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雪花”从天飘落，“凉风”迎面吹
来……5D 影院内，在模拟极地、雨夜
等多种自然环境的全感官冲击下，官
兵们直呼过瘾。看着大伙儿高兴的样
子，作为放映员，我感到十分自豪。

上个月，我来到宣传科帮助工
作。一次，上级工作组来检查，参观了
文化活动中心的 5D影院。结束后，在
和战友们一起训练时，我听到了几句
议论：“原来咱们旅还有这么有趣的地
方”“岂止，那边还有台球室和游戏厅
呢”……对此，我有些纳闷，明明文化
活动中心管理规定里写着“休息时间
开放 5D影院”，为什么许多战友却毫
不知情？

回到连队，我向指导员道出了疑
惑。“规定是规定，如果官兵损坏了设
备或是破坏了环境卫生，最后被通报，
那就得不偿失了。”指导员在回答中还
隐约透露，机关似乎并不支持基层官
兵使用5D影院。

带着疑问，我又找到了宣传干事
郑鸿强。他无奈地解释说，机关人少
事多，文化活动中心缺少专人管理，放

开使用容易失管失控，久而久之，“除
了用于迎检和展示单位建设成效，一
般不予以开放使用”成了机关和基层
的“默契”，贴在门口的管理规定已经
形同虚设。

丰富官兵放松娱乐方式的暖心事
变成了养在深闺的形象工程，这让我
心里很不是滋味。为此，我主动提出
担任 5D 影院放映员。本以为会被以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为由拒绝，谁知，

我的提议得到了科里所有人的支持。
“巧了，你正好解了咱们的燃眉之

急。”科长杨志成告诉我，不久前，机关
出台了一系列为基层减负的举措，官
兵每周每天自由活动时间得到了保
证，还明确提出要开放文化活动中心
供基层官兵使用，目前正好缺人负责。

好一个一拍即合，咱这就走马
上任！

（江雨春、刘方博整理）

“养在深闺”的5D影院终于开放了
■第81集团军某旅合成四营火力连下士 符旭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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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军营

关注服务基层暖心事的“下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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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网网盘：jbjccz

这几天，某旅召开组织生活会，王

教导员说出了自己的苦恼：年初，机关

针对“五多”问题进行针对性整治，几个

月过后，虽然各级开会次数少了、发言

时间短了，但在一些领域，“五多”又披

着各式各样的“新马甲”浮出水面。

有例为证。一个周五的晚上，熄灯

号刚响，王教导员手机中的“服务官兵

工作”微信群就发来通知：上报第一季

度官兵休假情况。第二天一早，统计工

作还没安排完，教导员的手机又响了起

来：从强军网网盘中下载关于官兵思想

情况调查摸底的通知，并于下周一 12

点之前上报相关情况。为此，周末第一

天，官兵都在忙碌中度过。

在基层单位，王教导员的“苦恼”并

非个例。近年来，“五多”现象在一定程

度上得到了遏制，但为何总会有“新五

多”陆续登场呢？

笔者以为，究其原因还是一些单位

领导处理问题时局限于就事论事，陷入

“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思维困境，结

果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导致“五多”就像

割不完的韭菜，分散了基层精力，侵蚀

了官兵获得感。

“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

源。”若想打赢纠治“五多”这场硬仗，

就要适应改革后的新格局，加紧转变

职能、转变作风、转变工作方式，加紧

学习新知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

题。具体来说，就是从根子上治，从全

局上抓。首先要瞄准根源，纠治领导

脑中的“五多”思想，掀起一场“头脑风

暴”，深挖细纠、自我凿刻，把依附于

“五多”之上的形式主义从头脑中彻底

清除；其次要改进方式，纠治机关手中

的“五多”产品，进一步关闸分流，厘清

职责权限，对业务工作该合则合、该分

则分，让基层不断迸发活力；最后要析

事明理，纠治官兵眼中的“五多”标准，

通过依法治军、按纲抓建、从严治训，

引导官兵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

根本的标准，真正让官兵忙有所值、劳

有所获。

纠治“五多”，切忌“哪疼医哪”
■翟继群

“哥，我也打算报名参军！”
5月中旬，第 77 集团军某旅上士

刘海权的妹妹来队探亲。看到“龙虎
榜”上悬挂着哥哥的照片，她说出了
自己的打算。听到这里，刘海权笑出
了声：“如果你真的入了伍，那咱兄妹
比一比，看谁先捧回军功章！”

别看刘海权现在积极阳光，可去
年，他却没少让连队干部挠头——

去年是刘海权中士服役期的最后
一年，本打算努力晋升上士，没承想
一场变故却不期而至。
“指导员，我申请提前退役……”

去年 3 月，刘海权找到指导员毛俊
钰，支支吾吾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是不是遇到啥难事了？”可无论

毛俊钰怎么追问，刘海权只有一句
话：“请组织批准我退役！”

而他接下来的表现，更是让人大

跌眼镜——无论学习还是训练，刘海
权要么心不在焉，要么索性不参加；
一次连队出公差，他竟当场撂了挑
子：“我是随时要走的人，就当我不存
在好了！”

刘海权既是老兵，又是骨干，咋
说变就变？思来想去，毛俊钰拨通了
刘海权母亲贾芳琼的电话。

原来，刘海权兄妹二人自幼由贾
芳 琼 独 自 拉 扯 大 ， 为 减 轻 家 庭 负
担 ， 刘 海 权 高 中 毕 业 就 报 名 参 了
军。可就在妹妹还有两个多月就要
参加高考时，贾芳琼却被查出患有
癌症。于是妹妹决定放弃学业，照
顾母亲。
“要是我妹放弃考大学，我娘再有

什么三长两短，我这个兵当得还有啥
盼头？”毛俊钰再次找到刘海权时，这
个老兵掩面而泣，“处分也好，除名也
罢，我现在只求回家照顾我妈，让妹
妹安心复习……”

弄清原委后，毛俊钰当即上报情
况。经过研究，旅党委决定，批准

刘海权请假离队，并启动困难官兵
救济程序，想方设法帮他解决燃眉
之急。

就这样，一笔笔善款汇入刘海权
的银行卡里。此外，旅机关还主动协
调将贾芳琼转入部队体系医院，并为
她垫付了手术费用。

转眼间春去夏至，刘海权打来电
话——他的母亲手术很成功，妹妹也
被某重点大学录取。
“儿啊，要是没有部队的帮助，咱

家就闯不过这关，要懂得感恩！”刘海
权归队前，贾芳琼语重心长地嘱咐，
“你回去后我就搬到养老院住。以后一
定好好干，要是再闹着回来，别怪我
不认你……”

带着母亲的嘱托，刘海权重返高
原。很快，战友们发现，没了后顾之
忧，以前那个生龙活虎的老兵开始重
振雄风。

刘海权没有忘记自己与妹妹的约
定，在训练场上挥汗如雨，在工作学
习中奋勇争先……

回眸第77集团军某旅几名士官的转变之路（三）

没了后顾之忧，重燃建功斗志
■本报特约记者 李佳豪 通讯员 皇甫秉博 文嘉琪

“1958年的北大荒，蒿草比人高，官
兵开荒用手刨，吃的是苞米面，住的是地
窨子……”5月 10日，正在作业的联勤保
障部队某储备资产管理局农机手、四级
军士长杜洪灵边操作播种机，边为身边
战友讲述军垦人的开荒史。这是该部将
教育课堂延伸到任务一线的一个镜头。

针对所属单位高度分散、农副业
生产季节性强、作业人员流动性大的
实际，该部及时搭建群众性自我教育
平台，把教育课堂搬到田间地头，让

一线生产骨干担任课堂主角，变室内
封闭学习为户外开放交流，做到问题
大家摆、是非大家辨、答案大家找，
在交流交锋中澄清模糊认识、凝聚思
想共识。

为保证教育效果，他们组织骨干
力量，将蕴含“对党忠诚”“爱岗奉
献”等精神的鲜活小故事编印成册，
作为辅助教材下发基层；探索推开
“田间地头小课堂、农机班组小讨论、
房管处所小组会”教育新模式，利用

田间生产休息、营房巡查间隙等时
机，积极开展“时事小辨析”“随机小
演讲”等活动，确保生产到哪里、教
育就跟进到哪里。

教育紧贴任务，官兵激情满怀。
连日来，该部克服人少地多、播期集
中 、农 时 紧 张 等
困 难 ，抓 紧 农 作
物 抢 播 工 作 ，圆
满完成 27 万余亩
春播生产任务。

田间地头摆课堂，活了
■姜 凯 王 辉

“30 分钟准确记录 63 组数据！”5
月上旬，在第 74 集团军某旅通信执
勤连的一场专业考核中，中士冼丽
娜 创 造 了 旅 号 码 背 记 课 目 的 新 纪
录。走下赛场，冼丽娜兴奋地说，
这得益于旅里引入“世界脑力锦标

赛”参赛队员
的专业记忆训
练方法，使自
己的记忆能力
得到新提升。

年初开训以来，为进一步帮助
官兵突破训练瓶颈，该旅邀请“世
界脑力锦标赛”中国参赛队员为话
务分队官兵传授记忆训练方法。地
点 桩 联 想 记 忆 法 、 思 维 导 图 记 忆
法、数字编码记忆法……各种专业
新颖的记忆方法让官兵耳目一新。

课后，话务分队迅速将学到的
专业记忆法运用到训练中，并结合
业务实际进行融会贯通。经过一个
多月的实践探索，他们总结凝练出

以“数字编码-营区地点桩-环式办
公地图”为链条的“地点桩电话号
码记忆法”，并将其正式纳入话务训
练体系。

创新训法提升训练效能。在近期
的阶段性考核中，话务分队官兵号
码背记的半小时平均成绩从 20 余组
提升至 40 余组。据悉，该旅还打算
将这种记忆法根据不同专业进行改
良升级，进一步发挥创新带来的辐
射效应。

“他山之石”促训练，给力
■殷一首 龙轩磊

士兵之声

记者探营

新闻前哨

养在深闺的5D影院开门了，官兵

关注的业务流程清晰了。在点赞的同

时，我们也要问问：还有多少暖心之

举、服务工作尚未打通“最后一公里”？

近年来，各部队立起“士兵至上、

基层第一”的鲜明导向，出台了不少暖

心惠兵措施。但是，在服务基层的实

践中，“脸好看、门好进、事难办”的现

象、“口惠而实不至”的案例、“暖心”变

“闹心”的尴尬仍时有发生。

打开有形的门容易，难的是根除

头脑中无形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

“最后一公里”最见作风。各级领导干

部只有瞄准顽瘴痼疾靶向发力，拿出

“不获全胜不收兵”的决心意志，把纸

上的制度举措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

的贴心服务，方能让官兵拥有实实在

在的获得感。

“最后一公里”最见作风
■徐 鹏

新闻眼

5 月中旬的一天，第 79 集团军某
旅合成二营火力连副连长刘洋来到财
务科，为连队战士核销学习期间的差
旅费，不到半个小时就办完全部手
续。刘洋告诉笔者，得益于旅里下发
的《官兵权益保障手册》，他提前备齐
了所有票据凭证，到机关办理业务一
点时间也没耽搁。

年初的一次双向讲评会上，基层
反映，到机关办理业务，常常找不对业
务负责科室；即便找到了，也往往因为
材料不齐全、条件不满足等原因无法

办理，导致跑了不少“冤枉路”。
“基层官兵不知晓自身权益、不清

楚制度规定、不了解办事流程，加之有
的服务环节设计不够周密，既给基层
官兵带来不便，又降低了机关办事效
率。”对此，该旅领导认为，必须打通服
务工作的“最后一公里”，不断提升服
务质效。

该旅机关各部门随即对照相关
制度规定，联合编印《官兵权益保障
手册》下发基层，对“休假审批”“被装
发放标准”“各类证件补办”等 19个事

关官兵切身利益的常见问题作出详
细说明，讲清政策依据和办理程序，
官兵只需“按图索骥”，很快便能“柳
暗花明”。
“这本手册也在动态调整，‘被装

精确申领’‘探亲休假路费调整’等最
新政策也将及时收纳到手册中。”组织
科科长王洪升告诉笔者，他们还在机
关楼大厅设立服务基层办公室，张贴
“一站式”服务流程图，并有专人值班，
全天候为官兵提供接待引导、意见收
集等服务。

办理业务不跑“冤枉路”
■安东海 刘正峰

5月中旬，武警某部交通第三支队全面开展川藏线、新藏线“两

线”道路养护施工任务。据了解，该支队官兵常年坚守在自然环境艰

苦恶劣的雪域天路，每天都要接受烈日和风沙的“洗礼”。这天，班

长杨作善（左一）带领战友们完成一天的工作后，提议大家在养管路

段里程碑旁合影。瞧，青春的笑容定格在他们沾满尘土的脸上，比

“美颜”效果还要靓！ 陆文凯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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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
最
美
笑
容
﹄

葛国通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