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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梁连长被越级提拔为营长
啦！”

这天早饭过后，北部战区陆军某旅
“红八连”连长梁凯被越级提拔的好消
息，让“红八连”官兵个个喜上眉梢。谈
及从连长提拔为营长的经历，梁凯感慨
地说：“这次组织的任命，给我最大的启
示是只要一天不脱军装，就要干好一天
的工作！”

时间回放到 10 年前，当时刚刚军
校毕业的梁凯，因为综合素质过硬在
同期排长中脱颖而出，被分到了荣誉
连队“红八连”任排长。而他也不负众
望，上任第一年便带出“先进排”，第二
年又带领全排荣立集体三等功。2012
年 7 月，梁凯在同批排长中率先被提
升为副连长。

等到 2013年 4月，时任“红八连”连
长被越级提拔到营长岗位，该连连长岗
位便空了出来。为了优中选优，当时的
团党委研究决定：全团符合条件的干部
竞争上岗。最终，在报名的 23 名干部
中，梁凯又一次“突出重围”：军事课目
总评第一、政治理论应知应会总评第
一。他毫无争议地当上了“红八连”连
长，成为当时全团最年轻的连长。

当连长 3年，梁凯交出了一份令人
满意的答卷：连队连年被上级评为先进
单位、荣立集体二等功一次，他个人被
评为北部战区陆军“践行强军目标先进
个人”、荣立二等功。

2017年 4月，随着军队“脖子以下”
改革展开，“红八连”整建制移防，编配
到合成营序列当中。这时，从资历和能
力上讲，已任连长 4年的梁凯符合提职
的条件，但旅党委考虑到连队刚刚移防
改编，从单位建设角度考虑，很需要梁

凯继续留在连队。于是梁凯这一干又
是两年。
“干个啥劲儿，赶紧转业回来，还能

照顾一下家里……”眼瞅着孩子一天天
长大，妻子开始不断地在电话里催促梁
凯。的确，回想这 6年，从当时团里“最
年轻”的连长，到全旅“最老”的连长，梁
凯有时候也想“向后转”。
“老婆，再给我一年时间，就一年！

连队现在正处于爬坡阶段，不能没有
我！”梁凯这样劝慰妻子。因为按照规
定，2020年初梁凯就到了任职的最高年
限，满打满算还有不到一年的军旅时光。

付出终有回报。去年 3月，梁凯的
名字又一次出现在干部调整使用名单
中。旅党委考虑到梁凯缺少机关经历，
经历较为单一，便让梁凯代职旅保障部
副部长，补上机关这一课。

走上新岗位，梁凯给自己制订了一
份精细的赶学计划：拜书本为师，学习
机关业务；拜机关干部为师，学习帮建
指导基层方法；拜党委领导为师，学习
统筹抓建思路……很快，他便熟悉了机
关工作，成了一名称职的副部长。

4个月过后，考虑到梁凯基层经验
丰富，又有了机关工作经历，旅党委决
定将梁凯越级提拔为保障营营长。

应该说，梁凯是幸运的，因为该旅
党委敢于破格使用他，他也能够在热爱
的军营继续战斗。然而我们必须看到，
越级提拔终究只是个例，很多像梁凯一
样优秀的军官因为个人发展的“天花
板”所限不得不退出现役。由此可见，
基层干部培养工作不仅要严把“入口”、
畅通“出口”，也要管好提拔使用的“楼
梯口”，让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贤
者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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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事事都要写情况说明？”
5月 6日，在写完今年以来第 7份情

况说明后，南部战区空军雷达某旅汽车
连指导员江浩终于没忍住，向连长冯云
吐了吐槽。

时间拉回两天前，机关下发通知，
要求各单位迅速组织摸底，了解官兵家
庭“有无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有无生活
陷入困境，有无遭遇重大变故”等情况。

接到通知后，江浩当晚利用点名时
机传达了文件内容，安排各排详细摸
底。确定没有相关情况后，他给机关的
张干事打了电话，告知“连队没有这种
情况”。张干事答复：“请以支部的名义
上报情况说明。”这便有了开头那一幕。
“各单位有没有士兵符合保送入学

条件的？”“有没有随军家属报名参加招
聘考试的？”“有没有官兵子女符合驻地
入学入托条件的？”仔细梳理今年以来
上报的情况说明，江浩发现，这些通知

都是解决基层实际问题的暖心之举。
“如果有符合条件和需要机关解决的问
题，当然应该上报详细的情况说明。可
是很多时候，我们确实没有相关情况。”

没有相关情况，还要不要上报情况
说明？有没有这个必要？

几天后，在旅政工会上，江浩反映
了这个问题，引起了大家热议。

机关的同志回应说，让基层上报情
况说明，实属“无奈之举”。因为有时通知
下发后，基层没有摸清楚情况就给我们
反馈说“没有”。之后却有相关情况出现，
以致耽误了官兵实际问题的解决。由于
没有留下反馈的“痕迹”，所以机关、基层
说不清楚，往往机关得“背锅”。

基层干部则认为，确实存在机关所
说的这种情况，但更多的连队是实实在
在落实了的，不能因为“一人生病”，就
“大家吃药”，而且有的连队离机关比较
远，写完情况说明还要跑到机关打印，

打印回来还要连队主官签字盖章之后
再送机关，一来一回花精力、耗时间、很
折腾。
“这个事情说起来不大，但折射出的

是隐形变异的‘五多’。机关要的不是书
面的免责，而是基层真正的尽责；基层要
的不是形式上的关心，而是机关真正的
理解。初衷都是好的，但方法不对，就导
致了机关对基层不信任、基层对机关有
怨气。”听完大家的发言，旅政委华兵一
席话点到了这个问题的症结上。最后，
大家形成一致意见：让信息多“跑路”，基
层少“跑腿”。如果基层有符合条件的情
况，须写详细的情况说明向机关上报。
如果没有，只需在办公通信软件上向机
关明确答复，以备留存核验。

好举措带来新局面。该旅把此举
推广之后，工作落实逐步走上“机关放
心，基层尽心”的良性运转轨道，赢得上
下点赞。

为何事事都写情况说明？
■杨泽达 杨朝钊

“平时总强调‘对事不对人’，为何
同样的事情处理结果不一样？”自从上
周四晚上作完检讨之后，第 75 集团军
某旅上等兵小朱一直有些想不通。

原来，上周三晚饭过后，小朱去服务
社购物，迷彩服裤脚没有扎紧，碰巧被一
位旅领导撞见。旅领导询问了小朱的单
位和姓名后，教育他以后无论何时何地
都要保持好军容风纪。

后悔懊恼之下，小朱想着待会回到
连队向连长报告情况，主动承认错误，
没承想他刚回到连队，麻烦就来了。
“你赶紧去找一下连长！”小朱左脚

还没有迈进排房，班长就火急火燎地冲
他说道。一见连长，就是一顿批评：“连
队一直强调要保持好军容风纪，你倒
好，不扎裤脚还被旅首长看到，真给连
队‘长脸’……”

事后小朱得知，当他被旅领导批评
的时候，还有几名从服务社返回的战友

也看到了，其中的骨干便根据连队此前
的要求，第一时间把这个情况向连长作
了汇报。随后，连长责令小朱在连军人
大会上作检讨。

对于这样的处理，小朱倒没有怨
言，他觉得自己确实犯了错，给连队抹
了黑。但两天后发生的一件事，则让小
朱觉得“很不公平”。

那天，二排的上等兵小李同样在
从服务社返回连队的路上，同样因为
裤脚问题被机关的肖参谋看到，肖参
谋询问了小李的单位和姓名后，当着
小李的面打电话给连长，要求连队抓
好官兵的军容风纪。回到连队后，连
长对小李进行了批评教育，并叮嘱他
以后不可再犯。

同样的过错，为啥对小李只是简单
的批评教育，而自己却要当着全连官兵
的面作检讨？连队干部骨干在批评教
育的时候总是强调“对事不对人”，就事

论事、一视同仁，难道就因为自己被领
导抓到而“错加一等”吗？

小朱越想心里越别扭，于是就在
旅强军网论坛上“吐槽”，没想到这一
话题很快引发了官兵热议，不少人留
言跟帖。有的说“‘对事不对人’，还是
要看人”，有的说“被领导发现，问题就
大了”……

官兵们的讨论引起了旅领导的关
注。当周交班会上，旅领导要求机关
干部和基层干部骨干往后处理问题时
必须一碗水端平，坚持统一的标准。
同样的问题不能因为被领导发现就从
严从重，也不能因为没被领导发现就
网开一面。

会后，连长找到小朱，坦承了自己
处理问题的不当之处，并在晚点名时
明确表示，以后连队在处理问题时一
定坚持同样的标准，真正做到“对事不
对人”。

说好的“对事不对人”呢？
■吴 阔 周宇鹏

4月 20日是个周一，晴空万里、春风
和煦，早餐过后，我整理好着装准备参加
连队训练。

在前往训练场的路上，我提醒自己
要时刻注意保护因前期训练强度大而有
些磨损的子弹袋。
“卧姿装子弹！”随着口令下达，我顺

势前倾卧倒。可就在这时，子弹袋在与
地面的摩擦中断了一截，随身携带的模
拟手榴弹撒了有半米远。

这突兀的一幕在整齐的动作中显得

格外刺眼。
“薛寅剑！你干啥呢？”班长看到我

这副模样脸色骤变，“这要是发生在战场
上，你知道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吗？”

我刚想解释，就被班长凶狠的眼神
压了回去，赶紧低头捡起模拟手榴弹，捂
着破损的子弹袋，继续训练，心里只想着
得赶紧抽空缝好子弹袋，以免后面训练
又出意外。

晚饭时间趁班长不在，我急忙吃了
几口饭便回班准备“动工”。咦？子弹袋
呢？打开柜子，原本我放在柜子里的子
弹袋不翼而飞了！难道是战友恶作剧把
它藏起来了？一时间，我的脑海中浮现
出了一堆可能性。

天色渐晚，明月西挂。眼看时间一点
点逼近熄灯，可问了一圈战友都没有消

息。满心焦虑的我也不敢告诉班长，生怕
班长那“凶狠”的眼神又落到我的身上。
就这样，点点星光和内心的焦虑不安拼
凑出了一个不眠夜……

第二天一早，随着集合时间的临近，
我的内心越来越慌张。要不还是告诉班
长吧，顶多再挨一顿收拾。

就在我犹豫不决时，班长似乎看穿
了我的心事：“昨天看你的子弹袋坏了，
就帮你缝好了，以后自己小心点儿。”半
信半疑的我打开了柜子，一件完好的子
弹袋出现在我的面前……

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班长这个一
向大大咧咧的西北汉子的细腻温柔。
同时也发现，自己的泪腺是那么难以控
制。

（王国梁、梁文博整理）

“不翼而飞”的子弹袋
■新疆伊犁军分区某边防团步兵一连列兵 薛寅剑

强军兴军，要在得人。这句话背后

是一个很简单但也很深刻的道理：只有

打赢今天的人才战争，才能打赢明天的

战争。那么，人才战争的得胜之道在哪

里？

一方面在各级组织的心头。只

有各级领导把人才保留工作放在心

上，敢于为了事业选人才、不拘一格

用人才、想方设法留人才，官兵才能

心无旁骛地谋战练战，才能把打赢的

使命扛在肩上。另一方面在具有科

学性、可操作性的政策制度中。只有

为人才成长发展预留“上升通道”，才

能让各个岗位的官兵看到希望，保持

活力。

俗话说：山高有攀头，路远有劲

头。我们相信，随着各项政策制度

的不断完善，将会有越来越多像梁

凯 这 样 的 基 层 干 部 受 到 重 用 和 提

拔。

把敬业谋战人才留住用好
■北部战区陆军政治工作部干部处处长 刘 平

新疆军区某步兵团近日组织相关训练，锤炼官兵心理素质。图为官兵

们正在进行爬网墙训练。 高成成摄

近日，一位基层干部跟郝小兵沟通
时，很为军营里这样一群人打抱不平：
由于所处岗位相对“边缘”，他们兢兢业
业却不被重视，他们业绩突出却与先进
无缘，他们被尊称为“老黄牛”却在聚光
灯之外。相形之下，那些经常抛头露面
的官兵则倍受追捧，评先评优总是“近
水楼台”。

追问缘由，其实答案很简单：老
在领导的视线里，不想被领导关注

恐怕也难。于是，出现了一种怪现
象：“干得多的”不如“露脸多的”，
“能做事的”不如“会展示的”……在
这种错误导向影响下，一些官兵就会
产生投机心理，专挑容易出彩的岗
位、专拣领导重视的任务、专干容易
出名挂号的事情，价值观和事业心
发生偏差。

强军目标要靠实干才能实现。事
业是干出来的，不是“刷”出来的。各

级要鲜明树立起正确的用人导向、工
作导向、政策导向，把做人老老实实、
做事踏踏实实、工作扎扎实实的“老黄
牛”推出来、用起来，让他们多些成就
感，以“吃苦者吃香、有为者有位”的示
范带动作用，激励更多的人脚踏实地，
干事创业。

主持人/郝小兵

文/张南翔、张勇 图/吴宗燕、刘洋

让“老黄牛”多些成就感

小车班的战士天天保
障我们，工作很辛苦，
建议年底再次表彰。

保密员老李干了那
么多年，连一个嘉奖
都没得过。

发射连今年打了
很多实弹，表现不
错，应该立功。

是 啊 ，保 障 连 就 算
了，他们一年到头也
没什么出彩的事。

你们连队经常被表
扬、年年受表彰，有
什么诀窍？

其实大家干的活都
差不多，关键得让领
导和机关看见。

指导员，我想去
坦克连，那里露
脸机会多。

我 不 想 去 警 卫
连，光站岗能有
啥表现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