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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耀演兵场

值班员讲评

记者感言

互联网邮箱：jbjccz@126.com
强军网网盘：jbjccz

主持人：据旅机关的同志透露，您

平常最爱对他们讲的一句话是“把好

事办好”，为什么？

李志伟：因为一些好事常常办不

好。好事办不好最伤党委公信力！

主持人：如此严重？

李志伟：是 的 。 你 想 啊 ，我 们 用

大喇叭告诉官兵这里有个“福利”，可

速 来 领 取 ，结 果 官 兵 满 心 欢 喜 地 来

了 ，这 个“福 利 ”却 领 得 百 般 周 折 、别

别扭扭，甚至费半天劲到最后却被告

知领不了，你说官兵会不会怀疑我们

的 诚 意 ，会 不 会 埋 怨 吐 槽 ？ 说 白 了 ，

好事办不好，还不如一开始就不说这

个“好事”！

主持人：这种从兴奋到失望的心

理落差，难免会转化为对有些领导和

机关的不信任。那么您认为，“好事办

不好”，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或者说

“卡”在哪些环节上？

李志伟：我 认 为 ，问 题 主 要 出 在

前 端 筹 划 和 末 端 落 实 两 个 环 节 上 。

具体表现就是前端筹划推出一件“好

事 ”时 调 研 不 够 ，过 于 随 意 、粗 放 ，考

虑可行性不足甚至想当然，导致这件

“好 事 ”立 不 住 脚 、没 法 落 实 ，或 落 实

下去效果不好；而末端落实时又走向

了 另 一 个 极 端 ，变 得 过 度 谨 慎 和 严

苛 ，给“好 事 ”附 加 了 很 多 额 外 条 件 ，

让官兵们感到很不方便，以至于他们

宁可放弃。

就这两个环节，我分别举一个例

子 吧 。 前 期 ，为 提 高 基 层 官 兵 饮 水

质 量 ，旅 里 给 每 个 连 队 安 装 了 净 水

器 ，一 时 成 为 机 关 为 基 层 官 兵 办 的

一 件“ 好 事 ”。 结 果 净 水 器 没 用 多

久 ，就 因 为 滤 芯 堵 塞 、水 压 不 够 而 喝

不上水。

必须说，为官兵安装净水器的初

衷是好的，但在前端筹划时缺乏论证，

未把可能出现的情况充分考虑在内，

结果推开后遇到问题应对不力。

末端落实环节的例子就更多了。

去年我刚到旅里任职时，机关正准备

慰问家庭困难官兵。这当然是一件好

事，但我听到一些吐槽的声音，主要反

映申请慰问金太麻烦，光是证明材料

就得准备很多种。其中一名战士的话

我至今记得，他说：“申请慰问金需要

一些手续材料，我们完全理解，但真的

需要这么多、这么细吗？只怕等这个

慰问金领到手里，我感受更多的不是

温暖，而是麻烦……”

主持人：您觉得为什么会“卡”在

这两个环节？好事办不好、办不到官

兵心坎上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李志伟：根本原因出在工作出发

点上。

前端筹划环节，如果不是掏心掏

肺地为官兵着想，把方方面面的因素

都考虑进去，而只是为了年底写到总

结材料里，只是为了凑齐为基层办的

“10 件好事”，只是基于汇报好听，那么

从 一 开 头 就 埋 下 了“ 好 事 办 不 好 ”的

“种子”。

末端落实环节更是如此。如果觉

得 是 自 己 的 责 任 ，自 然 会 勇 于 担 当 、

主 动 作 为 ，麻 烦 自 己 多 一 些 ，麻 烦 官

兵 少 一 些 ；相 反 ，如 果 觉 得 是 对 官 兵

的“恩赐”，自然不会考虑官兵是否麻

烦，潜台词恐怕是“好处放在这儿，条

件 也 放 在 这 儿 ，想 领 你 就 别 怕 麻

烦”……

当然，除此之外，也有个别机关干

部能力不足的原因。他们前端筹划时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想到“点”而想

不到“线”和“面”，对一件好事是否好

办估计不足、判断不准；末端落实时对

相关制度规定吃得不透，对现实情况

了解不深，所以为保稳妥，设置了过高

的条件，做不到恰如其分。

主持人：我们理解，办任何事都必

须符合有关政策制度规定的要求，这

个时候如果及时做好解释说明工作，

相信基层官兵是通情达理的。

李志伟：没错！解释说明本身就

是对基层官兵的尊重。但我们不少机

关干部和基层官兵打交道，最欠缺的

就是这个。说到根子上，还是没有从

心底认识到，机关除了有指导基层的

责任，还有服务基层的义务。

再说说我刚才讲的慰问家庭困难

官 兵 的 例 子 。 当 时 听 到 大 家 的 吐 槽

后，我第一时间叫来负责这项工作的

干事“兴师问罪”，结果他也是一肚子

苦水。因为前些年制度落实不严格时

确实出现过冒领慰问金的情况，所以

为了防止类似事情发生，他这回便要

求多提供一些证明材料。

在随后召开的一次机关基层恳谈

会上，我请这位干事就这件事专门向

官兵作了解释，官兵也确实通情达理，

纷纷表示理解。其实机关和基层打交

道，把话说开了办事就顺畅了，不然信

息不对称，难免产生误会。

主持人：您到旅里任职一年多了，

一直在抓“把好事办好”这个问题。现

在回头看，您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李志伟：最大的感悟就一条——

把好事办好大有益处。不久前我和一

位机关助理员聊天，他刚刚给官兵办

完一件好事——修缮来队家属房。他

说，家属房年久失修，零零碎碎的小毛

病很多，干起来真是挺麻烦。但当他

尽心尽力地把所有房子都修缮一新，

看到官兵们带着自己的爱人、孩子幸

福地住进去时，他心里那个甜啊！他

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可以算做“金句”，

他说：“能为基层官兵办好事，是我的

幸运、我的福气！”

当然，把好事办好，受益最大的是

战 斗 力 。 因 为 组 织 对 基 层 官 兵 一 分

好，官兵就会在训练中流十分汗，尽其

所能把战斗力提高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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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属做家属的思想工作，真的有先

天优势！”11 月中旬，接到母亲与妻子和

好如初的喜讯，第 83 集团军某旅无人机

侦察营四级军士长邓勇激动不已。

前不久，因孩子教育问题，邓勇妻子

高小才与家人发生分歧，婆媳关系一度

紧张。带兵多年的邓勇，虽然做战士思

想工作很有一套，可夹在母亲与妻子间

却有些没辙。他想尽办法、“磨破嘴皮”，

可最终还是没能调解好婆媳关系，为此

背上了思想包袱。

教导员王世鹏了解情况后，让在家

属委员会的妻子尹晓辉想想办法。让邓

勇怎么也没想到的是，不到 3 天，妻子的

思想工作就让尹晓辉做通了。没过多

久，原本关系紧张的婆媳二人竟然手牵

着手去逛街买菜了。

“家属的心事还是我们家属最懂。”

军嫂尹晓辉向记者吐露自己的工作秘

诀：同为军嫂，酸甜苦辣都感同身受，互

相谈心交心更能说到心坎上，针对性“治

疗”效果自然很明显。“如今像我妻子这

样 ，帮 着 化 解 家 庭 矛 盾 的 军 嫂 还 有 不

少！”王世鹏介绍说，当前，部队练兵备战

等工作任务繁重，基层官兵一天忙到晚，

很难顾上家。

“ 不 能 让 家 庭 问 题 影 响 个 人 发 展

和部队工作！”该旅政治工作部主任张

小林告诉记者，他们在工作中感到，做

好“ 后 院 ”稳 定 工 作 ，既 要 靠 个 人 和 组

织 的 力 量 ，也 应 发 挥 家 属 的 作 用 。 他

们专门挑选思想基础好、协调能力强、

工作积极热心的 10 多名家属成立家属

委 员 会 ，探 索 建 立 学 习 教 育 、解 难 帮

困、兴趣培训和就业互助等制度机制，

帮 助 官 兵 调 节 化 解 家 庭 矛 盾 ，免 除 官

兵后顾之忧。

前不久，该旅上士李海洋和妻子曹

静静闹矛盾。妻子认为丈夫工作忙不够

关心自己，再加上两地分居，一人扛起家

庭重担，便向其他家属诉苦。家属们纷

纷讲起自己与丈夫相处的故事和经验，

为小两口现身说法。没过几天，曹静静

便与李海洋重归于好。

军嫂的心事军嫂最懂
■本报记者 刘建伟 张毓津

谁能想到，在一次战备拉动演练中，

我竟然变相给连长拉了紧急集合。

两 周 前 的 一 个 清 晨 ，我 还 徜 徉 在

睡 梦 之 中 。 突 然 ，一 阵 急 促 的 哨 声

响 起 。

“打背包，紧急集合！”紧接着，楼道

里传来了连长那熟悉而有力的声音。穿

衣服、背装具、戴头盔……我和战友们条

件反射般作出反应。

“平时不都背背囊吗？今天这搞的

是哪一出？”忙乱中，我伸手到床头柜里

摸背包绳，却始终没找到。这才想起，上

周末参加“两人三足”协力跑，我用完背

包绳后忘记放回规定位置。等我找到背

包绳打完背包冲出营门时，已经是最后

一名。

“八班全体出列！”就在我准备打报

告入列时，连长果断让我们班在全连面

前“亮相”。“这个速度可不行啊！如果真

有紧急任务，你们班怎么拉得出去？”连

长发了火。

我心里不服：战备拉动，我经常是全

连最快的一个，而今天却因为一时大意

失了“荆州”。“如果不是因为没找到背包

绳，你还不一定有我快呢！”

殊不知，我的小声嘀咕却被连长听

见，他瞪了我一眼，我的心一下提到了嗓

子眼。本以为连长会劈头盖脸对我猛批

一顿，然而他接下来的举动却让我十分

震惊。

“可能有些人还不服气，现在是 7 点

37 分 52 秒。”说完，只见连长一个箭步窜

进了楼里。没一会，他就披挂整齐，全副

武装地冲了出来，看了看表说道：“7 点

41 分 21 秒。”

连长用实际行动给我上了一堂生动

的战备课，我心里的委屈变成了深深的

懊悔。解散后，我主动找到连长坦承错

误。连长拍了拍我的肩膀：“期待你今后

的表现！”

这天清晨，一阵急促的哨响打破了

营区的平静——紧急集合！我翻身下床

打好背包，第一个冲出了房门……

（邹珺宇、李越前整理）

连长给我上了一堂战备课
■新疆军区某团六营一连中士 卢芝锐

值 班 员：第 75 集 团 军 某 旅 教

导员 唐承畅

讲评时间：11 月 19 日

这几天，我发现一些连队值班员

在值班中存在频繁吹哨的现象，除了

正常的起床哨、操课哨、熄灯哨外，中

间还有各种公差哨、通知哨、提前哨、

补充哨等等。

同志们，对于军人而言，哨音就

是命令，我们要求一听到哨音，所有

人 必 须 进 入 待 命 状 态 。 所 以 ，如 果

吹 哨 过 于 随 意 ，特 别 是 一 些 没 有 必

要 的 事 情 也 吹 哨 ，难 免 让 官 兵 产 生

一 种 厌 烦 心 理 ，哨 音 的 威 严 也 会 随

之大打折扣。

条 令 条 例 上 虽 然 没 有 明 确 规 定

值班员的吹哨时间和次数，但值班员

可以结合连队日常工作需要，充分考

虑实际情况，把握时间节点，该吹的

哨子必须吹，不该吹的哨子尽量少吹

或不吹。

（冯邓亚、阮 徉整理）

值班员吹哨莫随意

第 74 集团军某旅紧

贴实战要求，展开年终考

核，检验和锤炼特战队员

打仗本领。

上图：水上隐蔽渗透。

左图：穿越“染毒地带”。

钟俊杰、张广东摄

聆听第 83 集团军某旅家属委员会

发挥自身优势做好“后院”稳定工作的故

事，记者感慨良多。家属做家属的工作，

为什么效果好？关键就是身份一样、感

同身受，思想工作能讲到心坎上、解难帮

困能帮到关键处。

一句话就是，针对性强、实效性好，

实现了军嫂平时“有组织”，家庭遇事“靠

组织”。这也正是家属委员会能受到大

家欢迎，在部队建设尤其是稳定“后院”

中起到大作用的原因所在。可以说，成

立家属委员会，发动家属做家属的工作，

是一个能顶大用的好思路、好办法。

好就好在有天然的亲切感。很多军

人家属都说，嫁给军人就是“半个兵”。

广大军人家属对部队有一种天然的亲切

感，普遍关心官兵成长、支持部队建设。

鼓励她们参与到家属的思想工作中，或

定期走门串户，或在微信群中谈心交心，

化解家庭矛盾和邻里纠纷，都能发挥组

织替代不了的作用。如何引导家属成为

思想工作的编外骨干，理应成为各级思

考的时代课题。

好就好在有很强的责任感。作为

干部和士官的家属，没有人不希望自己

的爱人干得好、走正道。各级组织应该

引导并发挥好这支队伍的“督导员”作

用，鼓励家属吹好“枕边风”、当好“贤内

助”，让其成为部队管理教育官兵的好

助手。

好就好在有很好的凝聚力。家属

们聚在一起学习教育，经常开展兴趣培

训、就业指导，既能提升家属队伍的能

力素质，又能促进就业升级，从而实现

抱 团 取 暖 、共 同 提 高 的 目 的 。 不 仅 如

此，由于家属队伍亲和力强，利用新兵

入伍、老兵复退、重大节日等时机，组织

她们送亲情、送温暖，鼓舞军心士气，还

能发挥“编外指导员”作用，促进官兵思

想稳定。

无论是这个旅的做法，还是全军部

队的家属委员会建设，无一不告诉我们：

家属委员会在部队基层建设中正发挥着

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前，强军兴军步

伐加快，部队各项工作尤其训练任务十

分繁重，遂行抢险救灾、国际维和等多样

化 任 务 已 成 常 态 ，基 层 官 兵 很 难 照 顾

上家庭。在这种情况下，各级一定要清

醒地认识到：依靠家属委员会管理好服

务好家属们，就是对基层官兵最直接的

关心，就是为部队战斗力建设服务，就是

为强军兴军作贡献。

能顶大用的好办法
■刘建伟

基层有约

新闻前哨

无从考证，“把好事办好”从何时起成为一句流行语。但我们知道，一句话能
够产生且广为传播，一定是切中了某个热点问题、某种思想反映。那么，“把好事
办好”不就应该如此吗？缘何被很多领导干部挂在嘴边？今天我们邀请第 80集
团军某旅旅长李志伟做客“基层有约”，谈谈“把好事办好”的学问。

主持人 张 良

尖兵

出击

值 班 员：仪 仗 大 队 某 中 队 中

队长 马 兵

讲评时间：11 月 22 日

近期，部分骨干在讲评工作时，总

喜欢说“你们如何如何”这样的话，给

人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感觉。

这种做法很不值得提倡。希望大家以

后要多说“我们”、少用“你们”。

“ 我 们 ”和“ 你 们 ”虽 是 一 字 之

差，但前者代表同一个集体，后者则

把 一 个 集 体 区 分 开 了 。 各 位 常 说

“ 平 时 不 分 你 我 ，战 时 才 能 生 死 相

依”，殊不知这种坚不可摧的团结就

是靠一言一行锻造出来的。只有多

一些“我们”的责任担当，少一些“你

我”的推诿扯皮，大家才会形成一条

心 、拧 成 一 股 绳 ，集 体 才 有 凝 聚 力 、

单位才有战斗力。

（王 威、石 凯整理）

多说“我们”少用“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