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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营话“法”

年初以来，机关依法纠治“五多”问
题，营连参加的会议比以前明显减少，层
层签订过多过滥责任书的现象不见了，
各类登记统计、考核比武更加规范……

7月中旬，第 81集团军某旅在减负
工作“回头看”中发现，虽然“五多”问题
得到了有效遏制，但一些改头换面的新
问题又有所抬头。该旅通过法规制度刚
性约束、检查考评具体量化和常态化指
导纠治，抓细抓小、较真碰硬，较好防止
了“五多”问题反弹。

营部咋有“编外文书”

“要求统计的是更新后的党员和入
党积极分子基本情况，为何上报的却是
装备情况？”在一次政治实力信息采集过
程中，组织科干事陈鹏宇发现，作战支援
营前后 2次上报的情况差异较大。是文
书的疏忽大意，还是另有隐情？

经过一番调查了解，陈干事发现，
该营前后上报信息的不是同一人。前
段时间，第一次上报信息的军械员兼
文书黄连超休假，营部有关文书的工
作由卫生员单海涛替代。“编外文书”
单海涛由于对相关情况不熟悉，导致
信息误报。
“一个营部还能有两个文书？”面对

陈干事的疑问，刚刚休假归队的黄连超
说出了心中的无奈：“我一个人除了负责
营部的军械管理以外，还要兼顾文书工
作，虽然现在上报各类数据情况比以前
有所减少，但机关业务科室要求提供图
片和视频的现象开始增多，本来营里的
工作就挺忙的，要求事事‘有图有真相’，
实在让我转不开圈了。”

对于“编外文书”的设置，教导员刘
东有自己的看法：最初考虑到营里文书
如果休假，这个岗位得有一个熟悉业务
的人接替，就让营部的卫生员单海涛帮
着处理一些日常业务。后来逐渐发现，
营里的日常训练、政治教育、装备维护、
人员管理、安全保密等工作，都有相应的
机关科室对口指导。在“业务分管”的名
义下，个别原本应该由机关负责的报表
资料、汇报材料也都“甩”给营里，基层营
连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无奈之下，营
部只好将卫生员和驾驶员也纳入“编外
文书”，让每个人对口负责机关部门，这
样更有利于开展工作。
“编外文书”的出现，引起了旅党委

的反思。年初，旅里制订了为基层减负
的措施，为何到了基层得不到彻底落实，
甚至还出现了“五多”问题改头换面又回
潮的情况？

减去的负担怎能再“拾”回

“五多”问题，基层官兵深恶痛绝。
但在调查中发现，个别基层干部为了在
上级检查中推责免责，将已经减去的负
担主动“拾”了回来，大小事情都要留下
痕迹，万一出现问题，也好有个依据。

前不久，该旅一位领导在舟桥营蹲
点时，询问到舟桥一连在外人员情况，指
导员并没有急于回答，而是把“在外人员
联系登记本”拿了出来。
“旅里的减负规定已经明确，除了条

令规定的‘七本、五簿、三表、一册’外，不
合规的登记统计本一律废除，这个登记
本明显违规啊……”
“不搞‘痕迹管理’的道理大家都懂，

但真正在落实工作中，还是觉得按老套
路办事心里踏实。”面对领导的质疑，指
导员说出自己的考虑：“之前这个本子虽
然要求取消了，但每当上级机关问起在
外人员情况时，由于没有本本，总感到心
里没底，每次都要跟检查组解释半天，有
时还得现场给在外战士打电话确认情
况，不如把这个本登记好，每次机关来检
查，翻开本子一目了然。”

纠治“五多”，机关有机关的责任，基
层有基层的担当。该旅仔细分析“五多”
回潮问题，发现这些现象很大程度上还
是与机关和基层法治意识不强有关。个
别机关干部抓建基层没有把自己摆到减
负“参与者”的位置上来，仍习惯凡事翻
本子、查笔记，个别基层干部遇到具体问
题不敢担当、不愿担当，甘于做“甩锅
侠”、当“二传手”……

调查研究后，旅党委召开机关基层
双向研讨会，在对屡禁不止的“五多”问
题进行剖析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定位机
关指导职能，明确规定：考核评价一个单
位工作，关键看有没有解决实际问题、官
兵评价怎么样，坚决纠治只看台账、索要
图片材料的做法。

让措施真正提效增力

“指导组说撤就撤，这下我们基层营
连自抓自建的信心就更足了。”在距该旅
机关较远的一个营区，筑城伪装营教导
员程亮向记者介绍机关减负举措给基层
带来的新变化。

旅队调整组建以来，营区驻地相对
分散。为了加强管理，旅党委指定一名
常委带指导组常驻营区，表面上看是指
导营连，实际上就是“小机关”，“指导”就
是变相检查，现在取消了指导组，由挂钩
帮带的常委结合蹲连完成帮抓指导，聚
焦的都是矛盾，解决的都是问题，办实事
的“指导”受到官兵欢迎。

为防止以往“用发现问题代替解决
问题、用表面整改代替彻底整改”的现象
发生，他们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党委转
变作风负面清单》，把笼统要求具体化、
弹性规定刚性化，将解决措施落细、落
小、落实，以刀口向内、拉单挂账的刚性
举措较真碰硬，抓好整改。

翻开《党委转变作风负面清单》，记
者看到，从文字材料到登记统计本规范，
从组织集体活动次数到视频制作个数，
从比武竞赛数量到检查指导标准，都有
明确的量化，机关在执行过程中简便易
行，基层也有规可循。

让基层官兵真正卸下包袱，只靠严
格落实法规制度还不够，还要有务实可
行的暖心举措。他们还专门下发《维护
官兵权益正面清单》，通过组织基层优秀
官兵疗养活动，解决官兵关注的子女上
学难、看病购物不方便、住房紧张等问
题，让官兵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军人荣誉
感和获得感。

为基层减负的务实举措，激发了官
兵干事创业的内动力。进入暑期以来，
该旅分布在多个点位展开驻训的官兵战
高温、斗酷暑，练兵热情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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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军委近日印发《关于解决“五多”问题为基层

减负的若干规定》，从压减各类文电、精简各类会议、控

制规范各类活动、统筹各类检查考核评比、整治部队管

理中不依规不依法问题等5个方面，制定出台20条具

体措施，对各级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解决“五多”问

题为基层减负提出明确要求。

近年来，基层“五多”问题得到有效遏制，但也要看

到，有些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有的甚至又出现了一

些新花样。“五多”问题分散官兵精力，冲击主责主业，影

响部队战斗力提升，成为基层的主要负担。为基层减负，

关键在于各级领导机关要结合自身实际，严格落实好法

规制度，采取刚性措施，正规“四个秩序”，纠治与中心工

作无关的繁文缛节，清除影响备战打仗的干扰羁绊，真正

让官兵把心思和精力聚焦到备战打仗上来。

当前，随着军队改革持续向纵深推

进，一切工作向打仗聚焦，基层备战任

务重，实战实训要求高，如果沿用传统

的粗放、低效的管理模式，必然增加基

层建设成本、降低运行效率，徒增基层

负担。因此，为基层减负，除了解决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造成的“五多”问题，还

要在提升科学管理水平、加快转变治军

方式上下功夫。

科学管理的最终目的是提高战斗

力。追求高效能，解决管理粗放低效，不

讲质量、不计成本、不讲效益的问题，是

科学管理的生命所在。就部队管理效果

而言，有利于提高战斗力的为正效果，不

利于提高战斗力的为负效果。科学管理

要求以效能为核心，就是要牢固立起战

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摒弃所谓

的“政绩标准”“满意标准”等与职能使命

相悖的伪标准，确保一切工作向战斗力

聚焦。如果工作中同一事项议而不决、

反复开会或者层层发文、层层开会落实

上级指示，必然会造成效率低下，给基层

带来额外的负担。因此，以效能为核心

就是要以科学严谨的态度，思考和解决

战斗力建设中的突出矛盾问题，通过科

学管理实现正效果最大化。

部队管理只有以精确为导向，规

划好每一个阶段、筹划好每一项任

务、完成好每一项环节，才能确保战

斗力建设持续健康发展。然而，凡事

均有度，如果把开会发文、台账记录、

工作笔记的具体内容，作为工作是否

落实的标准，以此表明管理的精确，

其实质就是变相推卸责任，必然陷入

以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的怪圈。

在部队管理中，如果对改革中出现的

新情况、新问题置若罔闻、视而不见，

其实质就是机械地落实上级指示，久

而久之必然滋生形式主义。因此，面

对新的、发展变化了的客观实际，只

有持续改进，不断提高管理方法、手

段，才是符合战斗力标准的正确做

法。如果为了精确而量化，则易陷入

“痕迹管理”“无限精准”的误区，这其

实也是一种形式主义。

科学管理“真减负”，才能提高官

兵获得感。军队战斗力的基础在基

层，离开基层官兵，再宏伟的战略也不

能实现，再先进的武器装备也发挥不

了作用。减负成效怎么样，基层官兵

体会最直接，也最有发言权。基层负

担少了，才会心无旁骛、集中精力抓战

斗力建设；官兵的获得感不断增强，才

能更加积极地投身强军事业。“真减

负”既要聚焦官兵反映强烈的文山会

海反弹回潮等问题，也要深挖、根治形

式主义滋生的土壤。只有把官兵从无

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把那些影响提

升战斗力的不合理做法彻底根除掉，

基层官兵才能把时间和精力用在谋战

思战备战上。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

科学管理“真减负”
■任玉彬 孙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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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兵团总队执勤第三支队依据新
条令规定，采取化堵为疏、管教并举的方
式，探索建立“三个半小时”手机管理使用
新路子，引导战士养成健康上网好习惯。

新条令规定，基层单位官兵在由个
人支配的课外活动时间、休息日、节假
日等时间，可以使用公网移动电话。休
息时间和节假日手机使用管理，曾经是
基层部队管理的难题。为防止战士使
用手机中发生乱交往、不健康消费、沉
迷网游、浏览不良信息等问题，个别单
位设“防区”、定“禁区”，采取“堵、禁、

防”的方式，战士对此不理解、有怨言。
为此，该支队严格落实条令规定，从引
导战士养成使用手机良好习惯入手，探
索建立了“三个半小时”制度。

这“三个半小时”分别为半小时亲情
热线、半小时浏览指定公众号、半小时学
习创新理论，由战士根据自身实际灵活
掌握。亲情热线，主要引导战士与家人
交流，必要时干部可与战士家人通话，汇
报战士的工作生活和表现，拓宽与战士
家人共教、共育、共管渠道；浏览指定公
众号，下载关注人民网、解放军报客户端

等，组织官兵对时政要闻、模范人物、经
典名著等相关栏目定向搜索学习，及时
了解资讯信息；学习创新理论，建立理论
学习微信群，由支队理论宣讲小组定期
推送创新理论要点，并通过跟帖回复、组
织讨论发言、视频互动等方式，对现实热
点、政策重点、创新理论难点等问题进行
解读解惑。

中队长李晓超说：“支队手机使用
管理‘三个半小时’制度的建立，为战士
使用手机提供了方便，也解决了基层管
理中的难题。”

武警兵团总队执勤第三支队

引导战士养成健康上网好习惯
■侯发明 李 奇 刘新龙

“被告人王某因网络赌博罪，判处
有期徒刑两年零六个月……”当法官敲
响手中的法槌时，参加现场听审的第 78
集团军某旅官兵神情凝重，内心为之一
震。

6月下旬，该旅组织官兵走进驻地
法院审理厅，听取法庭对两名地方人员
网络赌博案的审理。从初审到判决，一
堂生动的法治教育课在官兵心里打下
烙印。
“当前，网上借贷、赌博等涉法问题

频发，对官兵的不良影响也在加大，必须
时刻筑牢守纪防线，才能让官兵抵制不

良信息的侵蚀。”该旅保卫科科长李壮
说，去年一名士官退伍后，由于参与网络
赌博，违规透支了多张公务卡，最终跌入
了犯罪的“深渊”。

为有效提高官兵法治思维，该旅
党委通过开展双拥共建，将驻地法院
确立为法律援助中心。拓展官兵法治
教育第二课堂，常态开展走进法院听
审团、邀请律师进军营等活动，让实案
教训成为增强官兵学法、知法、守法的
有效抓手。

他们紧贴官兵日常工作实际，遴
选地方法院针对性较强的涉法案件，

如交通肇事罪、网络赌博罪、职务侵占
罪等案件，组织驾驶员、出纳、司务长
等相关业务人员参与听审会，接受警
示教育。
“通过参与陪审，感觉违法隐患就

在身边。”防化营上士李桐谈及此次走
进听审团的感受，表示思想上受到很大
的触动。

该旅与驻地法院携手，开设公众
号，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双线教育模
式，拓展官兵学习资源。他们还邀请 10
多名律师与营连挂钩，及时为官兵提供
法律援助服务。

第78集团军某旅基层官兵走进驻地法院听审团

真实案例成为法治教育生动教材
■廖 航

7月中旬，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按照新大纲要求，组织部队开展伞降训练，锤炼官兵伞降作战

能力。 李灰懿摄

法 治 进 行 时

法治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