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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 望 镜

最近，笔者听说这样两件事：某部

在 远 离 机 关 的 营 区 设 立 了“ 机 关 办 事

处”，由一名常委牵头、机关各科室分别

派人轮流值班，及时为相关基层单位提

供指导帮带和精准服务，受到官兵普遍

欢迎；另一个旅级单位定期组织挂钩帮

建活动，安排机关干部到基层蹲点，以

便及时发现和解决制约基层建设的难

点堵点问题。

无论前置办公，还是挂钩帮建，其目

的都是为了让机关干部深入基层、置身

一线，通过实地调查、问需于兵，提高党

委机关指导帮建基层的主动性、针对性

和实效性。

笔者曾就这个问题，与一些机关干

部进行过交流。他们坦承，在帮建基层

过程中，有时缺乏主动意识，习惯坐在办

公室里等着基层官兵上门提需求，导致

有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帮建质效难

有一个大的提升。

基层是部队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

基础。各级党委机关一直在树立大抓

基层的鲜明导向，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

基层，把指导帮建的着力点放在提高基

层自建能力上。但必须看到，一些基层

主官年纪轻、阅历浅、经验少，工作缺少

思路和方法，遇到依靠自身无法解决的

问 题 时 ，又 不 愿 向 上 反 映 、寻 求 帮 助 。

这个时候，除了对他们进行教育引导，

还特别需要机关干部主动站出来，及时

帮带。

如何帮带？比较科学的做法是“帮

带不替代，放手不撒手”，这里面大有学

问。落到具体工作中，还需具备一个前

提条件，就是把基层的情况摸透，把问题

的症结找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更没有决策权。因此，作为机关干部，平

时要扑下身子、“脱鞋下田”，多进班排宿

舍、多到演训现场、多问基层官兵，在零

距离体察和交流中听兵言、汇兵智，知实

情、出实招，从而靶向用力、精准施策。

切不可“情况不明决心大，心中无数点子

多”，以“有害的积极性主动性”给基层帮

倒忙、添乱子。

帮建基层，“主动”里面有学问
■石 伟

基层之声

近日，南部战区海军某保障大队组织开展装备维护保养。图为一名电工技师在认真检查装备。

张 梁摄

“李班长是个急性子。”在武警湖南

总队张家界支队某中队，这是很多官兵

对一级上士李壮的第一印象。

5 年前，李壮转岗到现在的中队。

在原单位，他担任班长多年。得知这一

情况，中队党支部决定用其所长，继续

任命他当班长。

刚 一 上 任 ，李 壮 就 展 现 出“ 风 风

火 火 ”的 作 风 。 一 般 来 说 ，考 虑 到 新

兵训练基础普遍较弱，一开始对他们

的 要 求 ，多 是 训 练 成 绩“ 良 好 ”即 可 ，

但到了李壮这里，这个标准被提高到

“优秀”。

新兵下队时，战士陈琳生的 3000 米

跑成绩勉强及格。在李壮的要求下，深

蹲 、蛙 跳 、冲 刺 、耐 力 跑 ，每 天 轮 番 上

阵。终于，在一次测试中，陈琳生的成

绩突破到“良好”，只差 5秒就能跻身“优

秀”之列。

“你这次没掌握好节奏，明天再跑

一个 3000 米。”对于陈琳生的进步，李

壮没有过多表扬，反而直指问题和不

足。陈琳生听后心里不是滋味，觉得班

长太急于求成。

第二天，陈琳生本想敷衍了事，想

不到李壮不仅陪着他一起跑，还在一旁

不停“唠叨”：“跟着我的节奏，深呼吸”

“加大步子”“保持匀速”……

前 半 程 ，陈 琳 生 对 李 壮 的 指 点 充

满质疑：“速度比我平时还慢，这真的

有用吗？”可到了后半程，他发现，自己

非 但 没 有 像 以 往 那 样 因 体 力 不 支 减

速，反而越跑越有劲，最后 100 米还有

力气冲刺。

到达终点，陈琳生的成绩比之前快

了 15 秒。不过，没来得及高兴，他又被

李壮拉到草坪上，开始做拉伸放松。

“ 班 长 总 是 希 望 我 们 能 成 长 得 快

点，再快点。”后来与李壮熟悉了，陈琳

生开始理解他的“急”，甚至有点心疼，

“别看他对我们要求严、标准高，他对自

己更‘狠’。”

作为跨单位交流任职的班长，李壮

希望自己尽快掌握新专业、适应新环

境。有的战友善意提醒他注意劳逸结

合，别练得太狠，他不以为意：“没关系，

累不倒！”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一段时间过

后，因劳累过度，李壮的腰部受到损伤，

训练时疼痛难忍。医生建议住院治疗，

结果，他拿了几副膏药就走了。

当 时 ，临 近 年 终 考 核 ，班 里 有 的

同志训练成绩不理想，李壮从医院回来

后，马不停蹄来到训练场，带着大家加

练。最终，全班战士成绩“全优”。

谁 能 想 到 ，这 么 个“急 性 子 ”的 班

长，也常常把“慢慢来”挂在嘴上。

一次，中队组织 400 米障碍测试，

全 班 排 名 垫 底 。 看 着 成 绩 单 ，李 壮

“急”了——连夜研究制订训练计划，

并根据班里每一个战士的特点规范技

术动作。

但一开始，一些战士没能正确掌握

过障技巧，成绩不升反降，本以为会受

到班长批评，结果李壮却对他们说：“慢

慢来，多练几次就好了。”

在 接 下 来 的 训 练 中 ，战 士 们 发

现 ，“ 慢 慢 来 ”几 乎 成 了 李 壮 的 口 头

禅 。 当 他 们 因 成 绩 提 升 缓 慢 而 垂 头

丧 气 时 ，李 壮 总 是 这 样 安 慰 ：“ 慢 慢

来，不要着急。”

其实，李壮嘴上不说，心里都是“火

烧火燎”的。每次训练结束后，他都会

认真复盘，帮助大家及时改进。

有时，慢也是一种快。功夫不负有

心人，1 个月后，班里战士找到了适合自

己的速度和节奏，400 米障碍成绩全部

跑进了 2 分钟。

对于“急”与“慢”，李壮有自己的理

解：“任务当前，当然要紧抓快干、耽误

不得。但遇到难题，也要讲科学，保持

定力和耐心，舍得花时间去研究解决，

慢工才能出细活。”

去年，中队组织某课题攻关。作为

训练骨干，李壮负责 7 个课目的教案编

写和教学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内部

资料库里有很多现成的优秀教案，一名

战友建议他稍加改动、直接使用。

李壮摇了摇头。但他还是下载了

不少优秀教案，用于学习研究，并紧密

结合中队实际进行充实、编写。当其他

教练员提前完成相关任务时，李壮还在

反复修改。

功不唐捐。去年的考核中，李壮负

责的课目优秀率均在 98%以上。研究

新年度训练安排时，中队决定今年沿用

李壮编写的教案。接到通知后，李壮二

话不说，立即着手对教案进行新的补充

完善。

一句话颁奖辞：“急”是雷厉风行的

作风，“慢”是善作善成的耐心。这就是

李壮的态度：在“等不得”时全力奔跑，

在“急不得”时稳步深耕。

李班长的“急”与“慢”
■孟培松 黄海粮

前段时间，我带着连值班员检查卫

生，发现了这样一个情况——当时，我

打开洗漱间里的洗衣机，看到里面还放

着洗好的衣服，便询问连值班员是怎么

回事，但他支支吾吾、面露难色。

不用说，肯定另有隐情。回到宿舍

后，还没等我进一步调查，连值班员便

来解释：“连队人员多，洗衣机数量少。

有的战士洗好了衣服，未等晾晒，就接

到了临时任务……”

第二天，我找一些班长骨干了解情

况。他们还告诉我，旅里给每个连队配

发了洗衣机，但不够用，官兵洗衣服要

排队等候，有时还会轮不上。而且，连

队规定操课时间、就寝时间均不允许使

用洗衣机，大家选择的余地就更小了。

于是，一个新的疑问浮现在我的脑

海：为什么没人主动反映“洗衣难”的问

题呢？

“这说明，我们干部骨干对大家的

关心关爱还不到位。”连务会上，一排排

长的发言引起了我的反思：官兵生活在

同一个屋檐下，天天朝夕相处，却对这

样一个问题视而不见，干部骨干首当其

责。有一句话说得好：细微之处见真

情。作为一线带兵人，不仅观察要细致

入微，工作更要提高精细度。比如，旅

里配发了洗衣机，其使用效果如何、官

兵们是否满意，必须进行及时跟踪。

后来，经过党支部研究，连队决定

使用基层事务费购置几台洗衣机。得

到上级批准后，我们对洗衣机的使用时

间进行了调整，最大限度满足官兵需

求。除此之外，干部骨干举一反三，主

动查找工作生活中存在的细节问题，并

加以改进：炊事班给餐桌上增添了多种

调料，以满足不同地域官兵的饮食需

求；改进智能手机管理方式，方便官兵

应急取用……

细致入微暖兵心。在此过程中，我

还教育引导官兵强化“以连为家”意识，发

现问题及时反映，遇到困难主动作为，积

极为连队建设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童康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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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兵人手记

初春时节，东部战区陆军某旅组

织基础课目考核，检验官兵阶段性训

练成果。

某 连 班 长 许 现 伟 沿 着 规 定 路 线

出发不久，就接到考核组临机导调的

特 情 。 他 迅 速 卧 倒 ，紧 接 着 几 个 侧

滚，将自己隐蔽在草丛里。

终 于 到 了 实 弹 射 击 考 点 。 许 现

伟迅速调整呼吸，心里默念射击动作

要 领 ，瞄 准 、击 发 ，几 声 枪 响 ，子 弹 精

准命中目标。来不及休息调整，他立

即奔赴下一个考点。

手 榴 弹 使 用 、战 场 防 护 、掩 体 构

筑与伪装等课目考核连贯实施，炮火

拦阻、“敌机”侦察等特情不时穿插其

中，各种挑战如影随形。

“总用时 5 小时 36 分 45 秒！”考官

按下秒表，许现伟长舒一口气。

走下考核场，许现伟有些意犹未

尽：“课目之间无缝衔接，各种特情贯

穿 全 程 ，虽 然 很 累 ，但 更 能 检 验 出 真

实水平！”

这 正 是 该 旅 党 委 的 用 心 着 力 之

处 。 据 介 绍 ，此 次 基 础 课 目 考 核 ，他

们 一 改 以 往“ 课 目 单 独 组 织 ，人 员 独

立 参 加 ”的 考 核 模 式 ，按 照 大 纲 标 准

和 实 战 要 求 ，从 难 从 严 设 置 考 核 条

件 ，将 基 础 课 目 按 战 斗 进 程 串 联 起

来 ，实 施 全 过 程 连 贯 考 核 。 同 时 ，考

核场地设置贴近真实战场，适时嵌入

战术背景，参考官兵必须在规定时间

内到达指定考点。

“ 比 考 场 更 加 残 酷 的 ，是 未 来 战

场 ；比 成 绩 更 为 重 要 的 ，是 打 仗 本

领。”该旅作训科科长告诉笔者，此次

考核模式的改变，源于旅党委对过去

做法的反思。

“ 一 张 桌 子 一 块 表 ，考 完 一 场 等

一 场 ”，曾 是 该 旅 基 础 课 目 考 核 场 上

的 情 景 。 虽 然 考 核 结 果 能 一 定 程 度

反 映 官 兵 的 日 常 训 练 水 平 ，但 无 法

检 验 出 其 是 否 具 备 实 战 能 力 。 同

时 ，这 种 做 法 也 会 掩 盖 一 些 不 易 察

觉的问题。

“ 基 础 课 目 ，我 们 从 当 兵 第 一 天

就开始练。单个课目考核时，往往成

绩 优 异 ，然 而 多 个 课 目 连 贯 考 ，就 可

能会‘栽跟头’。”新的考核模式，首先

考 验 的 是 官 兵 体 能 储 备 。 某 连 装 甲

底 盘 技 师 张 明 凯 ，就 因 为 体 力 跟 不

上，没有取得理想的成绩。

但张明凯也有收获，他及时发现

了自身不足，决心把提高体能作为下

一步的训练重点。

与 张 明 凯 一 样 ，下 士 肖 俊 雄 也

通 过 此 次 考 核 ，找 到 了 今 后 的 努 力

方向。

以 往 ，在 射 击 训 练 中 ，肖 俊 雄 总

喜 欢 琢 磨 据 枪 、瞄 准 、击 发 等 动 作 要

领，对结合战术背景的综合训练重视

不够。这次考核过后，他有意识地对

此进行了强化训练。不久后，连队组

织单兵综合考核，他在完成多个战术

动作和情况处置后，使用 5 发子弹打

出了 50 环。

二级上士张细雄，是连队的训练

尖 子 ，在 这 次 考 核 中 ，因 为 没 有 事 先

观 察 好 地 形 ，遭 遇“敌 ”伏 击 ，成 绩 不

尽如人意。

起初，张细雄对考核结果并不服

气，认为考核组在故意为难。但事后

复 盘 分 析 ，他 才 意 识 到 ：假 如 这 次 是

打 仗 而 不 是 考 核 ，自 己 可 能 已 经“ 阵

亡”了。

提 高 敌 情 意 识 、强 化 实 战 思 维 ，

经 过 考 核 的 洗 礼 ，官 兵 们 成 长 进 步

了不少。

作为考核的组织者，该旅作训科

参 谋 苏 元 棚 同 样 感 触 很 深 ：“ 过 去 组

织考核，官兵需要提前分组前往各个

考 点 ，再 分 多 个 波 次 依 次 参 考 ，不 少

时间浪费在‘等待’上。如今，以建制

班为单位，间隔一定时间逐人流水作

业，考核效率明显提高。”

“ 这 样 的 考 场 像 战 场 ！”这 段 时

间 ，考 核 的 话 题 仍 在 该 旅 持 续 发 酵 。

各营连官兵在热议的同时，结合考核

暴露的短板弱项，深挖日常训练存在

的 问 题 ，逐 项 制 订 补 差 措 施 ，开 展 专

攻精练。

立 起 考 核“ 指 挥 棒 ”，立 准 训 练

“ 风 向 标 ”。 该 旅 领 导 介 绍 ，新 的 考

核 模 式 是 旅 党 委 推 进 基 础 训 练 走 深

走 实 的 一 次 尝 试 。 下 一 步 ，他 们 将

在 敌 情 背 景 、场 地 设 置 上 提 高 针 对

性 、险 难 度 ，进 一 步 锤 炼 提 升 官 兵 打

仗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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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武警广西总队桂林支队组织体能强化训练。图为战士进行翻轮胎比赛。 施晨洲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