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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余小议

最近，第 73 集团军某旅一营司务

长李先坤，明显感到工作轻松了不少。

去年，李先坤担任司务长后，没有

哪天不发愁。现金账簿登记不及时、

固定资产统计不完整、未按权限落实

经费收支审批……仅仅第二季度机关

下发的检查通报，涉及他的就占了一

半。

“类似这样大大小小的问题，从年

初到年尾几乎没断过。”李先坤无奈地

说，每天忙得脚打后脑勺，还因为“分

内 事 ”连 连 被 批 ，这 让 他 一 度 萌 生 了

“辞职让贤”的想法。

司务长主要负责基层后勤保障工

作，被称为“红管家”。一般来说，能任

职这个岗位的军士，其工作能力毋庸

置 疑 。 但 李 先 坤 为 什 么 担 任 司 务 长

后，却在工作中频频出问题呢？

“很多时候，不是我工作不尽心，

而是被过多的分外工作牵扯了精力。”

李先坤说，只要涉及财物的工作，无论

是否在他的职责范围内，领导都会安

排他完成。久而久之，一人身兼多职，

难免忙中出错。

无独有偶，四营司务长张鹏也曾

因为工作愁眉不展。

张鹏群众基础一直很好，但去年

底的民主测评，他却垫了底。对这个

结果，张鹏并不意外，他知道问题出在

日常报销工作上。有很多次，因为事

先准备的报销凭证不齐全，需要反复

填报，一些战友认为他是在故意刁难。

“一个营的结算报销业务都得由

我统一承办，我没时间也没精力帮助

每一个人跑完整个流程！”张鹏说，在

报销流程中，他原本的职责是做好审

核工作，可战友们凡事都指望他来干，

因此落下不少埋怨，他感到很无辜。

“上面不满意，下面不理解。”一些

司务长在采访中表示，在工作中，他们

常常两头受气。记者还了解到，在一

些单位，司务长岗位成了“烫手山芋”，

面临人员青黄不接的局面，有的甚至

出现了半年更换两任司务长的情况。

“要是我们能只忙自己该忙的，就

不会有这么多问题了。”去年底的机关

基层双向恳谈会上，不少司务长吐露

心声，引起了该旅领导重视。

随 后 ，该 旅 机 关 展 开 了 一 次 调

研。他们发现，问题的症结在于一些

营连未能厘清岗位职责分工，简单地

把后勤保障工作归于司务长一个人，

导致他们不堪重负。

其实，出现这样的情况，该旅财务

科科长姜万里早有预感。据他介绍，

在营连，司务长负责的工作往往是涉

及财物的敏感事务，个别单位怕出事、

图省事，索性把“包袱”全部甩给了司

务长。

“殊不知这样做更容易出问题！”

姜万里不无担忧地说，“正是因为这些

工作重要而且敏感，才更需要各级恪

尽职守、分头把关。如果一味把工作

压 给 某 个 人 ，久 而 久 之 就 会 埋 下 隐

患。”

对 此 ，该 旅 党 委 一 班 人 深 有 同

感。他们指派专人从经费报销、资产

管 理 、伙 食 保 障 、被 装 发 放 等 方 面 着

手，梳理出基层党委、分管领导、司务

长、给养员（兼出纳）等职责清单，并在

办公区域醒目位置张贴。同时，组织

机关对随意安排工作情况进行检查纠

偏，切实引导营连明确职责分工、合理

安排任务，为司务长依法履职营造良

好的工作环境。

“工作只抓司务长的现象要杜绝，

凡事指望司务长的情况也要扭转。”该

旅领导介绍，他们进一步梳理了日常

财务工作流程与注意事项，汇编下发

《基层财经一百问》，让官兵们对自己

的切身利益心中有数，最大程度避免

工作反复折腾。

身上多余的“包袱”卸下了，岗位职

责清晰起来，司务长们终于不再发愁，

业务工作开展更顺畅、效率更高了。

前段时间，一营担负某任务，临时

需要采购一批物资。“轻装上阵”的李

先坤只用 1 天就完成了有关工作，较过

去 节 省 了 两 天 时 间 ，受 到 上 级 表 扬 。

笑容重回脸上的他感慨地说：“按职责

分工办事，干自己该干的活，既干得舒

心，也能干得出色！”

第73集团军某旅指导营连厘清岗位职责，明确任务分工—

司务长的愁眉展开了
■本报特约记者 廖晓彬 通讯员 葛 斌 陈鸿斌

“让我担任连值班员？”这天连务会

刚开完，听到排长带回的指令，我一时不

敢相信。

刚刚选晋军士，也从未接触过这项

工作，我对自己能否胜任实在没信心。

“ 连 队 已 经 定 了 。 你 抓 紧 看 看 值

班员职责。这是我值班时的一些心得

和 整 理 的 注 意 事 项 ，你 参 考 参 考 。”排

长 边 说 边 递 过 来 一 个 笔 记 本 ，随 后 拍

拍我的肩膀，鼓励道，“相信自己，你一

定可以！”

知道自己推不掉，排长一离开，我立

马翻开本子，认真学习上面写得密密麻

麻的“干货”，心里稍稍有了底：连值班员

工作多、节奏快，主要负责上传下达、统

筹协调等工作，只要多用心、想细点，平

稳度过这一周应该问题不大。

但万万没想到，我一接手值班员工

作就状况频出——第一次组织点名，我

忘了向指导员报告应到、实到人数，讲评

工作言之无物、抓不住重点；分配工作任

务，担心老兵不配合，于是把很多重活累

活分给了义务兵，引来一片抱怨；带人装

载物资，搞错了车牌号，不仅白忙一场，

任务量还翻了倍……

屡屡犯错，我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当晚，犹豫许久的我，敲开了连长的房

门：“连长，我感觉自己难以胜任连值班

员 工 作 ，请 换 个 能 力 更 强 的 班 长 替 换

我。”

“受到一点挫折就放弃了，这可不像

你。训练场上的那个‘拼命三郎’去哪

了？”听完我的来意，连长说，“我希望你

能把训练时的拼劲带到工作中来，遇到

问题多向优秀的排长、班长请教。经历

就是财富，挫折使人进步。”

连长还告诉我，之所以让我担任连

值班员，不仅是对我的锻炼，还因为我平

时表现比较优秀，连队把我当作骨干苗

子在培养。

连长的话给了我莫大鼓励，我很快

重拾信心，一边虚心向经验丰富的班长

骨干“取经”，一边认真总结每天工作的

不足，思考改进方法。

连队集合，个别班动作拖沓，我听取

一班班长的建议，提前两分钟吹预备哨，

大幅提高了集合速度；楼道、厕所等公共

卫生区打扫不及时、标准不高，我采纳三

班班长的建议，每天在公共卫生区转一

转，及时督促整改不到位的地方，连队环

境卫生明显改善……渐渐地，我找到了

值班节奏，工作开展越来越顺畅，处理问

题更加得心应手。

目前，连队正在野外驻训，有战友反

映生活排水不便。经巡查发现，高原高

寒条件下，排水管道因过往车辆碾压，内

部早已破损。我随即向连队建议更换排

水管道。得到肯定答复后，我主动找来

各种材料，带人修缮加固，得到了战友们

的赞扬。

从陌生到熟悉，从毫无头绪到有了

章法，一周值班工作，虽然过程磕磕绊

绊，但每一次遭遇困难、每一次处置问

题，都让我得到了锻炼，也充分认识到自

己的短板不足。

成长，就要不断战胜挑战。我相信，

下次值班时，我一定会有更好的表现；我

也相信再受领新的任务，自己会更加勇

往直前。

（李松洋、刘路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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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曾提出

路径依赖理论，用以解释经济制度的

演进规律，后来这一理论被广泛用于

解释生活中的很多现象。所谓路径依

赖，是指一旦人们选择了某种方式，无

论是好的还是坏的，惯性的力量会不

断强化这一选择，进而让人产生依赖，

不会轻易改变。

回 到 上 面 这 篇 报 道 所 反 映 的 问

题 ，我 们 不 难 发 现 ，造 成 基 层 司 务 长

“愁”的原因，很大程度也是工作中的

“ 路 径 依 赖 ”。 因 为 司 务 长 通 常 能 力

强、资历深，无论上级机关还是基层官

兵，只要遇到涉及财物的工作，都习惯

性地交其负责、找其帮忙，哪怕已经超

出他们的职责范围，结果导致司务长

们常常忙得脚不沾地，有的甚至不堪

重负。

当然，能够受到机关、基层如此信

任 ，也 是 对 司 务 长 工 作 能 力 的 肯 定 。

但在肯定背后，有一个平时不易察觉

的问题值得各级警惕：明明条令条例

等法规制度对不同岗位人员的职责进

行了明确划分，为什么还会出现“一人

身兼多职”的情况？这恰恰说明，在一

些单位的实际工作中，岗位权责不清、

运行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仍不同程度存

在。类似的问题多了，就可能扰乱工

作秩序，影响练兵备战，甚至损害战斗

力建设。

其实，解决工作中的“路径依赖”

问题并不难，最重要的就是依法依规

履职、各司其职。一方面，尽心尽力做

好分内事，履行好各自的责任，决不推

诿扯皮；另一方面，各级在安排工作时

要强化规矩意识和法治观念，做好统

筹协调、合理分工、检查督导，让依法

依 规 办 事 成 为 常 态 ，避 免“ 能 者 过

劳”。从这个方面看，第 73 集团军某旅

能够及时发现司务长们的“愁”，并积

极寻求解决的做法值得肯定，希望其

他 存 在 类 似 问 题 的 单 位 能 够 借 鉴 学

习。相信只要上下同心、共同努力，就

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摆 脱 工 作 中 的“ 路 径 依 赖 ”
■胡 璞

“吴应浩同志在旅岗位练兵比武

中，连续参加多个项目，并在单杠卷

身上课目中打破了旅队纪录，被评为

本周‘奋进之星’……”周一晚点名

后，第 80 集团军某旅高炮二连组织颁

发“奋进之星”荣誉卡，前一周表现

突出的 5 名官兵获得奖励。

去年起，高炮二连坚持每周评选

“ 奋 进 之 星 ”， 对 成 绩 突 出 、 表 现 优

异、进步明显的官兵进行表彰，并专

门设计制作了“奋进之星”荣誉卡。

选择用荣誉卡的形式激励官兵，

源自一些现实的“无奈”。曾有一段

时 间 ， 由 于 连 队 担 负 大 项 任 务 较

少 ， 一 些 官 兵 产 生 了 “ 干 多 干 少 一

个 样 ， 干 好 干 坏 没 区 别 ” 的 消 极 思

想 。 为 此 ， 该 连 党 支 部 一 班 人 想 了

很多招法，但收效甚微。

“官兵们对荣誉都有向往、有追

求。我们一直在思考如何让荣誉在日

常工作训练中更可感。”该连指导员刘

晓帅说，他们最终决定每周评选“奋

进之星”，并颁发荣誉卡，在增强官兵

练兵动力的同时，将大家日常表现和

成绩进行量化，为“双争”评比提供

重要依据。

二 级 上 士 王 状 多 次 担 任 连 值 班

员 。 值 班 期 间 ， 他 严 抓 日 常 管 理 和

规 章 制 度 落 实 ， 受 到 上 级 好 评 ， 多

次 获 评 “ 奋 进 之 星 ”。 当 年 底 评 选

“四有”优秀士兵，王状以明显的优

势胜出。

“小小荣誉卡，激活了创先争优的

一 池 春 水 ， 树 立 起 ‘ 不 争 评 时 争 平

时’的导向。”该连连长曲靖宇介绍，

他们将官兵获得“奋进之星”荣誉卡

的数量同月查季评工作挂钩，不仅在

连队营造了“比学赶帮超”的浓厚氛

围，“双争”评比工作也有效避免了

“印象分”和“人情分”的影响。

为了更好发挥官兵身边典型的激

励作用，该连依托宣传橱窗、公示栏

等平台，宣传“奋进之星”的事迹，

组织“奋进之星”书写奋进感言，利

用训练间隙举办“奋进故事会”等，

让一个人影响带动一群人。

这项活动开展以来，该连各班排

创先争优意识、自建能力不断增强：

五班坚持小值日讲评，对班内每日工

作 进 行 总 结 讲 评 ； 四 排 开 展 “ 一 对

一”“多对一”结对子活动，官兵互相

帮助，共同提高能力素质……官兵们

说，没想到小小一张荣誉卡，竟能发

挥如此大的作用。

小小荣誉卡 激励作用大
■姜 帅 冯文星

新闻前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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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陆军依托陆军勤务学院举办文化影视设备操作培训班，来自陆军各单位的 70余名文化骨干齐聚一堂，交流经验，切磋技艺，共同提高。图为

教员为学员讲解无人机使用方法。 安 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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