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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之声

闪耀演兵场

新闻调查

一次交班会上，被机关 4个科室点
名批评，这样尴尬的经历就曾发生在北
部战区陆军某旅一营身上。

拖了 3天才汇总完各点位官兵体能
考核成绩、统计上报的营产营具信息存
在 6种格式……翻开通报材料，一营存
在的问题让刚上任不久的旅政委许大伟
很是诧异。因为他了解到一营的连队都
很优秀，二连是全旅唯一一个被授予荣
誉称号的连队，三连曾先后 5次受到全
军表彰。

一营教导员陈笑农随即解释道，一
营的点位大多处于偏远地区，高度分散
且人员流动频繁，统筹抓建难度大，所以
才导致这样问题的出现。
“动态分散不应成为抓建不力的理

由！”正好该旅计划探索改进长期动散状
态下指导帮带基层的具体办法，旅机关
决定就从这个最“散”的营开始。于是，
由旅政委带队，机关各部门选派业务骨
干组成调研组，深入一营各个点位了解
情况、查找问题、拿出对策。

第一站就是一营营部。调研组发

现营部文书于灏伟承担了大部分工
作：下发上级通知；回复各点位“咨询”
电话；完成官兵思想调查报告……听
说机关调研组前来帮助解决问题，于
灏伟坦言：这几次通报都与他自己工
作“不利”有关。

与文书的工作之重相比，经过多处
走访，机关调研组还发现，一营点位高
度分散，但营领导长期待在营部、连主
官长期待在驻防条件较好的点位，看起
来比较清闲。

曾在一营一处点位任职的宣传科干
事李磊，如今重回“故地”，感触颇深：各
连、各点位实际情况各不相同，遇到困难
经常不知道该找谁解决，同时营里也缺
乏一些常态化抓建措施。

发现病症就要开出“药方”。针对一
营存在的问题，许大伟提出：长期动态分
散情况下，机关指导十分有限，营党委必
须发挥“前沿指挥所”作用，当好自建“主
心骨”。
“前沿指挥所”不冲在一线，又谈何

指挥呢？营党委会上，教导员陈笑农率

先做检讨：“我本应作表率，却成了最懒
的人。”该营党委研究决定，党委成员中
除了书记、副书记常态化往返于各点位
检查指导外，4名副营职干部区分北、中、
南、西4大片区，各把一摊、驻点帮建。

说干就干，一营的改变有目共睹。
营长孙延齐来到三连，蹲在点位和官兵
同执勤同训练，带着专业骨干从每一个
机柜到每一个装备，摸索出一整套既便
捷又有效的操作方法。如今，三连各点
位洋溢着浓厚的练兵备战氛围。

针对长期处于动散状态、多摊分头
完成任务的运行常态，教导员陈笑农带
着几名支部书记共同探讨基层党组织建
设方法：凡是点位间人员换防，必须及时
调整党团组织；凡是配属其他支部，必须
指定专人定时联系；凡是抽组人员参与
任务，必须建立临时党团组织。这一做
法目前已在全旅得到推广。

动态分散岂能成为抓建不力的理由
■孔运河 陈玉博

最近经常听到一些基层主官抱怨总

是在帮着机关参谋干事干“私活”。甚至

有人说要把手机关掉，让他们另请高

明。一时气话虽不能当真，却也道出了

基层主官的现状和无奈：常常是机关干

部一个电话，就把分内的工作安排给了

基层主官；基层主官不敢怠慢，只得放下

手中的工作，赶紧完成上面交代的任务。

当前机关的确面临人手紧张、任务

重的现实困难，机关干部难免忙不过

来。在能力和规定允许范围内，基层主

官帮助他们分担一些工作压力未尝不

可，但一些机关干部却美其名曰“这是在

培养未来的参谋干事”“帮助基层主官开

阔视野，提升指挥筹划能力”。按照这样

的逻辑，那原本担负此项工作的机关干

部的能力又如何得到锻炼检验呢？所

以，这样的行为是因为真忙不过来，还是

甩锅偷懒，需要打个问号。

当前基层建设任务艰巨、头绪繁多，

任何一项工作都离不开单位主官的全身

心投入。额外的任务不仅增加了基层主

官的工作量，还占用了他们大量时间精

力，委实是“耕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

地”。

机关本应指导帮建服务基层，为基

层建设扫清障碍、提供必要支撑，但在现

实工作中有的机关干部不时本末倒置，

尚且谈不上帮助，反而人为制造困难。

更何况，每个岗位都有每个岗位的职责，

在其位谋其政，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是每

名干部都应做到的。当干部就要有担

当，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

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

强军兴军，人是最大动力，也是最大

变量。当前，军队建设处于改革转型的

关键阶段，需要突破的瓶颈、破解的难题

还有很多。只有上下同欲、各级一心，扛

起自己的责任担当，扎扎实实把能力变

强、把本领练精、把工作干好，才能不负

时代、不负使命。

机关的活儿不能甩给基层干
■邓东睿 姜 楠

“本次测评优秀率最高不能超过
20%。”11月中旬，连队组织民主测评前，
连队军人委员会主任、副连长贾广武宣
布有关政策要求。

此话一出，我瞬间觉得手中的这张
测评表有些“烫手”：按照要求，全连 6个
干部中只有 1至 2人能入围，这可咋选？

指导员是连队的“知心大哥”，平时
“粉”他的不少；副连长是从连队提干的，
在官兵中威望很高；排长们工作都兢兢业
业，私底下都跟大家打成一片；连长……
我不禁为他捏了把汗。

连长平日里不苟言笑，眼睛里容不得
沙子，平时总黑着脸，不少官兵都挨过他的
批，背地里吐槽他的声音不在少数：“今天5
公里武装越野考核因为岔气导致掉队，连
长让我明天重考”“射击考核优秀率全连垫
底，他竟让我这个老同志做检讨”……

不用想，连长估计悬了。
投票结果出来后，我却大吃一惊：连

长得票数高居榜首。
“奇怪，平时那么多人对连长不满，为

啥他的满意度最高？”我百思不得其解。
在不久后连队组织的官兵互赞会

上，我的疑惑得到了解答。
“那天连长让我重考 5公里武装越

野，他不仅陪着我一起跑，还教我跑步中
如何科学呼吸。”
“那天我做完检讨后，连长带着我分

析训练中存在的问题并找到了解决的办

法。后来在营里组织的考核中，我完成
了逆袭。”
“慈不掌兵。连长从不为了‘讨好’

战士而放松训练和管理的标准。”
……
曾经“吐槽”过连长的官兵纷纷为他

点赞。大家其实都知道连长的严厉是为
了他们好，也是为了连队建设。

听完他们的发言，我仔细回想，这两
年多来，在连长的“敲打”下，官兵们军容
不整、作风散漫的现象慢慢消失了，掉队
的同志也渐渐成了尖子，连队建设蒸蒸
日上。在前不久的月“双争”评比中，连
队又一次名列前茅。

互赞会过后，连长依旧很严厉，官兵
们依旧怕他，但我知道，大家都在用自己
的方式，把这个连队建设得越来越好。

（王路加、尚 猛整理）

“黑脸”连长，民主测评得票最高
■第73集团军某旅侦察一连下士 李文杰

一线直播间

潜望镜前段时间，武警湖南总队机动支队采用红蓝对抗、临机导调等方式全面锤炼特战队员遂行多样化任务能力。图为特

战队员正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武装搜索。 杜建兵摄

“好的伙食能顶半个指导

员。”这句耳熟能详的话足以说明

伙食保障在战斗力建设中的作

用。吃得好，才能吃出战斗力。

过去的“连办伙”变为如今的

“营办伙”，新的伙食保障方式也

带来了新的挑战。一些单位在这

个过程中遭遇了现实困难，也有

一些单位逐步探索出行之有效的

方法。

在接收到这篇投稿后，编

辑部委托郝小兵进行了一个小

范围的调查采访，邀请不同单

位战士谈一谈“营办伙”带来的

变化与问题，分享收获与经验，

说出希冀与期待，为更好地发

挥“半个指导员”的作用提供助

力。

——编 者

郝小兵：你们的“营办伙”开展得

如何？

陆军某部战士：“营办伙”以来，官
兵普遍表示伙食质量有所下降，但各
营一直在进行探索整改，至今已有明
显改善，部分营搞得还比较有特色，比
如某营主食制作精良，一位炊事员入
伍前曾经营过面馆，他们的牛肉面就
非常有名。

陆军某部战士：我们的“营办伙”
处于起步阶段，遇到了一些挑战，目
前还处在探索行之有效的运行模式
阶段。

火箭军某部战士：我们单位一直
实行的是“营办伙”，目前已经形成常
态运行机制，且运行良好。

郝小兵：从“连办伙”到“营办伙”，

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陆军某部战士：感到炊事员的任
务更重了、责任更大了，一名炊事员负
责保障的人数增多了，司务长人数减
少了。

陆军某部战士：最大的变化应该
是炊事员的管理归属改变。“连办伙”
时，炊事班编制在连队，现在全营组
建一个炊事分队，归营部管理，有的
是教导员直接抓，有的是副教导员来
管理，炊事员与连队全面脱钩。

郝小兵：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遇

到什么挑战？

陆军某部战士：最大的挑战是人
手不够。每人负责保障的人数增加
了，但制作主副食的设备不够。只靠
人工，不仅人手紧张，而且太累。

陆军某部战士：一是炊事人员保
障任务量加大，二是烹饪水平较高的

人员比较少，一旦休假或退伍，全营伙
食质量呈陡崖式下降。

郝小兵：对于搞好“营办伙”有没

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分享？

陆军某部战士：我们有两个经验
可以分享：一是让炊事员和官兵一
同就餐。这样可以让炊事员直观感
受伙食质量好不好、饭菜量够不够，
并当面听听官兵们的反馈信息，有
助于提升伙食质量。二是进行分组
与轮岗。我们营把炊事员分成了主
食组、副食组、配菜组等小组，让炊
事员先精通一样技能，然后适时调
换小组进行轮岗，逐渐提升炊事员
水平。

火箭军某部战士：我们的经验是
经常询问官兵意见，制订适合他们口
味的菜谱；定期组织品鉴会，了解官兵
对于菜品评价，及时调整选材用料；还
要积极开展后勤装备使用训练，提高
不同环境下的保障能力；鼓励创新研
究新菜品。

郝小兵：对于未来搞好“营办伙”，

你们有没有什么期待和建议？

陆军某部战士：我们目前最希望
能形成良好的人才培养机制，多组织
炊事人员培训，为伙食保障储备人才；
还希望形成有效的评功评奖机制，提
高炊事员的工作热情，让大家干得更
有奔头。

火箭军某部战士：建议经常组织
炊事员外出学习。另外就是希望装备
配发能够更适应演训实际。

（感谢周强、周正升、窦垚在调查

采访中提供的帮助。）

今天，我们谈谈“营办伙”

“伙食费上涨了，为啥翻来覆去每
天吃的还是那几样？”最近一段时间，
新疆军区某团领导发现，在民主生活
会上，总能听到官兵关于伙食的抱
怨。为一探究竟，他们组织召开了一
次司务长办公会。
“我们也不想每天让战友们都吃

那几样，尤其伙食费上涨后，也想丰富
菜品，让大家吃得更好，但自从实行
‘营办伙’后，我们确实遇到一些实际
困难。”二营司务长率先发言。

原来，今年 5月，该团完成调整改
革，基层伙食保障由“连办伙”改为“营
办伙”，炊事员划归营部编制，由炊事
排统一管理。

问题来了。其中之一就是伙食
费上涨、实行“营办伙”后，食物定量
标准没有调整。二营司务长说：“比
如食用油的采购量就没有增加，一些
需要油炸才好吃的菜品现在根本不
敢多做……”他还谈起一件事：有一
次，二营营长发现有轮休人员从外面

提了几桶油回来，第一反应就是微腐
败，调查之后才知道，是司务长和几
名炊事班班长集资买油来为大家改
善伙食。
“编制变了，保障的人多了，但用

于烹饪的设备还没有跟上。而且，从
连队协调公差前来帮厨也不像以前那
样方便。现在能保证把饭菜做熟就不
错了，味道确实很难保证。”另一位司
务长反映，实行“营办伙”后，各营食堂
操作间仍沿用“连办伙”的设计，炊具
虽有所更换，大锅换成了更大的锅，但
缺少大型设备辅助，做饭全靠人工，人
手不足的问题立刻凸显了出来。

火力营司务长的发言，更是说到
了很多人的心坎上。“现在，炊事员每
天必须提前起床、推迟睡觉才能确保
正常开饭，如果碰到节假日会餐，更是
忙得团团转，导致一些教育训练都不
能正常参加，真是一边忙做饭，一边愁
考核啊！”

对于大家反映比较集中的伙食品

种单一问题，一营司务长黄永庚有话
要说。“每年各营都会派炊事员外出学
习考证，补充后厨人才，今年因为疫情
原因没能成行。目前炊事员磨练厨艺
基本靠自学，一些在炊事岗位已经工
作了 1年的炊事员还只会切菜，怎么
指望他们做出更多花样呢？”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司务长们
知无不言，团领导们听得认真、记得
仔细。

听完发言后，团领导将大家反映
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决定将大家反映
强烈的“食物定量标准”问题上报上级
机关解决，并承诺抓紧采购主副食加
工设备，完善炊事员学习培训计划，专
门针对炊事员制订教育训练计划、健
全评功评奖机制。

走出会议室，司务长姚亚鹏很开
心，他说：“虽然现实困难还存在，但反
映的问题得到了团领导的重视和承
诺，我们有了期待，工作起来就更有动
力了。”

关于“营办伙”，司务长们有话说
■李德忠 高 立 曲晟萱

日前，海军陆战队某基地新训大队组织新兵进行刺杀操训练，锤炼血性胆气。 孙宏韬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