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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宴”原指不参加宴请或撤销宴

席，后引申为“不用公款大吃大喝”，是远

离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有效方法。

半个多世纪前，老一辈革命家董必

武罢过一次“宴”。那时，董老赴旅顺视

察。一天中午，看见桌上摆着好酒好菜，

董老扭头便走。秘书说：“不把酒和贵重

的菜撤掉，董老今天中午就不吃饭了。”

接待单位领导连忙解释：不是特殊准备，

海鲜是自己捞上来的。董老丝毫不为所

动。大家被董老坚持原则、节俭生活，不

搞铺张浪费的高尚品德感动了。

“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

间”。“四风”之所以会反弹，穿上“隐

身衣”，大搞“新变种”，大多从点滴的

细节开始。这既有对“四风”心有向

往，也有过不了“人情关”以及心存侥

幸的原因。

来了工作组，接待不好怕得罪人；来

了老熟人，招待不周怕伤感情。于是，总

是想着法子超点标准。人情面前无原

则，朋友来了忘纪律，败坏的是风气，走

向的是歧途。当然，如果被接待的人一

看房间配了水果、桌上有高档酒菜，马上

拿出董老的“罢宴”精神，甚至“罢住”，那

么，就会出现“一个巴掌拍不响”的现象，

“四风”也将难行其道。

无形的自觉，往往见诸于有形的细

节。公孙仪“嗜鱼而不受鱼”，包拯“不持

一砚而归”……这样的自觉，维护的是风

气，保全的是自己。如果都当“差不多先

生”，看似当好人，其实在害人。“你在消

极腐败面前当好人，在党和人民面前就

当不成好人，二者不可兼得。”因此，反对

“四风”，先要知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

做，然后坚决有力执行规定。

反对“四风”，最难的是落实，最怕

的是高喊口号空表态。要有“罢宴”精

神，把“四风”的“隐身衣”及时扒下，把

“四风”的“青纱帐”无情掀翻，让那些隐

藏的灰尘不至于发展成为政治生活的

“雾霾”。

“罢宴”底气从何而来？来自于党性

自觉、来自于对纪律规矩的敬畏。只要

人人都以对党负责的态度，严格依照法

规制度办事，而不是迎合个人好恶做事，

我们的政治生态就会更加天朗气清。

“罢宴”底气从哪里来
■陈 卓 邓雪飞

前不久，某旅供应保障连连长翟兆
元遇到一件尴尬事：为了加油站站门钥
匙的归属问题，跟机关业务部门闹了个
“大红脸”。

一次夜间检查，翟连长走遍所属全
部点位，唯独进不去铁门紧锁的加油
站。原来，前段时间旅里的油料保管员
刚刚划归供应保障连管辖，但站门钥匙
仍由相关业务科室保管。加油站距离
营区较远，属于安全管控重点部位，翟
连长越是进不去，心里越是没底。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来到机关索要
钥匙。“既然油料保管员属于供应保障
连编制，加油站的钥匙也应该由连里保
管。”翟连长向运输投送科姜助理说明
情况，并陈述了理由。
“这把钥匙关系全旅的油料保障工

作，油料审批、油料请领、油站管理等业
务比较复杂，你有这方面经验吗？”姜助
理一句话就把翟连长“怼”了回来。

原来，随着部队体制编制调整，供
应保障连作为新单位列编该旅基层建
制序列，以往分属机关管理的部分人
员也划归供应保障连编制。不过，机
关业务部门认为，翟连长缺少油料专
业管理经验，所以就没把加油站钥匙
交给他。

这把钥匙到底该由谁保管？两人
争论无果，将情况上报旅领导，并很快
提上旅办公会议程。

会上，一些助理员认为：“机关业务
科室主管油料协调和统筹，保管加油站
站门钥匙是分内的事儿。”对此，个别科
长也表示认同：“基层没有管理经验，我
们不‘帮衬’着点儿，万一哪个环节出现

差错，会影响保障工作开展。”
“运输投送科主管油料供应业务，

主要负责相关业务工作的协调和统
筹，如在外训练单位的油料供应、本
单位全年的油料指标、加油站油量库
存、分队油料装备和战备油料使用管
理状况等等，而具体的油勤兵管理、
日常管理巡查等事项，应该由基层单
位主抓。”该旅领导分析道，“机关与
基层应该各司其职、各尽其责。让专
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有助于提升工作
效率、保证工作质量。既然油料保管
员属于供应保障连编制，就应该由他
们具体负责。”

旅领导一番话，让大家意识到这个
问题根源所在：“这件事，机关看似认真
负责，实则违规越权。如果机关总是担
心基层干不好，习惯于当‘保姆’‘家
长’，不但影响基层单位正常工作开展，
也会挫伤官兵履职尽责的积极性。”

随后，该旅提出明确要求，机关业
务科室将属于基层的权力还给基层，不
得随意提高管理权限，不得层层加码施
压，基层单位要严格按照要求行使权
力、履行职责。他们还针对这一典型事
例，自上而下开展辨析讨论活动，举一
反三，查找部队体制编制调整以来存在
的类似问题，逐一整改了未及时下放被
装管理权限、机关帮带变成机关“督
导”、新任岗位干部不懂专业等 10多个
问题。

还权于基层，关键在于言出必行、
真抓实干。连日来，由该旅保障部牵
头，各对口科室主动与基层单位建立
帮扶关系，组织基层连队相关人员开
展岗位业务培训，提升履职尽责能力，
真正让基层担起权责当主唱、发挥优
势演主角。很快，供应保障连翟连长
经过培训并考试合格，顺利拿到了加
油站的钥匙。

某旅依法纠治机关违规越权问题—

还权基层彰显法规意识
■王伟旭 陆 超

刘志帅一度宁愿夜里多站哨，也不
想在白天担任连队小值日。

作为一名有着 14 年军龄的四级
军士长，白天站哨让他感觉“很不好
意思”。

1月 22日，已经调到机关工作的老
连长冒着漫天飞雪到基层检查工作，看
到刘志帅在连队门口站哨，眼睛里顿时
多了几分关心：“怎么是你呀？是不是身
体不舒服没去训练场？”

在老连长印象中，军龄 12 年以上
的士官，个个都在班长、技师等岗位上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也享受着
一些“特殊待遇”，不用担任连队小值日
就是其中一项。

一碗水端平，取消“特殊待遇”

老兵的优势在哪里

和刘志帅一样，四级军士长肖龙也
曾对站哨一事颇有微词。
“站岗执勤是每名军人应该履行的

职责，不应该区别对待，这我能理解。
但是，我们工作任务多、肩上责任重，有
时候真的感到很委屈。”去年 12 月下
旬，旅里组织装备换季保养，作为连队
的技术骨干，肖龙一连几天从早忙到
晚，累得腰酸背痛。

那天，从装备库室回到连队，看到
岗哨本上有自己的名字，肖龙还是有些
“不淡定”。“白天干活加班加点，晚上站
岗一次不少。”肖龙几次想找连队干部
谈一谈，可话到嘴边，又担心别人说自
己摆资格、搞特殊，“现在部队各级都在
大力纠治基层‘微腐败’，自己咋能‘开
倒车’？”

刘志帅甚至遭遇过媳妇的调侃。
过去，单位为了鼓励班长安心本职工
作，“奖励”他们每年 10天的“骨干附加
假”。如今这项“奖励”被取消，结婚 7
年的妻子抱怨起刘志帅来毫不留情：
“从上士到四级军士长，你的兵龄在增
加，假期怎么还减少了？”让他费了好一
番功夫才解释清楚。

四级军士长朱华杰记得，自从跨入
当兵的第 10 个年头，班排每次报年度
休假计划，自己都有优先选择权，“如今
不行了，连队休假安排更多的是向训练

标兵倾斜，老兵不再是‘受照顾’对象。”
“军龄上附加的‘特殊待遇’正在逐

步被依法取缔。”朱华杰介绍说，在周末
外出、公差勤务等方面，士官和义务兵
的待遇一样，“现在，老士官和新战士一
起出公差很平常。”
“咋能心里没有想法呢？就算在地

方工厂打工，干了十几年也不能和刚入
行的学徒同等待遇吧？”去年底，一名退
伍老兵离队时直言不讳，“我赞同破除
不符合法规制度的土政策土规定，但
是，如果军龄失去比较优势，选晋士官
的吸引力难免会下降。”

探索“荣誉+”，推开暖心举措

刚性规定更有温度

新年伊始，该旅对照新大纲和上
级指示要求，拟定《军事训练奖惩实
施办法》，年度奖励指标 70%以上用于
军事训练和大项任务。
“为了让这一刚性制度能够更大范

围地覆盖到士官群体，旅里充分考虑
到他们技能强、体能弱的客观实际，
平衡分配技能和体能所占的奖励比
重，并突出表彰教练员群体、班长群
体、技师群体，让士官们增强荣誉
感。”该旅政委傅泽云介绍说。

不仅如此，他们还广泛开展“送
荣誉到家乡，送亲情到战位”活动，
定期表彰一批在抓训练、带队伍、谋
打赢方面的先进典型，探索建立与标
兵家乡媒体共建联育的工作机制，邀
请地方媒体进军营，采访报道从当地
入伍的优秀老兵。

上士吴付涛转岗不气馁，他说，
他精武强能的先进事迹经家乡媒体报
道后，一些当地企业也向他抛出了橄
榄枝，“这份看得见的荣誉，与以往的
‘骨干附加假’等‘特殊待遇’相比，
更能提高老士官退役后参与社会竞争
的优越感，军营履历、军龄资历的优
势瞬间凸显。”

荣誉激发干劲，有温度的规定凝
聚兵心。《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士官探
亲休假规定》明确，士官未随军的配
偶每年可以来队探亲一次。该旅不仅
拿出专项经费整修士官公寓，还选择

在暑假、春节等家属来队高峰期举办
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最美军嫂”
“最美军娃”颁奖典礼，增强已婚士官
幸福感。

呼唤“精细化”，搭台共促发展

探索合理成长路径

前不久，上士杨越竞选机关士官
参谋，由于专业考试成绩不理想未能
如愿。
“士官长、士官参谋都是新岗位。”

杨越建议，可以建立中高级士官人才
库，将中级以上士官细化为指挥型、参
谋型、技术型、管理型、保障型等多种类
型，设计出与之相配套的考评、选取、晋
升、退役等法规制度，实现中高级士官
队伍管理的精细化，让中高级士官的培
养使用更加科学化、规范化。

关注未来发展、优化管理模式、重
视心理需求……座谈中，围绕如何完善
法规制度、激发工作干劲，士官们畅所
欲言——
“现在，如果想晋升高级士官，职业

资格认证是‘硬杠杠’。”上士魏新说，“期
待上级能够尽快制定下发《职业资格认
证使用手册》，方便大家提前筹划。”
“军事训练不能搞‘一锅煮’，老士

官训练更不能长级不长技。”上士黄思
顺建议，以新颁发的《军事训练条例（试
行）》为依据，制定《军事训练分层施训
措施》，细化量化不同兵龄、不同专业的
士官训练标准，使老士官能够集中精力
升级能力素质，增强岗位认同。
“我希望能够有机会接受交叉培

训、轮岗锻炼。”四级军士长章基期待自
己能够成为一技多长、一专多能、一兵
多用的全能型“士官专家”，“针对配发
新装备实际，希望单位能够与科研院
所、装备厂家建立联合培训机制，尽快
组织士官进行相关专业培训。”
“依法规范对士官群体的激励、

培养和管理机制，不仅提升了中高级
士官的岗位认同感，也促进了连队内
部氛围更加融洽和谐。”如今，再担任
连队小值日时，刘志帅已经能够坦然
面对。

宋方武摄影 梁 晨制图

老兵重回哨位之后……
—第71集团军某旅依法取消士官“特殊待遇”的一段经历

■孙 磊 蘧广伟

军营话“法”

保密追踪

1月下旬，武警湖北总队机动支队通过组织官兵参观法纪图片展览、开展模

拟法庭辩论等活动，为官兵普及法律知识、解决涉法难题。图为1月25日，该支队

警勤中队战士正在参观法治教育挂图。 何智利摄

以案说法

时下，微信这一即时通讯软件风靡

全球，聊天群、朋友圈日益成为官兵获

取外界信息的重要窗口。殊不知，微信

以其信息量大、共享便捷、功能齐全等

特点，在满足官兵通信和娱乐需求的同

时，也将一把无形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悬在了官兵头顶。

当前，很多基层单位都自发建立了

微信群，有的还把微信群逐步拓展成了

工作平台。有些人为省时省事，抱着侥

幸心理，贸然通过微信群传达一些涉密

事项，类似“占被（战备）”“正伟（政委）”

“一号（首长）”的字眼，看似密语通信，

实则无异于掩耳盗铃。

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浪潮涌动，

敌特分子的政治渗透更趋隐蔽化、情

报窃密更趋无形化、技侦手段更趋尖

端化。军事秘密一旦泄漏，军人身份

一旦暴露，很容易被敌特“盯上”，将木

马病毒植入手机等智能终端，个人所

有通信记录都将变得完全透明，在微

信群传达涉密通知也就等于“抄送”给

了敌特分子。

有人侥幸地认为，一两个关键词所

蕴含的可用信息并不充分，即便泄漏出

去也没什么大不了。但需要注意的是，

当若干条可用信息经过多源情报融合、

综合分析研判，生成一条完整信息并不

难，几个孤立词汇完全可能将一个战备

方案、作战计划甚至战略动向暴露无

遗，其造成的后果往往是毁灭性的。第

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军作战参谋福克基

尔正是基于对一只猫的品种、放风时

间、豢养性质、主人地位等信息进行综

合分析后，判断出法军一个师指挥部的

地下掩体位置。

保密没有“四舍五入”。毛主席

曾说，保守秘密“九分半不行，九分九

也不行，非十分不可。”分析近年来发

生的泄密案件，大多是因为没有严格

按规定落实制度，为图方便简化一

步，铤而走险越界一步，其实是朝着

“雷区”迈进了一步。保密成效的评

判标准没有“完成率”“贡献率”“加权

比”一说，多发送一个字节、多暴露一

帧图像，都具有灾难性的摧毁力。

保密没有“亡羊补牢”。一旦出现

泄密问题，便没有弥补机会，任何侥幸

导致的后果都不能修复，而只能眼睁睁

看着事态像核裂变一样呈几何级恶化

失控，最终造成无法抹平的创伤。不少

因失泄密而受到惩戒的人，在现身说法

中几乎都使用了同一个高频词——侥

幸，自以为这么做“摊不上我”，没想到

结果真“摊上了”。

保密没有“惊蛰春分”。常言讲：春

耕夏耘，秋收冬藏。很多事情讲求因时

制宜，而保密却没有所谓“关键时期”

“突出时期”“敏感时期”，必须常抓不

懈、长劲不松，时刻紧绷思想之弦、封堵

泄密漏洞、把牢保密关口，“停一下”就

要出乱子，“松一下”就要闯大祸。只有

坚持将保密纳入官兵综合素质培养体

系，嵌入意识、融入思想，才能真正做到

长抓久安。

三军之事，莫重于秘。网络背后的

黑手看不见、摸不着，却能将一个人推

向深渊，将一次战争推向失败。万无一

失、谨言慎行，注定是保密永恒不变的

价值底色。

不要小瞧敌特分子的“智商”
■钟定航 雷 坚

方 汉绘

有人说，信息化战争一定程度上是“士官的

战争”。身为基层军官的“左膀右臂”、干部管理

的“参谋助手”、连接官兵的“纽带桥梁”，不少

士官都在“中军帐”里发挥着“顶梁柱”的作用，

他们用铿锵有力的脚步，丈量着强军兴军的伟大行

程；他们用一默如雷的坚持，汇聚起攻坚克难的强

劲力量。

强军之道，要在得人。为增强部队吸引力凝

聚力、有效激发士官积极性主动性，需要加快推

进士官制度改革、持续释放政策制度红利，调整

完善士官身份定位、职业发展、分类管理、选拔

培养、退役安置等法规政策，为建设一支堪当强

军重任的高素质士官队伍提供坚强制度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