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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聚焦 依法为基层减负

一排各训练课目优良率提升 11个
百分点，1000 米蛙泳满分出线……前
不久，第 73集团军某旅三营康排长率
领全排官兵在考核中取得优异成绩。

走下考场，康排长深有感触，以前
因各种事务性工作忙碌，如今机关持
续为基层减负，不再变相下派公差，他
从此告别“把机关工作带回基层干”的
日子，不用再为“分外事”操心，一门心
思带领官兵谋战练战，提升练兵备战
成绩。

今年驻训时，该旅检查组在组织
某连战术考核时，发现康排长竟然被

列入保障人员名单。对此，该连连长
也有些无奈：“最近机关给康排长安排
了不少事，他参加训练的时间少，对战
术流程还不熟悉。为防止考核‘掉链
子’，只能把他放到保障人员名单里躲
一躲。”

笔者了解到，康排长去年从军校
毕业，各方面能力素质较为突出。康
排长所在连一名干部调任机关作训参
谋后，依旧时常联系他，将一些工作交
给他完成。前不久，这名作训参谋因
为休假，推荐熟悉相关业务的康排长
临时“顶一下”机关业务，这才出现了

上面的情况。
调研发现，这种现象并非个例。

前不久，计算机专业毕业的某通信连
谢排长，正在车库带队保养武器装备
时，接到机关来电，要求他帮忙升级数
据统计软件。这可让谢排长犯了难。
装备维护保养工作重要，但他也不想
失去为机关帮忙的机会，只能尽量挤
时间，白天保养装备，晚上加班编程。
长时间连轴转，导致工作效率下滑，影
响到了装备保养工作进度。连队只好
加派人手查漏补缺，加快保养进程。

一次机关基层双向讲评会上，有

基层官兵反映，现在机关借调人员的
现象少了，却衍生出现变相出公差、
私下联系出公差的问题。个别基层
官兵“工作在机关、吃住在连队”，或
是“把机关工作带回基层干”，表面看
没有超占兵员，实际却扰乱了基层正
常秩序。
“转变机关作风，决不能只喊在口

头上、落在文件上，而是要体现在实际
工作中，确保基层官兵不受干扰，集中
精力练兵备战。”该旅党委对照为基层
减负要求，对变相向基层要公差的现
象进行剖析，对机关相关业务部门进
行严肃批评、追责问责，要求机关严格
落实条令条例及有关规定，坚决纠治
诸如下派私活、曲线用人等不按程序
下发文电、索要资料、派遣公差等问
题，对“隐形五多”露头就打、着力整
治，把为基层减负落到实处。

近日，该旅参加集团军实兵演练，
谢排长聚焦本职岗位，开发软件辅助
官兵进行“定型训练”，提升了部队在
复杂条件下的实战能力。他说：“现在
不用再应付隐形公差，我能全身心投
入到连队备战打仗工作中。”

第73集团军某旅纠治“隐形五多”问题

身在基层，为何干着机关工作
■谢 思 周天宇

“教育笔记虽然字迹工整、格式统
一，但对照发现，有些授课人员同一
时间段出现在不同授课地点，个别战
士连笔记错漏的地方都一样。”前不
久，南部战区陆军某旅宣传科干事梁
朝在某连检查教育落实情况时，发现
官兵教育笔记抄袭雷同等问题，当即
开诚布公指出。

梁干事发现，上半年，这个连队的
连长带领部分官兵在外驻训，指导员
带领留营战士担负站岗执勤任务。但

从个别驻训官兵教育笔记本上记录的
授课时间、地点、授课人来看，出现了
身在营区的指导员一直在给驻训地官
兵“授课”的现象。后续检查中，还发
现个别单位为应付上级检查，没有把
主要精力放在提高工作质效上，而是
把精力放在组织官兵补充完善教育笔
记上，有的甚至压缩教育时间、占用讨
论时间抄写补记笔记。

旅党委议训议教会上，大家深
刻剖析此类现象后感到，虽然问题

现象在连队，但根源主要在机关。
机关在检查教育落实情况时，缺乏
一线问效的意识和标准，有时还是
会以战士笔记为依据，导致基层出
现“迎检式”笔记。检查笔记是了
解官兵学习的必要手段，但这种为
了应付检查而记录的笔记，不仅缺
乏实效，折腾官兵，还助长了形式
主义的不实之风，让教育走了过
场，效果打了折扣。

纠治不实之风，机关和基层必

须双向发力。《军队基层建设纲要》
规定，不得为了迎检迎考要求基层
补教育笔记、补登记统计，不得简
单用工作痕迹来评判工作。为确保
教育效果落实，该旅改变以往机关
抽查备课教案、教育笔记的路数，
坚决纠治重数量轻质量、重外观轻
内容的评判依据，对战士教育笔记
不要求统一标准，重点检查笔记中
结合实际的理解感悟。同时，叫停
照抄照搬、不求甚解的“迎检式”
笔记，将课堂时间分为听课和归纳
总结两个阶段，鼓励官兵结合理解
和思考，对授课内容进行“二次加
工”，写出自己的心得体会。

检查组来了，不再把主要精力放
在听汇报、翻笔记上，更多是检查基层
教育落实情况、官兵对学习内容的理
解实践情况。这样一来，“迎检笔记”
现象没了市场。本月初，梁干事对基
层教育进行“回头看”时发现，官兵笔
记本上照抄照搬的现象少了，对理论
知识的理解与感悟多了。

南部战区陆军某旅纠治“迎检笔记”现象

人员有别，为何笔记内容雷同
■周 浩

前不久，第 82集团军某旅摩步四营
支援保障连的官兵在连队公示栏前，讨
论着一件“新鲜事”：受过处分的中士小
刘被重新任命为班长。

一次，该旅作风督查组在该连了解
到，中士小刘前期因为和班内战士发生
口角，受到行政警告处分，并调离班长岗
位。受处理后，小刘知错即改，工作劲头
丝毫不减，表现良好。可从那时起，在连
队骨干调整、评优评先等工作中，他都
“沾不上边”，这让小刘很苦恼。

该旅纪委深入营连专题调研时发
现，像小刘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在一
些单位，个别官兵一旦受到处理，就会被
“标签化”“边缘化”，在骨干配备、学兵选
送、评优评先等敏感事务上，营连主官习
惯“一刀切”，很少考虑将他们列为人选，
有的甚至将他们列为连队“重点人”。
“受过处分的官兵，如果再被委以重

任，或者评优评先，恐怕很难服众。”调研
中，个别营连主官坦言。基层官兵普遍
感到，个别官兵受到组织处理后，感到成
长进步无望，工作动力明显不足，有的因
此产生了混日子的想法。
“执纪问责既要有硬度，更要有温

度，追责问责的目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
人，关键要做好容错纠错的下篇文章，让
受处分的官兵重拾信心、重回岗位、再上
战位。”旅政委朱德彬和大家剖析后感
到，问题虽出在基层，但主要原因是各级
带兵人和机关对相关法规制度解读执行
不到位，容错纠错机制不完善。有必要
通过建章立制，纠治“年初出事，一年白
干；年尾出事，白干一年”的思维定势。

旅党委研究制订了《受处理官兵帮扶
措施意见》，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运行
办法，要求对受处理官兵要一人一案精准
制订帮扶计划，时常提醒拉袖；建立个人
档案，对被问责官兵现实表现实施动态监
管，由所在支部每月定期拿出书面意见，
考评结果存档留底；处分影响期结束后，
对表现突出的官兵，在入党、考学、立功授
奖、士官选晋等各项事务中一视同仁……

卸下包袱，轻装上阵。前不久，在该

旅实兵对抗演习中，小刘带领全班率先
破除“敌”前沿障碍，为主攻队进攻创造
条件，被评为演习先进个人，所在班组荣
立集体三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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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在西藏军区某团基层风气
监督员讲评会上，来自某营的基层风气
监督员、中士小陈受到团里表扬。

小陈在考核中监督排长的事，曾引起
了一些官兵的议论。有一次，在营队组织
的体能考核中，小陈作为风气监督员负责
全程监督。在引体向上考核时，他发现排
长的一些动作不标准，当场向考官反馈问
题，建议不计入成绩。
“他可真牛，连自己排长都敢监督”

“这么点小事还较真，有些小题大做”……
当天中午，小陈就在食堂听到有战友议
论。“我是风气监督员，认真履职难道错了
吗？其他战友做得都很好，排长确实没有
达到标准啊。”小陈心里有些郁闷。

晚点名时，指导员的一席话打消了

他的顾虑：“中午我听到有的同志在议论
小陈监督排长的事。小陈做得对，作为
风气监督员，就是要敢于监督执纪、敢于
坚持标准。我相信排长也能理解、支持
他的工作。小陈这种敢于较真的精神，
值得大家学习。”

团领导了解到这件事后感到，个别
基层风气监督员对自身职责认识不清，
履职尽责中存在“过得去”“差不多”、怕
得罪人等思想，有时甚至碍于情面睁一
只眼闭一只眼。他们决定以此为契机，
组织基层风气监督员开展以一次讨论交
流、一次案例分析、一次业务培训、一次
考核讲评为主要内容的“四个一”活动，
教育引导风气监督员强化职责意识，充
分发挥监督作用。

“风气监督是一项经常性工作，不能
只求一时过得去，而要敢于坚持原则，长
期过得硬。”该团政委应成虎介绍，他们
还结合部队实际，定期开展基层风气监
督恳谈会，听取意见建议，分析查找问
题，研究措施方法，不断增强风气监督员
的责任意识，提高其能力素质。

如今，像小陈这样敢于“亮剑”的风
气监督员，在基层各项事务中发挥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前不久，某连发展党
员，连队在召开军人大会时明确了党员
发展对象，可未及时进行公示。该连风
气监督员小杨发现后，向指导员指出这
一问题，连队党支部当即作了纠改。基
层官兵表示，现在风气正了，大家练兵备
战的热情更足了。

西藏军区某团充分发挥基层风气监督员作用

团领导为敢于依法执纪者撑腰
■邬 军 冯亚坤

“为母亲订购生日蛋糕，为自己网购
一些洗漱用品……”前不久，北部战区陆
军某旅五营二连上等兵小孟制订完本月
的消费计划，连同上月的网购账单一起，
记录在个人消费记录本上。
“网购虽然便捷，但盲目消费会变

成烦心事。”小孟回想以往网购带来的
烦恼时，这样感慨。

小孟家庭条件较好，入伍前网上购
物比较随意，发现喜欢的商品就会下
单。入伍后，面对相对封闭的军营环境，
小孟常依赖网购来满足消费欲望，津贴
月月花光，有时甚至选择使用借贷消费，
到了月底常为还款发愁。

该连指导员谢鹏飞发现，连队像小
孟一样喜欢网购的战士不在少数。有的

战士“当天发津贴，当天就还了账单”；有
的战士网购中买到问题商品，维权时费
时费力，甚至影响训练质效。

网购作为一种消费方式，符合时代
发展，但如何引导官兵理性消费？了解
情况后，旅保卫科科长胡楠对基层官兵
网购情况作了调查。他发现，有的战士
跟风消费，网购无节制，还有的大部分工
资花在网络游戏充值上，工资不够就用
分期付款、临时借贷等方式“超前消
费”。个别官兵在与网商客服交流中，存
在暴露军人身份的风险。
“盲目网购消费，不仅会影响官兵心

理健康，甚至还可能发生失泄密、网贷网
赌等违规违纪问题。”针对盲目网购问题，
各营开展“订计划、记账单、谈感受”活动，

倡导官兵月初制订当月消费计划、设立个
人消费记录本，开设“健康消费讲堂”，安
排勤俭节约标兵介绍经验，引导大家理性
消费，坚决杜绝网贷。

为引导官兵树立正确的消费观，旅机
关业务科室拿出有效措施：组织专题辩论
赛，在思想碰撞中端正消费理念；邀请驻
地银行理财顾问来队，讲解网贷的危害；
拍摄网贷情景剧，呈现网贷背后的陷阱；
升级手机管控软件，加大手机管理力度，
防止因网购引发失泄密问题。

谢指导员告诉笔者，经过教育引导，
连队战士盲目网购的问题得到纠治。“现
在，我每月都会根据实际需求制订网购
计划，不再盲目跟风消费。”曾痴迷网络
游戏并大量充值消费的战士小刘说。

北部战区陆军某旅引导官兵远离网络借贷

网上购物莫要“超前消费”
■陈海波 陈玉博 黄涵杨

近日，新疆军区某边防团为正规部队秩序，组织官兵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队列条令（试行）》，并进行条

令知识考核，增强官兵法规意识。 周琳淞摄

近段时间，武警浙江总队杭州支队
申请留队的大学生士兵人数不断增
加。支队人力资源科干事谢剑兵说，留
下发展建设的好苗子，有利于支队建设
和发展。

此前，该支队曾面临大学生士兵不
太愿意留队的问题。补选退工作开始
前，谢剑兵深入基层调研。“不是不想
留，而是怕失去继续完成大学学业的机
会。”调研中，大学生士兵斯锦妮说，自
己入伍前是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的大三
学生，听说大学生士兵入伍期间学籍只
能保留两年，服役期超过两年后，会自
动注销学籍。

谢剑兵了解到，有同样顾虑的大学
生士兵不是个例。“大学生士兵退出现
役后，两年内允许入学或者复学，只保
留两年学籍的说法是不对的。”谢剑兵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中找到了
相关规定。

为尽快打消大学生士兵留队的后
顾之忧，谢剑兵一边咨询总队相关业务
处室，一边向浙江省教育部门以及各高
校了解情况。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支
队人力资源科第一时间组织满服役期
大学生士兵开展政策解读。
“及时有效的动态法规政策解读，

是保留人才最好的办法。”谢干事说，法
规制度对大学生士兵退伍后复学有明
确规定，个别基层单位对政策法规解读
不够全面，福利政策未能最大程度惠及
所有官兵。

为此，该支队领导机关利用蹲点
帮建时机，收集满服役期战士在政策
制度方面的疑惑，以及针对今年疫情
防控常态化、初级士官选晋积极性较
高等新特点、新情况，抽组骨干力
量，查阅相关法规制度，编印下发
《士兵选退政策问答》手册，同时连续
组织两场利兵惠兵政策解读会，帮助

官兵了解掌握最新的法规政策和福利
待遇。
“对应该享受的福利越清楚，才能

更好地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增强建功军
营的信心决心。”该支队领导介绍，支队
有 20 名大学生士兵选择留队选晋士
官，所学专业涉及财务、机电一体化、计
算机网络技术、汽车检测与维修等多个
行业领域。

【相关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第五十

五条 现役军人入伍前已被普通高等学

校录取或者是正在普通高等学校就学

的学生，服役期间保留入学资格或者学

籍，退出现役后两年内允许入学或者复

学，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奖学金、

助学金和减免学费等优待。

武警浙江总队杭州支队做好动态法规政策解读

为大学生士兵留队消除顾虑
■王成滨 吴 昊

9月下旬，火箭军某部组

织开展网络安全警示教育，引

导官兵强化安全防范意识。

李 羽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