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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中哲丝

●“坚持转作风，纠治‘和平病’”系列谈之二

方 法 谈

●把为官就要担责、为官就要
任事、为官就要干净、为官就要带
兵打仗等理念牢牢立起来，真正内
化于心，外化为自觉行动

干部队伍中，有一种作风如过街老

鼠，人人痛斥、人人喊打，它就是臭名昭

著的官僚主义，其突出表现就是脱离实

际、脱离群众、欺软怕硬、做官当老爷。

我们党历来十分警惕、坚决反对、

大力纠治官僚主义。毛泽东同志当年

曾引用一首咏泥神的诗来给官僚主义

者画像：一声不响，二目无光，三餐不

食，四肢无力，五官不正，六亲无靠，七

窍不通，八面威风，久坐不动，十分无

用。他尖锐地把官僚主义称作“反人民

的作风”，大声疾呼“要把官僚主义这个

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

个同志喜欢它”。

然而不可否认，官僚主义这一顽症

痼疾至今仍未绝迹，在有的地方甚至还

根深蒂固。不妨列举若干：其一，不听

民意、不接地气，拍脑袋作决策、关起门

定政策，端出来的政策决策，要么顾此

失彼，要么“翻烧饼”“打补丁”，反反复

复、改来改去；其二，对基层、对下级，横

挑鼻子竖挑眼，颐指气使，指手画脚，这

也不是那也不行；其三，嫌贫爱富，蹲点

只去好的单位、回避有问题的单位，调

研指导只摘果子、不触及矛盾，尤其是

棘手问题；其四，不体谅下级，不体恤基

层，制造“五多”，把“五加二”“白加黑”

当作家常便饭、理所当然；其五，服务上

级争先恐后，为基层办事爱理不理，对

官兵困难和疾苦无动于衷、漠不关心；

其六，脸好看但事难办，不收好处也不

办事，基层称这种笑脸为“苦恼人的

笑”；其七，责任和压力下移，只热衷于

签“责任状”“承诺书”，千钧重担让基

层挑，机关自身轻飘飘；其八，思想工作

我讲你听、我打你通，“通不通三分钟，

再不通龙卷风”，小问题拖成了老大难

问题；其九，部署工作只提要求、不给条

件，只讲标准、不教方法，“讲没讲是我

的事，怎么干是你的事”；其十，隐姓埋

名、花样翻新地侵占基层利益、插手基

层事务，甚至顶风违纪，我行我素，胆大

妄为。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些官僚

主义表现，让领导机关和指挥员越来越

远离基层、远离官兵、远离练兵场、远离

实战化，极易滋生“老爷官”思想，直接

妨碍军队建设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发

力。

军队是要打仗的，官僚主义在军队

不能有丝毫存在空间。古往今来，凡是

官僚主义盛行的军队、官僚习气严重的

指挥员，没有不打败仗的！当年国民党

军队的官兵曾这样描述他们的长官，战

斗打响前，“跑到阵地上，给官兵点烟、

发银元、许诺好处”，战斗打完后继续当

官做老爷、欺压士兵。这样的军队、这

样的长官，不打败仗才是怪事！

纠治“和平病”、根除和平积习，必须

向官僚主义开刀。指挥员要坚决地、彻

底地、毫不留情地与官僚主义决裂。牢

记初心是医治官僚主义的良方，职务再

高，也不能忘了我是谁、为了谁、依靠

谁。当年贺龙元帅告诫各级干部：“我们

各项工作，都是依靠广大战士去完成的，

没有战士就没有一切。因为枪要战士

打，刺刀要战士拼，房子和公路也要战士

修，离开战士我们能做什么呢？”“干部对

战士应该像父母对待儿女、哥哥对待弟

弟一样，随时关心战士的冷暖，战士有病

更要体贴照顾，这样才是好干部。”贺龙

元帅的告诫，时至今日，对各级领导机关

和指挥员仍是一服清醒剂。

官僚主义和懒汉作风紧密相连，当

官越是懒，官僚习气就会越重。懒得学

习领悟深入思考，必然难以靠思想和见

识服人，只能靠职务和官位吓唬人；懒

得沉到下面调查研究，必然就自我主

张、主观武断，凭想当然决策；懒得下功

夫精打细磨、精益求精，必然就概略瞄

准、得过且过；懒得闻官兵的汗味、知基

层的疾苦，必然高高在上、推诿扯皮、拖

沓敷衍。懒惰之气必然带来和平积

习。反对官僚主义，根除和平积习，必

须狠治懒政庸政怠政，真正让混日子的

没位置、不担当的没市场。官僚主义源

头在“官本位”，当官不是乐趣，为官只

有责任。反对官僚主义，根除和平积

习，就必须持续地、下大力地破除以官

为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等价值观，把

为官就要担责、为官就要任事、为官就

要干净、为官就要带兵打仗等理念牢牢

立起来，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为自觉行

动，形成练兵备战的滚滚热潮，推进新

时代强军目标顺利实现。

彻底抛弃“老爷官”思想
——从反对官僚主义入手纠治“和平病”

■江一顺

几株高大的树木即将寿终正寝，病

得只剩下残枝败叶了。而它们的四周，

却围绕着郁郁葱葱、生机蓬勃的植物。

正如唐代诗人刘禹锡诗中所写：“沉舟侧

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生物界就是这样，生老病死，生生不

息。有死去的，就有新生的。

任何事物都受产生、发展和灭亡的

规律所支配。对于那些缺乏生命力的东

西，谁也留不住；而对那些具有强大生命

力的新生事物，谁也阻挡不了。我们所

要做的，就是认识规律，尊重规律，按规

律办事。

让我们坦然地面对逝去的一切，真

诚地对待新生的事物。

绿绕枯树——

病树前头万木春
■朱金平 摄影并撰文

●学习需要日积月累、不断强
化，尤其是在日新月异的时代，靠吃
老本很快就会吃空，就像商铺一样，
必须不断补充新的货物

灰犀牛生长于非洲草原，由于体型
笨重、反应迟缓，其潜在危险常被人们忽
视。遇见灰犀牛，以为它离自己还有距
离而放松警惕，可一旦它向你狂奔而来，
就会让你猝不及防，被扑倒在地。许多
事物也和灰犀牛一样，虽不神秘，却潜藏
着危险，而这一切都源于自身的不留意，
对潜在问题的掉以轻心。“灰犀牛”现象
常用来说明，“最大的问题不是问题本
身，而是对问题视而不见”。

由 此 想 到 我 们 常 说 的“ 本 领 恐
慌”。一天两天不学习，感觉不到落
后；而日复一日地怠于学习，就会像一
间铺子，“本来东西不多，一卖就完，空
空如也，再开下去就不成了，再开就一
定要进货”。这种“本领恐慌”不是突
然发生的，而是在经历一段时间就能
感觉到的，关键在于如何应对。学习
需要日积月累、不断强化，尤其是在日
新月异的时代，靠吃老本很快就会吃
空，就像商铺一样，必须不断补充新的
货物。产生“本领恐慌”，表面看在于
新本领不够，而最根本的是学习能力
不足。如若日复一日地怠于学习，不
去及时弥补差距，这种懈怠便像是在
为远处的灰犀牛蓄积狂奔而来的力
量，最终“灰犀牛”奔到眼前，将会措手
不及，悔之晚矣。

在学习上防止“灰犀牛”，需先对

学习有端正的态度。谈到学习，人们大
都懂得其重要性，但对待学习，“叶公
好龙”者有之，当“南郭先生”的也大
有人在。比如有的谈学习头头是道，但
一落到自己身上，却疏于学习；有的用
学习装潢门面，当成谈资，学而不思；
还有的是为了应付检查而硬着头皮学
习，满足于笔记记了，要点背了，等
等。以这样的态度对待学习，只会让学
习“雨过地皮湿”，难以入脑入心，也
就谈不上靠学习提升能力素质，助力工
作实践。

防止“灰犀牛”，必须对学习常抓不
懈。古人说：“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
能，可谓好学也已矣。”意在告诉人们，学
贵有恒。提高学习本领往往难以立竿见
影，而需要长期不断积累，厚积而薄发，
在潜移默化中提高自己，完善自己。只
要坚持不懈地学习，就能常学常新，与时
俱进，让自己的思想和本领紧紧跟上时
代发展的步伐。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

思结合方能学出效果。一个人从接受知
识到运用知识的过程，实际就是一个记
与识、学与思的过程。学是思的基础，思
是学的深化，二者紧密相连，缺一不可。
若不能将所学思考内化，做不到举一反
三、融会贯通，同样的问题再次出现还是
难以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实践出真
知，学以致用是重点。要提高学习的本
领，增强学习的实效，关键是要学会在实
践中运用，用学习成果指导实践。

磨刀不误砍柴工。进入新时代，前
进道路上必然会面临各种挑战，更加需
要我们不断加强学习，努力提高学习能
力，不断掌握新的本领，以永不懈怠的精
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提升应
对挑战的素质能力。

学习须防“灰犀牛”
■葛百军

●官僚主义存在一日，形式
主义就会猖獗一时。不破除官僚
主义，难以根治形式主义

习主席指出，纠正“四风”不能止

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要摆摆表

现，找找差距，抓住主要矛盾，特别要针

对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等突出

问题，拿出过硬措施，扎扎实实地改。

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指示，首先

必须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表象与

根源、症结与危害有清醒的认知。形

式主义与官僚主义看似有着不同的表

现形式，实则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

相互依存的。反对官僚主义必须纠正

形式主义，根治形式主义必须破除官

僚主义。

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都有其因

果联系，一定的原因必然带来一定的

结果。形式主义之所以屡禁不止，甚

至不断出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其

背后有一个无形的“保护伞”。这个

“保护伞”，就是与形式主义相伴而生、

结伴而行的官僚主义。

所谓形式主义，就是只讲究表面形

式，不讲求实际内容、实际效果和实际

意义，只有哗众取宠之心，没有实事求

是之意。习主席鲜明指出：“形式主义

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

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用轰轰烈烈的

形式代替了扎扎实实的落实，用光鲜亮

丽的外表掩盖了矛盾和问题。官僚主

义实质是封建残余思想作祟，根源是官

本位思想严重、权力观扭曲，做官当老

爷，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官

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有着共同的特征，就

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

空话；不讲实效，不负责任。

官僚主义依靠形式主义装饰门

面，形式主义依靠官僚主义求得生

存。追根溯源，形式主义的滋生蔓延，

主要是官僚主义为其起着催生、助长

和保护作用。

官僚主义“宠”出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者一旦把搞“花架子”、做表面文

章者捧为“能人”“高手”，也就为搞形

式主义大行其道铺平了道路。于是

乎，总会有人煞费苦心，想方设法让上

级看好看的、听好听的，以图得到赞赏

和“回报”，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

焉”。有些领导同志纵容乃至鼓励的

态度，有意无意间为形式主义的发展

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官僚主义“造”出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停留于高高在上，习惯于坐而论

道，沉湎于文山会海，满足于走马观

花，致使文电多、会议多、活动多、工作

组多、检查评比多的“五多”问题，不但

没有减少，反而花样翻新，使简单的问

题复杂化，搞得基层疲于应付，难以静

下心来抓落实，以致出现“级级加码、

码到成功，层层注水、水到渠成”等反

常现象。

官僚主义“逼”出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者抓工作往往不是从客观实

际出发，而是凭长官意志办事。提不

切实际的口号，下达不切实际的任

务，制定不切实际的指标，搞得基层

无所适从。有时下级为了完成任务，

只好做表面文章、搞“假把式”。由于

违背了事物发展规律，导致该贯彻到

底的指示没到底，该落实到位的工作

没到位。

官僚主义“带”出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往往导致作风漂浮，分析问题重

现象、轻本质，检查工作重有形、轻无

形，评价绩效重形式、轻内容，虽口头

上反对做表面文章，实际上却在助长

形式主义；更有甚者，不仅自己说一

套、做一套，而且授意搞一些糊弄上

级、中看不中用的“应景工程”“形象工

程”。以至上行下效，带坏了风气。

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是一对孪生

兄弟，二者有着相同的思想根源，说到

底都是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贪图名

利的功利主义。官僚主义存在一日，

形式主义就会猖獗一时。不破除官僚

主义，难以根治形式主义。

官
僚
主
义
出
形
式
主
义

■
葛

振

学 而 思

●军人的价值和荣光在战斗
中体现，思战谋战应融入每一名军
人的血脉中

人们常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
好士兵。”作为军人，备战打仗是主课主
业，不想备战的士兵同样不是好士兵。

邓小平曾说，自己真正的专业是打

仗。徐海东自言：“作战为治病之良
药。”革命战争年代，将士们闻战则喜，
把打仗视为核心任务，将消灭敌人看作
天职。然而长期和平环境下，一些人享
受着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同时也滋生出
和平积习。他们以不打仗的心态做打
仗的准备，“耍花枪”、搞“假把式”；还有
一些人被和平麻痹了神经，不是把主要
心思放到研究打仗上，而是忙于与打仗
无关的事务、疲于应酬、精于算计。

由大向强、将强未强之际往往是国
家安全的高风险期，战争离我们并不遥

远。我国周边形势复杂多变，看似和平
的环境实际暗藏波澜。回顾历史，展望
未来，我们不能输、也输不起，必须深具
忧患意识，时刻准备上战场。

军人的价值和荣光在战斗中体
现，思战谋战应融入每一名军人的血
脉中。“守不忘战，将之任也；训练有
备，兵之事也”。假如战争明天来临，
一支枕戈待旦、训练有素的军队，才具
备慑战、止战能力；一支精神懈怠、战
斗力低下的军队，战时必然“掉链子”。

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能打胜

仗是我们的最终目标。怎样才能打胜
仗？具体到一名士兵，就要“仗怎么打
兵就怎么练，打仗需要什么就苦练什
么”，练精武艺，练强本领，激发自己敢
打必胜的信心和斗志，关键时刻才能够
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

作为现代化战争链条中的重要一
环，一名士兵的表现在一定条件下也可
能对战局产生重要影响。所以，当兵就
要当一名“想打仗”“打得赢”的兵，在实
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奋斗中让青
春绽放光彩。

不想备战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许吟晗

●基层就像是一所没有学制
的特殊大学，是年轻干部锻炼成长
的大好平台

近读《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感

触良多。该书通过29个人的回忆，再现

了习主席青年时期的艰苦生活和成长

历程。在梁家河的七年，青年习近平闯

过了跳蚤关、饮食关、劳动关、思想关，

锤炼了百折不挠的顽强意志；在深入农

村、接触农民、操持农活的过程中，他读

懂了生活这门学问，读懂了中国这部大

书，建立起与人民群众难舍难分的感

情，厚植了为民情怀。习主席的生动实

践充分说明，基层就像是一所没有学制

的特殊大学，是年轻干部锻炼成长的大

好平台。

反观当下，一些年轻干部却总想着

到机关工作，到大城市生活。有的从院

校毕业到基层工作没多久，就琢磨着考

学，急于升级文凭给自己“镀金”；有的

不愿在一线部队干，不愿在艰苦边远地

区服役，总想着找机会调到大城市或家

门口的部队。

这些年轻干部不愿扎根基层摔

打，究其原因，或是认为基层条件艰

苦，整天摸爬滚打，不如机关工作轻松

舒适；或是担心能力素质不过硬，适应

不了基层工作，干不好会出丑；或是觉

得基层工作默默无闻，难以露头角，成

长进步受限，等等。这些想法，说到底

是对基层历练的意义认识不足，跳不

出“小我”，缺少到基层锻炼的勇气和

魄力，认识不到在基层工作和锻炼对

自己成长进步的价值。

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会

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

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

得愈浓烈”。青年官兵有知识、有激情、

有活力，但阅历浅，工作经验尤其是应

对复杂局面的能力普遍欠缺，最需要补

上基层这一课。只有与基层官兵一同

“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才能砥砺坚定

顽强的意志品质；只有经受过重大任务

的洗礼考验，才能培养果敢担当的优良

作风；只有应对好“上面千条线，下面一

根针”的诸多事务，才能学会牵住“牛鼻

子”，搞好统筹协调，提高把控全局的能

力素质……这些历练成长，都是机关工

作和院校培训难以替代的。

阳光洒到的地方，桃李自会芬

芳。党的十八大以来，政治生态日益

风清气正，注重基层的用人导向更加

鲜明。各级更加注重把基层任职经历

作为任职资格的核心要素，在选人用

人上，树立起了注重基层、注重实干的

鲜明导向。广大年轻干部自当顺应大

势，乘势而为，牢固树立扎根基层锻炼

成长的思想，把吃苦当“吃补”，把磨练

当财富，把挑战当机遇，一步一个脚

印，一步一个台阶，上好基层这所大学

校，读好实践这本无字书，在基层一线

加钢淬火，为实现军旅生涯的光荣与

梦想夯实根基。

读好基层这所特殊大学
■李 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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