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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

微 观 察

“充分发扬民主的同

时，决策者也要有‘一锤

定音’的魄力”

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 17 连的新
营区建设接近尾声，官兵们打算修建一
座桥通向营院内湖心的“谈心岛”。

连务会上，大家围绕建设方案各抒
己见——

中士饶运龙入伍前当过泥瓦匠。他
建议，由他牵头，带领战友修一座两桥墩
的钢筋水泥桥。“结实耐用，保管几十年
都坏不了。”他的提议得到多半人支持。
“雨季即将到来，已经没有时间建钢

筋水泥桥了。”中士杨德优提议，应该建
两桥墩的钢架桥，10 多天就能搭建完
工，用 10年左右不在话下。这个方案也
得到不少人支持。

水电工张国扬开了口，提出了第三
种方案：修建无桥墩的钢构拱桥，施工时
间最短，美观且结实耐用。尽管他画出
草图，还解释了钢构拱桥的超强承重能
力，但反对的声音接二连三：“10多米的
跨度怎么能不用桥墩”“看着好看但不实
用”“这么单薄的桥怕是不扛重啊”……

面对激烈的争论，指导员王明和连
长黄胜海一时拿不定主意，只好宣布第
二天再议。
“营院建设上的很多事，其实跟战场

打仗一个道理，都不能错失良机。发扬
民主就是为了集中民意，形成科学决
策。”走出会议室，抬头看到天边不断堆
积的云朵，王明知道，他们必须尽快做出
决策，赶在雨季来临前完成施工。

再次开会，争论依旧。不同的是，水
电工张国扬连夜焊制了一个钢构拱桥模
型，并带到会议室进行承重演示。这一
招确实赢得了个别骨干的支持，但更多
的人依然将信将疑。

王明觉得不能再等了：“陷入无休止
的争论会拖慢效率，充分发扬民主的同
时，决策者也要有‘一锤定音’的魄力。”

他和连长商量认为，张国扬的方案
虽然支持的人最少，但确实是兼顾了工
期、美观度和耐用性的最佳方案。
“有时，真理就是掌握在少数人手

里。”指导员王明和连长黄胜海共同拍
板，决定按张国扬的建议，建钢构拱桥。

会议一旦形成决议，那些满怀疑虑的
骨干也都放下成见，针对建设钢构拱桥的
方案提出各种完善建议。最终，这个被采
用的方案吸纳了前两个方案不少优长。

数天后，看到焊接完工的桥体，全连
官兵都很兴奋。不等吊车来，他们就将
1吨多重的钢构拱桥扛到湖岸，合力完

成了这座拱桥的架设安装。大家现场表
决，给这座钢构拱桥取名为“连心桥”。
“充分发扬民主后形成的科学决策，

最能激发大家的内生动力。”指导员王明
告诉记者。

前不久，该连 4名报考军校的战士，
先后收到军校寄来的录取通知书。
“100%的录取率，是全连建设蒸蒸日上
的又一证明。”王明说。

民主监督既是“护城

河”，也是“防火墙”

闲聊中，支援保障营修理连上士陈
亚兵得知，战友熊子恒把外出看病的差
旅费报销单交给司务长后，半个多月都
未处理完毕。

作为基层风气监督员，陈亚兵了解
发现，全连有 7名战友的差旅费没能及
时报销。陈亚兵找到连队司务长王东，
询问差旅费难报销的原因。

原来，前一阵因老兵退伍等事项，王
东忙于处理其他财务工作，耽误了差旅
费报销。他表示立即着手处理此事，尽
快将差旅费交到战友们手上。

陈亚兵回到排房，向战友们解释了
差旅费报销滞后的原因。然而，隔天连
队收到通知，司务长王东要立即赶赴院
校参加业务培训。

怎么办？陈亚兵和司务长王东一
起，向连主官和营部说明了情况，希望营

部能安排其他连队司务长前来“支援”。
在营部协调下，警卫工化连司务长

燕桂申赶来，与王东就差旅费报销的事
进行了交接。王东出发参加培训后没几
天，燕桂申就把差旅费交到了修理连那
7名战友手里。
“事情圆满解决，官兵们的权益得到

及时保障，这就是民主监督的作用之
一。”该旅领导告诉记者，如今部队民主
监督机制越来越健全、民主渠道越来越
畅通，就像为官兵们的合法权益修了一
道“护城河”，也在防止发生各种违法违
纪问题方面发挥着“防火墙”的作用。

下士卢远河休完假刚归队，赶上“查
账”。他是 6营营部军人委员会经济民
主组的组员，也是营部的基层风气监督
员，对营部账目负有审计监督责任。

卢远河还真发现了问题：发票显示，
前不久营部采购了 1只羊，但当天的验
货单上，怎么也找不到这只羊的签收记
录。司务长陈双解释说，那天是节庆加
餐，采购的食材比平时多，供应商在打印
验货单时漏了。

听了这个解释，卢远河仍心有疑
虑。他去排房问身边战友，那天加餐，他
们到底有没有吃到羊肉。
“不仅吃了，而且吃的还是烤全羊。

你当时在休假，想吃得等下次加餐了。”
战友的话，让卢远河的心顿时踏实下
来。在与供应商电话沟通中，对方也证
实是自己忙中出错，并保证下次一定仔
细核对发票和验货单。
“经济民主首要的作用，就是监督收

支情况，确保我们不在经济问题上犯错
误。”司务长陈双告诉记者，“这对我们这
些骨干来说其实是一种保护。”

“每名战友都享有民

主权利，但也需要与权利

相匹配的民主素养”

这是一次备受连队官兵瞩目的支委
会。4连会议室里，时任指导员黄楼和
支部委员们要共同商定评功评奖这一敏
感事项。

各支委根据掌握的实情，推荐表现
优秀的战友参与评功评奖，并就相关情
况进行说明。

新任士官支委陈阳的推荐名单让黄
楼皱起了眉头：从三等功到嘉奖、再到优
秀士兵，陈阳推荐的全都是本班战友。

陈阳自有他的底气：他带领全班刻
苦训练，全班战友都成为连队的训练尖
子，好几个还在上级比武中夺得名次。
“全部心思精力向备战打仗聚焦，评

功评奖自然也要向备战打仗倾斜。”陈阳
态度鲜明。

由于大家意见上有分歧，这次支委
会没能形成最后决议。
“每名战友都享有民主权利，但也需

要与权利相匹配的民主素养。”黄楼分析
说，陈阳虽是替战友发声，但似乎缺少了
全连一盘棋的大局观。

该旅的一项摸底调研结果，也证实
了黄楼的观点。一些基层骨干反映，战
友们的民主意识越来越强，但有的战友
在民主素养方面还有欠缺。

那段时间，由于自来水管出现故障，
炊事班每天都要去山下用抽水机为连队
供水。那天下午，炊事班照例准备出发，
却被黄楼拦住。他临时安排陈阳带领他
们班战友去为连队抽供水。

然而，等到天快黑了，水还没供上
来，炊事班连晚饭都没法做。这时消息
传来：抽水机发生操作故障，陈阳和战友
们正全力抢修。

黄楼立即派出水电工和炊事班前去
支援，解了燃眉之急。
“要不是水电工和炊事班支援，我们

这个‘尖子班’差点让全连吃不上晚饭。”
满手满脸油污的陈阳回到连队，找到黄
楼承认错误，“部队战斗力建设是个系统
工程，备战打仗也需要坚强的后勤保
障。我作为士官支委，对连队其他岗位
的实情了解不深入，应该检讨。”

再次开会讨论评功评奖事项时，陈
阳主动提议为炊事班表现优异的战友请
功。经过充分讨论，该连最终上报的方
案得到全连官兵一致认可。
“发扬民主，有助于激发战友们的斗

志和活力，进而增强部队战斗力。而较
高的民主素养，是战友们能够充分、正确
地行使民主权利的前提。”该旅领导告诉
记者，一直以来，旅队不断通过系统教
育、集中培训、实践锻炼等方式，提高官
兵的民主素养，“基层民主建设永远都是
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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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 究 基 层 民 主“ 辩 证 法 ”
——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基层民主建设新闻观察

■本报记者 段江山 陈典宏 通讯员 宋邦稳

烈日下，西南边疆，南部战区陆军
某边防旅 21 连连长李多思带领战友
们，展开班排战术演训。一场攻防对抗
下来，他们的迷彩服连带防弹背心都被
汗水浸湿。
“这‘仗’打得真爽！”训练间隙，李

多思摘下头盔说，“现在能有这么一大
片训练场，全因那次支委会。”

那次支委会上，士官支委莫启扬提
出建议：把连队一半的副业地改造为训
练场。

这个建议遭到不少人质疑：要知
道，凭着副业地这个亮点，该连已经连
续多年被评为“后勤建设先进单位”。

“砍掉一半副业地，我们连有可能
与‘后勤建设先进单位’无缘。”时任指
导员江平点出其中的利害关系后话锋
一转：“不过，我们何不争取争取‘军事
训练一级单位’？”

连队党支部采纳了莫启扬的建议，
很快完成了对副业地改造。自那以后，
好几项原本难以展开的险难课目训练，
都可以在营区内组织实施。

当年年底，21 连凭借优异的考核
成绩，被评为“军事训练一级单位”和
“全面建设先进单位”。

晚饭时间，千里之外的南部战区空
军某旅 12连。开饭后，样多量足的饭

菜很快被一扫而空。这让炊事班班长
许纹彬很开心。

先前的情况却不是这样——
全军调整增加基本伙食费标准后，

许纹彬为让战友们吃好，桌上顿顿不离
鸡鸭鱼肉。然而，没过多久，有战友“不
买账”了：有的去军营超市买零食吃，有
的一逢休息时间就订外卖。
“战友们到底想吃啥？”许纹彬广泛

征求意见，让大家畅所欲言。在此基础
上，许纹彬找到了战友在饮食方面的
“最大公约数”，炊事班的食谱在“接地
气”的同时，每餐都有新特色。

许纹彬说：“别看基层这些事不

大，事事连着战斗力。一时没主意的
时候，发扬民主就是最好的解决之
道。”

晚霞初绽，多架轰炸机完成了一
天的训练任务，陆续降落在机场。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机务中
队战士范钊和战友走进中队健身房时，
健身房里已十分热闹。范钊告诉记者，
这个健身房来之不易，是中队硬生生
“挤”出来的。

一次支委会上，该中队党支部书
记、指导员董景龙提出了建设健身房
的建议。有的支委持反对意见：“中队
连住宿用房都紧张，哪有地方建健身

房呢？”
但更多的支委表示支持：“飞行保

障任务中，体能是支撑，建健身房是个
好主意。”讨论中，一些支委还给出思
路：“可以重新规划营房，挤出地方来建
健身房……”

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该中队
的健身房建成并投入使用。仅一个多
月，该中队就有 5名战士的体能成绩从
合格提升到优秀。

经过这样的民主实践，董景龙进
一步认识到：“民主集中制是战斗力的
组织保证，对部队全面建设至关重
要。”

基 层 民 主 究 竟 有 多 重 要
■雷 璇 韩露露 杨 嶺

连长许孟肖和指导员杨盛强被

“怼”了。

在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10连议

训会上，他们根据连队不少战友手雷投

准课目成绩不佳的实际，提出“每天挤出

1小时进行手雷投准补差训练”。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不能这样一

刀切。”士官王宜涛当即提出异议，

“有的战友短板不在手雷投准，即便同

样是手雷投不准的战友，也分痼癖动

作难矫正、技巧掌握不到位等多种情

况……”

王宜涛就像扭开了某个开关，参会

骨干纷纷提出各自的补差训练建议。

综合大家的意见，会议决定：为每名战

友制订专属补差计划，并建立一对一帮

带关系。

经过近半个月精准补差训练，该

连手雷投准课目成绩大幅提升。阶段

考核中，该连综合考核成绩在全旅名

列前茅。

“军队是要打仗的。我们要避免‘极

端民主’，但不能没有民主。”这是指导员

杨盛强带兵多年的感受。他告诉记者：

“如果民主渠道不畅通，很多小问题都会

变得棘手。”

5年前，杨盛强当排长时，亲眼目睹

了一场基层民主“危机”。

当时，某连因内务卫生标准不高，多

次被通报批评。而被通报的卫生区主要

归连部负责。

连部文书解释：连部人少，申请

的补缺人员一直没到位，日常文电处

理、值班、训练等任务繁重，卫生区却

很大，实在没精力在内务卫生上“精

雕细琢”。

对于这样的解释，该连副连长只是

训斥：“不要给自己的低标准找借口！”

又一次内务讲评，连部再次遭到副

连长劈头盖脸的批评。心里委屈又不好

辩解，连部战士只好私下里嘀咕。

虽然这件事后来很快平息，但连

队的团结氛围和凝聚力还是受到一

定冲击。

“没有民主行不通，‘极端民主’也

不可取——这就是基层民主‘辩证法’

的奥妙之一。”杨盛强反思道，“三大民

主”几乎贯穿在基层所有事项中，而如

何更好地把握和用好基层民主“辩证

法”，考验着每一名官兵。

实行三大民主，是我军在长期革

命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加强基

层民主建设，尊重基层官兵的主人

翁地位，维护基层官兵的民主权利，

能为战斗力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内

生动力，有效提高部队的凝聚力、战

斗力。

在我军历史上，基层民主在探索

之初就与战斗力密切相关。1947年

11月，朱德在指导石家庄战役中，组

织部队积极发扬军事民主。随后，

他在《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一

封信》中说：“在火线上，三五人仍是

开会，特别是支部开会，起了领导作

用。老兵带新兵，促进了学习。结

果是战士群策群力，人自为战，取得

了胜利。”

毛泽东将朱德的信转发各中央局

及野战军，并写下批语：“用民主讨论

方式，发动士兵群众，在作战前、作战

中、作战后，讨论如何攻克敌阵，歼灭

敌人，完成战斗任务。特别是在作战

中，放手发动连队支部、班排小组，反

复讨论如何攻克敌阵，收效极大。”

今天，在各级大抓练兵备战过程

中，基层民主继续发挥着集众智、凝军

心、聚群力的关键作用。我们大力加

强基层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

建设，强化官兵主体意识，要完善办事

公开制度，大力加强风气建设，认真查

处侵占士兵利益等问题，切实还权于

基层，保障官兵的知情权、参与权、建

议权、监督权。要拓宽民主渠道，善于

集中官兵智慧，广泛开展“建言献策”

活动，激发广大官兵投身基层建设的

热情和主观能动性。

向基层民主要战斗力，不仅是人

心所向，也是时代所需。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新时代基层

官兵个性鲜明、思想活跃，主体意识、

民主意识、权利意识、参与意识越来

越强。我们应顺势而为，摸清基层民

主催生战斗力的客观规律，实现官兵

个人主观能动性和强军实践的同频

共振，构建官兵个人价值实现与部队

战斗力建设发展相互促进的良性循

环，打造生机勃勃、攻无不克的常胜

之师。

向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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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民主机

制几乎贯穿基层所有事项。

图①：季度考核，面对导调组临机
设置的特情，8连连长魏成强召集干部

骨干商讨行动方案。

图②：通信连支委会上，士官支委
胡才兵畅所欲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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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热点话题·“三大民主”新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