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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之声

潜 望 镜

近日，武警湖南总队张家界支队

作训参谋王晓明在检查基层训练情

况时，捕捉到一点“异样”——临近半

年考核，某中队训练场上却不见考前

集中“开小灶”、重点“补短板”的场景。

这让王晓明颇感意外，他径直询

问该中队干部龙民：“这次考核前，你

们不安排补差训练吗？”

众所周知，在重要考核来临前，基

层中队通常会统一组织补差训练，进

行查漏补缺，争取让官兵在短时间内

提高训练成绩。

“我们以前也组织，但今年初中队

党支部一班人研究决定，今后不再这

样做了。”龙民详细介绍了这个决定产

生的来龙去脉。

去年年终考核前，该中队按照一

贯做法，安排了补差训练——教练员

根据每名官兵实际情况，逐人制订训

练方案，帮助其重点突破体能技能薄

弱环节。

经过“固强补弱”，官兵成绩均有

明显提升，就连成绩经常徘徊在及格

线的个别战士，也一跃达到了良好甚

至优秀标准。最终考核中，该中队整

体成绩在总队排名第一。

听到这里，王晓明更加疑惑了：既

然补差训练效果这么好，为什么决定

不再组织了呢？

“确实‘临阵磨枪，不快也光’，通

过补差训练，大家的考核成绩有所提

高，但这并不代表官兵真实的能力水

平，也不能全面反映中队战斗力建设

情况。”龙民解释说。

原来，那次考核过后，龙民对中队

官兵一年来的训练成绩进行了全面细

致的梳理和分析。他发现，有的训练

成绩呈现规律性波动，补差训练期间

明显上升，考核结束就大幅回落；有的

出现比较严重的“偏科”，考核课目成

绩优秀，非考核课目却成绩平平。

龙民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些情

况，是因为大家对训练与考核的关系

存在错误认识。考核本是检验训练成

效的手段，很多人却把它当作训练的

目的。

“就说考核前组织补差训练，我们

会将训练重点向考核课目倾斜，导致

非考核课目训练时间被挤占。可能一

时的考核成绩提高了，但长此以往，隐

患很大。”龙民更担心的是，官兵参加

训练会趋于功利化，考核涉及的内容

就认真练，不涉及的则应付了事。

有例为证。此前一次考核，由于

没有涉及处突队形等课目，个别官兵

备考期间疏于训练，结果外出执行任

务就出现了配合不默契、动作不规范

等问题。

“要让官兵把功夫下在平时，养成

良好训练习惯，不能等着考核前再突

击补差。”当问题摆上台面，该中队党

支部一班人很快达成共识：改变备考

模式，取消考核前补差训练，提高平时

训练的标准要求，立起鲜明导向，锤炼

官兵“时刻准备打仗、随时能够打仗”

的实际能力。

为此，龙民带领各专业骨干，按照

训练大纲要求，科学制订每周训练计

划，合理分配训练时间、设置训练强度，

确保每一个课目都能练充分、练到位。

同时，他要求各专业教练员摸清官兵训

练底数，时刻关注大家训练状态，一旦

发现问题，现场纠正、立行立改。

最初，这一改变得到中队官兵广

泛支持：从平时训练抓起，注重夯实基

础，方法科学合理，更能提高训练水

平。然而几个月后，一次考核来临前，

有些官兵还是陷入了焦虑。

“不组织补差训练，我们心里不托

底。”一次队务会上，几名班长表达了

担忧，“现在，虽然平时训练更加严格

了，大家的训练成绩有了一定提高，但

若不针对考核课目强化训练，要是有

人在考核中发挥失常，影响了个人成

绩和集体荣誉，怎么办？”

不只是战士，有的中队干部也担

心，在备考冲刺阶段，其他中队通过补

差训练快速提升成绩占得先机。

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龙民决定

用事实说话，于是安排了一次摸底测

试。成绩公布，官兵们惊讶地发现，虽

然没有进行补差训练，中队整体成绩

却十分亮眼，甚至一些以往通过补差

训练都很难实现提高的课目，也有了

很大起色。

为什么取消了考核前补差训练，

官兵的成绩不降反升？

“这得益于平时扎实训练的日积

月累。”龙民以防爆弹使用为例解释

道，想要短时间通过补差训练提高这

项课目的成绩并不现实，官兵必须在

平时改正投掷姿势、增强手臂力量、把

准投掷节奏，没有长时间的反复训练，

是很难提高投掷准确度和距离的。

“平时打好基础，形成了肌肉记

忆，考核前不用临时抱佛脚，考核时也

有底气不会慌。”摸底测试过后，官兵

们信心大增，心中的焦虑烟消云散。

陆续通过考核检验且取得不俗成

绩，该中队官兵逐渐摆脱对考核前补差

训练的依赖，平时训练更加认真刻苦。

战士王童的变化就是一个生动写照。

在今年以前，每当训练成绩不够

理想，王童并不着急，也没有提高能力

素质的紧迫感：“等年底考核前突击一

下也不迟。”但现在不一样了，没有补

差训练这棵“救命稻草”，他深知自己

必须在平时努力把基本功练扎实。于

是，每天训练结束后，他经常自我加

练，把“补差”融入了日常、把被动变成

了主动。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王童所有

课目成绩均达到优秀标准，前不久还

登上了中队军事训练“龙虎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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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第 82 集团军某旅机关下发的

一份安全检查通报，让基层官兵眼前一

亮：二连因严格落实安全制度、隐患排查

彻底，被点名表扬。

“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以前机关

检查通报很少会表扬我们。”二连连长

深有感触地说，“有时，即使做得再好，

也 会 被 记 上 一 两 个 不 痛 不 痒 的 问 题 ，

比 如 垃 圾 桶 未 及 时 清 理 、水 壶 擦 拭 不

到位。”

对此，不少基层主官感同身受。此

前，该旅领导在官兵恳谈会上，听到了一

些抱怨：机关到基层检查，似乎不找出点

问题就显得工作不认真……

某连张指导员的一次迎检经历很有

代表性。当时，机关临时抽查基层思想

骨 干 作 用 发 挥 情 况 ，不 少 单 位 措 手 不

及。该连因平时严格落实各项工作要

求，不仅顺利通过了检查，还得到了机关

检查人员的肯定。

但是，张指导员还没来得及高兴，机

关检查人员随后说的一句话，就给他泼

了一盆冷水：“其他单位问题都很多，你

们连不能一个问题没有吧？”检查人员边

说边记录，“思想骨干汇报会，大家发言

不够积极踊跃。”

等到机关检查通报下发后，该连思

想骨干们不乐意了：“我们明明每个人都

发了言，怎么就被定性为‘不够积极踊

跃’呢”“扎实干工作都会被通报，那还不

如一开始就走个过场”……张指导员虽

然也感到有点委屈，但还是努力安抚大

家：“别的单位被通报的问题很多，咱们

连就只有一个……”

“检查的目的是促进工作落实，不

能为了通报问题而故意挑毛病。”听到

基层反映后，该旅领导进一步了解相关

情况，并提出明确要求：机关检查基层

工作，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好的要表扬、

差的要批评，不能掩盖问题，但也不能

人为“制造”问题。

机关人员转变工作作风，激发基层

官兵干事动力。在上个月装备保养工作

检查中，某连因装备完好率较高被通报

表扬。基层官兵给机关检查人员务实作

风点赞：“真抓实干就会被看见，以后工

作更要较真碰硬了。”

得 知 官 兵 的 评 价 ，该 旅 机 关 干 事

汪 鹏 杰 十 分 感 慨 ：“ 以 前 到 基 层 检 查 ，

一 些 官 兵 心 里 不 欢 迎 。 现 在 ，我 们 带

着标准查、盯着实效看，查出问题大家

也服气。”

“检查通报就该有一说一、有二说

二。”该旅领导说，他们希望借此立起鲜

明导向，让机关与基层形成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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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第 73 集团军某旅某连组

织整建制 5 公里武装越野考核，检验近

期训练效果。

“虽然距离优秀标准还有差距，但

成绩较之前有显著提升。”看着考核成

绩单，该连戴连长直言，“没有‘小技巧’

助力，官兵们依靠扎实训练仍然能够取

得明显进步。”

话出有因，戴连长讲起今年初发生

的一件事。当时，旅里组织建制连 5公里

武装越野阶段性考核，该连在全旅排名

靠后。戴连长心里很着急，考核一结束，

就召集全连骨干开会，商讨改进办法。

讨论中，某班陈班长认为，考核成绩

不理想，主要是因为跑步时枪支随身体

摆动幅度较大，影响了速度。他建议，用

编织外腰带将枪支和身体绑在一起。

陈班长的发言引发了共鸣。戴连

长一听，觉得陈班长说得在理，于是采

纳了他的建议。

果不其然，在接下来的一次模拟测

试中，使用此方法的该连官兵，5 公里武

装 越 野 成 绩 较 此 前 提 高 了 整 整 2 分

钟。尝到了甜头，戴连长对下一阶段考

核信心满满，全连官兵也希望尽快打个

漂亮的“翻身仗”。

又一次阶段性考核如期而至。该

连凭借“小技巧”，再度跑出好成绩。然

而，成绩通报让该连官兵傻了眼：“综合

判定不及格。”

戴连长第一时间找考官询问原因。

“你们将枪固定在身上，不符合实

战要求。这样做在考核时固然能够提

高成绩，但若上了战场，遇到突发情况，

却会耽误出枪速度。”考官的回复让戴

连长深感惭愧。

回到连队，戴连长召集全连官兵复

盘反思考核情况，并通报了考官作出成

绩判定的依据。他当着全体人员的面

进行自我检讨，承认不应该为了提高考

核成绩而投机取巧。在发言的最后，他

说：“相比掺杂水分的‘优秀’，我们宁可

要货真价实的‘及格’。”

会后，戴连长带领骨干认真分析每

名官兵训练情况，研究更有针对性的训

练方法，并严格组训。

“告别‘小技巧’，练出真本领。”戴连

长说，现在连队官兵深刻认识到要想提

高训练成绩，除了扎实苦练，别无他法。

如今，不光是 5公里武装越野，官兵们参

加所有课目训练都求真务实、一丝不苟。

告别“小技巧”，练出真本领
■胡建厚 廖中阳

营连日志

上图：日前，陆军某团组

织开展刺杀对抗训练，锤炼

官兵血性胆气。

强矗新摄

下图：仲夏时节，武警安

徽总队某大队组织战备拉动

训练。

王祎鑫摄

前 不 久 ，武 警 某 部 一 名 机 关 干 部

到 基 层 中 队 当 兵 锻 炼 ，发 现 该 中 队 因

受 场 地 限 制 ，一 些 新 增 设 的 课 目 难 以

展开训练，于是主动将问题带回机关、

推动解决。

不到半个月，该中队的训练场地修

缮完成，训练器材配发到位。同时，考虑

到官兵对新课目训练不够熟悉，机关积

极沟通协调，让该中队骨干前往友邻单

位跟训学习。谈及此事，该中队干部说：

“还没等我们开口求助，机关就主动作

为，解决了一揽子的问题。”

人们常说：“事上做，事上见。”机关

为基层解难成效如何，正是体现在一件

件事上。笔者在工作中发现，个别机关

干部在为基层服务、为官兵解难上，存在

办事拖沓、虎头蛇尾、效率不高的现象。

比如，正当的休假申请需经过复杂的审

批程序，合理的经费报销一拖再拖才能

办结，等等。官兵们对此很不理解：明明

都 是 符 合 规 定 的 事 ，为 何 办 起 来 这 么

难？究其原因，固然有机关工作人员对

有关政策掌握不透、业务不熟等原因，但

更多的则是个别机关干部没有端正服务

基层、服务官兵的根本态度，用“忙不过

来”为办事不力找借口，把“按程序办”当

作反复折腾的挡箭牌。

其实，不妨换位思考一下：如果自己

因岗位变动、单位调整，家属安置、子女

入学成了难题；所在单位因缺少场地器

材，日常训练难以开展，我们会是怎样的

感受？面对类似的“挠头事”“烦心事”，

如果让基层“一等再等”，时间长了、次数

多了，机关的形象威信就会受损。

而且，一件事不能满足于“办了”，

还 要 看 办 的 效 率 、办 的 结 果 。 倘 若 基

层 的“ 急 难 愁 盼 ”长 期 悬 而 未 决 、久 拖

不决，即使最后得到了解决，官兵们的

获得感还是会大打折扣。

因此，服务基层既要保持温度，也

要提高效率。在实际工作中，各级机关

要强化“基层至上、士兵第一”意识，对

基层的合理诉求，能办的马上就办、紧

抓快办，一时解决不了的，也要把政策

讲透、把难处言明。要落实好“首接负

责制”和“一站式服务”等制度，属于自

身 业 务 范 围 的 事 项 照 单 全 收 、限 时 办

结；涉及多部门协作的事项主动牵头、

协调推进，及时向基层反馈工作进展。

要刀刃向内优化办事流程，打破信息壁

垒、精简程序材料，让数据多跑路、官兵

少 跑 腿 ，打 通 服 务 基 层 的“ 最 后 一 公

里”。

现在，有的部队党委建立了“基层

有 所 盼 、机 关 立 即 办 ”机 制 ，公 开 承 诺

“马上就办、办就办好”，体现了应有的

责任担当。希望各级进一步转变职能、

转变作风、转变工作方式，把基层的呼

声诉求放在心上，把解难帮困落实到行

动中，以雷厉风行的迅捷高效，把好事

办实、把实事办好，让官兵们心无旁骛

地投身练兵备战。

为基层办事别拖沓
■郭洲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