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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派遣公差必须经作战值班
首长审批，机关干部不得以任何理由
私自动用基层兵力！”9月下旬的一天，
得知团领导在交班会上再次强调这个
规定，新疆军区某团工程防化连文书
李绍波感触颇深。

前阵子，连队指导员曹亚军被提
升为团人力资源股股长，因为工作太
忙，一直没能取走留在连队的行李。
一天晚上，李绍波刚准备就寝，就接到
了曹亚军打来的电话，想让其帮忙把
行李送到宿舍。

没有丝毫犹豫，李绍波马上就答
应了下来，挂断电话、收拾好曹亚军的
行李，连忙往机关干部宿舍赶去。

不想，还没走多远，李绍波就和
检查哨位执勤情况的团长叶飞“撞”了
个正着。“小同志，你是哪个单位的？
干嘛拿着行李？过来干什么……”面
对团长“连珠炮”似的发问，李绍波
一时头脑发蒙，把来龙去脉抖了个
干净。
“我未严格遵守规定，从指导员转

岗为股长，仍然没有破除人情观念，干
扰了基层连队一日生活秩序……”两
天后，曹亚军就被责令作出检讨。

这件“小风波”虽然很快平息了，但
李绍波心里的“坎儿”却迟迟过不去。
“是我自己答应帮忙的，却给老指导员
‘惹了祸’，这以后见面多尴尬啊……”
官兵恳谈会上，李绍波把自己的顾虑
一股脑儿说了出来。没想到，竟引
得众多战友打开了“话匣子”：“有时
老领导打来电话请连队帮个小忙，
怎么好意思拒绝”“大家低头不见抬
头见，明知道不符合要求，但也碍于
情面”……

走上新岗位，能不能再“麻烦”
老部属？会上，一场小讨论随即展
开，来自不同单位的官兵争相表达各
自看法。

一部分人认为：机关与基层交往，
一些人情世故回避不了，帮个小忙也
基本上是你情我愿，可以“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更多人持不同意见：机关派公差
必须按规矩办事，不能靠人情关系，否
则公信力何在？
“未经审批的公差派遣，势必会

影响基层秩序，之所以屡禁不止，说
到底还是按纲抓建、依规办事的意识
树得不牢。”该团领导在会上总结道，

此事并非“单方面责任”，保证基层正
规秩序不受干扰，需要机关、基层双
向发力。

随后，该团结合学习贯彻中央军
委基层建设会议精神和新修订的《军
队基层建设纲要》，梳理下发《机关基
层工作手册》，明确规定：未经作战值
班室审批的《公差派遣单》，基层不得
给机关出公差；如非必要，机关干部
一般不得从曾经任职过的连队索派
公差……

清清爽爽处事，踏踏实实干事。
近日，该团组织机关基层双向互评，机
关部门和基层营连彼此给出的好评率
均明显提升。

新疆军区某团透过派遣公差风波，强化机关基层按纲抓建意识—

当“人情公差”遭遇“依规办事”
■潘文璐 本报特约通讯员 李梦奇

老部属、老上级，一个“老”字格外

亲。

同甘共苦、以心换心，老战友日积

月累产生的袍泽之谊，实属人之常

情。但换个角度设想，如果“麻烦”老

部属习以为常，那么，偶尔“麻烦”老上

级是否也理所应当？

回到本文，文书李绍波心里的“坎

儿”，何尝不是一些基层官兵现实中的

“坎儿”。“坎儿”从何来？新疆军区某

团找到了症结：说到底还是按纲抓建、

依法办事的意识树得不牢。如何跨过

这道“坎儿”？他们给出的对策同样具

有建设性：需要机关、基层双向发力。

我党我军历来倡导和践行“清清

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

关系”。就上下级关系这个矛盾而言，

领导干部往往处于主要方面。领导干

部要坚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与下级

以志相交、以心相契、以诚相待，要求

下级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

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才能让同志情、

战友谊回归本真。

进一步说，那种你投之以桃、我

报之以李的庸俗交易，吃吃喝喝、团

团伙伙的哥们义气，拜码头、找靠山

的人身依附，只会破坏党纪军规，妨

碍组织作用的发挥，导致消极腐败现

象滋长蔓延，最终损害部队的凝聚

力、战斗力。

简言之，没有风气上的“清”，就没

有感情上的“亲”。于上下级之间是如

此，于机关与基层之间亦是如此。

依规办事才能纯洁内部关系
■张磊峰

“1分 43 秒！”冲过三步桩，翻过矮
墙，跃上高板……前不久，在第 73集团
军某旅组织的一次考核中，合成一营二
连下士田浩钦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快
速通过 400米障碍终点线，现场响起热
烈掌声。
“过深坑动作卡顿，冲刺节奏把握

不准……”走下训练场，田浩钦却径直
拿起放在场边的笔和本，逐一记下问题
和反思。一旁战友告诉记者，这就是田
浩钦成为“红色尖刀连”尖刀班班长的
“武功秘籍”。

入伍前的田浩钦，在“武林”如鱼得
水：在校学习期间，他多次斩获全国武
术比赛冠军；留校任教，他带队频频夺
冠。可听着爷爷当兵故事长大的他，从
没有忘记自己的“从军梦”。2016年，得
知教练欧阳文建在部队执行抗洪抢险

任务、连救 12人后光荣牺牲，他擦干眼
泪，毅然报名参军。

凭借扎实功底和刻苦训练，田浩钦
很快就在新兵连崭露头角。带着“十佳
新兵”的荣誉，他信心满满地来到赫赫
有名的“红色尖刀连”尖刀班。可第一
次综合考评，田浩钦的成绩竟然是全班
垫底。

看出了他的迷茫和失落，同样习武
出身的班长袁超超带着田浩钦走进了
连史馆。面对尖刀班琳琅满目的荣誉
和先辈们那一双双磨破的解放鞋，田浩
钦顿时明白：“要成为尖刀的‘刀尖’，必
须付出百倍的努力！”

打那开始，田浩钦开始书写自己的
“武功秘籍”。过障碍、爬战术不拔尖，他
就认真请教、反复练习，每次训练结束，
都要写下笔记进行反思总结；课余时间，
他夯实基础，不是在健身房练爆发力，就
是在操场上练耐力，磨烂了手肘、磨出了
水泡，但他从未停下自我砥砺的脚步。
“武功秘籍”越写越厚，能力素质越

练越强。2017年 3月，还是列兵的田浩
钦带着手肘的伤病，在旅队创破纪录比
武中以绝对优势夺得战术基础动作课
目第一；2018年 9月，陆军首届“百连万
人”新条令比武，田浩钦斩获 400 米障
碍东部赛区头名……
“一人强不算强，集体强才算真

的强！”担任班长后，这个曾经的武教
头，又把自己的“武功秘籍”带到了组训
中。训练间隙，田浩钦将七星拳、通背
拳等招式融会贯通，组织战士练习，磨
砺血性胆气；夜深人静，他不懈钻研，探
索总结出“精准过障 10 步法”“战术动
作实用 12招”，使连队 400米障碍、战术
基础动作成绩显著提高，教学经验在全
旅推广。在田浩钦带动下，全班战士常
挑重担子、敢啃硬骨头，在各类比武考
核、演训任务中不断取得佳绩。

一句话颁奖辞：昔日“武林”冠军，

今朝尖刀班长，一本“武功秘籍”练出过

硬本领、写下使命担当！

第73集团军某旅合成一营二连下士田浩钦—

尖刀班长的“武功秘籍”
■杨烨鋆 本报特约记者 赵 欣

小 咖 秀

新闻前哨

深秋时节，记者来到第 77集团军某
旅野外驻训地。只见一支支特战小队跋
涉在高山深谷，备战练兵紧张有序。

休息时间，记者路过一顶几乎有足球
场大小的帐篷，听到里面说学逗唱、欢声
笑语……“这是哪，在干啥？”面对记者的
发问，门口哨兵“笑问客从何处来”，而后
介绍道：这是旅里刚刚成立的野外政治工
作中心，正在上演“非常6+1”。

拉开帐篷门，偌大的帐篷用伪装网
隔断成 6 个片区，分别是：传承红色基
因、法纪警示教育、心理问题疏导、读书
充电学习、VR 休闲娱乐、政工能力培
训。看着大家或读书观影、或拼杀虚拟
战场、或组织棋类活动，记者心想，哨兵
所言“非常 6+1”的“6”一定是说这 6个
片区。

可“1”在哪里？旅领导邀记者改天

再来，看一场“轻骑兵突击”。
一日天色稍晚，官兵们忙碌一天班

师回营。一支由基层官兵组成的“文艺
轻骑队”迅即前出，来了场即兴表演：长
相颇有“喜感”的下士薛丛栉，讲了段单
口相声；从小学习街舞的战士苟涛涛跳
了曲《舞动军营》……台下官兵眉开眼
笑，掌声阵阵。
“政治工作对战斗力的形成和发挥

起着重要作用，必须探索政治工作服务
保证战斗力建设的作用机理。”该旅领导
介绍，部队当前演训任务繁重、官兵心理
压力不断加大，他们成立野外政治工作
中心，将政治工作资源整合运用，寓教于
乐，确保官兵练兵热情不减。

回想“6+1”的非常之处，有人称其
为“休憩园地”，有人笑称其“一条龙服
务”，该旅领导却将其视作政治工作的
“前沿阵地”——

在热气腾腾的驻训地，这顶帐篷辟
出一片新天地：官兵可闲坐在盆景旁看
书，可躺在沙发上听流行歌曲，但更多人

会选择向心理咨询师聊聊烦恼，或者在
课余时间选修一门手艺。相比之下，过
去驻训时的文娱生活要单调很多，大家
除了拿起手机约战游戏，就是坐在一起
扯闲篇……

课堂则是另一副架势。越来越多的
政治教员把教育课堂设在这里，因为教
育资源更加丰沛，教育环境更加宽松，更
容易调动官兵积极性。

甚至有时候，教育课堂就在身边。
最近，“文艺轻骑队”的几名官兵把涉网
安全问题改编成小品《手机背后》，深受
大家喜爱。在旅宣传科的支持下，他们
成立“教育工作室”，把更多理论热点编
成剧本，赢得一批“铁杆粉丝”。

野外政治工作中心的作用到底有多
大？某营教导员陈代勇比喻形象：每一
项政治工作内容都是光谱里的一种颜
色，集合起来就汇成一道光，照亮了官兵
的精神生活。在日前组织的一场应急机
动演练中，官兵进深山、入密林、攀崖壁，
渗透奇袭，虎虎生威。

训练中政治工作如何开展？第77集团军某旅成立野外政治工作

中心激发练兵备战热情—

驻训一线上演“非常6+1”
■田 鑫 本报实习记者 丁 涛

前不久，武警青海总队玉树支队玉
树中队召开支委会，现场打开意见箱，中
队长李三保看着一沓官兵意见建议，脸
上露出了微笑。

关于如何正确使用意见箱，在这个
中队还发生过一段颇为“跌宕起伏”的
故事。

起初，意见箱摆放在中队门厅显眼
位置，却长时间无人问津。“得保护好官
兵的隐私”“应该挂在监控看不见的地
方”……中队党支部一班人问计于兵，有
人“脑洞大开”地提出干脆把意见箱放在
厕所里。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意见箱搬
了一次家。

搬了家的意见箱受到热捧，很快就
被官兵的意见建议塞满了，内容涉及营
房设施维修、战士考学提干、中队日常管
理等方方面面。

可没过多久，“意见箱搬进厕所”的
做法就被支队机关帮建工作组叫停了。
“战士们有意见，还得偷偷摸摸跑去厕所
提，这成了什么样子？”工作组与中队交
换意见时，如何看待意见箱的摆放问题
成为讨论的焦点。
“问题关键不在于意见箱摆在什么地

方，而是秉着公心提意见要成为官兵的自
觉行为”“既要把意见箱放到太阳底下，更
要让官兵正大光明提意见”……一番思想
碰撞过后，该中队党支部作出决定：重新
将意见箱放回门厅。

同时，为畅通民主渠道、培塑官兵民
主意识，他们还打出一套“组合拳”：将如

何建言献策贯穿到快板、小品等文艺节目
中，举办民主知识微竞赛，利用政治教育、
橱窗展板、营区广播等载体加大对基层民
主内容的宣传，让大家在头脑中形成“带
着责任心提意见就是关心中队建设”“贡
献金点子光荣”的观念。

意见箱重回门厅后，旁边还多了一
张表，上面清晰记录着中队定期梳理的
好建议和金点子，以及针对相关意见建
议的处理情况，确保“件件有回音、事事
有着落”，使意见箱真正成为中队党支部
和官兵的“连心桥”。
“意见箱回归本位，折射出中队的

民主氛围愈发浓厚。”李三保告诉笔者，
“如今收到有价值的意见建议越来越
多，中队能解决的，立足自身及时解决；
确实有困难的，我们就定期汇总向上级
反映。”

回归显眼处，意见箱照样收获金点子
■李 豪 郭紫阳 本报特约通讯员 朱家辉

值 班 员：第 75集团军某旅装步

五连指导员 童星

讲评时间：10月9日

近期，我发现个别同志购物讲品
牌、消费讲档次，朋友圈里光鲜亮丽。
但实际上，攒几个月工资就为了买一块
手表，不仅没啥存款，还月月找战友借

钱。对此，有人还理直气壮地认为：“虽
然花了不少钱，但享受了精致的生活，
心里美滋滋。”

追求精致生活没有错，但如果受
虚荣心的驱使，片面为了“精致”而盲
目消费，不仅会加重经济负担、滋生
享乐主义思想、不利于个人健康成
长，甚至还会助长攀比之风、搞坏单

位风气。
同志们，对于军人而言，真正的“精

致”是精武，最好的“品位”是强能。当
前，练兵备战任务繁重，我们应该把对
“精致”的追求体现在精武强能上，不断
用努力和汗水练就过硬本领，这样的青
春才会更亮丽。

（赵 超、王浩宇整理）

真正的“精致”是精武

马路通绘

近日，武警上海总队机动一支队组织特战队员在野外陌生地域展开实战化训

练。涵盖山林地反恐战斗、水上战术运用、极限体能等30余个训练课目，全程贯穿战

术背景，实行连贯作业。图为特战队员正在进行水上狙击训练。 李 岩摄水上狙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