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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前哨

再次接到出差任务，第 77 集团军

某旅副连长丁毅没有像上次那样反复

推辞，而是很快收拾好行李，踏上了开

往机场的班车。

“不是不想给机关干活，而是被之

前的经历折腾怕了。”谈及此前拒绝出

差的原因，丁毅道出一段往事。

去年夏天，丁毅接到机关一名科

长打来的电话，询问他能否出差回一

趟老家，替机关办理几名军士转业移

交的相关事宜。“一是目前科里就我和

另一名干事在位，实在抽不出身；二是

考虑到你对自己家乡熟门熟路，办事

更方便。你放心，产生的费用留存好

发票，回来后依规报销。”科长的话情

词恳切。

这名科长刚说完，丁毅就毫不犹

豫地应允下来。第二天一早，他便带

队和那几名转业军士一起，踏上了出

差之旅。

方便起见，丁毅统一为大家购买

了往返机票，并垫付了食宿和市内交

通费用，金额总计近万元，“到时候我

负责报销就行，你们就别操心了，免得

还要分头往机关跑。”

虽然是第一次出差，不过办事细

心的丁毅将行程安排得井井有条，很

快完成了任务。返回单位后，本以为

这趟旅程能够顺利画上句号，他没有

料到的是，因为几张发票，自己垫付的

差旅费迟迟无法报销。

“你这几张住宿和餐饮发票全不

对。你开具的是对私发票，而非对公

发票。”

在报销差旅费时，面对财务科助

理员抛出的一连串专业术语，丁毅感

觉摸不着头脑：“啥对公对私发票？派

我出差时，只告诉我要开发票，也没人

说还有这些道道啊！”

虽然丁毅委屈不已，可规定摆在

那 里 ，只 能 照 办 。 万 般 无 奈 之 下 ，他

只 得 在 今 年 年 初 利 用 休 假 回 家 的 机

会 ，挨 个 店 铺 登 门 ，重 新 开 具 发 票 。

可 令 丁 毅 没 想 到 的 是 ，时 隔 半 年 之

久，他之前出差住过的宾馆竟已停止

营业。

“商家都找不到了，又去问谁开发

票呢？替机关出差办事，难道还要自

己掏钱？”眼看垫付的几千元钱似乎就

要这样“打水漂”，丁毅心中既不甘又

委屈。回到单位后，他将自己的经历

发到“首长信箱”。当天下午，他便接

到旅领导打来的电话，让他去办公室

一趟。

“机关工作忙，大家都理解，但你

不能只给官兵派任务，不给大家教方

法。当初出差前，你在电话里交代好

发票该怎么开，不就省去了许多麻烦

事吗？”推门进入办公室，丁毅看到旅

领导正在批评当时派他出差的那名科

长。

随后，旅领导又扭头对财务科助

理员说：“严格财务报销制度，是为了

部队利益不受侵害，可是你机械执行

规定却损害到官兵的个人利益，这不

让人寒心吗？”

说罢，旅领导叫大家一起围坐在

办公桌前商量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以

及 将 来 如 何 避 免 类 似 的 情 况 再 次 出

现。

“ 机 关 可 以 印 制《差 旅 费 报 销 手

册》，写明经费使用标准、报销程序和

注意事项，以后再派人出差，提前交到

官兵手中。”

“至于不能重开的发票，可以让机

关写一份情况说明附在发票和支付证

明后面，当作报销凭证。”

听罢两名机关干部的建议，旅领

导当即表示赞同。他紧接着语重心长

地说：“以后机关开展工作，务必多站

在基层的角度上思考问题，不要自己

省了事，却给官兵添了堵。”

找到解决办法后，几个人打算离

开 办 公 室 ，不 料 丁 毅 被 旅 领 导 叫 住 ：

“我替机关的同志向你道歉，也很感谢

你能向我反映问题，帮助我们改进工

作。”

一番诚挚的话语，让丁毅心中的

委屈消散了。更让他感到欣慰的是，

第二天，他就收到了差旅费报销到账

的短信提醒。

事 情 至 此 尚 未 结 束 。 几 天 后 ，

一 则 关 于 财 务 报 销 工 作 的 通 知 和

《差 旅 费 报 销 手 册》同 时 发 到 了 官 兵

手 中 。 通 知 明 确 ：以 后 凡 是 官 兵 先

行 垫 付 的 各 类 经 费 支 出 ，机 关 承 诺

在 3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报销；对于

因 特 殊 原 因 导 致 的 程 序 、票 据 有 误

等 问 题 ，在 不 违 反 相 关 规 定 的 情 况

下 ，经 核 实 后 由 机 关 统 一 出 具 情 况

说 明 作 为 报 销 凭 证 ，确 保 不 再 出 现

“因公损私”的情况。

通知一出，官兵们拍手叫好。丁

毅也不由得欣喜：“这条暖心规定的出

台，里面也有我的一分力。”

报销差旅费，为何让几张发票难住了
■本报特约记者 李佳豪

心理学上有一种理论，叫作“知识陷

阱”。它是指在沟通中，已经掌握某项知

识的一方，很容易先入为主地认为其他人

也同样掌握此项知识，于是将语言简单

化，导致双方产生交流障碍和理解偏差。

在日常生活中，“知识陷阱”的现

象普遍存在：家长在给孩子辅导功课

时，总认为一些公式并不复杂，于是常

搞不懂为何孩子总是连如此简单的东

西都记不住；老兵在为新兵教授动作

要领时，认为自己只要做几次示范就

能让新兵学会，殊不知新兵常因无法

理 解 动 作 背 后 的 原 理 而 无 法 顺 利 掌

握。同样地，对于一名长期和发票打

交道的财务助理员而言，很容易区分

对公发票和对私发票。然而，对于大

多数普通官兵而言，若没有专业人士

指导，很难分辨这两者间的差别。

因此，各级在给部属交办工作时，

不妨“多说几句”，多站在他人的角度上

思考问题：“对方是否能够理解我的意

图”“我布置工作是否讲得太简略了”

“应该提醒的注意事项是否都交代清楚

了”……只有这样，才能及时消除因信

息差带来的认知问题，从根本上避免类

似上文中“因机关干部少交代一句话，

却让官兵跑断腿”的情况发生。

交办工作不妨“多说几句”
■李佳豪

今年一季度考核前，各项训练准备

同步展开，一排二班副班长杨新澳的表

现却不尽如人意。

杨新澳本是连队的训练尖子，但翻

看他这段时间的训练成绩表，好几个课

目“亮了红灯”。尤其是他一贯引以为傲

的单杠卷身上课目，几次成绩居然只是

“及格”。

我先按兵不动观察了几天，发现除

了训练成绩依然不见起色，杨新澳没有

其他异常。难道是他家里有事？我电话

联系了杨新澳父母，了解到他家里一切

都好。而他和战友的相处，与以往相比

也没什么区别。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曾经

的训练尖子蔫了？”为了把问号拉直，我

只能另想他法。一天晚上，我在查铺查

哨时发现当值哨兵正好是杨新澳。于

是，在签好执勤登记本后，我专门留下和

他聊了几句，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前段时间，连队接到给全团官兵进

行车载通信装备通联课目演示任务。杨

新澳被班里推荐担任第一操作手。然而

在演示过程中，由于太过紧张，他竟然把

连接步骤搞混了。

虽然最后完成了任务，但杨新澳的

出错还是让连队在全团官兵面前出了

糗 ，让 大 家 将 近 一 个 月 的 付 出 打 了 水

漂。我当时很生气，演示任务结束后，撂

下一句“一排长回去好好教一教”，就让

值班员把队伍带回了。杨新澳告诉我，

到了连队门口后，先是排长针对他出现

的问题讲了 10 多分钟，随后，班长又把

他留下来继续批评。

在如此重要的场合出现失误，杨新

澳原本心里就很自责了，而后的接连批

评更是让他无地自容，陷入深深的愧疚

之中。可作为副班长，他不能在战友面

前表现出来，但心里的疙瘩一直没有解

开。

仔细想想，如果我当时能够冷静一

点，照顾到犯错战士的情绪，考虑考虑地

点场合，注意一下方式方法，也许就会出

现另一种结果。

“批评要掌握火候分寸，不能让战

士产生心结。”我和连长沟通后一拍即

合，召集班排骨干就如何正确开展批评

教育进行了讨论交流。随后，专门安排

一位老骨干与杨新澳进行结对帮扶，帮

助他卸下包袱、重拾信心；同时为了调

动 他 的 工 作 积 极 性 ，发 挥 他 的 特 长 优

势，我们让杨新澳参与组织全连的基础

体能训练。

不久，杨新澳主动向连队建议，根据

官兵身体素质差异，区分不同专业需求，

科学制订体能训练计划，有针对性地提

高大家的训练水平。看着杨新澳最近的

积极表现，我很欣慰：“以前那个斗志昂

扬、工作积极的好战士又回来了！”

（郑 钞、张 政整理）

批评有度，不让战士有心结
■新疆军区某团警卫侦察营指导员 陆鹏皓

前 段 时 间 ，中 队 组 织 机 务 维 修 质

量 评 比 ，机 械 员 任 廷 福 和 特 设 员 王 能

明发挥出色，凭借优异成绩登上了“标

兵光荣榜”。这本该是件高兴事儿，可

最 近 他 们 却 有 些 愁 眉 不 展 ，训 练 积 极

性也不如以前。

一次谈心中，他们向我说出了心里

话。一天业务学习时，班里接到通知要

执行一项公差勤务，几名战友都被“派活

儿”，轮到任廷福时，他却被告知工作已

经分完了。“为啥大家都去了，唯独我不

用去？”任廷福向班长提出了异议。但班

长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这些小事有

其他人就够了，让他多看看专业书，下次

评比再拿个好名次。

面对班长的有意“偏袒”，任廷福感

到无奈，却又不知道如何反驳。无独有

偶，特设员王能明也倾诉了类似的苦恼。

自从被评为标兵，每逢公差勤务，全

班都集体出动，只有王能明一个人“留守

后方”。打扫卫生区时，他也是被安排擦

玻璃、扫走廊这类轻快活儿。即使出现

内务水平不高、外出超时归队等问题，班

长对他也是以提醒为主，少了往日的严

厉。

如此“优待”让任廷福和王能明深感

困扰：身为标兵，却不能以身作则冲锋在

前；想拒绝“特殊照顾”，又怕被批评“不

识趣”……他俩都说，身上的“担子”轻

了，心里的“包袱”却越来越重。

对此，我在其他官兵口中听到了不

同声音：有人认为如果标兵参加活动、执

行任务都不积极，普通一兵更没必要严

格要求自己；也有人觉得班长的做法情

有可原，标兵要为班里争荣誉，自然需要

腾出更多时间钻研业务……

这 件 事 引 起 了 我 的 警 觉 ，我 先 找

来 几 位 班 长 了 解 他 们 的 想 法 。 原 来 ，

标 兵 评 选 后 ，我 号 召 官 兵 们 要 向 他 们

学 习 ，并 交 代 班 排 骨 干 对 他 们 要 多 关

心照顾、加大培养力度。没想到，有的

骨 干 却 错 误 理 解 了 我 的 意 思 ，用 减 少

工作、降低标准等方式对待标兵，以示

重 视 ，还 想 以 此 调 动 其 他 战 士 的 训 练

积 极 性 。 结 果 事 与 愿 违 ，此 举 非 但 没

有 产 生 预 期 中 的 激 励 效 果 ，反 而 让 标

兵 们 产 生 了 心 理 负 担 ，给 中 队 作 风 建

设带来负面影响。

弄清了前因后果，我当即组织班排

骨干召开专题会，及时叫停个别班长对

标兵的“特殊照顾”，明确必须严格落实

各项制度规定，对待官兵要一视同仁，安

排工作任务不能“双重标准”。随后，中

队还组织了一次讨论交流活动，让大家

就标兵需要具备的素质能力、如何培养

标兵等问题畅所欲言。

理越辩越明。讨论交流活动结束

后，战士们对标兵的理解更加深刻，争当

标兵的劲头也更足了；班排骨干注重在

工作中“一碗水端平”，对所有人保持高

标准、严要求。而没了“特殊照顾”后，任

廷福和王能明也“轻装上阵”，踊跃参加

各项工作。

（余志宾、邢金鹏整理）

一视同仁，不给标兵添压力
■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团机务中队指导员 张 朕

这 几 年 ，一 些 单 位 陆 续 开 通 了

“ 首 长 信 箱 ”“ 机 关 热 线 ”等 方 便 基 层

官兵反映问题困难、表达意见建议的

渠 道 。 但 实 际 效 果 如 何 ？ 官 兵 们 反

映 的 难 题 是 否 能 够 得 到 妥 善 解 决 ？

前段时间，笔者和一些基层官兵聊起

了这个话题，大家的反映出乎我的意

料 ——“ 得 到 回 复 很 及 时 ，解 决 进 度

却 很 滞 后 ”“ 有 些 问 题 反 映 一 次 解 决

不 了 ，只 好 反 复 提 、经 常 提 ”“ 领 导 知

道 了 、机 关 回 复 了 ，然 后 就 没 有 下 文

了 ”…… 这 些 略 显 无 奈 的 发 言 背 后 ，

折 射 出 当 前 一 些 单 位 服 务 基 层 工 作

存 在 的 问 题 ：有 的 机 关 干 部 简 单 把

“回复”当“落实”，对基层官兵解难帮

困 不 彻 底 、不 到 位 ，同 时 也 缺 少 必 要

的“回头看”机制。

很多时候，基层官兵反映的矛盾问

题并不大，解决起来也不难，但正因如

此，反而不容易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们

常 说 要 办“ 暖 心 事 ”。 怎 样 才 能“ 暖

心”？就是要把基层官兵的事当作自己

的事来办，办就办好、办就办实，办完之

后再回头看看结果怎么样。这不仅是

基层官兵的心之所盼，也是各级改进工

作、提升服务基层质效的主要落脚点。

基层无小事。各级要多一些“实打

实”的动作，少一点“空对空”的回复，把基

层官兵的“急难愁盼”及时解决好，让他们

真正感受到来自组织的关怀和温暖。

“落实”不能止于“回复”
■贾百兴

基层之声

记者感言

武警广西总队贵港支队组织开

展反恐演练，检验提升特战队员协

同作战能力，为遂行多样化任务奠

定基础。

上图：隐蔽接“敌”。

右图：快速追“敌”。

孙 跃摄

“首长，您好，请问能否将有关周末

外 出 的 规 定 再 明 确 一 下 ……”前 段 时

间，武警四川总队机动第一支队领导在

查看“首长信箱”时发现，此前已经答复

的问题，还有官兵再次反映。

一个月前，有官兵反映周末外出时

间不合理问题，当时负责“首长信箱”管

理工作的宣传干事，及时将这一问题整

理上报支队领导。支队领导责令相关

业务科室及时回复、抓紧解决。3 天后，

官兵反映的问题下面出现回复：根据

《内务条令》规定，结合支队实际，各大

（中）队可按照请假事由自行决定，不得

硬性要求……

为 什 么 同 样 的 问 题 会 再 次 出 现 ？

在 调 查 时 ，他 们 发 现 ，虽 然 相 关 业 务

科室进行了线上回复，但没有明确具

体该怎么办，致使基层分队也拿不定

主意。

“‘首长信箱’里反映的内容，就是

抓基层、打基础的工作，需要久久为功，

善作善成。处理好基层来信，不能只有

制度没有温度。”了解相关情况后，该支

队领导向机关各部门强调，要重视做好

解决基层问题、服务基层工作的“下篇

文章”。

随后，相关业务科室进一步明确了

官兵周末外出的方式、时间等，并及时

追踪落实情况和官兵反馈，得到了基层

好评。

在此过程中，该支队党委一班人意

识到，要杜绝同样的问题重复出现，机

关人员就不能只坐在办公室里线上回

复，必须深入基层了解真实诉求，推出

务实举措，还要及时“回头看”，确保解

决措施真正落地生效。

前不久，该支队出台了“首长信箱”

回访机制：由宣传科汇总整理一周官兵

反映内容，形成回访责任清单，相关业

务科室限期解答回复、提出解决措施，

并在 7 日内进行回访；回访结束后，相

关业务科室负责人在交班会上汇报情

况，形成解决问题的闭合回路。

武警四川总队机动第一支队改进服务基层工作——

出台“首长信箱”回访机制
■闫 松 吕俊飞 邹 浩

何至承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