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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部分营连战备库室设置不

规范不合理问题，前段时间，陆军某团

组织了一场示范观摩活动。让人颇感

意外的是，不见集合列队、未闻现场解

说，这场涉及全团各个营连的示范观

摩就“静悄悄”地结束了。

原来，该团改变以往的惯性思维

和传统做法，不再集中干部骨干到现

场参观，而是挑选了一个战备库室设

置规范的连队，从不同角度拍摄了一

组照片下发各单位参考，让大家不出

连队也能明确标准，进行整改。

“对于部分比较复杂的大项工作，

组织示范观摩确实能起到指导帮带作

用 ，但 基 层 工 作 千 头 万 绪 ，事 事 都 要

‘兴师动众’难免牵扯过多精力，对于

一些相对简单的常态性工作，完全可

以因地制宜、简化流程。”该团领导介

绍，过往组织开展示范观摩活动，对于

机关和基层而言都是一件大事——从

筹划方案、拟制通知、设置场地，到安

排 解 说 、组 织 观 摩 ，机 关 需 要 事 事 操

心；落到基层，干部骨干去现场观摩要

改变工作计划、专门安排时间，对照整

改过程中还要考虑各自连队的实际情

况，常常忙得团团转。

该团指挥通信连斯连长对此颇有

感 触 ：“ 有 些 示 范 观 摩 不 考 虑 基 层 实

际 、不 区 分 单 位 类 型 ，观 摩 回 来 只 能

‘照猫画虎’，既失去了示范观摩的意

义，也不利于基层自主抓建。”

斯连长所说的现象并非个例。在

前 期 的 调 研 中 ，该 团 领 导 发 现 ，在 组

织 示 范 观 摩 时 ，不 考 虑 基 层 实 际 情

况、将简单问题复杂化的现象并不少

见 。 比 如 ：有 的 连 队 人 员 编 制 、作 战

任 务 、装 备 专 业 明 显 不 同 ，却 被 要 求

观摩同样的课目示范；有的工作只需

几 页 纸 、几 张 图 就 能 说 清 楚 ，基 层 官

兵仍需腾出时间到现地参观；有的单

位硬件设施与示范单位差别大，但不

得不按照示范单位的标准进行规范，

反而出现新的问题……

对于此类情况，该团党委一班人

意 见 一 致 ：推 动 工 作 不 能 拘 泥 于 形

式。如果创新方式、简化流程能够提

高 工 作 质 效 ，助 推 战 斗 力 提 升 ，不 妨

“越简单越好”。于是，便有了用下发

照片代替现地观摩的做法。翻看机关

下发的示范照片，其中不仅有库室的

整体布局呈现、细节特写，还明确了制

度牌的悬挂位置、登记本的填写规范，

一目了然。

但如此做法能够取得与现场示范

观摩一样的效果吗？带着疑问，笔者

深入该团各营连一探究竟。

走进某步兵连，只见陈指导员正

带领两名库房管理员进行整改。他们

对照下发的照片调整布局设置，战备

库室很快干净整齐，面貌一新。“照片

数量不多，却涵盖了方方面面，一看就

能懂、照着就能做，还可以结合连队实

际进行调整，使库室设置更加利于战

备。”陈指导员说。

示范观摩活动暂时告一段落，但

该团党委的思考没有停止。“以往组织

活动之所以会影响部队正常秩序、增

加官兵负担，表面上看是机关筹划不

合理、没有考虑基层实际，根子上是错

误的政绩观作祟、‘繁琐主义’盛行的

结果。”他们举一反三，带头检视自身

问题，转变工作作风，精减各类活动规

模数量，切实为基层减压减负。

除新装备操作、战术训练等确需

现地学习的，其他示范活动不再集中

人员观摩；提高集中观摩学习人员精

准度，与观摩内容关系不大的单位和

人员无须“陪看”；条令法规有明确要

求的、属于营连自主抓建范围内的事

项，机关应注重帮带指导，但不得作层

层加码、搞“超标准”落实……

措施落地，效果立显，官兵纷纷感

慨：少了无谓的繁杂事务干扰，练兵备

战的心思精力更集中了。笔者看到，

到了训练时间，该团到处可见热火朝

天的练兵场景，官兵主动展开集智攻

关。前不久，该团官兵在上级组织的

群众性练兵比武中奋勇争先，涌现出

一批训练尖子和专业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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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第 77 集团军某旅三营一连

在 野 外 驻 训 期 间 组 织 群 众 性 练 兵 比

武。在 3000 米跑课目中，战士王玉成重

夺冠军。看着他的转变，排长崔天航十

分欣慰。

王玉成入伍前就擅长中长跑，在校

期间荣获多项荣誉，新训时表现十分突

出。新兵下连后，第一次 3000 米跑摸底

考核，王玉成轻松夺得第一名。如此亮

眼的表现，自然引起崔天航的关注，王玉

成也成了他认定的“好苗子”。

然而，还未来得及帮其制订成长规

划，崔天航就发现王玉成变了：参加体能

训练不再冲劲十足，3000 米跑成绩更是

不进反退，有一次甚至比刚下连时慢了

近 1 分钟。

经过观察，崔天航确认改变王玉成

的不是外因——这名年轻战士平时开朗

活泼，和战友有说有笑，看不出有啥烦心

事，身体也没有任何伤病。

“他到底怎么了？”满心疑惑的崔天

航找王玉成询问缘由。王玉成不再遮

遮掩掩，直言道：“排长，我努不努力训

练，3000 米跑都是第一名啊，还费那个

劲干啥？”

原来，因为新兵刚下连，为了方便管

理，并给他们一段时间来适应，该连暂时

决定新兵与老兵分开训练。而新兵的训

练内容大多与体能有关，受战士身体素

质影响较大，所以王玉成总能轻松拿到

头名，他因此产生了懈怠心理，放松了对

自己的要求。

“与同年兵相比，你确实高人一筹，

但 与 排 里 的 老 兵 、连 队 的 训 练 尖 子 比

呢？如果你只看到眼前的第一，待在自

己的舒适区，不仅难以进步，而且总有一

天会被超越……”崔天航直接点醒王玉

成，向他讲清只有不断挑战极限、勇于突

破自我的战士，才能始终走在前列。

随后，崔天航将这个情况向连里作

了汇报。两位连主官意识到，“新老分

训”确实存在一定的弊端，容易让成绩优

异者失去奋进动力。为此，他们调整新

兵训练管理方式，将“新老分训”改为“同

训同考”，让老兵中的训练尖子与新兵里

的训练新秀结成互促对子，激发彼此的

训练热情。与此同时，利用举行小比武、

小竞赛等时机，组织新兵老兵同台比拼，

让新兵看到自己的差距和不足，找到努

力方向。

与王玉成结对的是连队体能尖兵

张志雄。两人首次比拼，王玉成惨败而

归。此后，他重燃斗志，找回刚下连时

的 积 极 状 态 ，并 在 最 近 一 次 体 能 考 核

中，被评为“进步之星”。站在连队军事

训练龙虎榜前，王玉成信心十足：“我要

继续刻苦训练，争取早日超过张志雄，

然后走向全营、全旅，拿到分量更重的

冠军！”

莫因“眼前的第一”歇脚停步
■杞卫东 杨 勇

营连日志

示范观摩直观具体，是抓建基层

的有效方式之一。但事无巨细都要组

织现地见学，不仅过多过滥、助长形式

主义，还会浪费官兵大量时间精力。

当前，各级整治“五多”问题成效

明显，机关乱忙、基层忙乱现象减少，

谋 战 抓 建 更 加 聚 焦 。 但 仍 有 部 分 单

位在提升工作“效费比”方面，存在改

进空间。比如，有的领导觉得不把活

动搞得隆重一些，就反映不出重视程

度；有的机关同志认为不把基层干部

骨干集中起来培训培训，工作就好像

难以落实到位……于是，很多原本简

单的工作，因此陷入了“繁琐主义”的

怪圈。

常言道，大道至简。这办法，那办

法，能够简约高效推动工作就是好办

法；这措施，那措施，有利于战斗力提

升、不影响正常秩序就是好措施。各

级要敢于打破思维定式，用战斗力标

准衡量各项工作任务筹划部署，减少

繁 文 缛 节 、杜 绝 形 式 过 场 ，为 基 层 担

当、为官兵减负，让大家把更多的时间

精力投入练兵备战之中。

有些工作，简单点更好
■闫冬兴

前段时间，我所在排被抽中参加

上级组织的比武考核。得知消息后，

连长再三叮嘱此次考核成绩将作为评

价 连 队 近 段 时 间 训 练 水 平 的 参 考 依

据，让我一定重视起来。

我不敢怠慢，四处请教科学高效

的备战训练方法。一天，路过训练场

时，恰好看见一名训练尖子正在给战

友传授 30 米×2 蛇形跑“五步绕杆法”

的动作要领，我心里不由萌生一个想

法：这些训练尖子一定各有绝招，照着

他们的方法训练，就算练不成尖子肯

定也能进步很大。

于是，我很快组织各课目训练成

绩优秀的战士总结训练方法心得，提

炼出“尖子训练法”，并要求训练成绩

未达到良好标准以上的同志严格对照

训练。

然而，考核一天天临近，排里的同

志训练成绩没有明显提升，而且士气有

些低迷。我为此感到费解，直到列兵李

文波因为训练受伤，才知道问题所在。

那几天，在班长吕浩然的带领下，

李文波进行手榴弹投掷训练，由于练

习时间较短，距离良好标准总是差那

么两三米。他越练越急躁，按照“尖子

训练法”的诀窍，刻意发狠蹬地转体，

却因手臂力量不足、身体协调性不好

摔倒在地，扭伤了腰。

回到宿舍，李文波一个劲地向大

家表示歉意。吕浩然赶紧安慰道：“没

事的，大家都能理解。训练还是要循

序渐进，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和方法，

不能急于求成……”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吕浩然的

一番话，引起我的思考：训练尖子之所

以能够成为尖子，是因为他的训练方

法比较特别，还是因为他坚持不懈、不

断突破自我？“尖子训练法”对基础薄

弱、接受能力较差的战士是否同样适

用？这一连串问号让我意识到，自己

的组训方法并不科学。

“训练方法好也须因人而异，我不

该简单照搬套用……”当晚点名时，我

主动叫停了“尖子训练法”。事后，我

找到文书，查看排里同志的军事训练

登记卡。这些登记卡详细记录了大家

今年以来各个课目的训练情况，谁有

哪些优势特长、哪个存在短板弱项一

目了然。

接下来的时间，我吸取教训，依托

登记卡上的信息，结合每名战士实际

情况展开分组训练，让大家在训练尖

子 的 帮 带 指 导 下 固 强 补 弱 。 此 举 一

出，成效明显。

上级组织的比武考核如期而至。

排里战士表现亮眼，所有课目成绩均

在良好标准以上，5 公里武装越野全部

达到优秀水平。

（夏泽华整理）

训练方法好，也须因人而异
■海军某部干部 陈华新

11 月中旬，陆军

某 旅 依 托 山 林 地 组

织 各 分 队 开 展 专 攻

精练。

左图：侦察分队

隐蔽渗透。

肖祖滨摄

下图：防化分队

在硝烟中突进。

谢文剑摄

该团官兵对照照片规范库室设置。 吴顺佳摄

微议录

闪耀演兵场

几个月前，连队调整干部骨干，几

名年轻军士走上管理岗位，六班副班

长王家宝就是其中之一。

从过往的表现看，无论军事训练

还是理论学习，王家宝都十分出色，但

管理经验较少。因此，对他做好帮带

提醒，我义不容辞。

前段时间，六班班长休假，王家宝

代行班长职责，并毛遂自荐担任连值

班员。我觉得心里不托底，便把值班

员工作流程和注意事项反复跟他讲了

好几遍，直到他了然于心。

第二天，王家宝“走马上任”，安排

工作有条不紊，大家都夸他第一次值班

就有模有样。我心里暗喜，幸好提前帮

他捋清了工作思路。于是，我决定趁热

打铁，赶紧替他筹划下一步的工作。

接下来的两天，我看到王家宝带

领体能较差的战友进行强化训练，就

叫停训练，现场指导他如何分组、如何

补差；碰见王家宝检查内务，我又马上

提醒他应该严查哪些卫生死角、哪些

同 志 的 内 务 经 常 出 问 题 …… 几 次 下

来，我帮带热情似火，却没注意到王家

宝的情绪越来越低落。有一天，我收

到了他写的一张小纸条：“谢谢您这段

时 间 的 指 导 。 希 望 您 能 给 我 一 个 机

会，让我尝试独立开展工作，为成长积

累经验。”

此话的言外之意，让我不禁反思

这两天的所作所为，终于意识到：自己

的指导帮带无意间干扰了王家宝的工

作，让大家误以为我对他并不信任。

“要指导有方、帮带有度，切忌大

包大揽、越俎代庖。”我知错就改，开始

减少对王家宝工作的过多干预。刚开

始时，他面对各种新情况有些手忙脚

乱，但很快摸索出应对方法。遇到问

题 无 法 解 决 时 ，他 则 会 主 动 找 我 请

教。我一改往日的“指手画脚”，先倾

听他的想法，再给出对策建议。

一 周 的 时 间 很 快 过 去 。 连 务 会

上，连长肯定了王家宝担任值班员期

间的表现。我在由衷替他感到高兴的

同时，也在心里告诉自己：要给战士多

一些信任，适当放手能加快他们成长。

（赵紫寒、本报特约通讯员慕佩洲

整理）

指导不可少，切忌越俎代庖
■第 80 集团军某旅干部 陈传京

带兵人手记

这组“带兵人手记”，从新闻专业角度看，属于老生常

谈。但对于抓建部队来说，却是常讲常新。须知，基层存在

的很多“常见病”往往因带兵人某种欠科学的观念、一条不

合理的举措而引起。其中的道理很简单，改变也没什么难

度，关键在于能否及时意识到，并立行立改、一以贯之。希

望一线带兵人以此为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