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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瞭望

玉 渊 潭

八一时评

跨界思维

长城论坛

新年度是否有新气象新作为，归根

到底要看练兵备战，看各级是不是一心

想备战打仗的事情、一心学备战打仗的

本领、一心练备战打仗的实功。

习主席一声号令，全军训练场一片

火热。从北国边陲到南疆海岛，从西部

高原到东部海滨，全军部队贯彻落实

习主席在开训动员大会上的训令指示，

坚持实战实训、联战联训，坚持按纲施

训、从严治训。“一开训就高质量，一起

步就实战化”，部队的训练场变得与往

年有些不一样，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水

分和杂质更少了”。

作为战争的预实践，军事训练兼具

系统性、专业性、前瞻性和实践性等特

征。正因此，训练是一件对“纯度”要求

极高的工作。讲求“纯”，就是要围绕军

事训练这一个中心，而不是别的中心；

就是要聚焦能打仗、打胜仗这个目标，

而不是别的目标；就是要坚持战斗力标

准，而不是别的标准；就是要聚精会神

练兵备战，而不是精力偏移。离开了这

个“纯”字，不是真刀真枪组训施训、没

有真心实意抓训治训，训练场就会有水

分、有杂质，练兵备战的效果就难免打

折扣。

近几年，在习近平强军思想的指引

下，各级端正训练指导思想，坚决贯彻

战训一致原则，努力做到真枪实弹、真

训实练、真考实评。过去不敢打的实弹

打了，过去不敢训的课目训了，过去不

敢去的险难环境去了，跨区基地化训练

步入常态化、规范化，这些都是可喜变

化。但要看到，和平思维作怪，以不打

仗的心态抓训练的“不想实”；能力素质

不够，训练实践与实战要求脱节的“不

会实”；政绩观不端正，担心出事故、丢

位子的“不敢实”等问题，在部队依然不

同程度存在。

军事训练中的水分杂质，并不难分

辨。比如，某旅新兵训练考核个别课目

不达标，原因在于“常考的多训、不考的

不训”这种错误思想作怪；某部自行普

考成绩总评优秀，在上级抽考中却垫底

砸锅，拉后腿的实为长期监考却不参考

的机关人员；某次演习中，参演指挥机

关不研敌情、不钻战法，却想方设法向

导调组刺探作业条件……类似现象虽

然只是个例，却对实战化训练、战斗力

建设危害很深。如不彻底纠治，势必导

致训练水分越来越重、杂质越来越多。

1946年，刘伯承在《大家发愤整军

练兵》中提出：要担起练兵责任、鼓起练

兵热情……消除贪多无得，大而晃之，

舍本逐末，光训不练的办法。战争年

代，我军的训练讲求学用一致，注重仗

怎么打兵就怎么练；讲求顶用管用，坚

持打仗需要什么就专攻精练什么；讲求

从严从实，做到严打基础、严控环节、严

把质量。那时候，虽然训练时间有限，

但我军练兵始终坚持一切聚焦打仗、一

切为了打仗、一切服务打仗，正因此，官

兵在战场上展现了较高的技战术水平，

屡屡以弱胜强。

战争在变脸，部队在变革。现代战

争以一体化联合作战为基本形态，敌我

攻守更趋隐蔽惨烈，制胜时机稍纵即

逝，更加需要我们瞄准未来需要、紧跟

实践发展练，决不能精力跑偏、用心不

一，或者搞那落后的、不管用的老一套；

我军现行的“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

主建”体制，构建起军委统一领导下归

口统筹、分工负责的军事训练管理模

式，为确保练兵质量提供了制度保障。

只有把战斗力标准立起来，以真打的决

心抓训练、紧盯作战对手抓训练、着眼

克敌制胜抓训练，才能发挥和展现新体

制的综合优势、总体效应，才能全面提

高新时代我军备战打仗能力，实现塑造

态势、管控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争。

名将戚继光曾指出：“设使平日所

习所学的号令营艺，都是照临阵的一

般；及至临阵，就以平日所习者用之，则

操一日必有一日之效，一件熟便得一件

之利。”训练实战化是一个不断“提纯”

的过程。全军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强军思想，以年度开训为新的起点，

对备战打仗突出问题来一次大清查、大

整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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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压掉建设项目中的

非军事功能，坚决挤掉练兵备战中走过

场的“水分”，坚决抛掉影响备战打仗精

力的包袱，切实以抓训施训促训质量的

不断提高，助推我军履行新时代使命任

务能力的大幅跃升。

训练容不得半点水分和杂质
■安卫平

某部参加上级组织的技能比武，连

续几次夺魁，他们的事迹也常常见诸机

关的表扬材料中。然而，频频而来的表

扬，让他们失去了改进不足的紧迫感。

年终比武时，他们的名次一落千丈。大

家反思：“我们飘飘然，不是被问题难倒

了，而是被表扬‘夸倒’了。”

心理学上讲：“表扬是一个人成长的

雨露。”管理学认为：“表扬是最有效、最

廉价，也是最好的管理工具。”这是因为，

人除了物质需求外，还有自尊心，注重在

思想、情感、荣誉感等精神方面得到满

足。作为部队常用的一种工作方法，表

扬有利于官兵建立自信、明确方向、增强

动力。夸奖的话有着很强的正能量，甚

至能让人变成嗷嗷叫的“小老虎”。战争

年代，“某连打得好”这么一声表扬，就能

让一支连队产生无坚不摧的战斗力。

表扬能给人力量，也考验人的定

力。相对于批评，表扬容易让人产生美

好的幻觉，以至于盲目乐观、忘乎所以，

看不到差距所在，听不得逆耳之言。经

得住批评是个考验，经得住表扬有时是

个更大的考验。现实中，挨了批评而倒

下去的不多，表扬听多了而不清醒、不进

取的却不在少数。“所以我的经验是：毁

或无妨，誉倒可怕，有时候是极其‘汲汲

乎殆哉’的”，鲁迅的这番话说的就是这

个道理。

提倡要增强“夸不倒”的定力，是因

为相对批评而言，“表扬”的使用更为常

见些。现在，有人奉行“栽花总比种刺

好”的人生哲学，不怕批评说不够、就怕

表扬不到位，他们惯于在交往交流中搞

“表扬放大化”。面对这些虚实相间的夸

奖，如果只顾受用、不加分析，就会自我

感觉越来越好，最终失去判断力。

“知道了征途的遥远，就不会为身后

的成绩感到沾沾自喜。”我们正处在强军

兴军的关键期、干事创业的好时代，滚石

上坡，每一步前进都凝结着汗水，任何松

劲的思想都是滑坡的隐患。往前看，抓

建部队、落实改革、练兵备战，每一项任

务的完成都需要持续攻坚；用能打胜仗

的标准、战斗力的标尺量一量，很多工作

还需要付出更为艰苦的努力。从这个角

度讲，我们还没有飘飘然的资本。

强军路迢迢，拼搏正当时。面对各

种各样的表扬，我们既要保持“不畏浮云

遮望眼”的定力，认清肩上沉甸甸的责

任，又要保持“不要人夸颜色好”的清醒，

扎扎实实补短强能。只要站稳脚跟，自

信而不自负，自豪而不自满，我们就能取

得新的更大成绩。

“夸不倒”的定力你有没有
■何雪飞

“禁止使用军服和我军曾经装备
的制式服装从事经营活动”，这是有明
确规定的。据报道，某地几名军人退
役后，开了一家军旅主题餐厅。为了
吸引和招揽顾客，他们让服务员穿上
制式军服。人武部发现这一问题后，
及时纠正了这一行为，同时在改进经

营方面帮助他们想办法、出主意。
这正是：
军服庄重不可戏，

乱用就会违章纪。

形象关乎荣誉事，

处处维护莫大意。

周 洁图 文鹏民文

讲人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人都

是有感情的，父母、师生、朋友、战友等，

都是人情关系中的重要部分。然而，人

情之中有礼法，如果做得不合情理、不

合规矩，就会变得“没天理”。

孟宗是《二十四孝》人物之一。年

少时，孟宗跟随南阳李肃学习，临行前，

母亲为他做了厚褥大被。孟母说：“我

儿年幼，还不知道怎么与人相处、帮助

他人。求学者难免有家贫少被的，有了

这张大被，就能跟别人一起御寒取暖，

相互之间受到好的影响。”

后来，孟宗做了盐池司马，负责监

理官家渔业。在一颗孝心的促动下，他

编了渔网，从鱼塘里捞了一些鱼，腌制

成鱼干给老母亲寄去。没想到，这番拳

拳心意却受到母亲责备：“你是渔官，还

给我寄鱼干，这么做如何能够避嫌呢！”

做大被以助同门，却鱼干以远嫌

疑，孟宗之母用细节、用行动告诉他：既要

做一个有情之人，也要寓情于礼、寓情于

法。这番教诲，对孟宗成长成才颇有功效。

讲人情，最怕无原则地“扯不清”。

清代张集馨沉浮宦海，见多了为人情所

累而立身不正的事。他的《道咸宦海见

闻录》，就记述了这样一个生动事例。

四川乐山人李敦厚性情阴柔，他到

哪里做官，哪里就会出现亏空。之所以

会这样，与他父亲、叔叔有很大关联。

“其父其叔随任，见署中进款，无论公

私，概卷入囊，便带四川置办田产。”对

此，李敦厚有时虽然也犯难，可终究还

是扛不过他父亲的“悍然不顾”。他大

肆贪墨兵饷，而兵家妇孺皆赖此以为生

计。一次，他被妇女围上，衣帽尽被撕

毁。“李素秃，发辫安于帽，帽为揪去，辫

亦随之，行道之人，轰然一笑。”李敦厚

有此遭遇，就在于干了“没天理”的事。

“每思官亲背井离乡，依托宇下，无

非为利，稍不遂意，便生怨怼；甚有倚势

招摇，勾同丁胥作弊，犯事不能惩办，非

如家人可以驱逐而严治之也。”张集馨

深知，人情要顾，但决不可与公事搅成

一锅。内兄邵昌保是游幕，得知张集馨

奉旨补授陕西粮道后即来投靠。张集

馨把他安置在署内，每月送一份生活

费，公事却概不与闻。“公事从不假手官

亲”，这份为政的清醒是很可贵的。

封建社会，“门生”是很重要的社会

关系。通声气、求关节、图荐举，诸多往

来掺杂糅合，极易使人情变得复杂、浑

浊。雍正皇帝洞悉这种积习，曾深刻描

述：“一拜师生，遂成胶漆，求分说情，每

至以直为曲，褊徇庇护，罔顾法纪。”正

因此，他对科甲朋党的打击不遗余力。

当时，每遇门生升授外职，老师、师

兄及同年故旧，或亲行探望，或差人索

取，名曰“抽丰”。因顾及人情不好回绝，

门生只能送往迎来、周旋应接，所需所耗

不是来自剥削民脂，就是挪移正项。“倘

稍为拒却，人皆鄙笑，指为刻薄寡情。”这

样的人情，好比风暴，让人难以立住脚。

“良知即天理。”讲人情无可厚非，

但前提是有良知、守法度。只有这样，

才能使人情合理合规，不违良知。也只

有这样的人情，才能经得起岁月的考

验。否则，非但会使情变异变质，人也

会倍受困扰，甚至受唾骂、陷囹圄。自

古以来，此类教训不可胜数。

共产党人同样有人情、讲人情，但

必须挺纪在前、牢“纪”在心。当年，贺

龙的外甥谢平在一二○师服役。一次，
他趁贺龙外出指挥部队作战，悄悄偷出

印章，并在供给处私领了一笔公款。这

件事性质恶劣，贺龙得知后，传令警卫：

“拉出去枪毙，立即执行。”面对不少人

求情，贺龙严厉地说：“我的亲戚犯法，

与百姓同罪！”

“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

瓶中，出则离矣。”孔融的这番无恩情

论，无论在哪个时代都不会被人接受。

既然受益人情、珍视人情，何不在人情

内做出天理来？

人情内做出天理来
■铁 坑

语言是一条有生命的河流，流经之

处，总有新的语句和表达汇入。正因

此，它才能保持旺盛活力，提升对时代

的刻画能力。

不久前，“汉语盘点 2017”活动陆

续发布了2017年度十大流行语、十大

网络用语。这些词语是国家语言资源

监测与研究中心基于大数据语料库，利

用语言信息处理技术筛取、评选出来

的，它们真实记录了中国舆论和民众的

关注点。

年度流行语包括“新时代”“人工

智能”“人类命运共同体”“撸起袖子加

油干”“共享”等，这些词语概括了一年

中令人难以忘怀的时事、世情，记录着

中国与世界的变化、时代的变迁。当

今世界，沟通渠道愈加多样，人们感知

时代的触角越来越灵敏。这些流行

语，带着憧憬和期待、透着自信和勇

毅。它们之所以迅速流行，是因为契

合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

人们的内心世界产生了共鸣。

“青年几乎都在网上。”当下，注重

观察社会心态、掌握社会情绪的人，都

不会忽视网言网语。年度网络热词中，

“Freestyle”提倡唤醒个性、传递自身能

量，“怼”反映出年轻人敢于表达自我想

法的特征，“打Call”表明自己赞赏和支

持的态度，“尬聊”讲的是不会聊、聊不

好的窘境，“油腻”指向懒散虚荣、自满

自足的精神状态……这些词有年轻人

的表达个性，有幽默调侃的成分，也不

乏切中问题的犀利，因而在多元、活跃

的网上极富传播力。

每一个流行语和热词都不是凭空

创造的，它们背后有着深刻的现实背

景。正因此，语言和文字，可以当作反

映一个国家国民心理的文本；热词和流

行语，更可以看作是识别时代的特征。

人们新的关注、新的形式、新的表达，无

不呈现于生机勃勃的语言世界。“热词

中蕴含着时代的脉搏，也体现着年轻一

代的呼声。”管中窥豹，我们或许可以把

握到一些群体的内心，观察到一些人群

的需求，从而体悟到更多治理之道、获

得更多破解矛盾之方。

社会网络化、网络社会化的大

势，使官兵无法置身“社会大语境”

之外。青年官兵是握着鼠标、看着屏

幕长大的，对真实真相的执着探寻，

对公共生活的积极参与，对个人情感

的真实表达，使他们对热词保持敏

感，接触快、影响快、传播快。一位

基层带兵人说：“刷朋友圈就能明显察

觉，年轻官兵与地方青年虽然关注的

事物不尽相同，但流行语、热词的使

用却是高度相似。”比如，一名战士就

把排长跟他聊天的微信记录截屏下来

发在朋友圈，并注明“好一场尬聊”。

由此不难看出，掌握热词，有利于带

兵人跟上战士的节奏和需求，使工作

更富时代性、更具实效性。

“热词”已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

部分。网络世界丰富而复杂，多元多变

的价值观很清晰地投射到语言上。要

看到，流行的热词中，有饱含向上活力

的，也有低俗粗鄙的，有指向明确的，也

有认识模糊的，有充满正能量的，也有

带着负能量的。教育实践中，无论是激

励官兵只争朝夕、紧抓快干，还是解剖

一种精神状态；无论是搞好价值引领，

还是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引导，都无法

略过这些热词，这是过好“时代关”的一

个重要课题。我们只有抓住并用好，才

能更好地实现沟通交流、有效管理、合

理引导。如果“官兵在用，我们却假装

没有看见”，就会对不上话，也难以做好

教育引导的工作。

“追求个性，也寻找共性；特立独

行，也求其友声”，这既是热词的一个特

征，也是年轻人的一个特点。我们常

说，青年官兵是军队的未来。我们要帮

助他们加强对热词的辨识和理解，从而

更好地凝聚起走好新时代、奋进新征

程、担当新使命的磅礴力量。

从
刻
画
时
代
的
热
词
中
把
握
脉
搏

■
王

轩

蒙
卓
霖

讲人情无可厚非，但前提是有良知、守法度。只有这样，才

能使人情合理合规，不违良知。也只有这样的人情，才能经得

起岁月的考验。

一位经营公众号的朋友最近谈起

经验和感想：“别看有的文章一下子阅

读量很高，其中很多数字可能是虚

的，迅速转身的不是‘铁粉’。”在他

看来，要想拥有数量可观的“铁粉”，

就必须提高内容质量，确保文章的阅

读完成率。

阅读量与阅读完成率是传播的两

种追求，前者重热度，后者重效度。

信息时代，一些标题党为博眼球，把

表皮的东西弄得很抓眼。然而受众

毕竟是要看内容的，如果阅读的体验

不佳，就免不了大呼上当、立即转

身。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公号在某个

时候点击量猛涨，最终却难以留下粉

丝的原因。反观一些冷静的公号，他

们坚持用独特的视角、理性的思考解

读生活。这样的公号很有耐心，他们

虽然没有短时间过热的现象，但其粉

丝却多为“铁粉”。

现在，高质量的传播平台越来越重

视阅读完成率。为此，他们盯上了一些

指标，比如读者在一篇文章上停留时间

的长短，点赞、转发、评论数量的多少，

等等。阅读完成率越高，说明对受众影

响越大；这类文章越多，对粉丝的吸引

力也就越强。近几年非常成功的一家

新兴互联网运营平台，他们成功的秘诀

就是通过一定的计算来评估文章的影

响力，从而将某一类文章精准地推送给

感兴趣的用户。而阅读完成率，正是他

们算法的一个核心参数。几年来，他们

的“铁粉”越来越多，用户规模越来越

大，单从运营角度来看，其算法的确有

过人之处。

部队的思想教育是务求实效的工

作，同样要靠提高质量来赢得“铁

粉”。我们不妨自问：是否存在只注重

教育规模，甚至把场面大跟效果好划

等号的现象？是否存在只注重教育次

数，甚至把次数多等同于任务完成好

的情况？如果有，这跟只追求点击

量、而不重视阅读完成率的做法就没

有区别。这样的教育，恐怕难以在官

兵心里打下多少烙印。春晚小品《粮

票的故事》中，孙儿之所以怕听“讲

粮票”，就因为爷爷总是那个老话题、

那种老方式、那些老内容，讲的次数

再多也效果不大，类似的感触恐怕不

少人都有。

“没有质量的数量毫无意义，唯有

以质量为基础的数量才构成真正意义

上的数量。”开展思想教育，必须要有

提高“阅读完成率”的意识。实现这个

目标，就得读懂官兵的心，过好网络关

时代关。只要我们的教育在形式和内

容上都深受官兵喜爱，就不愁“涨粉”的

事，也不愁没有足够的“铁粉”。

迅速转身的不是“铁粉”
■练 伟 冯俊腾

遵统帅训令 谈练兵备战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