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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北部战区某
部修理连二级军士长韩

曦在班组战术考核时，

带领班级人员通过涉水

路面。

刘常春摄

图②、③：北部战区
某部战士在士官分队长

徐士海带领下展开通信

保障演练。

姚振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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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部队的转型，离不开管理
模式的转变。随着改革深入推进，
一些原本由军官担任的岗位改由士
官担任。士官队伍的职责使命、地
位作用，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

新编制体制下，北部战区联指中
心各保障队出现了一批士官分队长。
一名士官要管理少则数十人、多则百
余人的士兵分队，小到内务秩序、休假
外出，大到选晋士官、奖励惩处均由士
官分队长担责。他们身上肩负的抓建
职能不亚于基层连队主官。如何让兵
管兵、兵育兵发挥最大效能？让我们
走进这些保障队，看看他们的士官分
队长群体是如何自主抓建的。

北部战区联指中心某保障队士官分

队长齐敬会没想到，自己竟会给自己带

的兵，亲手填写处分材料。

提起这件事，齐敬会感触颇深。按

新编制体制运行后，该保障队成立了一

个近百人的士兵分队，并明确由一名士

官担任分队长。凭借过硬的军事素质、

丰富的带兵经验和精湛的专业技能，齐

敬会高票当选士官分队长，并担任分队

党支部书记。

今年年初，分队下士小赵，在站岗

执勤时违规使用手机，被上级检查组发

现，移交分队党支部处理。

在研究处理意见时，分队党支部成

员犯了难：“大家都是士兵，怎么给士

兵研究处分？”

分队党支部从书记到支委，全由

士兵组成，“士兵处理士兵”这样的事

前所未有。最终，他们讨论决定，将

情况梳理汇总后，打报告请示保障队

党委如何处理。

没想到，队党委接到报告后，先对

分队党支部提出了批评，并责令分队党

支部依法依规拿出明确的处理意见。

于是，齐敬会组织召开支部党员大

会。分队党支部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

纪律条令》中的相关规定，给予该同志

行政警告处分，齐敬会在处分材料内党

支部书记意见一栏中，郑重地签下了自

己的名字。

“不能因为支部书记是士兵，就

削弱一级党组织的职能。”该队党委

书记刘炳顺说，士兵违纪受处分本是

平常事，但“兵支书”给予兵处分却

不寻常。在士官分队长、“兵支部”

这些新生事物出现时，该队党委摸着

石头过河，探索了很多办法。实践证

明，只有真正还权基层，才能真正建

强基层。

处于事件中心的齐敬会，心中更是

五味杂陈。作为小赵的新兵班长，出现

这样的违纪问题，他也有失管之责。随

后，齐敬会主动向队党委做了检讨。

在检讨书中，他写下这样一句话：

“分队党支部作为一级党组织，要有责

任有担当，不能遇到问题就退后，遇到

矛盾就上交。”

前不久，小赵的处分期满6个月。

这期间，小赵痛定思痛，全神贯注投入

训练中，被评为“训练标兵”。齐敬会

组织召开党支部会议，研究决定，该同

志处分期已满6个月，确已改正错误，

不再因受到处分而影响其晋级、晋衔。

处分风波告一段落，可齐敬会的

心中并不平静。这段经历，让他对于

自己士官分队长这个岗位，有了更深

的思考。

处 分 风 波
■本报记者 康子湛 特约记者 李祥辉 通讯员 邓庆颖

写 在 前 面

是兵还是官，进也难

退也难

“自己究竟是个兵，还是个官？”有段
时间，这个问题经常萦绕在四级军士长
齐敬会的脑海。

齐敬会并不是个“官迷”，困惑的根
源在于他的岗位——士官分队长。

当选士官分队长后，齐敬会才发现
“这个活不太好干”。一方面，习惯了连
队生活的士兵，突然发现分队没了干部，
总觉得心中没有底；另一方面，翻遍当时
的法规条例，他也没找到自己这个分队
长的权责范围。
“一名士官管一个分队，能行吗？”该

队党委一班人也有些不放心。于是，队
党委安排具有丰富主官经历的队部政工
组刘干事定点帮建，担任指导员和齐分
队长“搭班子”。可没想到，尴尬事一个
接一个——

一次，炊事班的列兵小张与班长闹
了矛盾，当天齐敬会值班，但小张觉得
分队长“力度”不够，直接给刘指导员打
电话“告状”；业务科室布置工作任务、
保障队党委的交班总结，也都是安排身
在保障队队部的刘干事参加。
“职务带了长，说话仍不响。”尽管刘

干事大事小情都与齐分队长商量，可齐敬
会碍于自己的士官身份，总担心“越权”，
始终放不开手脚。久而久之，分队小到排
岗、组织文体活动，大到组织训练、任务出
勤，都事无巨细报刘干事审批。

刘干事也很矛盾，自己手头的业务
工作本身就很繁忙，再加上一个分队的
日常管理，他时常感到分身乏术。

当齐敬会为权责不明纠结时，另一
保障队的士官分队长、四级军士长赵桂
林也正承受着“掌权”带来的煎熬。

与齐敬会不同，赵桂林上任之初，其
所在保障队党委明确表示，要发挥分队
自主抓建作用，真正放权给基层。小到
内务秩序、休假外出，大到选晋士官、奖
励惩处均由士官分队长担责。

管的事情多了、权力大了，随之也带
来了不少烦恼。其中，士兵批假成了赵
桂林的一件头疼事。

业务室士兵请假外出，一方面要考
虑业务室任务情况，另一方面还要掌握
人员在位率。于是，审批程序定为：主任
先签，士官分队长再把关。不少室主任
对此颇有微词。

一次，某业务室士兵小王拿着室主
任批的假条准备休假，被赵桂林拦下
了，因为分队休假比例已经满额。“自己
业务室的兵休假，我一个正团职干部还
批不了？”这位室主任的当面质问，让赵
桂林一时语塞。

除了“权力”带来的压力外，让赵
桂林感到烫手的，还有分队的“七本六
簿三表一册”和驾驶员、炊事员、警卫
员、保密员、公务员等“八大员”的训
练、使用、管理。整个保障队从早上的
起床号，到晚上的巡逻岗；从办公楼的
修缮，到全队官兵的一日三餐，都由这
名分队长负责。
“当这个‘官’，别说出成绩，能不出

问题就不错了。”赵桂林坦言，参加早交
班会时，自己一个四级军士长夹在一群
军官中间，很不自在。有时，他还得硬着
头皮通报几个违规的业务室干部，场面
很尴尬。
“士官分队长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如

何使用，我们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北部
战区政治工作部兵员和文职人员局参谋
孙善通说，让一名士官全权负责所在分
队战士的管理工作，并担任党支部书记，
这在以往是没有过的，出现种种困惑也
在情理之中。
“是兵还是官，不仅仅是分队长们对

于权责的困惑，更是新体制下我们对于士
官这个群体的一个认知跨越。”北部战区
某部兵员处处长刘洋认为，士官分队长的
出现，意味着一种管理理念的转变。“士官
分队长为什么出现？如何去使用？这些
问题都需要我们认真去研究。”他说。

军队越是现代化，越

需要一支善管理的士官

队伍

真没想到，一名士官竟对所属士兵
做出了长达10年的发展路径规划。

走进某保障队士官分队长、中士马
祥亮的办公室，一张醒目的士兵成长路
线图挂在墙上。

上至 16年兵龄的四级军士长，下至
初入军营的列兵，他们均有清晰明确的

发展路径。每名战士的特长、兴趣、性
格特点以及能够胜任的岗位、每个岗位
能干到什么时候，应该参加何种培训，
乃至换岗、在岗的要求，在路线图上一
目了然。

该队政委莫建说，铁打的连队流水
的干部。一名连队主官在一个单位短则
一两年、长则三五年就调走了。而士官
分队长则不同，如果从中士开始担任分
队长，服役至四级军士长，可达 10年之
久，能对单位士官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
有一个更加长期和稳定的规划。

马祥亮担任士官分队长后，先后梳理
保障队数十个专业岗位，统筹规划不同类
别士兵发展方向，为士兵长期发展提供明
晰的成长成才路径。今年年初，对照路线
图，马祥亮有针对性地提议将2名下士调
整到副班长岗位上，既锻炼了他们的能力
素质，又为他们成长完善了任职经历。
“军队越是现代化，越需要一支善管

理的士官队伍。”某保障队政委祝春桥
说，随着军队改革不断深入，一些原本由
军官担任的岗位改由士官担任，从以往
的司务长岗位，到如今新设立的士官分
队长岗位，都是改革的产物。

如今，不仅仅是战士的管理，就连平
时的“衣食住行”也在士官分队长的权责
范围内。“伙食管理、营房维修、勤务车辆

派遣、营院执勤……”祝政委掰着手指向
记者细数士官分队长担负的职责。

走进该保障队办公楼，一楼大厅墙
上的大屏幕映入记者眼帘。本周值班的
士官分队长、四级军士长赵桂林与值班
首长、政委祝春桥，以及值班参谋郭海波
的名字并列于屏幕顶端，职责之重可见
一斑。

为了解决士官分队长职责不清“挂
空挡”、有名无实“成摆设”、地位尴尬“靠
边站”等问题，该队党委从制度层面理清
了士官分队长肩头的职责、手中的权力
和所处的位置，让他们在工作中能够放
开手脚。

士官分队长齐敬会所在的保障队党
委，在发现了权责不明给分队长工作带
来的困境后，主动撤回了帮建的刘干
事。在今年初，他们细化制订了《分队管
理准则》，为士官分队长履职尽责提供了
依据。

记者翻看该《准则》，他们从组织指
挥、领导管理、战备训练、教育培养等方
面，明确了士官分队长“八项基本职
责”；从基层事务的决定权、单位建设的
参与权、重大问题的建议权、敏感事务
的监督权等方面，明确士官分队长“六
项基本权力”。

今年第一季度，恰逢分队补充调整

班长骨干，士官分队长齐敬会行使手中
权力，将 3名素质过硬的骨干推荐到班
长岗位。在上级组织的班长考核中，3
名新任职骨干均名列前茅。

某保障队战士小李的孩子刚出生便
患上急性心肌缺血。所在分队的士官分
队长、四级军士长李超第一时间把情况
上报保障队党委，然后带着相关材料到
北部战区总医院协调，孩子最终及时进
行了手术。蒙古族战士阿木，入伍时不
会说汉语，李超对他进行一对一帮带。
如今，阿木不仅汉语过关了，还因工作成
绩突出荣立了个人三等功。
“度过磨合期，士官分队长真是越用

越顺手。”北部战区某部管理科科长孙贵
凯说，去年一年，他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参
与作战值班任务，队内的日常勤务、供给
保障、战士管理都由士官分队长季春雷负
责，每件事都井井有条。

小卒能否堪当大用，

关键在于能否跨过思想

观念的“楚河汉界”

随着采访深入，让记者惊讶的，不仅

仅是一个个士官分队长的职位之变，更
是他们的职能之变。
“战区接兵怎么就来个士官？！”某

司机训练大队召开学兵结业归队对接
会，会议室里聚集了来自各军兵种部
队多名接学兵干部，大家审视的目光
都落在唯一的士官何雨成身上。

该大队负责人再三电话沟通，才确
定这个士官真是战区派来接学兵的。

何雨成没有辜负信任，受领任务
后，他第一时间梳理了 13 名学兵的个
人情况、熟悉来往行程路线。为增强
学兵后期的任用和补训针对性，他马
不停蹄联系学兵教员，收集了解学兵
培训情况。
“没想到一个士官，对学兵成长和单

位建设如此用心。”司训大队参谋刘鹏飞
向何雨成竖起了大拇指。

还有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词叫“带
车干部”。谁能想到，一个路程长达数百
公里的军事运输任务，仅有一名士官分
队长负责。

某保障队士官分队长柳玉鹏受领任
务后，从制订行车计划到搞好行车编组，
从合理分配骨干到安全形势分析，每一
环节均由他牵头负责。

带一支车队跟带一辆车完全不一样，
不只是提醒“慢点”“小心点”那么简单。

一路上，柳玉鹏把安全要求落实
到每段路、每台车、每个人，坚持开好
途中安全形势分析会，随时掌握车队
运行情况和人员思想状况，督促检查
运行途中车辆及物资状态。车队昼夜
连续机动，最终按时驶入指定点位，顺
利完成任务。

接兵、带车都由士官分队长负责，干
部都在忙什么？
“干部都在研究如何更好地保障中

心、服务主战！”某保障队副队长李新说，
士官分队长独挑大梁之后，军官们瞄准
联合作战指挥保障要求，开展指挥保障
演练和作战值班流程推演。李新感慨地
说：“士官分队长承担起保障队士兵的日
常教育管理等职责，使军官们能心无旁
骛地参与战区联指值班、研究破解联战
联训保障难题。”
“职能转变的小突破，带来思想观念

的大转变。”某保障队政委刘炳顺说，改
革越深入，保障队军官的职能就越发聚
焦——那就是提升保障能力、服务战区
主战。

新体制新编制下，保障队每名军官
都有自己的主责主业，都有相应的联指
值班席位。相应的，士官分队长的作用
也就越发凸显。

采访中，恰逢某保障队参加战区联
合作战指挥演练。只见军官们在席位上
标绘作战地图、分析目标属性、推送作战
数据，而战士们在士官分队长的带领下
组训施教、站岗执勤、后勤保障，工作井
然有序，忙而不乱。

目睹士官分队长队伍在服务主战中
担负战士管理重任、挑起保障大梁，记者
深深感到：新体制新编制下，如果把军官
比作大脑的话，士官分队长就是传递指
令的神经。

联指一盘棋，一切为胜局。
采访结束之际，某保障队队长胡

文磊的一个比喻让记者印象深刻：如
果把部队比作一盘棋，棋子有车、
马、炮，也有将、士、相，角色有分
工，作用各不同。小卒能否堪当大
用，关键在于能否跨过思想观念的
“楚河汉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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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官分队长的“权力”有多大
■本报记者 康子湛 特约记者 李祥辉 通讯员 白天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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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落实在军营·新战位新跨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