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法 治 军 营２０２４年１１月１９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邹琪

这天下午，连队体能训练集合的哨

声响起。我提前换好体能训练服，和战

友们一同来到训练场锻炼。作为连队文

书，如今我每天都能准时参加训练，各项

成绩都有提升。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入伍后，连队

领导见我有一定的文字和计算机基础，

就安排我接任文书一职。得知文书主要

是与各种文件通知打交道，我有信心干

好这份工作。

一段时间后，我发现，虽然上级反复

强调纠治“五多”问题、规范发文途径，但

我的工作量并没有减少，一些文电改头

换面以“白头”或是网盘形式下发，时常

让我措手不及，只能利用训练和休息时

间加班处理。

一 天 早 上 ，我 接 到 一 名 机 关 干 部

发 来 的 信 息 ，要 求 在 午 饭 前 提 交 一 组

报 表 。 正 当 我 埋 头 整 理 报 表 时 ，另 一

科室告知“网盘有一个紧急通知，请马

上下载”。我赶忙下载下来，通知说第

二 天 有 一 个 固 定 资 产 管 理 相 关 的 授

课 ，要 求 基 层 尽 快 确 定 参 会 人 员 并 上

报名单。我不得不停下正在整理的报

表 ，立 刻 向 连 队 汇 报 授 课 事 宜 …… 那

段时间，我一边处理日常事务，一边时

刻 关 注 手 机 或 网 盘 动 态 ，工 作 进 度 时

常被打乱，效率大大降低，更不要说按

时训练了。

一 名 团 领 导 在 基 层 蹲 点 期 间 ，对

“五多”问题做了一次专题调研。谈心

时 ，我 如 实 反 映 了 机 关 下 发 文 电 过 于

随意等问题。“这些现象不仅有损机关

形 象 威 信 ，也 给 基 层 正 常 工 作 训 练 增

添 了 负 担 。”进 一 步 了 解 情 况 后 ，团 领

导这样说。

随后的一次连务会上，这名团领导

带着一份规范机关文电下发的通知来到

连队。原来，团党委带领机关各部门认

真研究解决“五多”问题的相关法规，落

实其中要求，正规机关发文途径，进一步

明确所有文电必须通过公文系统下发，

不得以白头件、手机短信、网盘电子文件

等形式变相发文。同时，下发文电应充

分 考 虑 基 层 实 际 ，给 基 层 留 足 落 实 时

间。团队还将“文电下发是否合规”纳入

机关基层双向讲评反馈机制，对违规发

文的部门予以通报。

如今，变相发文的现象已基本得到

纠治，文电数量逐步减少，我干工作也能

更加投入、更加专心。近期，我认真投入

到备战年终考核的训练中，努力补齐短

板弱项。

（邹雨良整理）

现象① 发文渠道隐形变异

正规途径下文电
■讲述人 南部战区海军某团某连文书 李国坤

下发文电是部队机关安排工作、部署任务的重
要方式。近年来，作为“五多”之一的文电多问题虽
然得到较好纠治，但仍存在反弹回潮、隐形变异的
现象，分散基层精力，使官兵疲于应付，制约基层建
设与发展。

前期，中央军委办公厅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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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部队量身定制了“拿来即用、照着能做”的
操作规程。各部队要深入学习研究，认真抓好落
实，结合自身实际完善有关措施，强化机关统筹，精
简各类文电，从限定发文情形、精简内容篇幅、减少
数据统计报送等方面入手，切实规范文电下发形式
与内容，提升抓建基层的质量效益，真正为基层减
轻负担，凝心聚力做好练兵备战工作。

文电真“瘦身”基层真减负
——各部队持续发力纠治“五多”问题的一组见闻

合并通知事项、精简内容要求、压缩

材料篇幅……一天晚上，我像往常一样

查看作战值班室下发的次日工作通知。

这份不到一页的表格式通知里，明确了

第二天要开展的实弹射击、保密教育、驾

驶员集训考核等 5 项工作，内容清晰简

练、要求明确具体，基层照着就能干。

文电开始“瘦身”，基层负担减轻，

是我这段时间的一个直观感觉。

作为基层干部，不仅要抓好连队战

备训练、政治教育、安全保卫等日常工

作，还要根据机关通知完成各项临时任

务。过去，个别机关干部没有考虑基层

实际，部署一项工作时，多个部门交叉

重复发文的情况时有发生，让基层开展

工作没有头绪，影响自主抓建成效。

有 一 次 ，连 队 承 办 一 项 示 范 观 摩

会，观摩会展示内容较多，涉及多个机

关部门和业务科室的业务工作。紧张

的准备时间里，我们经常收到各科室对

自己负责的相关工作的发文部署。由

于展示内容多次进行调整，个别科室还

会反复发文提要求，连队落实起来常常

“按下葫芦起来瓢”。结果，因为时间仓

促准备不够充分，示范观摩未能达到预

期效果。

在随后组织的机关基层双向讲评

会上，我代表连队深入剖析反思了这次

的经验教训，也如实提出了机关缺乏工

作统筹、一个部门一个令，以及文电过

多过频、只见提要求不见具体指导等问

题。“文电过多，频繁干扰基层工作思

路，必然导致基层忙乱。”

绝不能让为基层减压减负成为一

句空话。为解决此类问题，旅队深入落

实相关法规要求，从完善制度机制入

手，纠治文电过多的顽症痼疾。机关加

强统筹，改变以往各业务科室单独发

文、一事一文的发文形式，做到能在旅

层面整合发文的，机关部门不再单独发

文，要求各部门将需要基层掌握的事项

梳理成简明扼要的表格式通知，旅作战

值班室每天进行汇总整合、归纳精简，

呈值班首长审批后统一下发。旅党委

把发文情况作为基层讲评机关的一项

重要内容，定期组织基层为机关各业务

科室发文情况打分。

一段时间以来，我发现，很多机关干

部改变了以往“以文电推动工作”的理念

和习惯，开始更多主动到基层一线调研

指导，基层收到的文电数量少了，内容也

更简洁明了，我们能够全身心投入备战

打仗各项工作，建设质效水涨船高。

（本报特约记者陈凯整理）

现象② 交叉发文令出多门

做好减法强统筹
■讲述人 第 72 集团军某旅某连干部 徐文浩

俗话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

如何将“千条线”拧成“一股绳”，团机关要

发挥能动性，做好承上启下的作用。近段

时间以来，机关各部门加强文电统筹，基

层收到的通知大多紧贴实际、条理分明、

言简意赅，我们落实起来思路很清晰。

我到基层任职后，有段时间感到十

分繁忙，仔细复盘，发现许多精力耗费在

了处理各级机关下发的文电上。

此前有一次，机关要求基层前去领

取通知并迅速传达落实。我翻看领到的

通知发现，一份规范某项服务工作的通

知中，大部分内容都是上级对机关的要

求，涉及基层的只有一两条，但通知还是

原封不动下发至基层；还有一份关于相

关采购政策的学习解读，只要求传达至

营级以上干部，但连队也收到了文件。

这种一转了之的做法，让基层在学习传

达上耗费了不少时间。

还有一次，连队接到机关某部门下

发的通知，要求一周内上报单位装备数

质量情况。想着不太着急，我就先着手

完成一些紧要工作。没想到，两天之后

机关就催要统计结果。询问得知，机关

没有详细了解通知内容就直接转发到基

层，而文件上的规定时间是机关上报上

级单位的日期。为此，我和文书只能紧

急加班到深夜。

“机关下发文电通知指导工作无可

厚非，基层也应认真落实完成。但不加

统筹就将上级发文一股脑直接转发基

层，会为基层增添不必要的工作量。”一

次机关向基层征求加强作风建设的意见

建议时，有官兵如实道出想法。

“这种做法只会导致一头忙乱、一头

乱忙。”团党委调研感到，通知下发缺乏

细化统筹，根源在于机关开展工作缺乏

服务意识，存在“事前拍脑袋，事后拍大

腿”等现象，若不及时纠治，必然加重基

层负担，影响正常秩序。

团党委在机关开展教育整顿，要求

机关人员增强法治意识，统筹协调工作，

合力抓建基层。机关细化规范下发通知

的要求细则，明确机关建立文电值班制

度，相关人员在接收上级文电后，区分性

质和内容分类办理，确需基层掌握落实

的，进行摘要整合后下发。团机关还公

布监督电话，基层可随时对“重形式”“轻

落实”的业务部门进行反馈。

整合精简下发文电，基层减负取得

实效。近段时间，我明显感到机关下发

的文电越来越精炼，基层能够准确快速

落实，各项工作开展井然有序。

（贺平、纵恒整理）

现象③ 不加思考一转了之

区分内容分类办
■讲述人 新疆军区某团某连干部 窦 垚

“ 这 次 受 表 彰 奖 励 人 员 的 相 关 信

息，我已从人力和财务部门的数据表中

获取，你们不用再单独上报，只要进一

步核准就行……”前不久，我接到上级

关于统计上报受表彰奖励人员信息的

通知后，第一时间从相关部门获取，然

后与各基层单位联系。

“有了这样的数据表，我们轻松多

了。”得知不用再重新统计上报信息，基

层单位为我们的做法点赞。

要 求 基 层 统 计 上 报 各 类 数 据 信

息，是机关经常开展的一项工作。这

项工作看似简单，落实起来有时却并

不顺利。如今部队动散是常态，各类

数据涉及人员信息、装备参数、物资需

求等，基层需要层层统计，并指定专人

负责，如果赶上人员不在位，还需要一

一询问……看似只需填写“几张表”，背

后牵扯的精力可不少。

“如果只是偶尔上报，很快就能完

成。可一到大项任务集中的时候，我们

常会遇到几个科室同时索要数据或者同

类型数据需要反复上报的情况。”一次下

基层检查督导中，某营文书反映了机关

个别部门随意、重复、多头索要数据的问

题。面对基层意见，有的机关干部也有

些犯难：机关统计汇总基层相关信息也

是客观需要，平时工作很难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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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发

后，旅党委带领机关第一时间组织学习，

对照反思日常工作中存在的偏差。大家

深刻剖析感到，机关开展工作必须站稳

服务基层的立场，立起向战为战的鲜明

导向。认真征询机关基层意见后，该旅

党委集思广益，决定从《规范》中寻求解

决方法。他们从加强机关内部数据融合

建设入手，拉单列表建立数据库、数据

表，定期进行维护更新，要求机关各部门

做好数据采集更新和共享共用。

思 想 上 纠 偏 正 向 ，落 实 上 不 打 折

扣。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实践，机关各

科室基础数据表、数据库逐步充实完

善。当需要统计信息时，机关人员首先

想到的是“找表”，而不再是“找基层”，这

样就减轻了基层负担，提高了工作效率。

“一张表”统管，“一键式”共享，基

层的“数据烦恼”少了，官兵投身练兵备

战的心思精力更加集中。某连连长告

诉我，近日开展实弹战术训练前，机关

通过内部数据共享制订周密训练计划，

连队可以更加专注于研究打法战法，最

终取得好成绩。

（黎斌、戴志伟整理）

现象④ 重复索要数据资料

信息共享增效率
■讲述人 第 74 集团军某旅机关干部 肖 冰

本期关注 纠治“五多”问题

近日，北京卫戍区某团驻训返营后，组织官兵依规开展装备保养工作，保持装备技战术性能。 周家兴摄
法治故事

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三支队持续深入纠治形式主义问题，为基层减压减负，激发官兵训练热情。图为某中

队文书为战友进行 400米障碍动作演示。 邹 毅摄

写 在 前 面

前段时间，发生在营队的一件小事，

让陆军某旅某营干部韩昌国思考良久。

那天，韩昌国路过营队洗手间时，

见战士小李在洗手间门口来回踱步，他

便上前询问原因。“听说前来进行内务

卫生检查的人员已经到宿舍楼下了，我

担心这时候进去会破坏刚打扫好的卫

生 ……”小李解释，他准备等检查结束

后再上厕所。

这让韩昌国想起前期检查时发现

的一些现象。比如：为了追求内务高标

准，有的新战士会在迎检前一晚提前精

心叠好被子，晚上休息时只盖大衣“对

付一下”。

这些问题引发韩昌国的深入思考：

单纯为了迎检而保持整洁，内务规范岂

不成了“面子工程”？

随后，他在官兵中开展了一次问卷

调查，请战士们无记名写下自己对当前

内务设置要求的真实想法和意见建议。

“鞋柜里只有一双迷彩胶鞋，难道

平时不用换洗吗”“床头柜只能放战备

物资，多出来的空间都浪费了”“书柜里

只 让 放 一 本 课 外 书 ，是 不 是 过 于 死

板”……

条 令 规 定 ，内 务 设 置 应 当 利 于 战

备，方便工作、学习、生活，因地制宜，整

齐划一，符合卫生和安全要求，杜绝形

式主义。如果内务设置只看表面规范，

不考虑官兵实际需要，无疑背离了规定

精神。

营务会上，韩昌国与营队干部骨干

就内务秩序规范的问题展开讨论研究，

他 们 重 新 明 确 内 务 设 置 规 范 ，将 床 头

柜 划 分 战 备 物 资 区 和 个 人 物 资 区 ，提

出摆放分门别类、井然有序的要求；班

内 设 置 课 外 书 书 架 ，鼓 励 官 兵 多 读 书

读 好 书 。 针 对 门 岗 、文 印 室 等 各 点 位

对 应 的 值 班 宿 舍 ，内 务 设 置 也 依 据 条

令要求做出相应调整。

新的内务设置规范实行后，得到官

兵欢迎认可。随着内务卫生检查的重点

从单次的精益求精向日常的常态保持转

化，大家对待检查的态度发生转变，营队

整体内务水平向好向上发展。小李感

慨：“现在的内务设置既整洁美观，又方

便实用。”

内务规范不是“面子工程”
■赵紫寒 本报特约通讯员 慕佩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