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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流程、制订规范、征求意见……
这几天，某信息通信旅政治工作部干
事李纯清“累并快乐着”。他正忙着梳
理总结旅机关和所属部队疫情防控期
间的好做法，准备提交党委。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一
些工作按下了“暂停键”：一般性的工
作组不派了，有的会议不开了，一些检
查取消了……少了常规工作抓手，倒
逼该旅党委机关创新出台一系列“应
急举措”。

组织视频座谈便是其中之一。该
旅所属部队分布在多个省市，点多线
长，以往搞调研总是派人下部队，耗时
费力，还给基层增加不少负担。李纯
清说，抗疫期间，机关通过接入各营连
的远程会议系统，可以把官兵直接
“拉”到眼前讨论交流，既方便又高效。

从“面对面”到“屏对屏”，一些机
关干部感慨：利用信息化手段提高工
作效率和质量，各种硬件都具备，以往
也不是没想过，但大家习惯了传统的
工作方法，不愿去尝试和改变。

更深刻的总结反思，在全旅展
开。旅政委李克亮向记者分享了他的
心得：疫情发生后，平战“一键转换”，
以打仗的视角观察，平时习以为常的
形式主义就会凸显出来。举个例子，
在平时，为了体现尊重，机关干部大事
小情都要向领导当面汇报，还经常排
不上队。疫情期间，旅里规定：除重要
事项当面请示外，一般事宜电话报告，
机关的工作效率大大提高。

疫情防控关上了“一扇门”，同时
给该旅反躬自省、改进工作打开了“一
扇窗”。官兵的认识越来越统一：要勇
于打破开展工作的传统路径依赖，切
实把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转到科学和
法治的轨道上来。

春节过后，尽管已下发通知，明确
要求各单位防疫不忘练兵备战，但该旅

主管训练的参谋王阿成还是担心驻武
汉某营的训练进度。往年这个时候，他
早就随工作组到该营靠前督导了。前
不久，该营上报第一季度训练考核成
绩，竟比去年同期有所提高，这让王阿
成有些意外。细问才知，该营根据疫情
防控要求，打破以往按建制集中组训的
模式，创新开展分类错时训练，既避免
人员扎堆，又有针对性地对每名官兵进
行固强补弱，提升了训练质效。
“以前机关总对基层不放心、不托

底，经常组织各种检查、考核、评比‘赶
着走’，无形中滋生了‘五多’问题。”事
后反思，王阿成深刻认识到，部队抓训
练有大纲、抓管理有条令、抓建设有纲
要，各领域各方面都有章可循、有法可
依，很多工作任务即使没有机关插手，
基层照样干得有声有色。
“原来该摒弃的东西这么多”“事情

还能这样办”……从非常时期的非常之
举，旅党委一班人看到了自身差距，也

尝到了改革的甜头，决定把经过“战时”
检验的好做法固化下来，形成常态化机
制化成果。

翻开李纯清整理的材料，记者随
手摘录了几条：简化再造机关办事程
序，引入无纸化办公系统，让数据多
“跑腿”，让官兵少“跑路”，提高工作效
率；搭建完善“云视频系统”远程工作
平台，将摄像头、麦克风连接到基层训
练场、会议室，大幅压减下派工作组数
量；转变领导和机关工作指导方式，突
出部署和督导“两头”，减少过程干预，
叫停争彩头的现场会、观摩会，代之以
党委机关分片对口帮带，把着力点放
在提高基层自建能力上……

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该旅的
盘点总结仍在继续。一名旅领导对记
者表达了他的愿望：“都说打一仗进一
步，相信通过疫情之下的反思改进，我
们旅党委机关的工作能更好地拥抱新
时代，产生质的飞跃。”

某信息通信旅总结疫情防控期间管建创新方式—

减负有了新思路 增效有了新抓手
■本报记者 梁蓬飞 特约记者 张能华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人们的身体

健康和生命安全，也改变着大家的工

作生活方式。

曾几何时，有的部队领导和机关

干部身子进入新时代，思想还留在旧

体制，跳不出传统的思维定势、固有模

式、路径依赖，导致“上面乱忙、下面忙

乱”的现象屡禁不止。

日前，中办印发通知，明确要求总

结疫情防控工作中的好做法，充分利

用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化手段提高

督查效率和质量，强调各级领导机关

要打破开展工作的传统路径依赖，切

实把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转到现代、

科学、法治的轨道上来。

在疫情防控非常时期，各单位迫不

得已采取了一些非常措施，无形中促进了

转变部队建设管理方式方法的有益探

索。这种探索坚持打仗标准，围绕平战一

体，推进依法治军，着眼提高效率，克服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形成了一批创新成果。

各级要把这些做法和成果总结好固化好，

加以推广应用、常态落实，努力提高部队

建设水平。

敢于打破开展工作的路径依赖

本报讯 特约记者晏良、特约通讯
员刘大辉报道：4月底，在西藏军区某合
成旅组织的合成营指挥编组作业中，几
名士官参谋提出的专业性意见被指挥
员纳入作战方案，并在演练场上经受了
考验。

士官参谋嵌入合成营指挥链条，是
该旅提高人才使用效益，推动备战打仗
能力不断提升的有益探索。据旅领导介
绍，以往，士官的作用局限于训练管理，
指挥决策层面介入较少。随着部队信息
化、合成化程度越来越高，营级单位兵种
专业类型、武器装备种类增多，要求力量

编配、火力运用、战术协同更加精准，指
挥决策的专业支撑、技术含量日益凸
显。该旅党委一班人研究认为，士官队
伍具备专业优势和实践经验，他们既是
备战打仗具体行动的实施者，也应成为
排兵布阵的“智囊团”。

新大纲施行以来，原本只在军官范
围内开展的很多指挥技能训练被纳入士
官队伍训练范畴。在此基础上，他们按
照指挥编组作业规定灵活调整策略，综
合采取增设席位、一席多人等方式，将优
秀士官纳入作业人员编成，参与合成营
作战行动方案制订、协同推演，在作战精
算、量化分析、数据提供等方面一展所
长，为指挥员科学指挥提供了专业支
撑。此举也使士官指挥训练有了常态
化、高层次的实践平台。

为推动“勇卒”向“高参”的能力升
级，他们拟制配套训练计划，帮助士官

参谋补齐指挥能力短板。从分队战
术、兵种知识到要图标绘、沙盘制作，
分类规划教学训练，并采取技能培训、
网上对抗、复盘总结等方式，帮助他们
拓展战术视野。面对差距，士官参谋
们主动审视能力短板，积极练指挥、研
战法。二营火力连中士邓杰，围绕火
器协同课题向连队干部请教，一起破
解精确打击难点；三营无人机操作手
杨宪城和导弹主射手石兆红携手检验
武器装备极限性能，尝试探索新战法
新训法。
“中军帐”里显身手，士官参谋成为

助力打赢的重要力量。在前不久该旅组
织的合成营进攻战斗演练中，面对导调
组设置的难题，士官参谋就如何打击纵
深配置的“敌”目标、怎样穿插迂回奇袭
“敌”要害提出建议、贡献智慧，在演练中
取得良好效果。

西藏军区某合成旅创新训练模式提高人才使用效益

士官参谋纳入合成营指挥编组作业

本报讯 特约记者黄宗兴、通讯员
蒲阳阳报道：油麦菜青翠欲滴，青椒长
势喜人……4 月 28 日，记者来到海拔
5380 米的新疆军区神仙湾边防连日光
温室，连队指导员徐岩欣喜地告诉记
者：“经过多年试种，我们已实现自产香
菜、韭菜、生菜、青椒、芹菜、上海青和油
麦菜 7种新鲜蔬菜，进一步丰富了高原
哨所‘菜篮子’。”

近年来，新疆军区持续抓好高原边
防部队农副业生产，探索高海拔低温地

区蔬菜栽培技术。他们积极探索解决
部队新鲜蔬菜供应难题，在新建改造温
室大棚、田园化菜地的基础上，运用蓄
热保温缓释放技术，解决冬季生产温度
过低难题；优化结构设计、运用特殊材
料，提高新型生产设施抗风能力；运用
耐用薄膜，降低辐射强度，延长使用寿
命；运用植物生长补光技术，解决光照
不足难题。

去年，他们引进多种技术，在部分
高海拔边防连队试点建设 3种类型“蔬

菜工厂”，探索无土洁净栽培技术。他
们利用人工光源、调温调湿等控制系
统，实时对蔬菜生长的温度、湿度、光
照、二氧化碳浓度等环境要素进行监控
调节，确保蔬菜生产不受极端恶劣天气
影响。

截至目前，该军区驻守海拔 3000米
以上连队四季可以吃上自产蔬菜、驻守
海拔 5000 米以上连队成功产出 7种蔬
菜，确保了在极端天气时高原一线连队
蔬菜供应不间断。

新疆军区进一步解决高海拔部队新鲜蔬菜供应难题

海拔5000米以上连队自产多种蔬菜

本报讯 张勇、特约通讯员黄远辉
报道：“我要点赞连长郗凯，去年对抗演
练，是他第一个冲进泥沼抢修‘趴窝’坦
克，并最终带领我们攻占蓝军阵地。”4
月底，第 72 集团军某旅合成一营组织
“点赞身边战友”分享交流活动，下士傅
丽兵自告奋勇率先发言，真情讲述那段
难忘经历，赢得官兵阵阵掌声。
“密切内部关系是抓好经常性工

作的切入点。”该旅领导介绍说，为融
洽官兵关系，营造良好的交流氛围，他
们精心组织教育活动，鼓励官兵走上

讲台，通过“点赞”的方式，分享身边战
友的故事，在增强彼此认同感中传递
正能量。

越是身边人、身边事，越能感染人、
激励人。笔者在该旅炮兵营的活动现场
看到，营长陈玉军说起近期组织的一场
新装备协同课目示范演示，称赞班长李
璞克服教材资料配套不全等难题，精心
打磨授课内容。随后，李璞也走上讲台，
接力点赞：“炮手范伟康加班加点训练，
及时弥补了操作上的短板，并最终在示
范演示中发挥出色，真是好样的！”

为配合分享交流活动开展，该旅还
借助强军网平台开设“点赞你我他”专
栏，组织“我心中的好战友”主题征文，
举办“感动瞬间”主题摄影展等多种活
动，进一步融洽官兵关系、浓厚内部氛
围。这些活动一经推开，得到基层官兵
积极响应。

点赞战友情，凝聚战斗力。近日，该
旅首次组织某型自动榴弹发射器射击训
练，官兵们群策群力，积极探索装备性
能，掌握发射要领。几轮训练下来，半数
以上官兵实现稳定上靶。

“点赞战友”融洽官兵关系

本报讯 张津侨、特约通讯员胡屹
东报道：“你再克服一下……”“老是让
我‘克服’，其实我也有难处……”4月下
旬，北京卫戍区某团开展密切内部关系
教育，一场由士兵自编自演的情景剧
《多当“客服”少讲“克服”》代替了传统
的说教，赢得官兵点赞。这是该团创新
教育形式，增强教育吸引力、感染力的
一个缩影。
“教育要取得实效，首先要让官兵

听得进去。”该团领导在基层调研时发
现，一些政治教员不注重教育创新，授

课时照本宣科念教案，“台上滔滔不绝、
台下昏昏欲睡”。通过征集官兵意见建
议，他们探索将情景短剧、短视频等元
素引入教育课堂，让“听众”变身“演
员”，将教育内容以生动直观的方式呈
现在官兵面前。

又到教育日，某连 3名战士表演的
情景短剧，演绎了一段由班级讲评引发
新兵与骨干间矛盾的故事。“面对新兵，
应该少讲我们‘那时候’，多想他们‘这
时候’”“其实班长也是为我们好，我们
也应该换位思考”……短剧结束后，大

家踊跃发言，不知不觉中消除了隔阂。
该连指导员刘树浩告诉记者，截至目
前，连队共推出了 3 场类似的情景剧，
很受官兵欢迎。

观剧者深受教育，表演者触动心
灵。近日，该团结合优良传统教育，组织
官兵编排反映团史战史的系列情景短
剧。为演好剧中小英雄的角色，某连列
兵李亚鹏边学习、边排练、边感悟。他
说：“参与排练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教育
的过程，我会向自己在剧中扮演的角色
看齐，争当一名优秀士兵！”

“情景短剧”触动官兵心灵

“从一味挑毛病、随意发号施令

向既发现问题又帮助解决问题转

变。”某部党委机关科学改进检查考

核方式，为基层减负减压，受到官兵

欢迎。

有官兵反映，少数机关干部到

基层检查指导工作，只会挑刺，不会

拔刺。言下之意，只注重发现问题，

不想办法解决问题。帮助基层把转

型建设中的问题挑出来，是机关干

部的职责所在。然而，挑刺只是工

作的第一步，把刺拔掉才是根本。

机关干部既挑刺、又拔刺，才能真正

帮助基层清除建设发展的障碍，打

通堵点、开辟新路。

检查考核的目的是推动问题

解决、工作落实，而不单单是为了

挑毛病、打板子。机关干部深入基

层，坚持问题导向和靶向治疗，不

仅要剖析短板，更要理清思路；不

仅要提出问题，更要帮助整改。如

此，才能推动基层建设“芝麻开花

节节高”。

挑刺之后要拔刺
■李晓亮

第 72集团军

某 旅

北 京 卫 戍 区

某 团

5月1日，武警广东总队某支队开展主题团日活动，邀请第23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彭星与官兵交流成长感悟、

共话强军使命。 唐凌云摄

4月29日，东部战区陆军某陆

航旅联合某特战部队开展低空跳伞

训练。 孙明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