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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视点

延伸阅读

前不久，第 73 集团军某工化旅组
织一次问卷调查，竟有不少人交了“白
卷”，有的一“蜜”到底。细问之下，有
些官兵反映：现在问卷调查越来越多，
越来越没意思，以至于出现了官兵“无
法答”“不敢答”“不愿答”的现象。该
旅党委以此为契机，对问卷调查进行
了一次深入调查。

问卷题目不严谨，

官兵“无法答”

“请问你每月手机上网流量是否够
用？”这是前不久第 73集团军某工化旅
问卷调查中的一个题目，然而也正是这
道题让不少官兵犯了难。
“正常情况下，流量套餐应该每月

都有剩余，如果不够用肯定是违规使用
手机。这种‘钓鱼执法’让我们不得不
防。”从教室中走出来，一名战士如是
说。

不只如此，通过与基层官兵座谈，
记者发现，机关在设置问卷调查内容
时，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令官兵难以作
答的题目：有的过于尖锐，官兵有所顾
虑“不敢答”；有的“山路十八弯”，官兵
不知所云“不会答”；有的甚至故意“设
陷阱”，官兵抵触“不愿答”……

问卷调查是官兵反映诉求的重要
途径，缘何如今会引来大家的吐槽？

对于这个问题，该旅舟桥一营教导
员姬学儒谈了自己的看法：“官兵反感
的源头在于题目本身的不合理性。如
果问卷调查的题目不能针对基层实际
情况，不托底、不落地，甚至让人捉摸不
透，就偏离了调查的初衷，结果也就没
了什么意义。”

谈及这点，机关干部表示也有自己
的苦衷。旅保障部王助理解释道，现在
不少专项工作都要求组织问卷调查，然
而机关人少事杂，实在难以腾出精力认
真研究问卷内容，顾不得题目设置是否
科学，也顾不得最终收效如何，只要走个
过场，最终让问卷调查成了一种形式。

问题就是靶子。该旅以此为镜，
力戒问卷调查过多过滥的现象，并从
改进题目设置入手，着力提高问卷调
查的针对性。旅里安排基层经验丰
富、责任心强的干部担任问卷调查的
组织者和出题人，对题目精抠细研，确
保问卷质效；在组织问卷调查前，旅分
管领导和业务部门认真研究分析，对
问卷内容做出合理预期，逐题逐级审
查把关，坚决杜绝题目中“挖坑埋雷”
的现象。题目确定后再组织人员进行
反复推敲、仔细斟酌，确保题目内容科
学、表述规范。

此外，在问卷调查“出炉”前，他们
还有针对性地选择部分官兵进行试答，

实际检验问卷的效果，对一些主题不突
出、设问不科学的题目及时进行调整和
更换。

问卷对象无区分，

官兵“不好答”

“我不是士官，‘对士官队伍建设有
何建议’‘你离一名合格的士官还有哪
些差距’之类的问题，我实在不知如何
作答……”前段时间该旅机关围绕加强
士官队伍建设组织问卷调查，某连有几
名战士交了白卷，这让该连连长很恼
火。事后，一名义务兵主动找到他说明
情况。原来，问卷里的题目本身站位点
就是士官身份，作为义务兵，他们无从
下笔。
“机关突然通知各连选派 20名战士

参加问卷调查，并没有作出任何限定，
也没有提出具体要求，对于战士的意
见，我们真的感到无可奈何。”提起这样
的尴尬，这位连长说，对问卷对象不加
区分，官兵看到题目一头雾水，这样的
问卷调查，最终结果究竟有多大的参考
价值也就可想而知。

采访中，防化营教导员刘晓峰告诉
记者，他私下了解到，不少战士对这种
“替别人回答问题”的做法都心存抵触，
甚至有官兵直接将其定性为形式主
义。如此一来，问卷调查就失去了应有
的严肃性，长此以往必然会导致官兵对
问卷调查的合理性和机关的公信力产
生质疑。
“问卷调查缺乏针对性，解决问题

就没有方向性。”该旅下力纠治个别机
关科室在组织问卷调查过程中出现的
问卷内容与问卷对象脱节的现象，创新
实行“问卷分餐制”，根据问卷内容和问
卷对象思想、身份等实际情况界定问卷
范围，确保结果的真实性与合理性。对
在问卷调查中随便指定人应付了事的，
责令相关负责人重新组织。

前不久，该旅结合工作需要再次对
士官队伍建设情况进行问卷调查。问
卷不仅区别士官和义务兵两大类，还专
门划分了下士、中士、上士等几个不同
层次。在此基础上，他们还根据官兵家
庭经济状况、婚龄、学历、经历等具体情
况设计不同题目，基本做到“人卷相
符”，每名官兵对照自身实际情况进行
回答，让问卷结果更有价值。

回答问卷有顾虑，

官兵“不敢答”

随着军事训练节奏加快，不少连
队主官感到压力倍增，开始利用休息
时间加班加点组织训练。作为多年
的老基层，该旅宣传科刘干事对这种
现象很了解，对于这种做法，有些官
兵是有抵触情绪的，尤其是训练成绩
相对较好的战士更是心存不满。然
而，在一次问卷调查中，凡是涉及到
连队训练是否占用到休息时间的相
关题目，所有官兵给出的答案都是
“没有”。

“有些问卷调查涉及到单位整体建
设，遇到这种情况，连队就会事先反复
‘动员’，防止把不好的一面露在外人面
前。虽然问卷调查是匿名的，但还是怕
连队主官通过各种途径查到当事人，与
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干脆不作答。”采
访中，一名战士向记者透露。

主官不敢揭短亮丑，问卷调查必
然难以问出真情。这名战士讲到的
问题，其实在不少单位都存在。有的

主官怕“丢分”“没面子”，担心影响单
位全面建设，在问卷调查前“提前定
调”“提前引导”，“教育”官兵有意见可
以“关起门来说”；有的主官害怕官兵
言多必失，让大家在问答题下全部填
“无”；更有甚者直接找到组织者，将
“问题卷”调包。无奈之下，官兵在面
对机关的问卷调查时，索性都按统一
基调填写。如此一来，主官的“面子”
是保住了，而原本为部队建设建言献
策、为领导机关正确决策提供科学参
考的问卷调查，就成了劳而无功的“走
过场”。

组织科张干事告诉笔者，出题时绞
尽脑汁，收上来的问卷却没有一点有价
值的数据和建议，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最后发现做的都是无用功，着实让人苦
恼。

提起这事，一位指导员则向笔者倒
苦水：一旦问卷上暴露了问题，机关都
会通报，并责令连队立即进行整改。这
还不算，如果被“盯上”，以后大会小会
都是重点“关注”对象，很长时间都可能
抬不起头。

问卷调查成了走过场，数据失真必
须叫停。该旅领导要求问卷调查组织

者尽量采取突击调查、随机调查等形
式，临时下发通知、随机抽取对象，防止
基层提前做准备提“要求”，保护好官兵
民主权利；需要口头询问的问题要避免
问卷调查对象单位主官在场，消除官兵
心理压力，鼓励他们轻松发言、大胆提
议；每次问卷调查前及时对问卷对象进
行教育，讲清问卷真正的价值、意义，引
导大家本着对单位建设高度负责的态
度，切实利用好这一途径，为部队建设
建言献策。

问卷过后无下文，

官兵“不愿答”

今年年初，起步开局，该旅广集兵
智，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官兵对本
旅全面建设的意见建议。然而，不少官
兵交上来的都是“白卷”。细问之下才
得知，以往组织问卷调查，即便问题写
了一大堆，最终却是不了了之，单位的
工作开展也不会因为自己的意见建议
有多大的改变，官兵对此很失望。
“‘下篇文章’不做好，问卷调查难

有效。问卷调查不仅是对基层全面建
设情况的掌握，更是对机关工作态度、
作风、素质的综合考量。机关能否交出
出色‘答卷’，直接关系着问卷调查的质
量和机关的形象。”该旅政委林晖说，问
卷调查结果是否落地，很大程度上影响
着官兵的参与热情，倘若每次官兵反映
的意见建议都得不到回音，他们的兴趣
也会消失殆尽。

立说立行。该旅在科学设置问卷
内容、选择合适问卷对象的基础上，着
力做好问卷调查的“下篇文章”。对于
官兵反映的矛盾问题，对照实际情况明
确整改措施、时限及责任人，一时无法
解决的向基层说明缘由；对于官兵反映
的意见建议，责成相关部门制订具体落
实措施，不能马上解决的说明情况，确
保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

与此同时，他们将问卷调查中应付
了事、态度敷衍的现象作为纠治重点，
将一“蜜”到底的问卷均视为无效，同时
对那些在答卷时不够客观，随心所欲、
凭个人好恶填写，甚至通过填写问卷泄
私愤的现象，给予批评教育。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组织问卷

调查也是一样。问卷内容不科学，问卷
就没有针对性；问卷对象不分清，结果
就会以偏概全；问卷组织不规范，调查
难以准确无误；对调查结果不重视，官
兵就不愿配合……”采访到最后，提及
问卷调查的“变脸记”，该旅宣传科科长
刘环颇有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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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对“问卷调查”的调查
—第73集团军某工化旅规范改进调研工作的探索与思考

■赵 欣 袁德坤 本报特约记者 赖文湧

问卷调查是在某一特定阶段或针

对某一特定问题，通过问卷的形式收集

官兵意见建议，从而了解官兵内心思

想、掌握部队真实情况的调查方法。它

是连接机关和基层的桥梁和纽带，也是

帮助领导机关实施正确决策和有效指

导的重要途径。

然而，有的官兵反映现在的问卷调

查有些“变味”，从题目设置到组织方

式，从人员选择到结果分析，简单粗糙，

大而化之，深不进去，有时甚至是为了

问卷而问卷，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思想失去准则，行为便会出现偏

差。不可否认，个别单位并没有把心沉

下来，本着倾听官兵心声、改进工作方

法的态度认真组织问卷调查，这才出现

了诸如上述所列的现象，让问卷调查成

了走过场、大呼隆。有的机关业务部门

出题时不是想着摸清真实情况，替官兵

解决实际困难，而是走秀做样子，对于

问卷中反映的问题视而不见，通常是问

卷过后就没了下文。如此失信于兵，很

难听到真心话，也难以掌握真实情况，

更谈不上解决现实问题。

再者，基层干部的“自我保护”思想

也在客观上影响着问卷调查的质效。

有的干部对于主动揭短、暴露问题的官

兵，不但不褒奖，不去积极反思解决问

题，反而对他们心存戒心，大会上讲、小

会上提，让那些敢于直言的官兵“口将

言而嗫嚅”，也给其他人造成一种错觉，

似乎谁揭丑亮短谁就是给单位抹黑，无

形中让官兵不敢说真话，也就无法保证

问卷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了。

基层全面建设水平怎么样，自己说

好不算好，官兵说好才叫好。基层主官

切不可有“家丑不可外扬”的错误思想，

作为一级带兵人，要有实事求是的作

风、正视问题的心胸、接受意见的勇气，

面对官兵的意见建议要听得进去，善于

纳谏、调查研究、不断改进。

作为组织者，党委机关每次组织问

卷调查前要多问问自己，问题能否问到

战士心里去？结果是否有指导意义？事

后又该如何抓落实？这就要求我们全方

位思考、多角度考量。找准“靶子”再“拉

弓”，科学设置题目，使其更具针对性，让

官兵感到“问到心坎上”；改“一锅煮”为

“分餐制”，合理选择问卷对象，确保每道

题目符合基层实情；多把精力投入到解

决问题、末端落实上，对题目逐条逐项进

行梳理，情况属实的“马上就办”，合理化

建议立即采纳，并随时跟进整改情况。

盯着问题用劲，方能真正“问”出实

效。问卷调查的每名参与者，都应本着

实事求是的态度，力求让每张问卷成为

沟通官兵心灵的桥梁、反映官兵心声的

窗口，真正发挥其对工作的促进作用，形

成人人关心部队建设、积极建言献策的

良好局面，促进部队建设水平不断跃升。

莫让问卷调查“变了味”
■林 晖

从军这么多年，我参加各级组织

的大小问卷调查不下几十次，内容涉

及到方方面面，从官兵思想反映到单

位风气建设，从军事训练水平到政治

教育质效。我知道，这是帮助领导机

关收集意见、科学决策、处理问题的必

要途径。这些年来，通过问卷调查，自

己也曾向各级党委机关反映过一些现

实问题和困难，其中不少得到了充分

关注和有效解决。但有的问卷调查成

了大家的“包袱”。

文中所说的情况，有的我也感同身

受，有些问卷调查真的不知该如何填

写。从题目设置来讲，少数题目明明有

话想说，而选项设置却是非此即彼，不给

“多说”的机会，让我们很难作答；有些题

目弯弯绕，故意“挖坑埋雷”，甚至被大家

戏称为“脑筋急转弯”。从组织过程来

讲，为了不出问题，有的单位主官在问卷

调查前仔细遴选思想过硬的“明白人”，

“不放心”“怕冒泡”的根本不让参加；有

的单位在组织问卷调查时，主官全程陪

同，甚至在交卷时协调组织者给每份问

卷“把关”；还有些机关干部为图方便，甚

至直接把问卷下发，依托基层自行组织，

不能保证问卷的真实性。

机关组织实施不科学、主官“羞羞

答答”掩短板、一些人不敢不愿吐心声，

这样的问卷调查最终成了你好我好大

家好的“过场戏”，无法达到应有的效

果。

每份问卷调查都是官兵思想的现

实反映，凝聚着大家对部队建设发展的

关心，任何一个参与者都应该积极对

待。基层主官不能怕官兵反映问题，更

不能抱着仅为完成问卷任务甚至过关

的心理。相反，要把问卷调查看成是一

次对工作成效的检验和促进能力提升

的契机。战友们要明白，“一勾到底”表

面看是为连队全面建设着想，实则适得

其反，唯有实事求是，讲清矛盾问题，提

出合理化建议，才是对单位负责。领导

机关则要沉下心，从明晰表述方式入

手，争取每道题目让大家“一看就懂，下

笔能答”，答题形式也可以灵活采取选

项固定的封闭式和自由发挥的开放式

相结合的方式，让大家有机会表达自己

的实际想法。最关键的一点还是认真

对待每一份问卷，尤其是对问卷调查反

映的问题，要盯住不放，用足实劲和狠

劲，跟踪问效直到问题得到解决。

（赵 欣、袁德坤整理）

组织实施不严密 有的单位掩短板 官兵不愿吐心声

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问卷调查
■四级军士长 张显洋

图为该旅组织“实战化训练”问

卷调查现场。

刘盛汇摄

记者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