 自 己 一 些 时

间和耐心。”

“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前进。”

中队长的话深深触动了我：成长，不能

急于求成。此前，我总想在短时间内取

得显著进步，尽快追上老兵，却忽视了

自身能力局限和事物的发展规律。

这次谈心过后，我调整了心态，修

改了训练计划，加上合理安排加练和休

息时间，我的训练伤很快痊愈。

身体恢复后，我的工作训练状态也

越来越好，成绩有了明显提高。在 3000

米 跑 测 试 中 ，我 的 表 现 出 乎 很 多 人 意

料，不仅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还跻身

中队前五名。在今年第二季度“双争”

评比中，我因各项工作完成出色，训练

刻苦、进步幅度大，被评为“好”。

再过一段时间，我就要成为一名上

等兵了。回顾这一年的“尖兵之路”，虽

然走得磕磕绊绊，但正是这些困难和挫

折让我成熟了许多。进入当兵第二年，

我 会 继 续 朝 着“成 为 中 队 最 出 色 的 战

士”的目标而努力。不过，我会调整好

前进的步伐和节奏，让每一步都走得稳

健而有力。

（唐楚豪、黄海粮整理）

我的“尖兵之路”渐入正轨
■武警湖南总队张家界支队某中队列兵 陈春生

延伸思考

左图：近日，第 72 集团军

某旅侦察分队接受连贯考核，

检验遂行任务能力。图为一名

队员正在攀登崖壁。

桂方青摄

右图：日前，新疆军区某团

开展刺杀训练，锤炼官兵血性

胆气。

刘 冲摄

配属人员的教育管理，是一个老

生常谈的话题。第 73 集团军某旅推出

“流动兵情卡”受到欢迎的一个重要原

因，是它解决了配属人员个人情况不

透明的问题。这样一来，任务单位的

干部骨干就可以及时掌握他们的思想

动态、了解他们的专业特长、熟悉他们

的以往表现，开展教育管理才能有的

放矢、精准到位。

“ 会 知 兵 、会 施 教 、会 谈 心 、身 教

好”，是新修订的《军队基层建设纲要》

对基层思想工作骨干队伍提出的新要

求，其中“会知兵”处于第一位。但在

工作实践中，尤其面对临时配属人员

时，单纯依靠谈心谈话等方式达到知

兵的目的，有时很难奏效，迫切需要借

助其他途径和手段，“流动兵情卡”不

失为一种不错的选择。

我 们 常 说“ 知 人 善 任 ”，须 知“ 知

兵 ”才 能“ 善 管 ”。 进 而 言 之 ，知 兵 不

仅仅是加强教育管理的需要，更是充

分 发 挥 官 兵 作 用 的 需 要 。 具 体 到 配

属人员身上，他们本来就是因为工作

需要，临时加强到任务单位的。如果

任 务 单 位 对 他 们 不 熟 悉 、不 了 解 ，就

无 法 用 其 所 长 ，才 尽 其 用 。 同 样 ，配

属 人 员 所 在 单 位 如 果 对 他 们 在 任 务

期间的表现不掌握，就难以作出全面

客观的评价，进而使配属人员的成长

进步受到不利影响。从这个意义看，

对配属人员的教育管理，绝不单单是

哪 一 方 的 责 任 ，而 是 一 种“ 双 向 奔

赴”。

当前，练兵备战任务日益繁重，各

种演训活动密集开展，一个单位派出

人 员 配 属 兄 弟 单 位 的 情 况 会 越 来 越

多。希望配属人员在执行好任务的同

时，严格自律，自觉接受任务单位的教

育管理；也希望任务单位对配属人员

高看一眼、厚爱一分，让他们无论走到

哪里，都能充分感受到军队大家庭的

温暖。

“知兵”才能“善管”
■王垣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