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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第 81 集团军某旅结束

野外驻训，返营归队。为了“打一仗、进

一步”，机关宣传科通知各营以视频形

式搞好总结汇报。

“驻训是年度重点工作，不能在总

结汇报这个环节出岔子，所以汇报片的

质量一定要高。”接到通知，某营教导员

立即把任务交给了某连干部周泽，再三

强调必须做出精品。

“虽然除了将视频时长控制在 5 分

钟以内，没有其他硬性要求，但落实起

来并不容易。”周泽告诉记者，教导员之

所以对自己委以重任，是因为他们连里

有一名擅长视频剪辑的战士丁鹏飞。

然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由于此前

营里并未留存足够的视频资料，周泽只

得临时安排部分官兵到较远的野外训

练场补拍镜头。

但战友们毕竟不是演员，大半天过

去，仅有几个画面可用。不仅如此，为

了抽调人手，连队正常秩序也受到了不

小影响：参与拍摄的战士耽误了白天的

工作，需要晚上加班完成，其中一人半

夜要站哨，还有一人第二天上午要参加

营里组织的体能考核补考……

一边找人换岗，一边找人交接工

作，又是一通协调，事情才得到解决。

周泽刚回到宿舍，又接到丁鹏飞打来的

电话：“旅多媒体工作室已经锁门了，需

要向机关报备才能继续使用……”

向机关说明情况后，周泽终于长舒

一口气，此时早已过了熄灯时间，而他

的面前，是摊开的教育备课本——次日

一早，专项检查组就要来了……

为 这 5 分 钟 汇 报 片 忙 碌 的 ，还 有

负 责 具 体 工 作 的 战 士 。 由 于 时 间 紧

迫，同样擅长视频剪辑的战士何鹏刚

牵头制作所在连队的汇报片。谈及此

事，他忍不住叹气：“虽然只有 5 分钟，

但制作起来很麻烦，不仅要撰写脚本、

协 调 拍 摄 、找 专 人 配 音 ，还 要 后 期 渲

染、配字幕，工作量非常大，可能需要

一周时间。”

一天晚上，他如往常一样，结束夜训

赶到工作室，一忙就忙到了深夜。此时，

宣传科师科长恰好路过，眼前的一幕显

得格外扎眼：何鹏刚手边放着钢盔，身上

穿着装具，坐在电脑前不时揉揉眼睛、活

动肩颈，目光不曾从屏幕上移开……

随后的官兵恳谈会上，周泽说起此

事，勾起了师科长的回忆，也引发在场

机关干部深刻反思。

“以前，我也尝过这种形式主义之

苦，如今为了让工作出彩，竟给基层造

成这么大的负担……”师科长当即展开

自我批评，坦言要求各营以视频形式进

行总结汇报，并未经过旅领导的批准。

“现在有一种现象需要引起重视，

有些单位汇报工作、总结经验，喜欢制

作汇报片，这似乎成了‘标配’。但机

关缺乏专业人才，就派给基层完成，牵

扯了官兵大量时间精力。”讨论中，该

旅 机 关 干 部 立 足 自 身 举 一 反 三 认 识

到，尽管旅党委再三强调整治形式主

义为基层减负，但各业务科室在部署

具体工作时习惯从部门利益出发，没

有 算 清 基 层 的 人 力 账 、时 间 账 、成 本

账、效益账。

这 件 事 引 起 旅 党 委 一 班 人 的 注

意，大家一致认为，很多基层负担的产

生 ，源 于 个 别 机 关 同 志 崇 尚“ 繁 琐 哲

学”，开展工作“用力过猛”，片面追求

“高标准”和“形式美”，把简单问题复

杂化了。在及时叫停“视频汇报”后，

他们与基层官兵一道，梳理出 30 余个

容易忽略的形式主义问题，拉单列表

逐一制订纠治措施。其中，“工作汇报

重口头、训练落实重考核，检查不随意

评比、评比不轻易通报”等规定得到官

兵广泛认可。

与此同时，他们对照中央军委转发

的《关于旅（团）级机关解决“五多”问题

为基层减负的基本规范（试行）》，从精

简文电会议、登记统计、督导检查等官

兵呼声较高的问题入手，纠治另立名

目、层层加码、过度留痕等现象，将整改

成效融入制度机制，切实维护基层正常

秩序，让官兵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备战打

仗上。

“好消息：这次汇报片不用做了！”

前几天，周泽接到机关通知，驻训总结

改为口头汇报、复盘讨论，这让他和丁

鹏飞、何鹏刚如释重负。该旅政治工作

部领导告诉记者，纠治“五多”问题、减

轻基层负担，需要从点滴之处做起，从

身边人身边事严起，以“做一事成一事”

的韧劲，常抓不懈、久久为功。

“这次汇报片不用做了”
——第81集团军某旅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一段经历

■卢运国 本报特约记者 曹 壮

前不久，海拔 4000 多米的高原驻训

场上，一场连进攻战斗训练拉开帷幕。

指挥各车组机动至预定地域，迅速展开

潜伏警戒、工事构筑，就任仅一年时间，

陆军某红军团刘排长组织排兵布阵已

经有模有样。“相比于刚毕业时面对演

训任务的手足无措，现在的我，经过‘讲

武堂’的历练，无论专业素质还是指挥

能力都有了不小的进步。”他告诉记者。

该团领导介绍，基层干部日常各类

事务缠身，部分同志对军事理论、战法

训法的研究不够深、不够透，特别是一

些新排长，亟待提升指挥能力和打仗本

领。为此，团党委决定开设夜校“讲武

堂”，组织基层干部开展战法训法研究

学习，提升指挥打仗本领。

他们遴选军事素质过硬的连队主

官、具备专业特长的班长骨干和演训任

务中表现突出的个人担任“讲武堂”授

课教员，围绕经典战例、战术运用、兵力

部署等内容，组织授课辅导。

“近年来，作战模式有了很大变化，

从此次红蓝对抗就能看出来……”“讲

武堂”上，该团“蓝军”分队指挥员陈一

龙，聚焦“无人作战”课题和大家进行深

入交流，台下同志个个听得入神。前段

时间，在团里组织的对抗训练中，陈一

龙一改传统思路，使用了新战法，令红

方苦不堪言。此次授课，他借机进行了

复盘，令曾经的“对手”茅塞顿开。

“以前遇到了难题，总是自己苦思

冥想，现在有了‘讲武堂’这个平台，大

家 一 起 讨 论 解 决 ，事 半 功 倍 、人 人 受

益。”某排李排长高兴地说。

据了解，截至目前，“讲武堂”已累

计开展 5 个专题 30 余次授课，该团干部

组织指挥能力有了明显提升，强化了作

为“一线指挥员”的角色定位。

陆军某红军团—

“讲武堂”里练指挥
■贾秋雨 本报特约记者 高 群

新闻前哨

10 月下旬，第 73 集团军

某旅组织开展野外实弹射击

考核。

左图：长途机动。

关鑫友摄

下图：射击瞬间。

周新涛摄

闪耀演兵场

前两天，我们班的列兵王子奇和甘

泉被评为仓库“进步之星”。看着他们

站在公示栏前默契地击掌庆祝，我松了

一口气，同时感慨颇多，因为其中经历

了一番波折，并且这波折产生的原因，

还在我的身上。

今年初新兵下连，因为我带兵经

验比较丰富，所以领导特意把大学生

士兵王子奇和甘泉分配到了我们班。

我心知这两个“高材生”肯定是领导的

重点关注对象，便暗下决心一定尽快

把他们练成“小老虎”。

他们本就是同年兵，学历经历又

相似，于是日常工作训练就会不自觉

憋着一股劲与对方比拼。我发现这个

情况后，认为互为对手不失为一个激

发 斗 志 的 好 方 法 ，于 是 刻 意“ 添 油 加

柴”，将竞争氛围感拉满，总在班务会

等公众场合将两人进行对比，私下也

会单独对其中一人说“再不努力就赶

不上他了”“看看人家，你可差了点儿”

之类的话。

在这样的刺激下，王子奇和甘泉

果然进步飞速，但我也发现了另一个

问 题 —— 他 们 之 间 的 关 系 越 来 越 紧

张，刚开始只是日常交流减少，渐渐变

成了“非必要、不沟通”，到后来甚至在

班务会上都不愿相向而坐。

起初，我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认

为这只是他们的好胜心太强，拉不下脸

面。但一次任务，需要二人配合完成，

他们因为不愿合作影响了工作进度，导

致我们班受到通报批评。事后谈心时，

他俩仍是互相指责，从未觉得自己有

错。这时，我终于意识到出了问题。

晚上，我找到队长汇报情况，言语

中不免有些抱怨：“带了 10 多批新兵，

就他们两个最棘手，大学生士兵的个性

也太强了……”

“带兵要带心。新兵初入军营，如

何成长发展，带兵人的作用和影响很

大，埋怨新同志‘个性太强’之前，不如

先想想他们现在之所以这样，有没有你

的原因？”队长听后没有出言安慰，反而

提了个问题。见我无法回答，他语重心

长地说，部队是个大家庭，有凝聚力才

能出战斗力。新兵下连，在陌生环境中

需要尽快熟悉身边战友、建立归属感。

同年兵本应更容易成为好友，但王子奇

和甘泉还没来得及培养战友情谊，就在

我的刻意引导下针锋相对，导致矛盾频

出，长此以往，对内部关系、单位建设都

只会有害无益。

“作为战友，在比拼中共同进步无

可非议，但为了竞争盲目施压很容易揠

苗助长、适得其反。”回到宿舍，我仔细

思考队长的话，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所

在，并下定决心及时改正错误。

我不再在两人之间刻意制造“紧张

气氛”，让他俩“打擂台”，而是抓住各种

机会安排他们进行合作，并在他们意见

不一时，及时靠上去开导疏解、化解矛

盾。合作的次数多了，他们终于看到对

方的优点，开始惺惺相惜。

前 段 时 间 ，上 级 组 织 比 武 ，我 特

意 将 他 俩 编 在 同 一 个 小 组 。 比 武 过

程中，他们密切配合、相互体谅，取得

了不错的成绩。此后，我经常看到甘

泉利用业余时间陪王子奇强化体能，

王 子 奇 也 乐 于 把 自 己 总 结 的 工 作 笔

记 和 理 论 要 点 与 甘 泉 分 享 。 在 最 近

的一次保障训练前，两人利用休息时

间一起加练，在任务中完成规定时间

内多型弹药精准发放，受到仓库领导

表扬。

（冯光明、本 报 特 约 通 讯 员张毅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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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指导员希望我给大家讲讲

自己的事迹、分享一些个人成长经验。

但在准备过程中，我突然觉得，自己其

实更需要停下脚步进行反思……”前段

时间，营里举办强军故事会，在指导员

的推荐下，我走上了讲台。

在营连负责装备维修工作，牵头完

成重大任务，多次立功受奖，被树为先

进典型……入伍 17 年，在履带车驾驶

员岗位上摸爬滚打 15 年，我确实有一

些“亮点”可以一说，但在制作课件时发

生的一个小插曲，改变了我的想法。

按照之前的打算，我想设计一个今

昔对比环节，通过图片和文字向大家直

观展现自己的经历和这些年部队的发

展变化。但在筛选素材时，有两张照片

让我陷入了沉思。

一张是我刚成为驾驶员时的工作

抓拍照。照片中的我脸上身上满是油

污，但笑容灿烂，透着骄傲自信。当时，

我刚刚接触履带装备，经常钻到车底

下，一干就是小半天，手上的白手套已

经乌黑；另一张是最近拍的，画面中的

我衣着干净整洁，背手站在装备旁，面

无表情地“目送”战友钻入车底，白手套

纤尘不染……

当初那个浑身干劲的我，是从什么

时候当起了“甩手掌柜”？看着两双黑

白分明的手套，我摇了摇头。这样的自

己，真的是我想成为的样子吗？

几天后的协同训练，机动途中，走

在我前方的装备突然“趴窝”，驾驶员反

复检查无果，准备申请退出情况。他回

头看向我，眼神瞬间由渴望转为失落，

意思很明白：希望我帮忙，但知道我不

一定会帮忙。“我怎么会给战友们留下

这样的印象？肯定是自己平时做得不

好。”想到这里，我一边向上级报告，一

边拎着工具箱快步跑向故障车辆。十

几分钟后，装备恢复正常。

“赵庆存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确保

训练顺利进行……”复盘会上，连长对

我进行了肯定和表扬。这么多年来，类

似的夸奖我听了不少，这次却有些不好

意思。

前几天，营里按计划组织履带车驾

驶员复训，我主动请缨牵头负责组织。

复训展开前，我将一双发黑的旧手套也

放进了挎包，它将时刻提醒我：不忘初

心，永葆兵的本色。

（本报特约通讯员杨开明整理）

找回那双“黑手套”
■第 82 集团军某旅某营战士 赵庆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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