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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前哨

Mark军营

士兵日记

基层面面观

初春的一天，某团组织了一场“军
营吐槽会”。团领导端坐台下，聆听基
层官兵上台吐露心声。谁都不曾想
到，警卫连中士小曹一张口便语出惊
人：能不能取消“士兵讲堂”，我再也不
想当什么“编外指导员”了。

这话啥意思？看着憋红着脸再也
不肯吐露半句的小曹，团领导有些纳
闷。按理说，“士兵讲堂”是战士们展示
才华的大舞台，不少战士都以能上“士
兵讲堂”为荣，缘何小曹希望取消呢？

小曹是该团有名的“四会”兵教
员。那年，他参加上级教学比武得胜
归来后，被营领导指派参加团“四会”
优秀政治教员选拔。授课现场，虽然
课件制作不如别人的精美，但凭借深
入浅出、生动形象的讲解，小曹顺利斩
获团“四会”优秀政治教员头衔。

然而自那开始，小曹在不断收获
荣誉的同时，也多了不少烦恼——教
导员把全营的心理教育课交给了他，
面对机关下发的薄薄几页教案，对心
理学一窍不通的他是“为赋新词强说
愁”；指导员把婚恋观教育课安排给了
他，恋爱都还没谈几天的他却要面对
一群结了婚的干部、老士官讲婚恋课，
简直是“关公面前耍大刀”；还有其他
营连干部一有课要上，也第一时间请
他“润色”……

最令小曹苦恼的是，高标准备一
堂课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这时间从哪
来呢？训练时间肯定不能挤占，只能

用休息时间加班加点。然而这样做的
后果是，白天训练没精神，训练成绩不
断下滑；与家人联系少了，恋人有情
绪。面对团领导，小曹无奈地说：“我
已近半年没有过周末了，‘士兵讲堂’
已成为我不可承受之重。”

循着小曹的“槽声”，团领导了解
到，团里稍有名气的兵教员大多存在
类似小曹这样的烦恼。本用来培养基
层战士授课能力、丰富教育形式的“士
兵讲堂”，怎么就沦为一些战士难以承
受的负担？他们进一步调研发现，此
种背景下，“士兵讲堂”的授课质量也

大幅下降。
分析背后原因，一方面，不少营连

干部对“士兵讲堂”的定位存有偏差，把
“配菜”当成了“主餐”；另一方面，个别营
连干部懒政怠政，以培养人才、丰富教
育形式为由头，当起“甩手掌柜”；再者，
机关在导向树立和监管上存在问题。

针对“士兵讲堂”存在的一系列问
题，该团研究制订《开办“士兵讲堂”十
条细则》，对授课频率、授课内容等进
行明确规范。同时规定，各营连安排
士兵上课必须报机关审批备案。细则
下发后，“小曹们”的苦恼也随之化解。

“士兵讲堂”缘何成为士兵负担
■本报实习记者 邓东睿 通讯员 吴飞亚

好端端的“士兵讲堂”为何“变

味”了？

采写完这篇稿子，记者感到，如果

只把目光投向“战士增负”层面，未免

有些单薄，不妨嗅一嗅“变味”背后的

味道：战士频繁登台授课的时候，基层

政治工作干部在干啥？

很多时候，将几个场景聚焦在同

一时空坐标下观察，就能找到问题的

答案。小曹备课的那一晚，指导员在

忙着为教导员准备汇报材料，教导员

则忙着帮机关制作文化氛围布设方

案……原本的各司其职，因为“层层

甩锅”，致使工作忙乱失序。

这种乱象的发生，归根结底是权

责错位。对此，如何划清各级权责边

界，避免上级把责任“下放”给下级、机

关把责任“下放”给基层、干部把责任

“下放”给战士，形成各司其职、各尽其

责的良好局面，值得思考和研究。

嗅一嗅“变味”背后的味道
■邓东睿

采访手记

本报讯 吴善孩、张文明报道：3月
初，联勤保障部队第 900 医院发生的两
件事让该院官兵深受触动：一件是医院
备战打仗典型、急诊科主任张伟被无锡
联勤保障中心评为“感动中心人物”；另
一件是医院 3名技术干部，因军事训练
考核未达标被取消调级资格。院政委杨
洪良介绍，这是该院立起备战打仗导向，
建设能打仗医院的一个缩影。

该院新调整组建之初，也曾经历过
“阵痛”。去年 11月，医院组织跨区卫勤

演练，近三分之一科室上报的参训人员
为聘用职员。“军人干部为何不参训？”党
委议训会上，院党委一班人认识到，部分
科室把军事训练当成出公差，反映出医
院官兵备战打仗意识薄弱。

对此，该院一方面组织官兵深入学习
习近平强军思想特别是习主席关于备战
打仗的重要论述，开展重温军人誓词、参
观红色教育基地等活动，从思想上纠正
偏差，树牢备战打仗意识；另一方面，出
台一系列与练兵备战挂钩的奖惩举措：
将立功受奖和评优评先的指标名额，向
参加重大卫勤演练活动表现突出的官兵
倾斜；军事训练考核不合格者，不予调职
调级等等。与此同时，他们每周制订下发

军事训练计划，要求全院军人每天至少参
加 1小时的基础体能训练，相关数据计
入个人年度训练考勤登记本。军事训练
考勤年度审查未达标者，将在评优评先、
晋职晋级等方面实行“一票否决”。

思想引领明方向，战鼓擂响斗志
昂。当前，建设“能打仗的医院”已成为
全院官兵的广泛共识。前不久，该院奉
命组织百余名官兵连夜冒雨跨越千里参
加近似实战的卫勤演练。参训官兵从平
时转入“战时”，从后方直抵“前线”，在持
续 20天的高强度跨昼夜演练中，先后完
成野营搭设、野外生存、伤员搜救和批量
伤员救治等重难点课目演训，取得优异
成绩。

建设一所能打仗的医院
第900医院新调整组建之初便立起备战打仗导向

作为新上任不久的教导员，我得
空就会到各连队转转，和干部们聊聊
工作，和战士们拉拉家常，想以此尽快
熟悉营队情况。

这天，我转到榴炮三连，发现排房
里被子叠得有棱有角，物品摆放得整
齐划一，甚至连垃圾桶都一尘不染。
离开连队前，我为此好好地表扬了连
队官兵。
“出门看队列，进门看内务。”起

初，我对三连内务卫生的高标准赞
不绝口，认为这是连队作风过硬的
体现。可渐渐地，我却发现有些不
对劲。休息时间，三连每个房间的
垃圾桶里总是一点垃圾都没有，甚
至连原本用于放书的书桌上也看不
到一本书。
“你们平时都不用垃圾桶吗？”我

突如其来的提问，让几名战士面面相
觑。在我的再三“逼问”下，班长王庆
军道出实情。

原来，不久前旅里在一次正课时
间组织营区卫生检查，连队因为八班
房间里的垃圾桶垃圾没倒，被机关通
报批评。为了避免再次“栽跟头”，
连队制订了“书桌上不能放书”“垃

圾桶里不能有垃圾”“抽屉里不能放
个人物品”等“土规定”，并不定期
组织突击检查。
“那平时你们怎么处理生活垃

圾呢？”我接着追问。这时，有的战士
从自己衣服口袋里掏出还没扔掉的废
纸，有的从衣柜后边夹缝里取出刚藏
好的饮料瓶，还有的从内务柜里翻出
个人小垃圾袋，五花八门的藏垃圾方
法令人目瞪口呆。

随后，我在全营发起“我对内务有
话说”吐槽大会。“内务检查时排房内
东西越少越好，没有东西成了最高标
准”“被子里加帆布折起来好看，可盖
在身上却不好受”“睡觉时床边只能放
拖鞋，紧急拉动时忙找作战靴”……官
兵们将一直以来憋在心里的牢骚话一
股脑儿倒了出来。同时，大家对照新
修订的《内务条令》对班排的内务设置
提出了不少改进建议。

现在，各班排房内务严格按照条
令条例要求，从利于战备，方便工作、
学习、生活出发，杜绝形式主义，也不
再随意提高标准，官兵们的心思精力
更加聚焦练兵备战了。

（王路加、谢文剑整理）

垃圾桶里为啥没垃圾？
■第73集团军某合成旅炮兵营教导员 邓可宝

带兵人手记

“来，三班的兄弟们笑一个……”3月上旬，新疆军区某部下士叶茂慧（右二）

“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叶茂慧是连队的司炉工，一直有个愿望就是想全班战友能

在界碑前合个影。上等兵邱天伦（右一）为了帮助叶茂慧实现这个愿望，自学木刻

版画，精心雕刻了“6号界碑”。瞧！叶茂慧笑得多甜蜜。

向晓东、王军强摄影报道

连队今天安排的训练课目是掩体构
筑，我一听心里直犯怵——根据以往经
验，当前气温下地面冻得非常硬，一镐下
去手掌都要被震裂。

来到训练场，我突然留意到不远处
有一个小水洼。我灵机一动，计上心来：
“何不来个就地取材？”我带着班里战士
来到水洼边上，用工兵镐敲下一块块冰
砖，再运回到“阵地”上……

眼看一道冰墙初具雏形，我脑中突
然闪过一个不安的念头：这样的工事是
不是不符合实战要求？但又一想，反正
也只是一次普通训练，没必要那么较
真。

为了让工事尽量逼真，我还找来树叶
对其表面进行伪装。结果，我们班是全连
第一个完成工事构筑的。连长前来验收
时，我还满心期待表扬。连长围着工事走
了一圈，用工兵锹敲了敲冰块，当着全连
官兵的面，两眼瞪着我说：“这样的工事能
挡得住子弹？平时偷奸耍滑，战时丢盔弃
甲！”
“平时偷奸耍滑，战时丢盔弃甲！”挨

了批评心里很不好受，但细细琢磨连长
的话，我也明白了什么。

（王 鑫推荐）

平时偷奸耍滑
战时丢盔弃甲

■北部战区陆军某旅下士 胡梦飞

3月1日 星期五 晴

与“界碑”合个影

设置应知应会内容，本是帮助官兵领会上
级精神、学习理论知识、提升专业素养的一种
手段。然而一些单位信奉“多多益善”，担心“百
密一疏”，随意扩大应知应会范围，口袋书一本
接一本、随身记卡片一摞连一摞、电子答题系
统一个赛一个，使官兵深陷书山题海之中，不
堪重负。有的战士无奈戏言：早要有背记应知
应会这个劲头，就不愁考不上大学了。

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一个重要原因就
是应付各种检查抽考。君不见有的领导下部
队调研，见到战士就喜欢问某某会议主要内
容是什么，有的工作组到基层检查工作，动不
动就考大家哪哪文件讲了什么问题，以此来
检查核实基层学习落实情况。一旦官兵答不

上来或答得不好，诸如“政治教育落实不力”
“理论学习抓得不紧”等帽子就会扣下来，无形
中倒逼基层不得不重视背记，而且背记的内
容越来越多。殊不知，有些会议精神、文件规
定、领导讲话等等，并不都需要普通战士学习
掌握，或者只需知道大概意思而无需原文背
记的。正如贯彻落实条令条例，重在人人“应
知”条令条例精神，“应会”贯彻运用条令条例
内容，而不是简单地“应背”条令条例条款。

应知应会，哪些应知？哪些应会？这是
广大官兵心中的疑问，也是各级机关需要规
范的难题。郝小兵希望借助这组漫画发出
呼吁：给应知应会一个科学合理的“定义”。

文/董孜伟、李卫星 图/金 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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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解决形式
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明确提出将
2019年作为“基层减负年”。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对基层官兵而
言，每天需要面对的工作除了训练、战备、教育、管
理，还有各种会议、文电、检查、评比……不可谓不
忙、负担不可谓不重。然而这些“忙”是否对战斗

力生成都有贡献，还值得商榷。
军队的基础在基层，打赢的主体在基层。

只有真正给基层松绑减负，官兵练兵备战的心
思精力才能集中，人人想打赢、人人谋打赢的活
力才能迸发。本版将持续跟踪反映基层减负问
题，敬请关注，欢迎赐稿。

——编 者

聚焦基层减负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