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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头一次为了看牙请假外
出，也报批了，又没有违反规定，医院开
的单子不小心弄丢了，没法证明看了病
可咋办？”这两天，第 80 集团军某旅航
空机械修理连中士李久文十分郁闷。

原来，连队为了加强人员管理，掌
握官兵外出动态，要求大家外出办事，
必须保留相关证明依据。自上个月
起，李久文就因治疗牙疼每周末都需
请假外出就医。这次就诊归来，走到

营区门口，他怎么也找不到医院开具
的票据了。

这下可好，因为“证据不足”，无法
自证外出确实是去医院看病，李久文
被连长教育了一番。“我因牙疼就医都
一个多月了还能有假？只少这一次的
单据，就没法证明是去看病了吗？”李
久文可谓牙疼未好又添“头痛”，心里
还堵着一口气，既气自己粗心大意弄
丢了单据，又气连长对自己“连点基本

的信任都没有”。
休息聊天时，李久文与战友抱怨起

这件事，才得知自己不是第一个因“证
据不足”而受批评的人。

上等兵李晓龙之前请假外出到银
行办理业务，归队途中发现自己遗失了
银行客户回单凭证。虽然此时距离到
假还剩 1个多小时，但他在沿途经过路
段反复寻找，直到天色渐黑也没能找
到，返回营区时已经超假。没有回单凭
证又超假，回到连队的李晓龙被“两错
并罚”。
“外出一趟，恨不得离营区 5公里

就开始翻包检查自己还有啥票据没开”
“办事没花多少时间，开发票等了一小
时”“如果办的事情没法开票据怎么
办？干脆谁都别外出得了”……话匣子
打开，大家在“外出留据”一事上共鸣强
烈，而挑起话头的李久文在一旁显得若
有所思。
“‘外出留据’不仅给官兵带来了诸

多不便，而且显得对官兵不信任，伤害
了大家对部队的感情。”不久，在该连的
恳谈会上，李久文大胆提出“外出留据”
的不合理之处，现场官兵立即你一言我
一语地应和起来。“这种做法的实质就
是给官兵外出设防设限，是对平时教育
管理效果底气不足的表现，各级带兵人
应该多从自身找原因。”会后，该连党支
部很快取消“外出留据”要求，并且举一
反三，查摆废除了多项土规定、土政策，
受到官兵交口称赞。

请假外出办事是官兵的正当权益，然而有些官兵享受这个正当
权益却颇费周折—

“外出留据”为哪般
■何 鑫 李骐光 金 鑫 “三班长周伟担任公差负责人，加 3

分；一班副班长张博朝为战友理发 2
次，加 2分……”10月中旬，北京卫戍区
某警卫团 15 连俱乐部内，“双争”阶段
性评比量化积分公示正在进行，军人委
员会副主任丁旭拿着厚厚一沓“好人好
事”，一项一项累计加分。

这次评比加分完全依据上级下发
的量化积分评比细则，但分数公布，台
下官兵却是异议颇多——“周伟班长只
是公差的负责人，而不是真正出公差的
人，凭什么他能加分，反而干活的不能
加分”“连队只有张博朝会理发，难道他
每次为战友理发都加分吗”“出公差也
分轻重活，加分不能一概而论吧”……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场面逐渐混乱，指
导员石雪峰不得不提前终止公示，直到
回到宿舍，他仍在思考，加分本来是好
事，怎么到头来却“一地鸡毛”？到底是
评分标准不科学，还是战士们功利心太
重？

无独有偶，相似的一幕也发生在该
团指挥通信连。战士们就“自费为连队
建设做贡献是否该加分”针锋相对，指
导员王捷涛也一时难以说清。

很快，问题反映到团机关，一场关
于“‘做好事’该不该加分，‘双争’到底
怎么评”的大讨论在全团拉开帷幕。
“‘双争’量化评分过细容易偏离初衷，
让战士们盯着分数干工作”“每周计算

分数费时费力，为基层增加了很多负
担”，对照遇到的现实问题，一系列“隐
性积弊”被揪了出来。
“不论是‘双争’活动还是量化积

分评比，其目的都在于引导官兵争做
‘四有’优秀个人，而不是为了加分而
加分，以分数论高低。”团政治工作处
主任周滴最终拍板。很快，他们发出
通知，明确除上级明令表彰和大项任
务、比武表现突出外，经常性工作不再
纳入量化积分。

端正争优态度，激发训练热情。前
不久，在该团组织的比武中，15连两名
上等兵因成绩突出，双双获评“四有”优
秀士兵，赢得全连官兵一致称赞。

北京卫戍区某警卫团引导官兵端正创先争优态度—

“双争”评比不能唯“分”是图
■曹 建

深秋的西南边陲，天气变化莫测。
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旅警卫工化连开
展强化训练，暴雨却不期而至，训练场
瞬间变成“沼泽地”。尽管大雨倾盆，却
浇不息官兵们的训练激情，大家在泥巴
地里摸爬滚打，施展各种战术动作。

就在这时，一声低喝打断了紧张的
训练：“抬高枪管，不要让枪身着地！”说
话的是担任攻坚组组长的四班班长李
军。行进在队伍后侧的他，见组员们卧
倒出枪时枪管浸入水洼，枪身全是泥
巴，便厉声提醒。战士们闻之一顿，随
后放慢动作，纷纷抬高枪管。这下不仅
战术动作变得僵硬，训练节奏也被打

乱，原本可以顺利完成的攻坚任务因此
受阻。

排长张鑫见状立即叫停训练，集合
人员询问情况：“你们组怎么回事？下
雨有泥巴就不愿意动了？”面对质问，战
士们个个垂头丧气，李军则忍不住反
驳：“排长，枪支浸水沾土不仅会缩短使
用寿命，而且保养起来也很费工夫啊！
与其保养费时费力，不如训练时就小心
使用！”一听这话，队伍里炸开了锅，有
战士附和，枪是军人的第二生命，就应
该时时处处爱护；也有人认为，实战化
训练避免不了枪身沾土、枪管进水，只
要训练结束后及时保养，同样能保证武

器装备性能……
很快，连长李志贤发现情况走过

来询问。了解原委后，他没有生气，而
是与大家进行交流：“武器装备为打仗
而存在，爱护枪支是我们的责任，但这
并不意味着训练就要因此畏首畏尾、
束手束脚，如果是这样，岂不是本末倒
置了吗？”连长的话让不少人有所顿
悟，从那以后，战士们参加训练不再过
分顾虑训练器材消耗了多少、枪支是
否浸水沾土，只要是对训练有益的，都
撒开手去做。“抛开思想和心理上的重
担，轻装上阵搞训练，更有劲儿、更带
劲儿了！”张鑫说。

别被“过度爱装”绊住训练手脚
■董浩浩 刘福祥

值班员：空降兵某旅警卫调整连指

导员 陈志刚

讲评时间：10月31日

这两天我发现，连队值班骨干在更
新连队花名册时接连出现错误，不是把
人员漏写了，就是填错了班排。这些错
误看似无伤大雅，但或多或少影响了连
队正常工作。

了解情况后我得知，这是因为接班
骨干刚刚休假归队，对连队人员变动情
况尚未详细掌握，而前任值班骨干急于
交班休假，工作草草收尾，留下不少“尾
巴”，导致值班交接频频出错。

同志们，值班任务由大家轮流负责，
具有很强的连续性，马虎不得。希望大
家在以后的工作中，本着对自己、对他
人、对单位负责的态度，交班前要自行
“扫雷”，决不把问题或隐患留给接班的
战友。

（罗 健整理）

工 作 交 接
别留“尾巴”

“挑刺一绝，啥都敢说。”这是战友
们对第 82集团军某旅发烟连上等兵姚
鹏的评价。

连长吴桥授课，全连官兵都聚精会
神听讲，可姚鹏嘴里却在念念叨叨。吴
桥发现，点名问他：“嘟囔啥呢？”他不但
没因此安静闭嘴，反而大声回答：“4号
和 5号操作手抱油管连接主副车不合
理，影响展开速度，车长此时应该协同
完成。”一句话噎得吴桥无言以对。

六班班长张勇是全旅出名的训练
尖子。一次，他给全连进行穿戴防护器
材示范，动作干净利落，引起一片喝彩，
姚鹏却当场“打脸”：“戴面具时呼气不
及时，容易吸进残留毒气。”张勇只能红
着脸给自己打圆场：“我这是故意做的
错误示范，小姚还是细心啊。”
“一般不开口，开口管你是谁，都

不留情面。”姚鹏就是这样一个“挑刺

能手”，可这两天，大家突然发现，他
变沉默了。课上不再对教案提出意
见，训练场上也没有了纠正动作的声
音，这让不少人觉得“好像少了点
啥”。

原来，义务兵服役期渐满的姚鹏有
心想选取士官，他自知平时挑刺直言虽
然没什么恶意，但肯定少不了伤人心、
得罪人，怕在这关键时刻“祸从口出”，
于是决定“封口”保平安。

姚鹏以为不挑刺、少冒尖是贯彻
“沉默是金”，却不想有人视他的挑刺能
力为“金不换”——刚刚“封口”不到一
周，了解前因后果的吴桥就找上了门。
姚鹏战战兢兢进了连部，吴桥的发问让
他有点蒙：“最近安静了不少啊？你提
出的问题我改了，这份教案你再看看还
有没有刺可挑？”见姚鹏只是低声回答：
“挺好……”吴桥笑出了声：“这可不像

你啊，这么安静我都不习惯了。知道你
想转士官，但我们想要的是从前那个敢
说话、会挑刺的姚鹏……”

一番谈话结束，姚鹏很快又变回了
那个“啥都敢说”的“挑刺能手”。前不久，
营里组织战备演练，他手脚利索动作连
贯，嘴上也忙得不行：“登车途中，跑步动
作标准、步伐不紧不慢、口号响彻云天，不
像打仗像会操……”“又来了，你这会儿
挑刺，不是给营长上眼药吗？”演练中，姚
鹏话头虽然被战友打住，但最终还是被
人传到了复盘会上。本以为要迎来“雷
霆之怒”，不承想营长李强不怒反喜，当众
表扬姚鹏。自此，战备演练行进途中没
有了“一二一”，只有迅疾行动快速出击。

一句话颁奖辞：挑的是备战的刺

儿，讲的是打仗的理儿。这样的“挑刺

能手”，应该点赞。

“挑刺能手”
■苏昱徵 本报特约通讯员 陶 磊

营连日志 潜望镜

近日，新疆军区某团广泛开展多种文体竞赛活动，丰富驻训文化生活，有效激发官兵训练热情。图为官兵进行拔河

比赛。 刘 峰摄

小咖秀

崔家堂绘

10月29日，第71集团军某旅在

皖东腹地组织合成营红蓝对抗演习，

锤炼部队实战能力。图为“红军”官兵

在烟幕掩护下，向“蓝军”前沿阵地发

起冲击。

李 政摄

基层部队管理严格，基层官兵备

战辛苦，周末外出不仅是部分官兵处

理个人事宜的“刚需”，还是大家难得

的放松机会。这有利于官兵调整状

态，投入后续工作训练，对部队建设有

利无害。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有些带兵人

对官兵外出心存芥蒂，惯于“有罪推

定”，总要弄出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超

常”之举。一说“强化管理”，除了文中

提及的“外出留据”规定外，减少甚至取

消周末请假外出名额、外出时反复多次

查岗等做法也屡见不鲜。

事实上，条令中对官兵外出已有

明确规定，各单位虽有权据此细化，但

不可否认的是，其中不少“附加条件”

因为标准把握不够科学，显得不近人

情，引来官兵反感不说，更有土政策，

土规定之嫌。

这些政策规定的出台，表面上是出

于安全考虑，实际上是对官兵不信任，

怕出问题怕担责却又不愿劳心费神，说

到底是官本位思想作祟。作为带兵人，

切不可把官兵当成管制对象，而要尊重

他们的合理需求，既保证部队安全管

理，又保障官兵正当权益，让官兵轻轻

松松外出、清清爽爽归队。当然，外出

官兵也要严格自律，不去不该去的场

所，不干违反规定的事，真正做一个让

组织和领导信任的放心人。

让战士轻松外出清爽归队
■徐 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