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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诊申请不再限制人数，机关不
得随意干扰官兵就诊，接送车辆返回
时间视看病情况确定……”看着旅里
作出的新规定，第 73集团军某旅战士
小李倍感惊喜之余，再次向连队申请
外出就诊。

前不久，该旅机关调查发现，不
少基层官兵生了病却不愿去医院，甚
至坚持带病训练。深受感动的同时，
该旅领导决定，每月抽出两天时间，
统一安排有需要的官兵去医院就
诊。患有慢性疾病的小李需定期到
医院检查和理疗，规定的出台，让他
省去了找军医开具转诊单和正课时
间逐级请假等步骤，对此，小李满心
欢喜。

然而，一段时间过后，当机关再
次通知基层上报就诊人员名单时，细
心的卫生科助理员黄艺超注意到，不
仅上报的人数寥寥，而且小李等几名
需要去医院复查的病号也都没有申
请就诊。

意在暖兵心、解兵难的集体就诊
缘何遇冷？黄艺超找来小李等战士深
入了解情况，他发现官兵们不愿意提
出申请，跟集体就诊时的尴尬遭遇不
无关系。原来，为做好外出看病期间
人员管控，该旅专门指派一名机关干
部带车，督促官兵在外看病时维护好
军人良好形象。不定时组织集合，检
查官兵在位情况；集体带入带出，保持
整齐划一的队列……一系列举措让战

士们感到十分不便。
“外出看病时间本来就紧张，还要

浪费精力应付管理，实在是头疼。”战
士们坦言，与其跟随大部队“坐 2小时
车，看 5分钟病”，不如周末请假自己去
医院。

外出看病是官兵的正常诉求，抓
好人员管控是维护军人良好形象的必
然要求，到底该如何平衡？
“我们要用信任的眼光看待基层

官兵，组织集体就诊本意是为官兵提
供便利，在外维护良好形象没有错，但
不能让过度管理影响看病效率。”了解

到这一情况后，旅机关随即展开调研，
根据官兵意见建议对就诊时间、管理
要求等进行了调整，让官兵外出看病
更从容。

在此基础上，该旅还举一反三，反
思日常工作中存在的“好心办坏事”
“福利变成负担”等现象，打通服务官
兵的“最后一公里”，树起问计于兵、问
需于兵、问效于兵的新风尚。
“没了盯着自己的那双眼睛，心里

装满了上级对咱们普通一兵的关心厚
爱。”再次登上集体就诊的大巴车，小
李道出了战友们的心声。

集体外出就诊为何遇冷
■徐明章 饶逸君

前不久，某部官兵公认的优秀班长

代某因为考核时30×2蛇形跑差了0.1

秒没及格，在士官选晋时被“卡了脖

子”。无奈之下，代班长只好含泪退伍。

按理说，这应该是单位树立练兵打

仗导向、刚性执行制度规定的一个典型

案例。然而，深究事件始末，令人颇感

唏嘘。原来，考核前，代班长还在参加

旅里组织的教学法集训，积极准备示范

观摩的教案；考核当天，他才接到连队

的考核通知，匆忙归队参考；考核结束

后，机关既没有及时通告成绩，连队也

没有跟踪查询结果。

当然，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

“训练课目不及格，自身军事素质存

在短板弱项，没能正常晋升怨不得别

人。”可是，由于考核的不确定因素很

多、偶然性较大，“一考定终身”的晋

选排名方式显然尚欠科学。倘若准

备时间和其他人一样充分，抑或当场

依规补考，代班长的命运或许就会截

然不同。

和这次遗憾落选相比，更可怕的是

背后折射出的冷漠。事后，连队主官惋

惜道：“平时代班长干啥都让人很放心，

本以为他转士官是板上钉钉的事儿，没

想到出了意外。”感到放心就漠不关心，

有人代管就撒手不管，在关系到战士切

身利益的事情上想当然、出错情，这是

不是一种失职？

这些年，虽然信奉“巴掌底下出好

兵”的带兵人没有了，但“身在兵中不知

兵，日常生活避开兵”的现象却时有发

生。随着智能手机使用的放开和军营

娱乐生活方式的转变，官兵之间“键对

键”“屏对屏”的时间多了，有的干部干

脆懒得“面对面”，乐得“躲进小楼成一

统，管他欢乐与哀愁”，对战士缺乏感

情，很少关心体贴。

强军之道，要在得人；带兵之道，贵

在带心。战士干事尽心，我们更需主动

关心贴心。俗话说：锅不热，饼不贴。希

望我们的基层带兵人对待战士都能像火

一样热，带着同志情、兄长爱关心爱护战

士，对涉及战士利益的具体问题积极出

主意、想办法，帮人难处，成人之美。如

此，强军人才必能充分涌流，强军事业方

能薪火旺盛。

战士遗憾退伍谁之过？
■马荣根

11月底，东部战区海军某训练基地组织实弹射击，新

兵王权雨用5发子弹打出50环，指导员当场为他颁发荣誉

证书、佩戴大红花，战友们纷纷称呼他为“满环射手”。

杨 帆、孙 阳摄影报道

“满环射手”

隆冬时节，第 79 集团军某旅多功
能厅内，100多名符合选晋条件的士官
手握个人档案、正襟危坐。在风气监
督员的全程监督下，机关干部和营主
官正逐一审核他们的个人情况并进行
现场打分。

轮到一营火炮技师高峰，只见大
屏幕上，陆军“砺装-2019·维修能
手”比武履带装备底盘修理班组赛第
一名和单兵赛第二名、跨区演习“五
虎精兵”奖章等个人荣誉悉数闪过，
士官选晋考核成绩、年度军事训练考
核成绩等数据一一公布。经过综合评
定，他以95分的成绩高居榜首。
“不是在修火炮，就是在修火炮的

路上。”细数一年来的经历，高峰告诉记
者，今年为了备战上级比武竞赛，他在
连队待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半年，本来
自己心里还有点忐忑，担心离队太久会
影响加分，如今顺利选晋四级军士长，

更坚定了他靠素质立身，凭实绩进步的
信念。
“晒练兵备战的成绩，看当兵打仗

的素质。”士官选晋的硬标准清晰地立
在全旅官兵的面前，谁上谁下一比就
知、一目了然。然而前不久，士官选
晋工作可把人力资源科干事王子政愁
坏了：全旅 160余名老兵涉及复转，绝
大多数有选晋意愿，可依据编制实
力，上级只给了不到一半的留队名
额。在交班会上，为了多争取一个名
额，不少营主官争执不下。

这也难怪，老士官带兵能力强、
管理经验多，有他们在，连队工作开
展起来将更加高效顺畅。老兵浑身都
是宝，不论是班排骨干还是保障技
师，作用都很大，谁留谁走，手心手
背都是肉，到底该如何抉择？
“选人用人要坚持战斗力标准。”几

经研讨，该旅党委决定：严格对照中央

军委基层建设会议上提出的“三个过
硬”新标准，用“对战斗力的贡献率”量
化考评，统筹士官选晋工作，在基层牢
固树立备战打仗的鲜明导向。

打仗本领强不强，考核评比见分
晓。该旅严格士官选晋考核，将战斗力
标准贯穿考核全程，通过电子计时计
数、全程录像、现场评分归档等方式确
保公平、公正、公开。此外，他们还对战
士训练情况、获奖数目、重大任务完成
情况等进行量化评分，力求士官选晋工
作让落选的服气、选上的硬气。运输连
班长李帅虽然处在常用车驾驶员这个
关键岗位，但其在考核中评分靠后，最
终遗憾落选。

风清气正的选晋氛围、聚焦打仗
的用人导向，激发起官兵强军精武的
热情。日前，该旅展开岗位练兵比武
活动，利用训练预备期补齐差距短
板，营区到处是龙腾虎跃的新气象。

留队指标有限，谁走谁留该如何抉择？第79集团军某旅党委学习贯彻中

央军委基层建设会议精神，树立聚焦打仗的选人用人导向—

晒一晒对战斗力的贡献率
■冯立文 本报记者 宋子洵

老士官，大多是对部队建设有益的骨

干人才，他们经验丰富、带兵有方，加之在

部队奉献多年，谁走谁留对基层带兵人来

说，是一个艰难的抉择。

艰难势必夹杂感情，而感情有时会

左右决定。古语有云：门内之治，恩掩

义；门外之治，义断恩。在士官选晋这

一基层敏感事务上，我们必须要克服情

感的羁绊，自觉站在部队建设发展全局

考虑，按照“三个过硬”的新标准谋划，

用制度划出决定走留的那道硬杠杠。

军人生来为战胜，第一身份永远是

战斗员，第一职责永远是备战打仗。这

本领，那本领，能打胜仗才是真本领。有

的战士迎检有一套，迎战不合格；有的士

官保障信手拈来，越障难如登天；有的老

班长打牌气势很足，打仗畏首畏尾……

如此表现，焉能逢敌亮剑、克敌制胜？

班长是军中之母，士官是基层骨干

力量。留下一个爱军精武、本领过硬的

老兵，会带动一群战士热衷训练、奋勇

争先；留下一群心系打赢的老兵，部队

能打仗、打胜仗的底气就足。功名只应

马上取。坚持用战斗力标准选人，用对

战斗力的贡献率择人，完善好、坚持好

这样的考评制度，基层战斗力建设必将

硕果累累。

用制度划出走留的硬杠杠
■第79集团军某旅政治工作部主任 田忠良

“请于本月 11日持户口本等材料到
我园领取录取通知书，并按规定时间报
名注册。”近日，收到原驻地某幼儿园发
来的短信，第 76集团军某旅连长刘光普
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改革调整后，刘连长跟随旅队移防
到了上千公里之外的新营区，由于种种
原因，家属和孩子并没有选择随迁，而是

留在了原驻地。今年，眼瞅着孩子长大，
入学问题渐渐成了刘连长的心头事。经
调查，在这个集团军，跟刘连长情形一样
的官兵还有不少。
“部队移防了，关爱不能断线。”为此，

该集团军对适龄入学的军人子女进行了
情况摸底，一人一表列出详细清单，并积
极协调原驻地双拥部门和教育部门，确保

每名孩子都能到师资力量较好的学校就
读。除此之外，他们还指定专人挨家挨户
走访，收集矛盾困难，持续抓好跟踪服务。

关爱军娃，就是关爱战斗力。连日
来，该集团军部队组织冬季大练兵活动，
官兵们心无旁骛矢志精武，纷纷表示要
练就过硬打赢本领回报组织的关心关
爱。

学有好师资，军人安心
■本报特约记者 吴骁峰 张石水

“军娃们再也不用‘宅’在家里了！”
11月上旬的一个周末，第 71集团军某旅
新建的“淘气堡儿童乐园”内一片欢声
笑语，正陪着女儿玩耍的警卫勤务营副
教导员王鹏脸上满是笑意。

前不久，细心的王鹏发现，女儿经
常一个人生闷气，仔细一问，原来是部
队儿童娱乐设施不足，加上他和妻子常
常不能在身边陪伴，女儿就有了情绪，
这让他十分内疚。

与王鹏感同身受的还有勤务连四
级军士长高峰。前段时间，妻子王水利
带着女儿从老家陕西来到部队探亲。
一天，女儿闹着想出去玩。“这么冷的
天，咱能去哪啊？”王水利的一句话，让
高峰有些难过：家属孩子第一次来部
队，却只能每天待在家里。
“我们的目光不能只盯着解决大

人的生活困难，来队官兵子女的困难
同样值得我们关注”“随着时代发展，

军营儿童娱乐设施也该‘升级换代’
了”……了解到军娃们的“难处”后，该
旅领导在碰头会上研究决定：建设“室
内儿童乐园”，给军娃添置一个“新
家”。

接下来，机关一边指定人员对文化
活动中心内的场地进行清整，一边安排
采购儿童游乐设施。不久，一个功能齐
全、深受孩子们喜爱的“淘气堡儿童乐
园”正式在该旅“安家落户”。

玩有新去处，军娃笑了
■孙钦帅 周振国

基层之声

值班员：西藏军区某工化旅作战支

援营营长 唐宜修

讲评时间：12月13日

眼下，老兵复退和士官选晋工作已
经结束，一些战友离开了军营，一部分战
友选择继续留队，或选取士官，或晋升更
高一级士官，我对大家表示祝贺。

但最近我发现，你们之中有些人萌
生了“松口气、歇歇脚”的想法，感觉好像
选晋成功就暂时进入了保险箱，可以舒
舒服服混上几年，于是出现了工作懈怠、

标准降低、劲头不足等苗头，更有甚者开
始以“老资格”自居，经常叫别人干这干
那，自己当甩手掌柜，这是不允许的。

衔高一级，责重一分。老兵就该有老
兵的样子，士官就该发挥士官的作用，不
能选晋前使劲干，选晋后松一半。这些
年，全军出了很多过硬的士兵典型，有的

是一级军士长，有的是“八一勋章”获得
者，有的是全国人大代表，但他们仍然以
普通一兵严格要求自己，在本职岗位上敬
业奉献，从没因为自己的军衔升高了、荣
誉增多了而放松懈怠。大家要多向他们
学习，争做一名像他们那样的老兵。

（姚 远整理）

衔高一级，责重一分

潜望镜

吴奕照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