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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微调查·聚焦新时代部队管理
“恭喜炮一班再次赢得‘神炮班’

荣誉！”前不久，第 82 集团军某旅四营

组织实弹射击总结表彰，当该营炮班

长李文明从教导员崔恒手里接过沉甸

甸的奖杯时，会场响起热烈掌声。

李文明，身体健硕，沉稳干练，在

战友眼里，这位老班长干啥都坚持高

标准。入伍以来，他勤奋好学，工作

认真负责，第四年被推荐到营部担任

文 书 ，一 干 就 是 8 年 。 2018 年 ，李 文

明 服 役 进 入 第 11 个 年 头 ，面 对 进 退

走留，他接受了连队任命，担任炮班

班长。

“缺乏炮班班长经验，专业也不

占 优 势 ，这 个 老 兵 能 行 吗 ？”质 疑 面

前，李文明开启了“转型加速度”。每

天一有时间，他就来到装备场练习火

控终端操作，手指磨出了血泡；专业

训练中，他认真观察每名优秀炮班班

长的操作特点，归纳总结出一套自己

的训练方法；遇到难题，他总会缠着

火炮技师问个没完，问题不解决绝不

罢休……

几个月后，该旅在西北某演兵场

驻训期间，组织了一年一度的“神炮

班”比武，李文明迎来沙场首秀。“8 发

急速射，放！”电台传来指令，李文明屏

气凝神，镇定指挥。“轰，轰……”炮弹

呼啸出膛。不多时，电台里传来连长

的赞许声：“8 发 7 中，李班长你真行！”

比武成绩公布，李文明带领炮班

夺得精度第一名、用时第二名，最终被

评为“神炮班”。

成绩来之不易，战友们纷纷投来

赞许的目光，但李文明并不满足，他

深知一名合格的炮班班长光打得准

还不行，于是他又给自己定下第二个

目 标——成为“全能型炮班长”。从

瞄准手到炮手，从故障排除到火炮驾

驶，他专攻精练，向极限冲刺。

去年，部队远赴大漠戈壁组织实

战化演练。与往年“打靶模式”不同，

这次“神炮班”比武全程嵌入“敌情”，

增加了多种特情射击条件，充分检验

官兵的综合实战能力。

功 夫 不 负 有 心 人 ，李 文 明 凭 借

扎 实 的 综 合 素 养 ，带 领 全 班 迎 难 而

上 ，面 对 战 斗“ 减 员 ”、夜 间 射 击 、

“ 敌 ”袭 扰 等 多 种 复 杂 情 况 灵 活 补

位、机动指挥。这一次，他们以绝对

的 优 势 力 拔 头 筹 ，再 次 夺 得“ 神 炮

班”的称号。

今年以来，该旅组织火炮装备信

息 化 改 装 升 级 ，不 仅 要 实 现 多 型 火

炮 一 网 联 动 指 挥 ，还 将 有 效 嵌 入 军

兵种联合链条。李文明得知这一喜

讯 ，主 动 请 缨 加 入 第 一 批 升 级 攻 关

小 组 ，和 战 友 加 班 加 点 探 索 研 练 信

息 化 炮 兵 战 法 训 法 ，还 自 购 了 多 本

军 兵 种 协 同 相 关 书 籍 ，提 前“ 脑 补 ”

联 合 知 识 。 如 今 ，全 旅 信 息 化 转 型

已 全 部 完 成 ，李 文 明 也 凭 借 自 己 的

不懈努力，转型为信息化炮兵的“排

头兵”。

一句话颁奖辞：荣誉的桂冠，从来

都是用荆棘编织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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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之声

最近一段时间，某部常委带领机关

工作组蹲到基层进行了为期 10 天的调

研。工作组深入营连，采取问卷调查、

座谈讨论、征求意见等形式，梳理机关

按纲抓建中存在的问题，掌握基层官兵

的急难愁盼，摸清部队建设的底数，为

新年度工作筹划提供了参考。基层反

映，这样的工作筹划方式接地气，同时

也增加了干好工作的底气。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工作筹划

是理清思路、制订规划、区分任务、明确

要求的过程，是完成工作的前提和基

础。及早筹划新年度工作，事关一个单

位把握全局、谋划发展的战略能力，有利

于新年度工作更好地开局起步。

笔者在以往的工作中发现，有一些

机关存在坐而论道、闭门造车的现象：

或坐在办公室里想当然地搞筹划，点子

虽新但与基层脱节；或揣摩领导的喜好

搞筹划，虽迎合了领导却疏远了基层；

或沿用以往的经验搞筹划，与当下的部

队实际不搭不贴……

筹划缺乏针对性，抓不住工作重点，

基层就会左右为难，于是在落实中要么筹

划的工作有头无尾，出现半截子工程；要

么筹划停留在纸上，没有贯彻到行动上；

要么没有跟踪问效，严重偏离实际。总

之，工作筹划没有起到谋篇布局、平稳起

步、指导抓建、凝聚意志、引领行动的作用。

基层是智慧的富矿，是科学决策的源

头活水。问计于基层，倾听官兵呼声，更

能增强工作筹划的科学性、指导性。有人

感慨：“坐在办公室想想都是困难，到基层

看看全是办法”。多沾基层的“泥土”，多

到基层去拜访“诸葛亮”，才能将分散的智

慧集中起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为治理兰考的风沙，焦裕禄从群众

中学得锦囊妙计；为让东山早日披上绿

装，谷文昌虚心向群众请教；为改变小

岗村面貌，沈浩挨家挨户访求致富的真

招实策。他们的实践证明，群众中蕴藏

着巨大的智慧和创造力。为什么烽火

岁月我军能够一次次创造以弱胜强的

战争奇迹，贺龙元帅总结道：“除了靠我

们部队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勇敢精神而

外，主要的就是靠了个‘大家想办法，人

人出主意’的军事民主。”

由是观之，主动问计基层官兵，充

分发挥官兵的智慧，才能最大程度地防

止决策失误，增强工作针对性实效性。

那该如何问计于基层？

一要多听。陈云同志说过：“不同

的意见，常常由于领导人不虚心，人家

不敢讲，不容易听到。所以，我们一定

要虚心，多听不同的意见。”机关应积极

创造广开言路、开门问计的条件，鼓励

官兵敢说话、说真话、说实话，多建务实

之言，多献可行之策。

二 要 多 看 。“ 横 看 成 岭 侧 成 峰 ，远

近高低各不同。”要多个视角看问题，

同一个现象，有人看的是表面热闹，但

决策者看到的是问题实质。要学会辩

证思考，不简单以是非对错来判定一

切。遇事多问几个为什么，避免一叶

障目、妄下断语。

三 要 多 转 。 眼 见 为 实 ，耳 听 为

虚。走马观花发现不了问题，坐在车

里看不到问题。要多到班排宿舍 、小

远散直点位和教育课堂 、训练场转一

转，注意把握特殊性与普遍性，既摸准

一般规律又坚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只有这样才能增添工作筹划的针对性

和“含金量”。

工作筹划切勿坐而论道
■向 勇

前 不 久 ，陆 军 某 旅 组 织 战 备 拉 动

演练，舟桥一连虽然最先到达集合地

域，但由于在宿营时缺少帐篷支杆，没

能在规定时间内搭起帐篷，被判定为

不合格。

宿 营 物 资 遗 失 ，问 题 出 在 哪 ？ 该

连仔细检查后发现，携行装具底部拉

链处有一个大大的缝隙，帐篷支杆正

是从缝隙中掉落遗失的。还好被旅机

关导调组的同志捡到，没有发生装备

丢失事故。

“ 假 如 提 前 发 现 拉 链 磨 损 ，肯 定

不 会 因 为 这 个 小 问 题 摔‘ 大 跟 头 ’。”

由于装备平时管护不到位输了演练，

连 队 官 兵 十 分 懊 悔 。 他 们 在 进 行 对

照检查时发现，连队个别官兵在准备

战备物资时，往往只是按照清单检查

齐不齐、够不够，却疏于检查坏没坏、

能不能用。

随着检查的深入，战备物资管理不

规范、官兵战备意识不强等诸多问题随

之浮出水面。连长王琦珣还发现，不少

官兵对枪支、弹药等关注得多，但对背

囊、挎包等携运行物资却经常忽略，反

映出落实战备要求不细致、不到位。

该 连 从 剖 析 这 一 事 例 入 手 ，开 展

“战斗力标准怎么看、战备工作如何干”

群众性辨析讨论，发动官兵查找训练、

战备中不严不实的问题，制订相应的纠

治措施，连队战备水平明显提升。

忽视小拉链 摔了“大跟头”
■孙 晨 付孟哲

冰 天 雪 地 严 寒 日 ，正 是

劲旅练兵时。12 月上旬，新

疆军区某边防团组织冬季适

应性训练，官兵们在-20℃的

天气下，围绕山地搜索、捕歼

战斗、防袭扰、战场救护、穿

越 染 毒 地 段 、野 战 生 存 等 课

目 穿 插 作 业 ，有 效 检 验 提 升

了管边控边能力。

上图：采取摩托化机动方

式向任务区域开进。

右图：官兵快速通过染毒

地段。

訾豪、程明阳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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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快递包裹，映入第 77 集团军

某旅上等兵谢永赢眼帘的，是满满一箱

红彤彤的柿子。在这寒冷冬日，来自家

乡的味道，让他感受到了浓浓暖意。

“官兵收取快递本是小事，可搁在

以前，还真不方便。”该旅部队管理科参

谋王桦告诉笔者，由于部队位置偏远，

许多快递公司因成本问题不提供送货

上门服务。无奈之下，他们与某地方单

位合作，由其帮助官兵代领快递包裹，

而后统一送进营区。然而，去年年初，

驻地暴发新冠肺炎疫情，该旅启动应急

预案，根据疫情防控需要，对营区实行

封闭式管理。这意味着，不仅快递无法

送进营门，营区内的超市、理发店、洗衣

店、银行存取款机等也无法正常营业。

生活上的不便，官兵们尚可克服，

但训练场地建设进度因此迟滞，则成

为该旅面临的一个难题，作训科科长

谭地恒心急如焚。

那段时间，正值训练场地建设的

攻坚阶段。为了保证如期完工，谭地

恒协调施工方制订了工程推进计划，

逐项狠抓落实。然而，突如其来的疫

情打乱了他们的阵脚，施工人员不能

进 入 营 区 ，训 练 场 地 建 设 被 迫 停 工 。

看着时间一天天溜走，谭地恒感觉到

一种“有劲使不上”的焦虑。

基层官兵的难、机关干部的急，旅

党委一班人看在眼里。从驻地疫情防

控进入常态化那天起，探索与之相适

应的营区管理方式方法也被提上议事

日程。

对常委会上的激烈讨论，副旅长

陈新雷至今记忆犹新——不允许任何

地方人员进入营区，风险压力最小、安

全系数最高、搞“一刀切”最省事，可满

足官兵生活需求的热切期盼、完成各

项工程建设的目标任务、履行战斗力

建设长远发展的责任使命，同样如箭

在弦上，刻不容缓。最终，党委一班人

形成共识：国家和地方政府已摸索出

非常科学有效的疫情防控办法，只要

结合部队实际严格对照落实，就一定

能把好疫情防控关，努力做到疫情防

控与部队建设两不误。

在军地疫情防控有关部门的指导

下，该旅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为方便官

兵收取快递，他们在营区外专门开辟

出临时存放区域，指定专人对包裹进

行消毒处理，而后再分发到各个连队；

为保证军营超市正常运转，他们要求

超市工作人员留营住宿，从安全可靠

的商家选购货品。货品进入营区前，

严格杀菌消毒，如必要可做抽样检测；

为不耽误建设工期，他们规定施工人

员需携带 48 小时核酸检测阴性报告，

扫描健康码后方可进入营区，施工作

业时，必须全程佩戴口罩，严禁到非施

工区域活动，严控与官兵接触……

“因疫情防控形势动态调整，营区

管控措施日臻完善。”该旅战勤计划科

科长李沛甲介绍，在随后的实践中，他

们区分驻地高风险、中风险和低风险 3

种状态，分别制订部队管理实施细则，

内容涵盖营区封闭管理、在外人员监

管、地方人员管控、人员健康防护等 9

个方面，让疫情防控制度更严密、管理

更科学、运转更流畅。

通过科学精准的疫情防控，该旅

营区管理井然有序。一段时间，部队

驻地出现零星新冠确诊病例，该旅立

即调高应对状态，加强营区管控，部队

运 转 如 常 ，始 终 保 持 着 零 感 染 、零 传

播、零病例的纪录。

训练场地建设如期竣工当天，谭地

恒长舒一口气，一直紧锁的眉头终于舒

展开来。与谭地恒一样感到心里踏实

的，还有谢永赢。这不，与战友分享完

家乡的味道，他便来到学习室登录强军

网首长信箱，道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感

谢首长关爱，家乡柿子真甜！”

疫情防控常态化，营区管理怎么抓？
—来自第77集团军某旅的微调查

■田鸿儒 农讨光 黄建勋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条件下，各级

领 导 和 机 关 或 许 都 会 面 临 这 样 的 问

题：如何确保疫情防控与部队建设两

不误？现在看来，这并不是一道非此

即彼的选择题。第 77 集团军某旅积极

采用行之有效的防疫举措，交出了一

份合格答卷，其经验无非就两条，一是

科学精准，二是抓细抓实。

在艰苦卓绝的疫情防控战役中，我

国之所以“风景这边独好”，除了党中央

的坚强领导、坚持“人民至上”，还有一个

重要原因就是尊重科学、相信科学、依靠

科学。无论是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

新兴技术的广泛运用，还是早发现、早报

告、早隔离、早治疗，戴口罩、勤消毒等常

规做法的全民拥护，科学精神始终贯穿

其中，汇聚战胜疫情的磅礴力量。

对于基层部队而言，关键就是抓

好落实，把这些科学方法运用到防疫

工作之中。其实，细看该旅的做法，并

无惊天之举，都是被实践反复证明有

用管用的招法。各级都应该像该旅这

样，不折不扣落实和执行国家的防疫

政策和规定，把每一个环节都考虑到，

把每一个细节都抓到位。

对基层各级而言，交出疫情防控

和部队建设合格答卷，不仅要有如履

薄冰的慎重，还要有相信科学的底气；

不仅要有迎接挑战的胆识，还要有抵

御风险的能力。新冠肺炎疫情不会很

快消失，抗疫斗争还很艰巨。当前，疫

情防控政策动态调整已成常态，要及

时响应跟进，因势施策，担当作为，加

紧推进练兵备战和部队建设，做到困

难面前不躲避、有实招，真正扛起肩负

的职责使命。

科学精准 抓细抓实
■张科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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