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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退役前夕，第 76 集团军某旅警

卫勤务连连长于志豪犯了愁：几名老兵

准备给连队购置几件家电用品，用于改

善 连 队 生 活 条 件 ，还 列 出 清 单 请 他 挑

选。对老兵的“一片心意”，刚上任的于

连长有些拿不准：这礼物收还是不收？

左思右想，于连长只好向营里请示

汇报。无独有偶，其他连队也出现类似

情况，营里随即将这一情况上报旅党委。

调 查 发 现 ，老 兵 退 役 前 给 连 队 买

纪念品的现象并非个例。旅队以此为

契 机 ，组 织 召 开 干 部 大 会 ，以“ 老 兵 应

该给连队留下什么”为题，组织大家展

开讨论。讨论中，有人认为，老兵给连

队买纪念品，说明对连队有感情，处理

不当会伤了他们的心；也有的认为，老

兵 要 为 连 队 做 贡 献 ，可 以 留 下 宝 贵 的

岗 位 经 验 和 过 硬 的 作 风 形 象 ，花 钱 买

东 西 不 能 提 倡 。 旅 党 委 感 到 ，老 兵 给

连 队 买 纪 念 品 看 似 是 小 事 ，处 置 不 当

会 影 响 到 连 队 风 气 建 设 ，必 须 树 起 风

清气正的鲜明导向。

为此，他们研究制订了《士兵退役工

作指导意见》，专门明确“退役纪念品”等

规定，要求各连队不得接受战士购买的实

物类纪念品，提倡战士离队前留下学习笔

记、教学光盘等资料。同时，各连梳理上

报训练缺少的资料和重难点问题，由作训

部门汇总公示，征集军事素质过硬、训练

经验丰富的老兵补充编写和拍摄。旅领

导还以“好作风是最美的贡献”为题，给临

近退役的老兵上了一课，倡导大家把对部

队的深情化作工作动力，以实际行动站好

最后一班岗，留下好作风、好形象。

老兵离队前，一张张教学光盘存入

连队资料室，填补了训练资料空白；一本

本工作心得放入班排图书架，成为战友

提高工作质效的好帮手；一页页服役感

言张贴在连队门口的板报上，表达退役

不褪色的决心……

面对这些，于连长笑着说：“这才是

老兵给连队最好的礼物。”

退役之前留点啥
■陈 澎 本报特约记者 吴骁峰

法治之声

法治故事

11 月 23 日，第二届军队政法论坛在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西安校区开展，来自

全军政法系统的领导干部、专家学者以

及基层骨干 60 余人出席。论坛围绕“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力推动

新时代军队政法工作高质量发展”主题，

结合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精神，进行集智研讨、建言献策。

与会专家认真系统梳理了军队政

法工作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取得

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大家认为，军

队政法部门必须通过严格执法、公正司

法，强化法律监督、法律服务和法治教

育，为练兵备战和军事行动提供法律支

持和保障等，有力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

军不断深入。

专家们感到，军队政法工作要注重

管理科学化，具体包括军队政法管理理

论指导科学化、管理制度安排科学化、管

理统筹推进科学化等问题；要进一步加

强执法规范化建设，锻造忠诚担当的政

法铁军；要构建与时俱进的法规体系，立

起严明法纪的鲜明导向。专家们对推进

军队政法工作理论创新，提出了具有指

导性、建设性的意见。

结 合 强 军 实 践 ，大 家 思 路 更 加 明

晰，新时代军队政法工作要着眼新情况

新问题新矛盾，在强化系统思维、体系

构建上谋发展；要在推进依法治军从严

治军上寻突破；要在适应时代特点、创

新发展上下真功。专家们聚焦基层部

队法律服务需求供给的薄弱环节等现

实问题，深入研究讨论，提出了很多建

设性对策和思路。

第二届军队政法论坛在西安召开
■王卫军 李 京

军事训练大纲是部队训练、考核的基本遵循，是
确保训练质效、提升战斗力的硬标尺。年终军事训
练考核，作为检验官兵一年来军事训练成果的收官
之战，是衡量战斗力指数的“试金石”，必须依法依规
严格组织，考出官兵真实战斗力。在年终考核组织
过程中，个别单位还存在着执纪不严，甚至变形走样

的现象，对于这些问题，必须硬起手腕依法纠治，立
起从严出战斗力的鲜明导向。各单位要坚持依法治
训从严治训要求，严格落实大纲标准，健全完善训练
考核监督机制，充分发挥基层风气监督员的作用，坚
决纠治训风考风不实等问题，确保部队战斗力水平
稳步提升。

以清正考风引领严实训风
—基层部队依法强化训练考核监督纪事

近日，武警长沙支队组织年终军

事训练考核，由于考核课目紧贴实战，

险难程度有所提高，官兵总体成绩与

往年相比有所下降。翻看成绩单，该

支队参谋长王良华感慨：“以严格纯正

的考风挤掉成绩水分，杜绝‘人情分’，

成绩看似有所下降，考出的却是真实

战斗力。”

这样的感慨，并非没有来由。一

次，王良华到某中队考核场随机抽查，

发现一些随意放松考核尺度的现象。

比如在防暴弹投掷考核中，个别官兵

出现投弹踩线现象，考官却仍算作有

效成绩；个别成绩不及格的官兵当场

获得了补考的机会，且补考成绩仍按

正常成绩计算。

“投弹踩线属犯规动作，应按无效

成绩处理；课目评定为不及格后，应由

支队统一组织补考，怎能当场重考并

计入考核成绩？”发现问题后，王良华

立即展开调查。原来，负责组织该中

队考核的一名考官，在调入机关前，曾

在 这 个 中 队 担 任 副 中 队 长 。 这 次 考

核，眼见很多都是自己熟悉的战友，他

碍于情面，对一些违规现象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没有较真碰硬。

“明知有问题却视而不见，这种打

‘人情分’现象只会损害战斗力、损害

好作风。”王良华当即对这名机关干部

提出严肃批评，并宣布该中队这次考

核成绩无效，必须指定人员重新组织

考核。

“机关干部大多从基层调入，平时

与基层交往频繁，在考核中面对老单

位、老战友，能否做到一视同仁、坚持

原 则 标 准 ？”这 个 问 题 上 报 支 队 党 委

后，引发了更多深入思考。

支队党委调研发现，机关干部考

核中打“人情分”、降低考核标准的现

象并非个例。个别人员有时会对熟人

“网开一面”，如对器械动作标准要求

较宽松，在计时类课目上卡表不严格，

等等。

违反军事训练规定，训风演风考

风 不 实 ，不 落 实 军 事 训 练 考 核 要 求 ，

组 织 保 障 不 力 ，影 响 训 练 落 实 等 情

况，将按有关规定要求进行处理。在

考 核 讲 评 会 上 ，该 支 队 党 委 决 定 ，必

须依法硬起手腕挤掉“人情”水分，确

保 考 出 战 斗 力 、考 出 真 本 领 ，以 清 正

考 风 引 领 严 实 训 风 。 对 相 关 单 位 和

人员严肃处理后，他们研究制订系列

举措，组织机关考评人员进行专题辅

导 ，明 确 考 核 标 准 ；建 立 完 善 实 时 录

像 、交 叉 巡 考 。 考 核 中 ，各 大 队 推 荐

一名干部担任考核巡考官，交叉检查

考 核 情 况 ；成 绩 公 示 后 ，通 过 数 据 分

析 、座 谈 了 解 等 ，对 各 课 目 成 绩 进 一

步 检 验 核 实 。 对 考 核 中 存 在 违 规 违

纪 问 题 的 人 员 ，依 法 依 规 严 肃 处 理 ；

对 放 松 要 求 、把 关 不 严 的 考 评 人 员 ，

严格追责问责。

考风正带来训风实。通过严肃考

风考纪，支队今年年终考核时，打“人情

分”、随意降低标准等现象得到杜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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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官兵装具整体重量不符合

标准，建议停止考核……”近日，第 82

集团军某旅作战支援营组织年终军事

训练考核，基层风气监督员、下士小李

发现有的官兵违规“减重”，他当即向

教导员蔺广反映这一情况。

基层风气监督员敢于较真碰硬，

为 训 练 带 来 一 股 纯 正 风 气 。 而 在 此

前，该营曾出现过不敢监督的现象。

一次考核结束后，一名营队干部听

到几名战士发牢骚，反映个别战士没有

按规定将水壶灌满水，或是中途把水壶

里的水倒掉；还有的防毒面具没有携带

滤毒罐，或是不按规定携带武器装备，

但现场没有人出面制止或纠治。“这样

的考核结果无法令人信服。”

为了保证考核公平公正，每次组

织考核，该营都会安排基层风气监督

员 现 场 监 督 ，为 何 还 会 出 现 这 种 情

况？调研中，个别基层风气监督员坦

言，他们其实也留意到了这些违规现

象，但考核中想较真碰硬时却又有一

些顾虑：有的担心“和自己连队战友过

不去，年底的民主测评肯定不好过”；

有的怕过于严格会影响自己单位的考

核成绩……

“考核场上降低标准，战场上必然

付 出 惨 痛 代 价 。 对 考 核 中 的 不 实 作

风，必须站在战斗力建设的高度，坚决

依法履行好监督职责。”发现问题后，

营党委进行了认真研究。大家深刻感

到，基层风气监督员怕得罪人不敢较

真碰硬，只会助长训练考核中的不正

之风，挫伤官兵训练积极性，影响部队

战斗力建设。

基层风气监督员身处一线，只有

消除他们思想上的顾虑，才能激励他

们 严 格 依 法 当 好 监 督 执 纪 的“ 摄 像

头”“显微镜”。该旅从引导基层风气

监 督 员 端 正 认 识 、明 确 职 责 入 手 ，组

织 风 气 监 督 员 学 习 有 关 加 强 基 层 风

气建设的法规制度，定期开展风气监

督员培训，选派经验丰富的纪检干事

辅导授课，提升实际工作能力。为引

导官兵正确看待监督，他们还组织开

展“如果我是风气监督员”的讨论，消

除模糊认识。

工作中，他们注重对基层风气监

督员履职尽责情况进行督导讲评，表

现突出的及时通报表扬，并在年终立

功受奖、评先评优上给予倾斜。对履

职尽责不认真、作用发挥不明显的，及

时进行调整。

这些务实举措，打消了风气监督

员“不敢监督”的思想顾虑，提升了他

们 依 法 监 督 执 纪 的 意 识 水 平 。 前 不

久，指挥控制连基层风气监督员小黄

在基础体能考核检录时发现，一名干

部未按规定着装，他立即向监考人员

反映。考核组责令这名干部按规定着

装后再参加考核，并将这组考核延后。

某班班长鞠平安说，考风纯正清

爽，大家刻苦训练的劲头更足了。在

该旅组织的问卷调查中，基层官兵对

训风考风建设普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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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基 层 减 负 ，一 直 是 官 兵 关 注 的

热 点 话 题 。 近 年 来 ，在 各 级 的 持 续 推

动下，减负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基层建

设有声有色。但也有个别单位对科学

统 筹 、依 法 减 负 的 规 定 要 求 理 解 不 深

刻，末端落实不到位，导致基层官兵有

时感到“减负年年抓，仍然天天忙”“打

仗 的 事 是 真 在 抓 ，与 打 仗 无 关 的 事 减

得仍不够”……

剖析基层减负不彻底不到位的原

因，有机关统筹的问题，也有基层执行

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各级谋划开展工

作没有自觉与“法”接轨。有的落实法

规 搞 变 通 、工 作 统 筹 不 科 学 ，导 致 因

“ 乱 ”而 忙 ，工 作 中 不 严 格 落 实 法 规 制

度，出现疏漏就容易反复折腾；有的对

法规精神解读不当，盲目拔高标准，导

致因“严”而忙；有时要求件件出精品、

样样出成绩，不考虑基层的实际承受能

力；有的法规学习不够深入、职责范围

模糊，该拍板不拍板、该明确不明确，把

一些例行性、一般性的工作拖成了“突

击工作”；有的对法规掌握不够精准、好

钢没用在刀刃上，如花费过多时间研究

蒙眼拆装枪支、无千斤顶更换轮胎等非

大纲课目，与战场对接度不高……这些

问题现象，无形中增加了基层负担，影

响了战斗力建设。

为基层减负，根本的是严格落实各

项法规制度，下大力砍掉与战斗力关系

不大的冗余事、影响官兵心思精力的繁

琐事。要强化法治思维，转变依靠行政

手段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从法纪视角

观 察 判 断 问 题 ，遇 到 矛 盾 问 题 自 觉 用

“法”破解。通过面对面等方式，掌握真

实情况，及时做好针对性工作，以法治手

段协调沟通解决问题。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为基层

减负，减的是额外负担和干扰羁绊，除掉

的是脱离中心工作的虚耗空转。要常态

学习政策法规，克服惯性思维和习惯动

作，按照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抓建管理

部队，自觉清理隐形变异的土政策土规

定，提高基层自主抓建能力，把与战斗力

关系不大的包袱卸下来，让官兵把精力

集中到练兵备战上来。

为基层减负，基本的要求是按章办

事、依法抓建。各级部署开展工作时，

要自觉以“法”统揽，严格按法规制度教

育管理部队、改进工作指导，围绕战斗

力建设，重点关注官兵急难愁盼，解决

人力物力空耗等问题。检查考评工作

自觉用“法”衡量，一把尺子量长短，一

个标准量高低，既不盲目拔高，也不人

为降低，确保真正评出战斗力，真正评

出部队建设水平。

（作者单位：31655部队）

基层减负要科学统筹
■程童辛

连日来，郑州联勤保障中心组建政法工作服务队，为官兵普及法律知识，及

时解决官兵及家属涉法涉诉问题。图为某团新毕业排长王敏贞为战士讲解民

法典内容。 王皓宇摄

11 月下旬，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场站组织士兵退役仪式，为老兵军旅生涯画上圆满句号。

王硕鑫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