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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上旬，新疆军区某团部队管

理股黄参谋准备前往基层进行保密检

查 。 动 身 前 ，他 填 写《检 查 督 导 审 批

表》，经值班领导确认近期没有开展过

此类检查，才带队出发。

“重复性较高，同一项内容，不同的

股室反复检查，基层官兵为了迎检耗费

不少时间精力……”前段时间的一次士

兵接待日上，一名战士的发言引发共

鸣：机关检查太多太密，有时基层一天

要迎来几拨检查人员，连队正常秩序受

到影响。一名连长坦言，他所在连队有

一次被机关各股室接连“造访”，两名主

官全程陪同，无法顾及其他工作。对

此，机关人员则表示，该团前往高原驻

训不久，各项工作亟须规范，机关股室

盯着各自的“责任田”，多去基层营连

“把把脉”是职责所在。

机关基层各有苦衷，问题应该如何

解决？“根本原因还是机关没有做好统

筹规划，各部门之间缺乏沟通，同时部

分同志政绩观存在偏差，简单将‘检查

次数多’‘发现问题多’与履职尽责画等

号，彰显自身工作成绩。”党委会上，针

对这些情况，该团领导一针见血指出问

题根源，并要求机关加强工作统筹、规

范检查督导。

翻阅该团制订下发的《检查督导工

作规范》，笔者看到，他们对检查职责范

围等 10 个方面作出规定：严格控制检

查组数量，机关在赴基层检查前，需填

写《检查督导审批表》，归口到值班室由

值班首长审核把关，合并“同类项”，控

制频次；检查督导期间，不仅要及时发

现问题，更要对症下药拿出解决办法，

重在指导帮带……

在此基础上，该团机关举一反三，

积极改进工作作风，每月召开一次办公

会，讲评各股室检查督导情况，统筹安

排下个月工作。与此同时，每季度组织

一次“我为团队献一计”活动，在强军网

开通首长信箱和“马上就办”专栏，倾听

官兵诉求、公开解难进度。

这天，黄参谋带领检查组到达某营

时，该营官兵没有刻意准备，而是“素

颜”迎检，按照计划继续训练。检查组

发现该营装甲车间内充电线路存在安

全隐患，在及时提醒的同时，积极联系

装备保障股为该营协调配发专用充电

机。技师尼玛扎西说：“机关检查组真

心实意为基层解难，我们一定把心思和

精力聚焦到练兵备战上。”

新疆军区某团规范检查督导工作—

机关注重解难 基层“素颜”迎检
■魏 星 本报特约通讯员 梁佳伟

连日来，火箭军某旅组织开展战术课目训练。图为警卫分队战士快速转

移阵地。 汪瑞绮摄

近日，第 82 集团军某旅组织官兵在

野外展开防化保障训练。“前方发现‘染

毒’地域！”机动途中，侦察技师、三级军

士长兰福荣带领分队见招拆招，指挥待

命多时的侦察队员前出侦检毒剂类别，

洗消分队紧随其后洗消去污。

见此情景，兰福荣没有放松心神，而

是 悄 悄 下 达 另 一 条 指 令 ：之 后 将 会 遭

“敌”卫星过顶侦察，各车组按照作战方

案做好准备。果不其然，没过多久，“敌

情”便“如期而至”。

兰福荣为何能够预先判定“敌情”？

原来，在前期研究训练方案时，他就发

现，无论机动路线还是处置手段，此次训

练都与以往一次训练非常相似。于是，

任务部署会上，他总结归纳出多种“敌

情”可能出现的时间地点，并一一制订处

置预案。有了应对之策，训练过程中，他

们一路“高歌猛进”，直至即将抵达预定

地域。

眼看胜利近在眼前，导调组却下达

了新的指令：“战车故障，立即排除！”“不

对啊，此时的‘敌情’应该是指挥所遭遇

袭击才对……”突发情况让兰福荣一下

失了方寸，他匆忙请求抢修分队支援。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故障位置尚未

确定，他们再次接到通报：“小股‘敌人’

袭扰”……面对意料之外的种种状况，兰

福荣手忙脚乱，仓促应战，最后的结果可

想而知。

战罢归营，该旅立即组织复盘。兰

福荣所在分队前后表现的巨大差异受到

大家关注。他讲述了前因后果，引起众

人热议。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兰福荣听

得脑门冒汗，该旅领导的话更是让他羞

得面红耳赤：“归根结底还是实战意识不

强、惯性思维作祟。训练不是演折子戏，

上了战场，敌人可不会给你发脚本！”

“自以为先人一步，其实是自欺欺

人。”复盘结束，兰福荣深刻反省，“我以

后一定端正态度，扎实开展训练，再不投

机取巧。”该旅领导也从这件事中汲取教

训，认识到部分官兵打仗观念还树得不

牢 。 有 了 问 题 靶 标 ，整 改 就 明 确 了 方

向。下一步，他们将坚持实战标准，提升

训练中“敌情”设置的随机性多变性，构

设更加真实的战场环境，到陌生地域、恶

劣条件下展开训练，帮助官兵强化临机

决策处置和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切实

锤炼打赢本领。

“敌情”不再“如期而至”
—第 82 集团军某旅强化官兵实战意识的一段经历

■本报特约记者 陶 磊

一线直播间

“冲锋舟上肩，一、二，起！”这天，海

军某部三营官兵从海训场返营，崔营长

忙着组织大家收拢物资时，看见机关督

导组一行结束对二营的检查，向自己这

边走来。他心头一紧：一点儿准备都没

有，怕是要被通报。没承想，他放下手

头事务上前迎接督导组，却被告知：“你

们忙你们的，我们查我们的。”

原来，该部刚刚结束海训，派出机

关督导组分赴各营区检查返营情况。

为了不干扰基层正常秩序，督导组依据

各营工作进度不同，分批次前往基层。

检查中，他们不提前通报、不搞层层陪

同、不索要文件资料，紧贴各单位实际，

按照一日生活制度开展工作。

这一举措的实行，要从此次海训

说起。几个月前，该部千里机动前往

南方某地组织海训，抵达目的地时，天

色阴沉，可以看见不远处的乌云正加

速逼近。

“糟糕，快下雨了！”见此情景，三营

六连吕连长立刻带领官兵搭建帐篷。

正在大家忙得热火朝天之际，机关督导

组不期而至。

“有没有按规定携带野战箱组”“登

记本是否账物相符”“视频监控怎么还

没有接通”……野营工作刚刚展开，大

部分物资还在运输车上，吕连长不得不

抽出人手翻找各类物资和表本账册，应

对督导组。

不一会儿，大雨袭来，顷刻间，物资

被淋湿，帐篷被吹得七零八落，督导组

则带着问题“满载而归”。

有此遭遇的不只是六连，安营扎寨

本就时间紧、任务重，机关来检查，“一

头忙”变成了“两头堵”，许多营连左支

右绌，不但工作进度被大大延误，事后

还因害怕被通报提心吊胆。

“器材擦拭保养不到位”“制度标牌

未悬挂”“出入库登记不及时”……看着

机关呈报的问题清单，该旅领导颇感疑

惑——出现问题之多、涉及单位之广，

令人诧异：“刚到驻训地，个别单位出现

问题在所难免。但大多数单位同时出

现相似情况，怕是别有内情。”他们按下

通报不发，分赴挂钩帮建的营连进行

调研。

在此过程中，他们发现，谈及检查督

导，大部分基层官兵心里五味杂陈。一

方面，大家能够认识到检查督导的重要

性，坦言平时工作确实会有疏漏，有时

“当局者迷”，需要机关帮带指导、弥补缺

漏。但另一方面，也有同志坦言，基层有

自己的工作节奏，不合时宜的检查督导，

反而会增添基层负担，扰乱工作秩序。

一位指导员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开

展某项活动期间，由于任务冲突，许多

单 位 将 大 部 分 活 动 内 容 安 排 在 后 半

程。然而机关突击检查，片面认为这些

单位开展活动缓慢拖沓，使旅领导产生

“基层不重视”的误判，从而进行了再动

员、再部署。相关营连只好作出工作调

整，不仅耗时费力，还因仓促上阵、部署

不周产生了其他问题。

“基层工作千头万绪，自有规律可

循。就像连队组织跑步训练，前段预热

适应、中期稳步发力、后程拼命冲刺，不

同阶段有不同节奏。如果有人在前段指

责速度太慢，或是在后程批评队形太乱，

无疑会让大家失了方寸，不知该怎么办

了。”这名指导员打了个形象的比喻。

“检查督导必不可少，但要注意与

基层工作合拍同频，不能扰乱基层正常

秩序。”该旅党委认为，检查督导应当坚

持“四不两直”的做法，但也要本着“基

层至上、士兵第一”的原则开展工作。

在时间的选择上，要充分考虑基层实

际，避免出现机关检查比基层工作先展

开、问题通报与任务进程相脱节等问

题，尤其不能刻意寻求那种“看似很重

视、实则在刁难”的检查形式和检查时

机，给基层添乱、给官兵添堵。要为基

层留足抓好工作落实的时间，让官兵休

息时间得到充分保证，专司主营备战打

仗更加精力集中。

为此，他们通过测算营连任务密

度、推算工作完成时间、计算基层承受

能力等方法，精准制订检查督导方案，

采用分批检查、错峰督导、个别帮带等

多种模式，将检查督导融入基层工作，

确保只帮忙、不添乱，查出真问题、给出

好建议、产生助推力。

少了没事找事的干扰，基层精力更

加聚焦；多了恰如其分的督导，问题隐

患大幅减少。近期，该旅出色完成安全

工作整治、专项能力抽考等任务，日常

抓建工作也同步有序推进，许多官兵表

示，锻造全面过硬基层，是一场机关与

基层的“双向奔赴”，只有双方步调一

致、同频共振，才能达成既定的目标。

海军某部机关开展检查督导不干扰基层正常秩序—

“你们忙你们的，我们查我们的”
■周 强 吴天航

“新同志对于周末外出可能有些想

法……”前段时间，中队风气监督员、中

士莫红坤找到我汇报情况：下队不久的

新兵小郑听见老兵们聊起驻地人文景

观后心生向往，希望能够利用周末外出

领略一番。但他向班长申请时，被对方

以入伍时间太短、无法保证自身安全为

由拒绝。失望的小郑与同年兵抱怨了

几句，没承想不少新同志都对此颇有

感触，在队里引发了一些议论。

回顾近段时间新兵的状态，他们确

实总爱聚在一起，与老兵的交流明显减

少，工作积极性也不如刚下队时那样

高。我意识到对于他们的管理可能出

现了问题，于是召集班长骨干和新同志

了解情况。

“来到部队，我们当然应该服从管

理。但现在感觉自己像个‘外人’，无论

干什么都被盯着”“新同志初来乍到，对

环境和情况不熟悉，我们肯定要多加关

注”……交流中，两方人员坦诚相待，说

出心声。新兵的诉求合情合理，希望中

队能够一视同仁，按照规定管理，让他

们享受正当权益；班长骨干的做法同样

在情理之中，他们担心新同志刚刚下

队，思想不够稳定、对部队规定不太了

解，所以难免遇到一点儿“风吹草动”，

就神经紧绷。

我意识到新兵并非不服从管理，班

长骨干虽然方法欠妥，但本质上是希望

帮助新同志平稳度过“第二适应期”，于

是亮明了自己的态度：“关注新同志无

可非议，但‘关注’不等于‘关住’，处处

设防设卡，很容易激化矛盾，让新同志

产生逆反心理，降低对单位的认同感和

归属感。”

“不论新兵老兵，要想做好管理工

作，严管和厚爱缺一不可。”向新同志承

诺改进工作方式后，我引导班长骨干集

思广益，就新兵的管理和帮带展开讨

论。“要重视新同志的感受，不能把他们

的需求当成麻烦”“要用信任的眼光、欣

赏的眼光、发展的眼光看待他们，而非

处处设限”“向他们讲清相关规定，不能

以‘服从管理’为由，侵犯他们的正当权

益”……很快，大家达成一致意见，并付

诸行动。

如今，新兵已经适应新环境并顺利

融入中队，与老兵们相处越来越融洽。

前两天，我利用周末时间，安排骨干带

队，组织新同志到渡江第一船纪念馆参

观学习，了解驻地的红色历史。“百万雄

师过大江，之前大家说的‘渡江第一船’

到底是哪艘”“1949 年的渡江战役中，

我军兵力是怎么部署的”……看着与

班 长热烈讨论的小郑，我感到由衷的

欣慰。

（迮方宁晨、范舟游整理）

“关注”新兵不是“关住”新兵
■武警安徽总队芜湖支队机动一中队干部 曹炎庆

10 月中旬，第 72 集团军某旅组织火箭炮分队射击训练，检验官兵作战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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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岩岩绘绘

投稿请登录强军网
解放军报投稿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