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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瞭望

玉 渊 潭

八一时评

长城论坛

谈训论战

天道酬勤，日新月异。

当2018年的时间之门豁然开启，新

的壮丽征途随即铺开。此时，有多少希

望和祝福从指尖送出，有多少蓝图和目

标在心中描绘升腾。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怎样

奋斗才能绘成蓝图，如何奋斗才能

实现目标？习主席在新年贺词中就

实现脱贫目标明确了方法——尽锐

出战，精准施策。其实，不仅抓脱

贫攻坚要这么干，抓好全年度各项

工作都应这么干。

往事已矣，来者可追。2017年，我

们在各领域尽锐出战，精准施策，在收

获一个个“意外”的同时，也添加了更多

豪迈——

1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任务，

圆满完成；600万套棚户区改造目标，提

前实现；海域可燃冰试采成功，全球首

次……回望还没走远的2017，在历史浓

墨重彩的一页里，这一个个令人振奋惊

喜的成果，哪一个不是“尽锐出战，精准

施策”结出的硕果？

征程万里风正劲，潮头勇立又一

年。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 40周年，

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一

年，也是决胜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

2020年目标任务的关键之年。“我们必

须走在时间前面，成为时代的弄潮

儿。”这一年，如何在加强练兵备战中

攻坚克难？怎样在政策制度改革中实

现突破？尽锐出战，精准施策，依然

是我们最有效的方法。

军事家有言：“胜利的秘诀在于集

中精锐攻击一处。”尽锐出战，强调的是

气势，追求的是胜势。“审大小而图之，

酌缓急而布之，连上下而通之，衡内外

而施之”，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

点上集中发力，在“落一子而全盘活”的

紧要点上连续攻关，方能以重要领域和

关键环节的突破，带动全面建设的整体

跃升。

今天的中国和中国军队，都处在由

大向强的“关键一跃”。由“大”到“强”，

是一条布满荆棘的奋进之路。当此之

时，攀登一阶，前进一步，都需要踏实走

稳。唯有精准施策，让每一个举措都管

用顶用，使每一项政策都落小落细，并

在落实中不惧“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

挑战，保持“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的警

醒，方能在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闯关

中，在滴水穿石、绳锯木断的坚韧中，踏

平坎坷成大道，在强军征程上谱写出新

的华章。

“风正潮平，自当扬帆破浪；任重

道远，更须蹄疾步稳。”当2018的年轮

开启，千年古国生机盎然，百年大党

风华正茂，亿万人民意气风发。对全

军官兵来说，这是我们最好的时代，

也是奋斗了、搏击了，就能迎来精彩

的芳华时代。“九层之台，起于累土。

要把这个蓝图变为现实，必须不驰于

空想、不骛于虚声，一步一个脚印，

踏踏实实干好工作。”新时代的强军征

程上，每名官兵都是强军兴军的主

角，都肩负着强军兴军的责任。没有

哪一段路程是一帆风顺，没有哪一个

梦想会轻松实现。面对新时代的新挑

战、新征程上的新难题，唯有尽锐出

战，精准施策，才能让每一段征途都

通向星辰大海，才能让每一盏灯火都

点亮晨曦朝阳。

“磅礴的中国正从容不迫，希望的

田野上遍地花朵。”未来不是等来的，而

是搏来的。现在，站在新的起点，也“站

在社会车轮的前头”，让我们不负时代，

不留遗憾，迎着朝阳，伴着战歌，“撑一

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作者单位：31654部队）

尽锐出战，搏击出军队的未来
■别新宇

领导和群众都给他好评，而他在年

终述职中给自己的却是“差评”。近日，

随着媒体对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综合

信息中心信息系统运维室副主任、清华

博士单来祥的进一步报道，认为单来祥

“作秀”的声音越来越少，更多的官兵对

单来祥这种多给自己挑刺的做法叫好。

工作成绩怎样，我们历来强调一是

一、二是二，实事求是，不能失真。在总

结一年的工作时，把成绩讲足，把优点

说到，理所当然。然而，如果讲优点金

光闪闪，找缺点星星点点；说成绩口若

悬河，谈问题三言两语，这种对自己缺

点闭口不谈、轻描淡写或语焉不详的做

法，很难对改进工作起到作用。优点该

说，缺点同样要讲。一名军人如果不敢

给自己挑刺，不敢暴露自己的缺点和问

题，那可真成了一大缺点。

古人云：“浓于功业，生造作病；浓

于名誉，生矫激病。”居里夫人获得诺

贝尔奖后，把自己的奖章当作玩具给

孩子玩，“成绩属于以前，我更忧心于

没有攻克的难题”，这才不断攀登科研

高峰；粟裕在每次战斗结束后，都要求

“把问题和不足找全、找准，并把改正

措施落实好”，这才打了一个又一个

“神仙仗”。补牢于亡羊之前，就不会

亡羊；补短于打仗之前，就不会败仗。

倘若对自己的问题视而不见，最终丢

丑不说，这些问题和短板还很可能成

为溃千丈之堤的蚁穴、焚百尺之室的

突隙，在战场上就是薄弱的链条、致命

的七寸，很可能成为造成“多米诺骨

牌”效应的第一块骨牌。

“大抵人稍存愧疚之意，便是载福

之器、入德之门。”多给自己挑挑刺是一

种自信，会让我们多一些自我反省、自

我批评、自我整改。这种自信，反映的

是忧患意识，彰显的是“清醒指数”。纵

观人类历史，文明发展和历史进步，虽

离不开经验传承，但更需问题检讨和教

训汲取。鲁公废井田、开阡陌，敲响奴

隶社会的丧钟，孝公任用商鞅破陈规、

兴新法，吹响了统一天下的号角，武帝

摒弃“和亲”、大兴武备，举国反击领强

汉一代风骚，成不世之霸业。将成绩及

时归零，将问题找准理清，将问题当作

肥料，方能找准“行远自迩”的路标，迈

向可期的“诗和远方”。

鲁迅说：“不满是向上的车轮。”当

前，部队建设和改革的任务艰巨繁重，

有许多挑战等待着我们去应对，有许多

难关等待着我们去攻克。前进过程中，

出了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正确汲

取教训、吃一堑长一智。把敢于亮丑作

为良好品质、把正视问题作为党性原

则、把解决问题作为能力政绩、把汲取

教训作为宝贵财富，就能不断取得进

步，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作者单位：空军工程大学研究生院）

多给自己挑挑刺
■陈 玉

“谁拖备战打仗的后腿，就把板子
打在谁身上，没有人能够例外。”元旦前
夕，某团按照有关规定，宣布对一名年
度军事训练考核成绩不合格的常委扣
发奖励工资，激励官兵抓紧抓实军事训
练这个主责主业，锤炼过硬军事素质。

这正是：
一朝入伍着戎装，

训练最该放心上。

军事考核掉链子，

依规处罚没商量。

周 洁图 林建勇文

近读闲书，两种动物“贪心”丧命的

故事，让人思考很久。

一种动物叫蝜蝂，其特点是“累死

也要拿”。柳宗元在《蝜蝂传》里写道，

蝜蝂“行遇物，辄持取”，“虽困剧不止

也”，哪怕别人“为其去负”，它在“苟能

行”后“又持取如故”。最后的结果是，

爱爬高的它，“至坠地死”。在文尾，柳

宗元提醒大家，如果人们“观前之死亡

不知戒”，则“智则小虫也，亦足哀夫”。

另一种动物是猴子，其特点是“死

也不放手”。正是认准了猴子的这个

特点，非洲人发明了一个捕捉猴子的

诀窍：将椰子掏个洞，洞口大小与猴子

的手掌一样大，当猴子伸进椰子抓里

面的米粒时，猎人一步步靠近，猴子因

为不愿松开手中的米粒而无法逃脱，

最终被捉。

“欲多则心散，心散则志衰，志衰则

思不达。”蝜蝂和猴子丧命的原因，就在

于“欲多”。令人遗憾的是，现实生活

中，类似蝜蝂和猴子这样，因不愿做减

法而导致的悲剧也不少。比如有些专

家，有了一些成果后就琢磨着“研而优

则仕”，比如有些演员，有了一点名气后

就想“成于名则商”，再比如一些官员，

总想着一个萝卜多头切，啥都不耽搁。

这样做加法的结果呢，轻则在自己的领

域“泯然众人矣”，重则名财两空，锒铛

入狱。

人人都渴望灵魂成长，殊不知，灵

魂成长的过程中，物质固然重要，但最

高级的丰盈，都与名利无关。一个人，

只有常做减法，不为名利所绊，不为声

色所累，不为喧嚣所动，在自己擅长的

领域踏踏实实干事业、兢兢业业做学

问，才能收获精神的成长。

《庄子》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梓

庆“削木为鐻（古代一种乐器），鐻成，见

者惊犹鬼神。”梓庆的鐻为何能做得这

么好？梓庆说，他在准备做鐻时，必定

斋戒来静养心思，直到把地位、金钱、夸

誉等杂念完全放下，只醉心于技艺时，

才到山里挑选最适合的木料，专心致志

打造最好的鐻。

名利思想过重，身心就不会轻

松。从孔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

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

我如浮云”，到白居易“身心转恬泰，烟

景弥淡泊”，再到陶渊明“不戚戚于贫

贱，不汲汲于富贵”，名贤高士的灵魂

成长经历告诉我们，做减法比做加法

更能让灵魂成长，主动卸下身上不必

要的担子，减少对名利的过度追求，才

能在岁月的画布中，书写下惬意但不

失厚重的痕迹。

刘伯承元帅不抽烟、不喝酒、不喜

娱乐，“一生只研究打仗这一件事”，“自

打从军时起，就做好了准备。路死路

埋，沟死沟埋，狗吃了得个肉棺材”，在

战斗和工作间隙，翻译大量的苏联军事

教材下发指导部队作战，被誉为“论兵

新孙吴，守土古范韩”。

爱因斯坦是犹太人的骄傲，以色列

建国时，当局邀请他当第一任总统。他

觉得“自己一生不能有太多想法”，在给

当局的回信中写道：“我整个一生都在

同客观物质打交道，既缺乏天生的才

智，也缺乏经验来处理行政事务以及公

正的对待别人。所以，本人不适合如此

高官重任。”

常香玉从 7岁学戏，一直唱到 81

岁。这期间，别人升官，她不羡慕；别人

发财，她不眼热；别人风光，她不动心。

正是因为她“一生只做一件事”“戏比天

大”，才使她抵达艺术至境。

“守少则固，力专则强。”刘伯承的

“一生只研究打仗这一件事”、爱因斯坦

的“自己一生不能有太多想法”、常香玉

的“一生只做一件事”，他们的成功，正

是善做减法的结果。放弃并不是没有

追求，恰恰是因为另有追求，才会明智

地选择放弃。善做减法，会做减法，就

会在专注于“一生择一事”的坚守中，让

灵魂成长，让人生厚重。

做 减 法 更 能 让 灵 魂 成 长
■樊 博

“有的人走了，他还活着。”

再过3天，就是著名海归战略科学

家黄大年去世1周年的日子。1年过去

了，黄大年不仅没有在快速更迭的新闻

中淡出人们的视野，反而永远刻在了人

们的心中：10天前，中国图书评论学会

发布中国好书2017年11月榜单，《心有

大我，至诚报国——黄大年》位列榜首；

新年前夕，电视剧《黄大年》成为网上热

剧，圈粉无数；这几天，一个用电子蜡烛

“写”成的“黄大年”3个字在朋友圈广

泛传播，人们以此表达对“大地之子”离

去的不舍……

人们为何如此怀念黄大年？是因

为他7年间带领400多名科学家创造了

多项“中国第一”的傲人成就？是有感

于他“中国要由大国变成强国，需要有

一批‘科研疯子’，这其中能有我，余愿

足矣”的撼人心声？是，也不全是。人

们怀念他，更是因为他在面对祖国召唤

时能对18年的英伦生活“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在于他对学生“一定

要出去，出去了一定要回来”的倾心叮

嘱。在一家媒体组织的“黄大年的什么

最打动你”问卷调查中，“家国情怀”高

居第一。

家国情怀是一个人对自己国家和

人民所表现出来的深情大爱，是对国家

富强、人民幸福所展现出来的理想追

求。它是对自己国家一种高度认同感

和归属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体现，是

一种深层次的文化心理密码。人们怀

念黄大年，其实也是期盼家国情怀能像

川流不息的江河，奔涌在中华民族的精

神河道，滋润着每个人的精神家园。

回望历史不难发现，中华民族之所

以能历经磨难而浴火重生，中华文明之

所以能绵延数千载而生生不息，根植于

民族文化血脉深处的家国情怀起到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屈原的“路漫漫其

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范仲淹的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从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

福避趋之”到李大钊的“铁肩担道义，妙

手著文章”，无不深切表达着对家国情

怀的呼唤与呐喊。

特别是近代以来，无数中华儿女以

“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

谋永福”的家国情怀，把个人追求与社

会目标统一起来，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

运维系在一起，使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

空前团结起来。上世纪50年代初，钱

学森面对美国政府对他回国的阻挠，在

法庭上义正词严地宣告：“我的一腔热

血只图报国。我的根在中国。”聂荣臻

元帅曾深情回忆说，当年，留学生中许

多人放弃了国外优厚的待遇和舒适的

生活，回到国内，“在国家最困难的时

候，没有一个跑出去的”。“中国核潜艇

之父”黄旭华，放下儿女情长，隐姓埋名

专注科研30年，以“不可告人”的人生

和“赫赫而无名”的淡泊，诠释了“想国

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的报国情

怀。正是这些饱含家国情怀的人们，汇

成了波澜壮阔的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

滚滚洪流，撑起了我们继往开来、薪火

相传的伟大事业。

时光流转，情怀不改，家国情怀不

仅是永恒珍贵的历史文化积淀，也已经

成为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基因。历史

证明，只要沉淀在民族基因里的家国情

怀尚在，中华民族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

地。

“知责任者，大丈夫之始也；行责任

者，大丈夫之终也。”责任和担当，是家

国情怀的精髓所在。不管是回国报效

国家的科技人员，还是扎根基层的青年

军官，抑或是在本职岗位上爱一行、钻

一行的普通士兵，只要常怀爱国之情、

恪尽兴国之责、坚守为党之心，忠于使

命、忠于祖国，忠于岗位、忠于职守，就

是家国情怀的体现，就是在为民族复兴

添砖加瓦。

一个人，当精神有了归属，生命就

有了意义。新时代里，把个人梦想汇入

时代洪流，让家国情怀与芳华时代共

振，就能“肩兹砥柱中流之责任”，在强

军征程上阔步前行。

让
家
国
情
怀
与
芳
华
时
代
共
振

■
任
纪
象

抗战胜利前夕，在晋冀鲁豫军区

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的第一天，刘伯承

把与会的高级干部带到练兵场后，他

首先拿起步枪，趴在地上，“啪、啪、啪”

连打三枪。然后站起来对大家说：“我

年岁大了，又是一只眼睛，打的成绩不

算理想。但今天打靶，既是技术上打

靶，也是政治上打靶。我们要打掉一

些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头脑里的和平

麻痹思想。”

70多年过去了，刘帅当年所说的

和平麻痹思想到现在不仅没有根除，还

穿上了“马甲”：有的在训练中搞形式主

义，看似热热闹闹，实则华而不实；有的

以建训练设施之名，务生活享受之实；

还有的思想外移，心里琢磨更多的是如

何谋取更好的名誉、更好的生活。历史

上一个个悲剧告诉我们，枪炮锈蚀始于

思想腐蚀，和平积弊不除，备战打仗无

望，只有“政治上打靶”打赢了，才有“技

术上打靶”的胜利。

习主席指出，“军队首先是一个战

斗队，是为打仗而存在的”“军队建设各

项工作，如果离开战斗力标准，就失去

其根本意义和根本价值”。能不能把备

战打仗作为各项任务的中心和重心，使

所有工作和全部心思向能打仗、打胜仗

聚焦，是衡量一名军人工作指导思想是

否端正的“试金石”。把备战打仗摆在

中心位置，对备战打仗常抓、常议、常

查，用备战打仗来统筹各项工作，就自

然不会“和平官”照当，“和平事”照做，

就会坚决杜绝一切游离于战斗力标准

之外的虚耗，坚决清理对作战体系没有

贡献率的累赘，坚决挤掉练兵备战中的

“水分”，一心想备战打仗的事情，从而

一心学备战打仗的本领，一心练备战打

仗的实功。

要在“政治打靶”上打出“十环”，当

以问责促负责，发挥好军事训练监察问

责制度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仅训

练问责一项，全军就有600多名干部被

取消拟任主官资格、推迟调职晋衔或受

到处分追责。去年以来，中央军委多次

派出训练监察组对全军军事训练工作

实施监察，在严抓军事训练监察执纪

中，以责任严明、责任落地、责任倒逼端

正了训风、演风。

“和平病”是从上到下患上的，治

病也要从上往下治。“带”是最好的

“抓”，“领”是最实的“抓”。领导的

表率作用和执行力度，如风之源、树

之根，具有鲜明的导向和示范引领作

用。率军者披坚执锐，执戈者方能战

不旋踵。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只有带头

把打仗作为第一要务，带头练，带着

训，官兵才会胼手胝足，把注意力、

关注点放在主责主业上，才能在部队

形成思打仗、谋打仗、钻打仗、练打

仗的浓厚氛围。

先在“政治打靶”上打出“十环”
■潘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