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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瞭望

玉 渊 潭

八一时评

长城论坛

触目惊心的违纪材料、中途滑落的

人生轨迹、痛哭流涕的忏悔反思……当

违纪违法者的惨痛教训摆在面前,是把

它当作正衣冠的“镜子”、他人亡羊我补

牢，还是怀着“看戏”的心态、置身事外当

看客？党员干部必须做出正确的选择。

“得罪千百人，不负十三亿。”党的

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恶竹斩万竿”的

决心和行动，向世人展示出反腐的力

度。正风反腐上不封顶，有多少就处

理多少，“铁帽子王”落马了，“基层反

腐”深入了。管党治党坚如磐石的决

心、坚不可摧的意志，使反腐败“刮风

论”“过头论”等不攻自破。与剜腐并

行推进的，是警示教育。陆续曝光的

腐败案件、不断披露的堕落轨迹，成为

党员干部耳旁时时响起、提神醒脑的

警钟。

“虎”“蝇”纷落，给人深刻的思考。

那些沦为阶下囚的，他们在起初大多并

没有错，有些甚至还是好同志，可后来

又是如何渐次放纵自己、逐步堕落变质

的？那些被通报惩处的，他们最初或许

有过顾虑犹豫，甚至经历过一番思想斗

争，可后来又是如何把红线踩在脚下、

错失自我挽救机会的？这些问题的答

案，可以在他们的忏悔中找到。他们面

临的诱惑、所处的环境，其他党员干部

或许也会遇上。只要有一点代入意识、

有一分政治清醒，就不难从中汲取教

训，不断提高自身免疫力。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这些年，在

高压反腐影响和政策教育引导下，一

些犯错误的干部主动向组织讲清楚问

题，争取宽大处理；一些游走在违纪边

缘的干部受到警示，悬崖勒马、迷途知

返；还有更多干部受到警醒，知敬畏、

存戒惧、守底线。“见不贤而内自省”，

这既展现了正风肃纪的强大震慑作

用，也体现出党员干部听党话、跟党走

的基本政治觉悟。

但要看到，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斗争深入推进的今天，仍有少数人怀

有“看戏”心态。他们或认为自己“位卑

权小”,于己无关，咂咂嘴、叹口气，看完

就忘、听完了事，根本不往心里去；或消

费热闹、热衷围观，遇有贪腐情节、奢靡

生活就认真地看，遇到明示法纪、剖析

反思就快速略过，把“事故”当“故事”来

看或传播；更有甚者，艳羡查出的“数

字”，从通报案例中窥门道……把自己

当看客，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即便教训

再深刻、铁窗话再痛彻，也难以真正受

触动、受教育。现实中，一些“看戏人”

就这样成为了“戏中人”。

正风反腐是一场党员干部人人参

与、永远在路上的跋涉。所谓政治生

态，正是所有党员干部整体的联结；所

谓党内风气，更是每名党员干部党性

的体现。人人都是“他人的环境”，人

人都是“价值出口”。诚然，面对种种

思想不纯、组织不纯的现象，面对种种

隐患犹存、隐形变异的问题，人人都有

围观批判的权利，但是如果仅仅停留

于围观或批判，不能自我提高、自我警

醒，不良风气如何彻底扭转？都是一

副“看戏”的心态，新风正气又从哪里

开始生长？

党的“自身硬”，离不开党员干部

“人人过硬”。正风反腐，党员干部应常

拧理想信念这个“总开关”，不忘初心、

锤炼党性，不断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

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应强化“治未

病”的意识，以他人的教训剖析自我，红

脸出汗、知错知止，坚守底线、追求高标

准。“雪崩时，每一片雪花都有责任。”只

要坚持从自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不断

纯洁政治灵魂，让理想信念成为自己心

中的灯塔，把铁的纪律转化为日常习惯

和自觉遵循，就一定能以合格党员的精

气神，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

命任务。

正风反腐当抛弃“看戏”心态
—全面从严治党再出发系列谈③

■徐向阳

福安两名青年入伍后，因怕苦怕
累，无正当理由强烈拒绝服兵役，被部
队退回原籍。不久前，福安市人民政
府征兵工作领导小组对这两名青年开
出“罚单”。其中一项处罚为：个人户
籍“服役栏”备注“拒服兵役”字样，3
年内不得办理出国出境手续。

这正是：
从军报国是义务，

有志自当全力赴。

若因怕苦强逃避，

丑陋必将终身附。

周 洁图 文鹏民文

《北窗炙輠录》载，韩琦和范希文

商议对西夏的战略，两人意见相左、

争论激烈，范希文拂袖就要离去。韩

琦见状，一把拉住他的手，满面和气

地说：“希文，国家大事难道就不容商

量吗？”范希文见此，心绪也平了下

来，两人又坐在了一起。

“只此一把手间，消融几许异

同。”后人评说韩范，对这“一把手”

高度称赞。韩范二人政见不同，殿上

常有争论，下殿却不失和气。有人

说，他们正如推车子，心里想的都是

让车子往前走，而不是为了一己之利。

世间事非一人所能独任，独则无

效，并乃有功。这就好比盖房子，必

须使用不同的材料。楹柱栋梁、栱栌

榱桷、长短方圆，各自作用虽然不一

样，可如果不能众材同体，房屋的结

构就立不起来。干事创业也是一样，

人的禀赋千差万别、才能各不相同，

或仁或智、或武或文，可如果不能和

衷共济，则不能兴其业。而韩琦的

“一把手”，恰是和衷共济的集中体现。

寇准在枢密院任事时，王旦在中

书省任职。一次，中书吏把印章用倒

了，文书送到枢密院后，被寇准发现

并上奏皇帝，王旦因此受了责罚。事

过不久，枢密院官吏也出现了印章倒

用的事。中书吏发现后立即报告王

旦，认为这下可逮着机会了。然而王

旦却让人将文书送回枢密院更正，并

未上奏。对此，寇准很惭愧。和衷离

不开肚量，遇上类似的事，有的人就

未必能像王旦那样正确处理。

提倡“一把手”，并非是不讲原则

地昧心附和。北宋尚书李泽和王安石

一度交往甚密，后者当国后推行的政

策引起许多官员和百姓不满。李泽

“遇事强毅，不为苟合”，对王安石新

政的抵制比别人还用力。既是老朋

友，王安石派人给李泽送去私信，极

希望他能鼎力支持。没想到，李泽回

复：“大义灭亲，况朋友乎！”这种不

违原则的坚守，何尝不是可贵的品质？

“同寅和衷，为居官第一善也。”

有人说，办事之难，并非难在事难

办，而是难在一人办事、十人掣肘，

另外还有百人在边上说风凉话。相互

之间夺宠争能，就会不可避免地“闹

到一事不可办”。相反，不分畛域、相

互补台，困难再大解决起来也容易得

多。对此，想必不少人深有感触。

和衷是言行一体的，而非心口不一

的。“同官相见，只见颂谀，不见规

诫；退后持论，只闻指摘，不闻救

正”，这是面谀的典型特征，也是一种

官场恶习。言称尧舜、心同桀纣，情契

金兰、恨深吴越，誓设山海、变在顷

刻，那些陷同列、诳庸愚、卖亲友的，

大抵用的都是这些招。如此一来，人与

人之间处处设防、相互消耗，哪里还能

实现“众人划桨开大船”？

对同僚同事使心眼、下绊子，往

往会出丑。武则天时，屠杀采捕曾一

度被禁止。右拾遗张德生了个男孩，

为了庆祝，私下宰杀了只羊宴请同

僚。宴席上，补阙杜肃偷偷藏了块

肉，事后上奏告发。第二天，武则天

对张德说：“听说你得了个儿子，挺高

兴。”张德跪拜致谢。武则天紧接着又

问：“肉是从哪来的？”张德一听，连

忙叩头称罪。武则天说：“我是禁止屠

宰，可喜事丧事不受干预。不过以后

你请客，也应该有所选择。”说完，把

杜肃的奏表拿给张德看。此事传开，

杜肃无地自容，举朝欲唾其面。

一个人如何与同事相处，可以看

出他的品性、官德。是相翼而成还是

各唱各调，是微言规正还是高高挂

起，是直抒己见还是昧心附和，是一

心为公还是自私其身，能够判定其识

量的广狭、存心的厚薄。希文怒去、

韩琦挽留，寇准褊急、王旦恕之……

力求和衷者，虽千百年过去，仍熠熠

生辉，足以为典范。

现在，党员干部肩上一头担着组

织交付的使命任务，一头担着人民群

众寄予的深情厚望。在同一面旗帜下

奋斗，理应和衷共济、同心同德把工

作干好，决不能为了自己那点小九九

相互拆台，甚至掣肘使绊。

把手间，消融几许异同
■铁 坑

人的禀赋千差万别、才能各不相同，或仁或智，或武或文，

可如果不能和衷共济，则不能兴其业。

正风反腐是一场党员干部人人参与、永远在路上的跋

涉。因为，所谓政治生态，正是所有党员干部整体的联结；所

谓党内风气，更是每名党员干部党性的体现。

不久前，某连在一次实战背景的实

兵拉动点验中冒了泡，存在问题是：战

备干粮存数不足。“因为平时不常用，所

以少了些”，连队主官的这番解释，是站

不住脚的。

诚然，在和平时期，战备干粮不像

炊事班的柴米油盐那般常用，但不常

用不代表用不上、可以随意减少。平时

与战时本来就是一纸之隔，练兵备战

必须按打仗要求来做。否则，仗打起

来，不是缺这个就是少那个，问题还是

一大堆。到那时再解决，恐怕就要吃大

亏了。

练兵备战中，这种“不常用就随意

减”的情况并非个例。比如，以在位人

员代替全员待命、以模拟配载代替实

弹装载、以部分装备代替全装出动、以

车辆出库代替疏散配置，等等。实战化

练兵的目的，是拉近练与战的距离，如

果此类问题不能彻底清查整治，实战

化就会成为空喊口号，练兵的质量就

提不上来。

虽不常用却不可少
■毛 规

基层心声

某部开展机关干部下营连讲课活

动。为提高讲课效果，一位干部拿着

自己的讲稿到战士中征求意见，没想

到，有战士提出尖锐问题：“我”在哪

里？的确，给战士们讲课，课的内容

里却不见战士，效果可想而知。

无论讲课还是讲话，目的都是影

响他人的思想、提高他人的认识。只

有增强与听众的相关性，了解他们的

所思所想，找到绳子打结的那个地

方，才能产生好的效果。相反，如果

所讲内容与听众毫无关系，不能奔着

心尖去，效果就会大打折扣。部队常

说“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

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战士提出的“‘我’在哪里”，扎

中了当前一些讲话的病灶。只想着要

灌入些什么，不考虑官兵需要什么；

只在字词上反复雕琢，不在实情上深

入调研，讲的内容排比句子成堆、各

种口号罗列，可就是不见部队、不见

官兵，这样的讲话很难入心。所以，

要真正产生反响、赢得掌声，还是应

该心中装着战士。

把“我”代入讲话中
■邓发桥 蒙卓霖

连日来，南部战区陆军第74集团

军某旅的几幅图片，在网上引起一阵阵

温暖的热议。该旅举办的2017年度表

彰大会上，16名家属代表与官兵一同

登上领奖台。让官兵的父母、爱人、孩

子共同见证和分享荣誉时刻，其释放的

能量是巨大的。

克劳塞维茨说过：“在一切高尚的

感情中，荣誉心是人的最高尚感情之

一，是战争中使军队获得灵魂的生命

力。”每名官兵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

们的背后还有亲人，这是一个“战斗单

元”。官兵的每一点成长、每一次收获，

都离不开这个“战斗单元”的各种支

持。对荣誉的追求，是战斗精神之源。

如果他们的血管里流淌着崇尚荣誉的

血液，官兵就会不惜一切顽强拼搏；一

旦他们的心田里播下崇尚荣誉的种子，

官兵就会为了使命无悔奉献。

荣誉来之不易。立功受奖的官兵，

无一不是战位上兢兢业业的埋头苦干

者、专心本职的刻苦钻研者、甘于奉献

的成绩突出者。他们的“荣誉时刻”，既

是汗水换来的回报、辛勤付出的收获，

也是一支能量巨大的“烟火”。用一种

更好的方式安放它、点燃它，喷发的“烟

花”将会更加璀璨、照亮更广阔的天

空。这个旅的表彰会能在官兵、军属和

社会上广受好评，激扬起一片正能量，

与他们用心设计官兵的“荣誉时刻”密

切相关。

刻骨铭心的仪式胜过千言万语。

别致的仪式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那种

氛围能使人的情感急剧升温、心灵加速

净化、思想深受启迪。“荣誉时刻”的打

开方式虽然不尽相同，但只要借助合适

的仪式，同样会充满力量、持久保温。

这些年，人们看到过不少类似的暖心画

面：敲锣打鼓、热热闹闹地将立功喜报

送到战士家里，为即将离队的转业退役

干部举行庄严隆重的军营告别仪式，三

军仪仗队组织“十佳标兵”父母进军营

活动……有人说：“这虽然不像颁授‘八

一勋章’那么的高大上，但足以让家人

倍感荣光，让官兵永远铭记！”

新形势下，社会价值观念正在发

生变化。一些人看重物质利益、忽视

精神激励，甚至片面认为“立功不如行

赏，嘉奖不如加薪”，把荣誉观念看轻

了、看虚了，不再重视和精心设计官兵

的“荣誉时刻”。比如，嘴巴上说让官

兵崇尚荣誉，现实中却将立功受奖喜

报漫不经心地发给个人，淡化入党仪

式，取消授衔授装仪式，等等。把重要

仪式活动当成可有可无的点缀，使原

本庄重、喜庆的事变得悄无声息，这样

做不仅会导致精神激励缩水，还会降

低官兵对荣誉的渴望。

打下深刻烙印的“荣誉时刻”，是争

取下一次更大荣誉的重要准备。解放

战争时期，我军普遍开展立功运动，大

张旗鼓表彰英模和先进、宣示功绩和风

采。这种“个人光荣、连队光荣、全家光

荣、立了功永远光荣”的运动，增强了官

兵积极向上的昂扬气、为人民立功的拼

搏劲，极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为赢

得解放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现在，虽

然时代变了、环境变了，但这种优良传

统决不能丢，官兵值得自豪的重要时刻

不能忘。

“凡有血气之伦，皆有好胜之意”，

这是苏轼在《代张方平谏用兵书》中的

一句话。青年官兵是部队的主体，他们

进取心强、好胜心强，不怕挑战、追求荣

誉。与此同时，我军建设正处在爬坡过

坎的关键时期，亟需勇挑重担的尖兵、

拓荒开路的先锋、甘于奉献的英雄。让

官兵的“荣誉时刻”精彩呈现、刻骨铭

心，引导他们再接再厉、再立新功，鼓舞

他人学习标杆、迎头赶上，有利于把强

军兴军“全新的事业”更快推进到更高

水平，把重塑之后“全新的部队”锻造成

更强的劲旅。

朱德同志有一句名言：“部队中人

人精神振奋，你也想立功，我也想立功，

这样就会打胜仗。”每名官兵心中都有

充分的燃料，只要让它充分燃烧，就会

在强军征途中绽放出绚烂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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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尼采曾讲：“杀不死我的，使

我更强大。”这一说法，在英国思想家塔

勒布的“反脆弱理论”中得到深入诠释：

“有些事物能从冲击中受益，当暴露在

波动性和随机性、混乱和压力、风险和

不确定性下时，它们反而能茁壮成长和

壮大。”

塔勒布认为，当事物遇到袭击时会

表现出三种状态：脆弱的，受到损伤；坚

固的，保持原样；反脆弱的，变得更强

大。比如，玻璃杯受碰落地会粉碎，沙袋

受到打击而不受损，而神话中的“九头

蛇”，砍掉一个头则会长出两个。

由此可见，反脆弱性比坚韧性更强

大，因为再强大再完美的物体，也会因为

不断遭遇袭击而破损。就像沙包，只要

反复击打，总会有破损的一天。反脆弱

性则不同，会因磨难而变得更强大，所以

这是一种更高层级的存在。

军队为战而存，军人为战而生，胜战

之路必然充满荆棘坎坷、血火考验，流血

牺牲也是寻常事。端起祝捷的美酒，不

仅需要“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坚韧性，更

需要“千磨万击还坚劲”的反脆弱性。

“风会熄灭蜡烛，也能使火越烧越

旺。”我军历经数不尽苦难，遭受无数次

挫折，甚至陷入过绝地困境。我们之所

以能一次次在挫折中奋起，从弱小走向

强大，从苦难走向辉煌，很重要的一个原

因，就因为有“把活路堵死，向死路求生”

的不屈不挠精神。

“风雨侵衣骨更硬，千锤百炼不怕

难。”长征是一次勇于牺牲、敢于胜利的

史诗般远征，不到300米就有一名红军

战士倒下。鲜血没有浇灭红军“一切为

了苏维埃”的信念，反而激起了“前仆后

继杀虎狼”的万丈豪情，最终点燃了中国

革命的希望，锻造了民族复兴的脊梁。

胜利的桂冠总是垂青于千锤百炼而

愈挫愈勇的军队。今天，迈向建设世界

一流军队的新长征，抢占未来信息化战

争的制高点，考验更加山重水复，挑战更

加艰巨复杂。“我们要成为火，渴望得到

风的加持。”惟有主动磨练、不怕摔打，不

断增强自己的“反脆弱性”，方能顺利涉

过激流险滩，成功抵达强军彼岸。

击不垮你的，使你更强大
■张伯畅 张 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