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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去目的、意义等内容，填写时间、

地点、要求等事项……这天，海军陆战

队某旅宣传科干事刘斌以表格的方式

迅速起草完一份通知，报部门领导审

签。要知道，在去基层连队代职前，刘

斌起草的文电通知可不是这个样子。

去年 5 月，由于指导员休假、连长

临时外出执行任务，机步五连出现双主

官均不在位的情况。于是，旅里马上安

排刘斌到该连代职，负责指导员工作。

这样的人员调整有据可循，该旅出

台的基层与机关干部换岗学习锻炼制

度规定明确：当基层单位主官不在位

时，指定任职满 2 年的机关干部代理主

官，时间不超过 2 个月。

2 年、2 个月，这两个时限里包含旅

党委的深层考虑。据该旅人力资源科

科长张鹏程介绍，一些机关干部虽然成

长于基层，但长时间远离基层，对调整

改革后的基层变化缺乏了解，谋事办事

不够贴兵心、接地气。基于此，他们规

定机关干部代职期间完全脱产，这样不

仅可以解决基层主官缺位问题，还可以

让机关干部深度嵌入基层，同时换个视

角审视机关工作。

得知到机步五连代职的消息后，刘

斌觉得自己可以放松一下了，因为他当

过 4 年指导员，自认为很了解基层。然

而，赴任才知道，基层主官的忙超出了

他的想象，就连每天接收落实机关发来

的通知，都让他头疼不已。

“有的通知与连队工作真正有关系

的内容并不多，但文书一看通知有好几

页，感觉很重要，就会立刻找到我。哪

怕我正在组织训练，也不得不停下来，

赶紧回连部处理。”刘斌无奈地说。时

间一长，苦不堪言的他让文书接到通知

后，首先把需要连队关注和落实的“干

货”整理成表格，再向他报告。

“基层本来事就多，与连队关系不

大的通知能否别发？或者即便必须要

发，能不能只发关键内容？”在与其他连

队主官交流时，刘斌听到了不少抱怨

声。因此，代职结束后，他极力推动文

电“瘦身”，并在首长办公会上提出使用

表格下发通知的设想，得到了旅领导的

支持。

“以前，总觉得基层主官的忙和累

是其工作特点使然、岗位职责所系，甚

至是个人能力不足造成的。”刘斌说，这

次代职经历让他切实体会到，其实这种

忙和累与机关有很大关系。

旅作训参谋漆旭斌和刘斌有相同

的感受。在旅机关，漆旭斌主要负责训

练工作。有段时间，部分保障单位训练

周表落实不好，他多次去抓整改，却迟

迟不见改观。直到今年 5 月，漆旭斌到

某保障连代理连长，才发现症结所在。

该连专业多、岗位杂、人数少，平时

训练有一定的特殊性。而机关在审核

周表时，都是按统一的标准进行评判。

漆旭斌说，自己当时确实忽略了保障单

位的特点，强制要求“齐步走”，导致对

该连的训练指导不精准，有些脱离实

际。

反思过后，漆旭斌针对连队特点，

与干部骨干研究探讨抓训组训的方法

路子。代职结束回到机关，他一改往日

作风，在保障分队制订训练计划环节就

提前介入，进行面对面的指导。

“不深入基层，就很难发现影响基

层活力释放的深层次问题。”谈及此类

现象，保卫科科长王国俊的感受更为直

接和深刻。

保卫科每半年就要组织开展一次

网络安全检查，但让他苦恼的是，基层

自查总找不出问题，机关一查就能发现

问题。而且，一到迎检，基层的应对方

式就是删除照片、清除痕迹、恢复出厂

设置。

去年，王国俊在轻机营代职期间，

正好赶上网络安全检查。这让他得以

从基层官兵的视角重新审视这项工作。

他发现，机关检查人员对官兵使用

手机不能干什么规定得很死，有的条款

与时代脱节、与现实脱节，而对官兵使

用手机能干什么语焉不详，给人的感觉

就是“不用手机最安全”，结果基层官兵

每到迎检，为避免查出问题，直接将手

机清空。

“检查的目的是防患未然，这种‘一

删了之’的做法看似无痕可查，但无异

于掩耳盗铃，留下更大的安全隐患。”这

次检查过后，王国俊认为有必要结合条

令条例探索出一套更加符合实际、行之

有效的安全检查方案。如今，新制订的

手机使用“正面清单”已征求基层意见，

得到官兵们广泛认可。

“机关就是为基层存在的，善于从

基层的角度想问题、作决策，有助于我

们更好地开展指导帮建基层工作。”张

鹏程告诉笔者，据统计，每名机关干部

从基层代职归来，都会向旅党委提出合

理化建议，推动机关不断转变职能、转

变作风、转变工作方式。

（漫画由杨筝绘）

改变，从代职归来开始
—海军陆战队某旅推动基层与机关干部换岗学习锻炼见闻②

■陈 岩

本以为有 4年的指导员任职经历，

我对基层已经足够了解，但现实狠狠给

我“泼了一盆冷水”。代职刚满一个月，

我就真正体会到了基层的忙。

为什么基层这么忙？工作特点使

然、岗位职责所系，听起来全然在理。

然而，当我身处基层再看，机关对此要

负很大的责任。各类检查、评比、考核

接二连三，各项临时性任务压茬推进，

很多时候机关就是为了开展工作而开

展工作、为了组织活动而组织活动，并

没有充分考虑基层的实际。

这让我开始反思自己：以前布置完

工作，总是希望基层以最快速度抓好落

实或优先落实，很少设身处地去想当时

的基层是否还有其他工作安排，有时个

别连队响应慢了，还会产生“这个单位

不配合机关工作”的想法。潜意识里，

我把基层摆在了“对立面”，认为基层就

得围着机关转，领导关注的事情、机关

交办的任务才是最重要的。之所以出

现这样的问题，机关和基层之间缺少了

解和理解是一个重要原因。

在旅里推出换岗学习锻炼制度之

前，作为机关干部习惯通过蹲点、调研、

检查等方式了解基层情况，但采用的仍

是机关视角，很多时候并不能真正“感

同身受”，也就谈不上去改变什么。而

这次到连队代职，我完全脱产投入基层

工作，如同鱼儿回到水中。不再隔着鱼

缸观赏，这让我这个机关干部得以真正

站在基层看机关，审视不足、寻找差距，

进而思考如何进一步改进机关工作。

相信所有到基层当兵锻炼的机关

干部都会被感动，或感叹基层的不易，

或盛赞官兵的可爱。但是不是每个人

离开连队、回到机关，还能保持这份情

感呢？其实，与基层官兵让我们机关干

部感动比起来，我们更应该让基层官兵

感动，那就是通过转变职能、转变作风、

转变工作方式，通过对基层的关心、理

解、体谅、帮助与支持，让官兵真正感受

到尊重与信任，感受到“基层至上、士兵

第一”，感受到“我们都是一家人”。

所以，代职结束后，我决定从自身做

起，作出改变。比如接听基层打来的电

话，我不再把“这都不懂”“自己去想”挂在

嘴边，取而代之的是“我讲清楚了吗”“不

明白的话，可以再问我”。比如起草下发

通知，我不再长篇大论、追求“无三不成

文”，而是有什么事就说什么事，让基层做

什么直截了当。比如按领导指示部署工

作，我不再“一说了之”，而是事前看看基

层在干什么、有没有时间，事中靠前跟踪

指导，事后注意听取基层反馈……

不只是我，其他机关干部也是如

此。大家从点滴小事做起，从日常工作

改起，努力立起机关干部的好样子。如

今，机关和基层之间因沟通不畅而造成

的工作反复减少了，因统筹协调不力导

致的工作撞车不见了，很多基层主官感

慨：“有事好商量，随时可沟通，开展工

作更顺心了。”有机关干部感叹：“工作

不仅要干好，还要干得有温度。”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穿好这

根针，考验的不仅仅是基层的落实执行

能力，还有机关的统筹计划能力，但最

重要的，当属机关对基层的根本态度和

情感。态度和情感一旦出了问题，无论

出台什么政策规定，无论推出什么思路

举措，都难以落地、难以奏效。

所以，不妨先从感动基层官兵做起吧。

（陈岩整理）

先从感动基层官兵做起
■海军陆战队某旅宣传科干事 刘 斌

“最近小余经常一个人坐在角落对

着笔记本发呆，晚上在床上翻来覆去睡

不着。”一个周末，刚开完连务会，四班

班长突然找到我，反映班里下士小余可

能出现了情况。小余是大家公认的“开

心果”，热衷参加连队活动，他这种表现

确实有点反常。

听完四班班长的介绍，我脑海里立

即浮现三个字——“笔记本”。难道这

与之前小余找我汇报有关？

今年，为了提升教育效果，在我的

倡导下，连队开展了“我为连队献一计”

活动，要求大家有什么想法就直接写在

教育笔记本上。

一天，小余兴冲冲地拿着笔记本找

到我：“指导员，关于上周的教育，我有

些想法想和您分享一下。”由于当时正

忙于其他工作，我随口回了一句“我很

忙”，匆匆写了一个“阅”字，就把笔记本

还给了他。

回想当时的场景，小余接过本子

后，变得很失落。事后他再没找我，我

也就没放在心上。现在结合四班班长

的反映，我想问题的症结可能就是这

个：我的一句“我很忙”，挫伤了他的积

极性。

其实，“我为连队献一计”活动开展

之初，我热情很高，对官兵们写在笔记

本上的意见建议总能认真阅读、写下评

语。但后来，随着各项工作压茬展开，

我经常是“两眼一睁，忙到熄灯”，最后

写的评语简化成一个“阅”字，与官兵们

的交流也越来越少。

第二天，我找小余谈心，证实了我

的判断。我当即解释了当时的情况，向

他诚恳道歉，并鼓励他继续为连队建设

贡献智慧。

随后，我也作出改变，努力做好

工作统筹，就是再忙也要留出时间仔

细阅读官兵的意见建议，撰写评语，

对“金点子”提出表扬。随着越来越

多的意见建议被采纳，我发现大家的

工作劲头更足了，连队各项工作都有

明显起色。

这件事情让我感触良多。提意见

建议看似很平常，却反映出官兵们参与

连队建设的渴望与热情。我们总教育

大家要以连为家，要有“主人翁”意识，

不能说一套、做一套。作为连队主官，

应该好好保护战士们的积极性，他们的

想法无论对错，都要及时回应，不能用

一句“我很忙”应付过去。只有这样，才

能不断激发官兵们投身连队建设发展

的动力活力。

（孙晨、本报特约记者魏宁邦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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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营区电动车行驶过快、夜间岗哨

执勤登记不完整等问题，强调了这么

多次，为什么还时有发生？推动工作

落实，不能总是提要求。只讲不抓、

大讲轻抓、细讲粗抓，问题就会一直

飘在空中。”一次交接班会上，某单位

领导的一番话发人深省。

现 实 中 我 们 都 有 这 样 的 深 切 体

会：许多事情苦口婆心、耳提面命、

费尽口舌，许多规定三令五申、千叮

万嘱、再三告诫，但效果往往不尽如

人意。比如，人、车、枪、弹、密是

基层日常教育管理的重点，各个单位

几乎逢会必讲。之所以时不时还会发

生 这 样 那 样 的 问 题 ， 原 因 是 多 方 面

的，但绝不仅仅是教育不给力、不深

入，而是责任落实不够到位，环节把

控不够严密，检查督导不够扎实。

必须强调的是，教育绝非“万能

钥匙”，更不能用教育代替落实，把

“讲过了”当成“抓过了”，把“抓过

了”视为“抓好了”。然而，在一些人

眼里，只要是单位或个人出了问题，

不管问题属于什么性质、起因如何，

总是归咎于教育不到位，拿思想政治

工作说事。这种想法未免有失偏颇。

殊不知，工作部署千招万招，不抓落

实也是没招；制度规定千条万条，不

抓落实就是白条。如果没有过程的严

抓细扣、没有末端的紧抓不放，思想

教育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再多，也只是

在务虚层面打转转，很难保证各项工

作真正落地见效。

教育和管理从来不会孤立存在，

总 是 相 伴 相 随 。 没 有 教 育 的 拨 云 去

雾，管理就会事倍功半；缺乏管理的

务求实效，教育很容易流于形式，所

以必须两手抓、两手硬、两不误。某

部连续 40 多年安全行车无事故，就在

于始终坚持“思想不稳不出车、车况

不好不上路、有了苗头不放过”。领导

和机关检查车辆安全，直截了当指出

问题的同时，对问题整改跟踪问效，

直到隐患彻底消除。由此可见，教育

成效的最终体现不在于讲了多少，而

在于抓的程度。一些小问题变成大难

题，小隐患变成大祸患，就是各级在

“抓”字上下的功夫还不够深。就像一

根长长链条，中间只要有一处出现松

动或脱节，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

应”，导致链条全面失效。

事物总是充满辩证性，世上有一

点 即 通 的 聪 明 人 ， 也 有 漫 不 经 心 的

“糊涂虫”；有责任之弦紧绷的警惕之

心，也有经常暗存侥幸的懈怠之心。

这就要求我们，推动工作落实既要教

育 讲 到 位 ， 更 要 落 实 抓 到 底 。 讲 到

位 ， 就 是 要 通 过 持 续 反 复 的 思 想 灌

输，促使人人认识到位、铭记于心；

抓到底，体现的则是行动的坚决性和

高效的执行力。特别是推动基层建设

全面进步，必须做好“讲”的文章，

下 好 “ 抓 ” 的 力 气 ， 把 每 项 工 作 落

细，把每个动作做实，不见成效不撒

手，务期必成。如此，党委和机关指

导工作才能取得最佳效益。

教育讲到位，更须落实抓到底
■周燕虎 狄 迪

转变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系列谈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