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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瞭望

玉 渊 潭

八一时评

长城论坛

基层心声

据报道，生长在洞庭湖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核心区多年的欧美黑杨，日

前已被全部砍伐。从上世纪80年代开

始，欧美黑杨作为造纸经济树种被广

泛引进洞庭湖周边区域。然而，黑杨

对水分和养分的需求大，加速了洲滩

湿地的旱化，抢夺了其他植物的养

分，严重影响生态平衡。清理黑杨，

原因正在于此。

从轰轰烈烈地种，到风风火火地

砍，固然与不同时代的不同发展理念

有关，但决策失误也是不容回避的问

题。对当地生态环境而言，如今的损

失已不是“追责”所能弥补，砍伐黑

杨实在是一场“迟到的救赎”。倘若追

究决策失误的原因，一个关键就在

于：没有进行全面的调查、充分的研

究，对黑杨的利弊缺乏全面准确的判

断，以至于挖下这样的“深坑”，留待

今天、明天去填。

由此可见，调查研究是搞建设的

重要前提。在党的十九届一中全会

上，习主席专门强调“在全党大兴调

查研究之风”，并指出调查研究是我们

做好工作的“基本功”。“黑杨”之害

充分证明，离开了调查研究这个基本

功，就谈不上发言权、决策权，更不

可能干好工作。在这个基本功上多下

苦功，绝不会是无用功。

特别是在形势错综复杂的背景

下，经常会有看不清、弄不明、想不

通的地方。怎么办？最好的办法就是

到实际中去“摸活鱼”，到群众中去

“拜老师”，到最一线去“找答案”。正

如毛泽东所说：“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

时候，就去调查研究。”

当前，调查研究中的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并未清理干净。有的领导干部

下基层调研，走的是“专门设计”的线

路，看的是“精心布置”的场景，见的

是“严格挑选”的群众；有的爱摆架

子、爱耍官威，即便下去调研，也是眼

高于顶，喜欢层层陪同、前呼后拥。

殊不知，“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

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

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

神”，调研得到的只能是虚假信息和错

误信息，很难找出真问题、发现真矛

盾。以这种调研为基础的工作，就如

同“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不知

会种出多少“黑杨”来。

真诚、全面、深入、精确的调

研，永远不嫌多。陈云同志就曾说：

“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90%以上的

时间做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做决

定用不到10%的时间就够了。”扑下身

子、沉到一线，多到官兵意见多的地

方去，多到工作做得差的地方去，才

能发现基层官兵最盼、最急、最忧、

最怨的问题，才能打捞“沉没的声

音”、看清“模糊的背影”，把“黑

杨”之类的问题解决在发生之前。

（作者单位：陆军第 71集团军

“临汾旅”）

搞建设谨防“黑杨”之害
■廖文生

唐代诗人李贺很有才情，韩愈对他

十分赏识，劝他考取功名。正当李贺准

备赴长安考进士时，却有人放出流言：

李贺的父亲名字中有个“晋”字，与“进”

同音，犯了当时“嫌名”的忌讳。正因这

一缘故，李贺终身不举进士。

对此，韩愈写了一篇著名的《讳

辩》：“父名晋，不举进士。若父名仁，子

遂不得为人乎？”陈锡玄也说：“此讳而

近愚者也。”

类似这样“讳而近愚”的现象，并非

个例。范晔的父亲名“泰”，于是范晔不

任“太子詹事”之职；吕希纯的父亲名

“公著”，因而辞掉“著作郎”之任。这样

的忌讳，现在看来迂腐可笑，但在当时，

毕竟有社会风俗的外部压力。然而，对

于为官从政之人，如果在工作中“讳而

近愚”，那就另当别论了。

明代有一个郡守，与人交往时忌讳

很多。他刚到任职之地，一个叫丁长孺

的人来向他谒贺，因为“丁”字有“遭遇”

之意，不吉利，郡守怒而不见。他的下

属明白其中缘故，把名帖上的“丁”改为

“千”，郡守才欣然出来相见。试想，如

果为官者都像这样，把“吉利”与否奉为

标准，识人用人还能有什么准头？但实

际上，看八字、看面相、看风水等现象，

时至今日仍未绝迹。

官位，是一些人忌讳最深、最多之

处。一天，有客人登门拜访秦桧，大门

的守卫说秦桧不在。因为“不在”有

“死”的意思，客人怒道：“你怎能诅咒你

们大人‘不在’，说‘出外去’就可以了

啊！”守卫面露难色，答道：“我家大人宁

死，也不肯说‘出外去’三个字的。”眼里

只有官位，宁死不愿外调，秦桧的官欲

可见一斑。

忌讳，有时也是谋取私利的工具。

北宋时，宰相蔡京权势极大，对于自己的

名讳十分在意。因此，各级官员皆避其

名，如京东、京西改称畿左、畿右。时任

太尉的薛昂，很善于对蔡京逢迎拍马，与

宾客会饮时，谁说了“京”字，就举杯罚

酒；平日里，家人不小心说了“京”字，他

也怒目相视；如果他自己一时口误说了

“京”字，就自己抽自己嘴巴，以示警戒。

上级有所忌讳，下级知所趋避，难

免会降低工作效率、搅乱官场风气、腐

蚀政治体制，危害不可谓不大。上文中

的薛昂，尽管因“善于讳”而一时显贵，

但时过境迁，他终究还是和蔡京一起落

得遗臭万年之名。

还有一类“忌讳”，是给违法违纪的

行为安上一个冠冕堂皇的名头，以求掩

人耳目。后唐明宗时期，僧家把酒称为

“般若汤”，把鱼称为“水梭花”，把鸡称为

“钻篱菜”，如此一来，破戒开荤就有了借

口。这样的“巧言文过”今日也未绝迹，

如“普通烟盒装中华”“矿泉水瓶灌茅台”

之类。一旦事情败露，终究逃不过法纪

的制裁，而且更加惹人痛恨嫌恶。

在封建时代，敢向风行于世的忌

讳说“不”，需要非凡的勇气。北宋名

臣杜衍，就是这样一位特立独行之

士。杜衍认为：所讳在我而已，他人凭

何干预？正因此，他在并州做官时，下

官请教“家讳”，他说：“下官无所讳，惟

讳取枉法赃。”

“忌讳”的能量是正还是负，取决于

目的和动机。坚持理智和道义的“忌

讳”，与源于迷信和私利的“忌讳”，性质

天壤迥异，影响大不相同。“无所讳，惟

讳取枉法赃”，这何尝不是为人处世、调

和鼎鼐的良策？在是与非、义与利、名

与实的问题上摆正态度，勇做公而忘

私、刚正不阿、敢于任事之人，方能处理

好“有讳与无讳”的关系，成就一番无愧

于天地人心的事业。

不可“讳而近愚”
■魏 寅

据《中国国防报》报道，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部分符合条件的农村籍退役
士兵，从 60岁起可以领取老年生活补
助。然而，某地 76岁的退伍老兵刘茂
林到民政部门申领补助时，却被告知，
仅凭《退伍证》无法申领，还需到人武
部开具“参军证明”。

这正是：
开具证明设关卡，

申领补助成难题。

补助本是暖心事，

奇葩证明当休矣。

洛 兵图 黄 淮文

前不久，习主席对纠正“四风”作出

的重要指示中，专门强调“力戒形式主

义”。设计“经典调研线路”，热衷“材料

政绩”，表态多调门高落实少……纵观

形式主义的种种表现，有一个共同特

点，就是“假”。

从历史上看，弄虚作假从来都是我

们党所坚决反对的作风痼疾。1945

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大口头政治报

告中讲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要讲真

话，做到“不偷、不装、不吹”——偷就是

搞抄袭，装就是装样子，吹就是吹牛皮。

时至今日，这些警告听来依然振聋

发聩。形式主义的老问题、新表现，其

弊恰恰就是偷、装、吹，背离求真务实的

传统，背离党性宗旨的要求。须知，“纸

糊的鲜花怕雨水”“刷金的菩萨不经

擦”，如果采华名、兴伪事、造虚绩，最终

只会害人害己。

不偷、不装、不吹，体现的是品格，

也是能力。只有不断加强学习，克服

“能力不足的危险”，让自己真正“有两

把刷子”，才会有不偷、不装、不吹的自

信，才会干事有想法、处事有章法、遇事

有办法。反之，胸无点墨、腹无良策，空

话大话套话就在所难免。好比《水浒

传》里的白衣秀士王伦，自身经不起掂

量，哪有底气可言？

作假是清谈者的遮羞布，实干是行

动者的座右铭。当前，我军建设发展的

任务相当艰巨，只有拿出不私、不虚、不

妄的行动，摈弃粉饰、表象、作态的巧

术，崇实去文、务实笃行，才能交出一份

无愧于官兵、无愧于历史的成绩单，才

能圆满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使命。

（作者单位：96785部队）

不偷 不装 不吹
■屠艳峰

日前，中央军委举行 2018年开训

动员大会，习主席发布训令，全场官

兵宣誓，全军各部队随即按计划展开

训练。现场有7000余人参与、全军设

4000余个分会场的“大会”，竟开得如

此简单利索，这为“开短会”作了极佳

示范。

能短则短、应短尽短，理应是开会

的一个原则。曾国藩曾说，与部将交流

时，“理不宜深，令不宜烦，愈易愈简愈

妙也”。会议的时间压缩下去了，就能

省出时间来搞训练、抓战备，固根基、补

短板，这就是“妙”之所在。

经过近年来的努力，纠治“五多”成

效明显，但开会多、开会长等问题并未得

到根除。有的干部反映，每天被“绑”在

会场里，有时一天多达四五个会，严重分

散了干事的时间和精力，危害很大。

其实，开短会较之于开长会，对

领导干部是更大的挑战。曾有一演讲

爱好者问丘吉尔：“欲请阁下作两分钟

演讲，要多少时间准备？”丘答：“半

月。”又问：“五分钟演讲呢？”答：“1

周。”问：“1个小时演讲呢？”答：

“无需准备。”如今，有的领导干部开

起会来口若悬河，但含金量不高、“含

水量”不少，毫无“妙”处可言，也

体现不出什么水平。

要让会议短下来、会风实起来，

归根结底要靠“关键少数”。各级领导

干部应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把

“愈易愈简愈妙”当作一种追求，坚持

一切工作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为

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贡献实打

实的业绩。

（作者单位：77606部队）

愈易 愈简 愈妙
■曲 尊 杨雪清

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的生死仗，

必须寸步不让、寸土必争，必须上不

封顶、下不设底。

“老虎”危害很大，痛打实属应

该；“苍蝇”看似吸血不多，实则其害

如虎。“轻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

“老虎”不可能一天长成，多是从小打

小闹发展到无法无天，所以“苍蝇”

不狠拍，“老虎”也就打不完。正因

此，习主席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

会上强调，“老虎”要露头就打，“苍

蝇”乱飞也要拍。

放在 5年多前，人们也许不敢相

信，位高如周永康、徐才厚、郭伯

雄、令计划者，也会被反腐肃贪行动

拉下马来；人们也许难以想象，被纪

检监察机关纪律处分的人员数量会达

到上百万。党中央用“恶竹斩万竿”

的顽强意志品质表明，反腐败无禁

区、全覆盖、零容忍绝不是一句空

话。“打虎”“拍蝇”，成为最令百姓振

奋的词汇。

反腐败“压倒性态势”的形成，

源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源于全党上下同仇敌忾、齐

心协力，源于亿万人民的信任和支

持。正如恩格斯所说，“有无数互相交

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

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这个合

力，推动形成了“全面从严”的布

局，释放出“全体受益”的红利，为

我党我军的自我净化提供源源不断的

内生动力。

但也应看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

寒，破除坚冰非一时之功，中央对反

腐败形势的判断依然是“严峻复杂”。

当前，尽管腐败活动减少了，但“老

虎”“苍蝇”并未绝迹，有的人善于伪

装，唱“飓风过岗，伏草惟存”的缓

兵计；有的人善于变通，搞“在位预

约、退休受贿”的迂回术；有的人阳

奉阴违，当“一边反腐、一边腐败”

的两面人……腐败花样不断翻新，腐

败方式更加隐蔽。如何蓄积反腐后

劲、保持反腐耐力，让“老虎”“苍

蝇”去存量、遏增量，仍然面临严峻

挑战。

习主席在视察中部战区陆军某师

时专门强调，坚决纠治基层官兵身边

的“微腐败”和不正之风。从入党、

考学、提干，到士官选改、评功评

奖、请假探亲，基层干部面临的“权

力考验”的确不少，如果自身心术不

正、腰杆不硬，每个环节都可能发生

不正之风，“油水不厚”的地方也可能

滑倒。因此，要把“打虎”“拍蝇”一

抓到底，既应盯紧“关键少数”，也应

关注普通干部，既应留心“舞台中

央”，也应留意“犄角旮旯”，继续勒

紧纪律的绳子，不断延伸责任的链

条，全面扎牢权力的笼子。

“些须做得工夫处，莫损心头一寸

天。”正风反腐的关键，是对是非观、

权力观的矫正，习主席既强调“制度

治党”，也强调“思想建党”，其深意

就在于此。军队领导干部既然选择以

身许国，就应该斩断侥幸心理，补足

精神钙质，在明确“不能干什么”的

基础上，多想想“应该干什么”，促使

座座军营形成“慕清廉”的价值磁

场、激荡“求正气”的人心效应。

进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军队

领导干部拿出“不捣黄龙誓不休”的

反腐决心、扛起“守一方绿水青山”

的责任担当，一门心思钻研打仗、一

腔热情凝魂聚力、一丝不苟履职尽

责、一身正气树好样子，就能汇聚起

勠力同心的强大合力，把正风反腐的

压倒性态势，转化为强军兴军的决定

性胜势，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

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作者单位：武警上海总队政治工

作部）

“老虎”要露头就打，“苍蝇”乱飞也要拍
——全面从严治党再出发系列谈①

■谢 军

“我们不一样，任凭烈日狂风或是

暴雨，忠诚刻心里，将无愧军旅……”近

日，一首根据流行歌曲改编的军人版

《我们不一样》，不仅引发广泛关注，还

唤醒了人们心中那首经典军歌：“咱当

兵的人，就是不一样……”

近一段时间，有不少新创作的军旅

歌曲走红网络，甚至成为网友热捧的

“爆款”。献礼八一建军节的《跨越》，致

敬维和官兵的《蓝盔之歌》，“新军营流

行风”单曲《我主宰》……这些“新军歌”

节奏明快、具有张力，让人听后激情澎

湃、血脉偾张。

自古兵家多壮歌。军歌是用青春

和热血谱成的、用奉献和牺牲唱响的，

贯注其中的是铁血军魂。从《大刀进行

曲》《我是一个兵》《血染的风采》到《强

军战歌》，每一个时代，军旅歌曲都与人

民军队的发展同频共振，顺时应势发出

时代的强音，散发着经久不息的魅力。

有人说，总有几首歌曲能把你“洗

脑”，让你情不自禁地反复哼唱。其实，

能让人“情不自禁”地唱，恰恰是一首歌

的生命力所在。前不久，某大学的学生

参加完一年一度的“一二·九”合唱比赛

后，在餐厅吃饭时突然玩起了“快闪”，再

度唱响《我爱你中国》，视频一经传到网

上，迅速引发广泛关注。再之前，多名军

队文艺工作者爬上长城，以“快闪”方式

与八方游客合唱《一二三四歌》等军歌，

活动结束后，意犹未尽的游客们自发地

再次合唱，长城变成了军歌的海洋……

在歌咏比赛、各种仪式中唱主旋律

歌曲，这样的经历相信很多人都有；但

是在聚餐时、旅游时，在没有专门组织、

不受外力驱使的情况下，“情不自禁”地

齐声高唱主旋律歌曲，这一现象值得深

思。“歌以言志，歌以传情”，主旋律歌曲

在人们心中触动情愫、引发共鸣，充分

证明了人民群众对国家建设发展成就

的自信自豪，充分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子

弟兵的衷心爱戴。

“声音有力量，军歌也流行。”军歌

讲求声音洪亮、铿锵有力、字正腔圆，充

溢着阳刚气，传递着正能量。这种特

质，正是军歌的独特吸引力所在。尤其

是在当前，能提神醒脑、能振奋斗志的

军歌，对于所谓的“佛系”信条、“油腻”

心态、“丧文化”，未尝不是一剂有效的

解药。那些听惯了风花雪月之类流行

歌曲的人，或许会感受到，听军歌、唱军

歌甚至“吼”军歌，能够唤醒心中的力

量、燃旺生命的火焰，“也是极好的”。

好歌总是代代传颂，新歌也应节节

开花。今天，我们如何创作出更多“唱

得响，传得远，留得住”的新一代军歌？

一个关键，就是与新时代的军队职能使

命、大国军威形象、群众审美特点相适

应，在题材、语言、曲调上融入更多新手

法和新元素，不断增强时代感和感染

力。如此，就能让军歌“俘获”更多人的

耳朵，沉淀在更多人的心底。

（作者单位：陆军第79集团军某合

成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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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正“四风”不能止步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