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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渊潭

当年，埃德加·斯诺问毛泽东：我常

常想，不知道那些呼口号最响、挥旗子

最起劲的人，是不是像有些人说的在打

着红旗反红旗？

毛泽东点点头说：这些人分三种，

一种是真心实意的；第二种是随大流，

因为别人喊“万岁”，他们也跟着喊；第

三种人是伪善的，你千万别受这一套

的骗。

如今，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

之际，怎样把那些口是心非、言行不一、

阳奉阴违的“两面人”辨别出来、清除出

去？如何返璞归真、标本兼治、固本培

元，筑起“不想腐”的思想堤坝？

习主席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

会上指出：“标本兼治，既要夯实治本的

基础，又要敢于用治标的利器。”说到

底，管党治党深处要在思想和灵魂上动

手术，“重点突出坚定理想信念、践行根

本宗旨、加强道德修养”。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

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

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

精神支柱。”这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

根本，是抵御各种诱惑考验的堡垒，更

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根基。

“本根不摇，则枝叶茂盛。”立规矩

“治身”，更需强信念“治心”。有了笃定

不移的政治灵魂、坚不可摧的精神支

柱，就有了理想信念的主心骨，就有了

成就事业的顶梁柱，就有了道德操守的

基准线，就能够在政治上经得起考验，

在作风上抵得住诱惑，泰山压顶不弯

腰，风吹浪打不迷航。

“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把坚

定理想信念作为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

首要任务”“增强政治定力、道德定力”

“把洁身自好作为第一关”……习主席

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反复强调“理想”

“信仰”“信念”，要求从严从实抓思想教

育。万化根源总在心。这些重要指示

和措施，抓住的正是全面从严治党的

“根”与“本”、“魂”和“纲”。

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三

严三实”“两学一做”；从严明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到燃旺党内政治生活的熔

炉……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

之所以硕果盈枝，反腐败“压倒性态势

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很大程度上得

益于这一次次直面现实的“问题清扫”、

回归传统的“思想整风”、触及灵魂的

“集中净化”。正所谓：“秉纲而目自张，

执本而末自从。”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一旦

信仰与宗旨不再栖居心灵，一些人心中

理想信念的“压舱石”难免会发生动摇，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

便可能出现松动。全面从严治党永远

在路上。强基固本、补钙壮骨的工作一

刻也不能停，除尘去垢、醒脑治病的力

度一毫也不能松。

一位诗人说：当灵魂失去庙宇，雨

水就会滴在心上。树烂先烂根，人坏

先坏心。理想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

摇，思想上出现滑坡是最严重的病

变。河北省委原书记周本顺，一个有

着 45年党龄的高级领导干部，落马之

前却一边大肆贪腐，一边烧香拜佛，甚

至亲自为一只死去的乌龟手抄经文并

一起下埋……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很难

想象，如果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内这样

政治上蜕变、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

生活上腐化的贪腐分子不被清除，党的

精神大厦怎么能坚如磐石、稳如泰山，

为民宗旨怎么能感召人心、凝聚力量，

信仰火炬怎么能光芒四射、照亮未来？

“除垢净污呈素面，敢将灵魂示众

人。”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不是与生俱

来的。思想和灵魂上的阴霾与污垢，也

不会随着新时代的到来自然烟消云

散。涤清思想之垢、信念之霾、心灵之

尘，需要我们主动拿起从严治党这把手

术刀进行思想上的清理、灵魂上的检

视、政治上的追问。

“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是革命

军人的灵魂，是克敌制胜、拒腐防变的

决定性因素。”强军必先强心，强心重在

铸魂。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考

验重重，全面建设世界一流军队任重道

远，更加需要深化理论武装、立起精神

旗帜、永葆初心本色，筑牢信仰之基、补

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保持思想

纯正、信念纯真、心灵纯净，切实肩负起

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朝华之草，戒旦零落；松柏之茂，隆

冬不衰。

贵州息烽集中营纪念馆里，至今保

留着《红岩》里许云峰原型——许晓轩

烈士的一段话：“希望组织上经常注意

整党整风，清除非无产阶级意识，保持

党的纯洁。”这是鲜血凝成的谏言，更是

警示未来的箴言，需要我们永远警醒

之、深思之、笃行之。

“不想腐”须在灵魂上动手术
—全面从严治党再出发④

■张宏进

“我们不仅想知道党说了什么话，更想知道党为

什么这么说。”这是一些基层官兵学习党的十九大精

神的心声。既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这是学习理论

的基本要求。既讲清“是什么”，也讲透“为什么”，这

是政治教育的首要责任。

过去，在一些单位的政治教育中，有的一份稿子

念到底，上下一般粗、左右一锅煮，手段单一、内容枯

燥；有的一张面孔板到底，居高临下，颐指气使，“填

鸭式”灌输；有的一个高调唱到底，热衷记热词、喊口

号，喜欢造声势、出彩头，形式上热热闹闹，实际上离

兵万里……如此教育不仅达不到预期目标，反而会

引起官兵的逆反心理。

其实，作为政治教育者，谁都想把课讲实、讲活、

讲新，接地气、冒热气、有人气，上面“振臂一呼”，下面

“应者云集”。如同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师徐川那

样，一堂党课赢得粉丝近百万，点击量爆表。可是，

为什么一些教育者讲不下去、讲不进去，官兵不买

账、自己很无奈？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教育者

本身受教育不够”。

农村有句老话：有理说实话，无理讲蛮话。这说

的是两个人吵架，有理娓娓道来，无理胡搅蛮缠。其

实，政治教育也是如此。如果自己有“理”，自然晓之

以理，动之以情。如果无“理”，只能强词夺理，板脸说

教。试想，以其昏昏，如何使人昭昭？自己一头雾水、

一盆糨糊，如何让人茅塞顿开、醍醐灌顶？官兵只知

道“是什么”，却不知道“为什么”，党的创新理论怎么

入脑入心、贯注血脉？

成事在人，关键在人。政治教育是做人的工作。教育者先受教育，这本身就是

最好的政治工作。“入脑”首先要“入耳”，“入耳”首先要“走心”。自己学懂弄通才有

底气，自己深信不疑才会硬气。教育者先要把所讲的道理学上心、学到手，精准把握

精神内核，深入挖掘实质内涵，理顺摸清逻辑关系，做到“胸中有丘壑”。只有这样，

才能讲起来有理有据、声情并茂，听起来爽心悦耳、沁人心脾，真正使学习宣传贯彻

活动取得实效。 （作者单位：中部战区空军保障部）

祛
除
无
理
讲
蛮
话

■
崔
东
民

抗美援朝前夕，东北边防军召开军

事会议，分析我军能够获胜的条件，其

中之一是：供应线敌远我近，我们在后

勤保障上占优势。后来的战事证明，这

个“优势”，反而成了我军最为薄弱的环

节，时常“一把炒面一把雪”，只能发动

“礼拜攻势”，有的官兵还被冻死冻伤。

是战场改变了这一切。劳师以远，

本该是敌方的劣势，敌人反而在这个领

域展现出了绝对优势；以逸待劳，原以

为是我方的优势，我军反而在这个方面

出现很多问题。这就是战场，没有约定

俗成，没有固定套路。

“统统相符合的事，在战争或战斗中

是极其少有的。”“部分地改变的事差不

多每一作战都是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

也是间或有的。”兵无常势，水无常形。

情况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我们如何

做好万全准备？答案就是：灵活机动，随

机应变。这也是我军的制胜要诀。

“开战前是我指挥你们，开战后是

前线指挥员指挥我了。”我军打仗，向来

讲求战略上高度集中，战术上充分放

权。三大战役时，我军的统帅部里只有

20多个人，电令只交代战略任务，具体

打哪里、怎么打，则由现场指挥员自主

决定。这就是周恩来所总结的：“世界

上最小的指挥所里，指挥了世界上规模

最大的革命战争。”

从毛泽东在战争年代的文电中可

以看到，大量的作战指示、命令后面，常

常有“望酌情处理之”“请按实情决定”

等字句。淮海战役期间，毛主席更是作

出指示：“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

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苏联顾问对此

十分不解：“这像命令吗？”这恰是开国

将帅们驾驭战争的高超之处。

陈赓说过：“再好的作战方案，战斗

一打响，作废一半，另一半随机应变产

生。”一切都已改变，只能灵活应对。对

印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总部要求打一

个营，结果前方根据战场进展情况，吃掉

了印军3个旅。时任西藏军区司令员的

张国华心里忐忑不安，没想到中央军委

来电时，专门补充了一句：“中央军委极

为高兴”。这是对现场灵活处置的一种

褒奖，也是对积极主动作为的一种鼓励。

“军人的主要任务从来就是对未来

战争进行全面准备。”下一场战争“长”

什么样，谁也无法画出精准的肖像，但

有一点可以肯定，战场的“特权”将会越

来越大，变速变量将呈几何级数增

长。善战者，不待张军。居安思危、知

危图安，多备几手、多想几招，才能确

保有备无患、处变不惊，牢牢把握未来

战场主动权。

战场有权改变一切
■颜士强

人之长相，不只在体貌，还有心

灵。体貌可以美容，心灵需要涵养。

为什么每逢有贪官落马，常常会

听到这类议论：“这人一看就不是好

人”“这人怎么像个土匪”。乍听起来

觉得好笑，贪官脸上又没写字。但仔

细咀嚼一番，不是一点根据没有。古

人有语：相由心生。哲人有言：“到了

一定年龄之后，就要对自己的长相负

责。”个中深意值得细细品味。

《道山清话》记载，北宋名臣韩琦

在永兴任职时，有一个幕官前来参

见。一见此人，韩公便皱起眉头，很

不高兴，以至几个月未与其说一句

话。仪公瞅空问道：“这个人起初您也

不认识，怎么一见就不喜欢呢？”韩琦

说：“我见他额头上隐隐有块肿包，想

必是磕响头造成的，这人肯定不怎么

样。这样的人在危急时怎能倚仗呢？”

“休嫌貌不扬，白璧璞中藏。”应

该说，人不可貌相，但韩琦的所察、

所为、所言，并非毫无道理。虽然长

相是天生的，但从五官里透露出的气

质神韵，却是后天培养出来的。到了

一定年龄，你的长相里就带着你走过

的路、读过的书、交过的人、历过的

事。人不是一具木偶，面无表情；不

是一尊雕塑，毫无生气。“相”与

“心”，“言”与“行”，从来就是一体

两面，互为里表。

“一个人的脸就是一张履历表。”

有人说，性格写在唇边，幸福露在眼

角；表情里有近来心境，眉宇间是过

往岁月。古人常讲：功名看器宇，事

业看精神。尽管是一家之言，但对于

识人辨才不无借鉴意义。

欣赏一个人，始于颜值，敬于才

华，合于性格，久于人品。故此，自

古高明的领导人从不以貌取人，而是

相形的同时注重相德，知面的同时强

调知心，进而发现璞中之璧、马中之

驷。诚如 《鬼谷子相辨微芒》 所说：

“执形而论相，管中窥豹也。不离形，

不拘法，视于无形，听于无声，其相

之善也。”实践证明，只有这样，才能

全面了解、看准看透一个人。

如若只相形而不相德，难免会看

走眼、看走样、看走形。《韩非子·显

学》曰：“澹台子羽，君子之容也，仲

尼几而取之，与处久而行不称其貌。

宰予之辞，雅而文也，仲尼几而取

之，与处久而智不充其辩。”日久见人

心。德不配位，言行不一，纵使玉树

临风、巧言令色，也迟早会露出端

倪。刘秀谬于庞荫，曹操蒙于张邈，

玄宗毁于安禄山，司马光误于吕惠

卿，汉文帝惑于邓通，这样的例子不

胜枚举。

“心有境界行则正，腹有诗书气自

华。”一个人良好的内在品德品行品

质，总会在无形之中显露于外在的气

色气质气韵之中。三国时，曹操有一

次会见匈奴来使，“自以形陋，不足雄

远国”，于是找了一个面白貌俊的军士

当替身，自己却持刀立于一侧装扮成

卫士。没想到那匈奴使者看一眼后

说：魏王确实优雅，但一旁捉刀者乃

真英雄也。这种胸怀大志、腹有良谋

的英雄之气，藏是藏不住的。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如

果一个人品行不端、雅量不够，小肚

鸡肠，也迟早会被“长相”出卖的。

《资治通鉴》里有个阿大夫，朝堂之上

“誉言日至”，一副清正廉洁、勤政为

民的形象。但纸里包不住火，朝廷派

使者视之，发现“田野不辟，人民贫

馁”“赵攻鄄不救，卫取薛陵不知”，

原来这些称誉都是“以厚币事王左

右”换来的。齐威王盛怒之下，烹阿

大夫及左右尝誉者。

有什么样的姿态和心态，就会浮

现什么样的面相和表情。贪官的脸上

虽没写“贪”字，却于举手投足间显

现出一些“贪”相。比如，讲荤段子

口若悬河，吼“卡拉OK”旁若无人；

喝酒一斤二斤不倒，见了群众爱搭不

理；讲道理结结巴巴，释理论枯燥无

味；什么出格话都敢说，什么龌龊事

都敢做。如此这般，张扬的是动物本

能，热衷的是低级趣味，当然丑态百

出，俗不可耐。

“岁月悠悠，衰微只及肌肤；热忱

抛却，颓废必致灵魂。”既然年轮不停

转，容颜留不住，那就雕刻自己的心

灵，清白为人、干净做事，恪尽职守、

清正廉洁，颐养情操、升华境界。如

此，方能知本分、有正气，满面春风、

神清气爽，有新气象也有新作为。

对自己的“长相”负责
■张顺亮

近段时间，大庆又火了，不过这次

不是因为石油，而是源于一个叫徐大庆

的战士。

新年伊始，习主席视察中部战区陆

军某师时，杨子荣生前所在连列兵徐大

庆，一套长拳打得虎虎生风、动若风发，

赢得现场热烈掌声，入伍不到4个月就

一下子成了“名人”。

名人总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徐大

庆6岁开始习武，终日与拳法、掌法、腿

法和步法为伴，曾荣膺黑龙江省竞技

武术冠军，获得全国大学生武术锦标

赛第三名，并远赴异国他乡传播中华

武术……

“走杨子荣英雄成长路，矢志杨子

荣侦察连。”从小听着杨子荣英雄故事

长大的徐大庆，梦圆军营后如鱼得水、

脱颖而出，提前完成基础课目训练，首

次新训课目考核全优，创新训练方法，

主动担当小教员。

徐大庆火了，恰逢这个火热的征兵

宣传季！

“祖国需要，我随叫随到！”1月 9

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下发通知，安排

部署新年度征兵准备工作。1月12日，

2018年征兵宣传片震撼发布。

据了解，徐大庆已被大庆市聘为

2018年征兵形象代言人，其“形象”

将被制作成宣传海报、拍摄成专题

微电影，在电视台及新媒体上滚动

播放。

如今，无论是在黑龙江省广大适龄

青年中，还是在大庆籍战士中，徐大庆

都成了学习的榜样和追赶的目标，“军

营是个大舞台，有你加入更精彩”已成

为一种风尚，“英雄城里出英雄，建功立

业在军营”正成为一种追求。

其实，从现役军人或相关人员中遴

选一批优秀代表，担任征兵及国防教育

形象代言人，一直是征兵宣传的有效方

法。“飞天英雄”翟志刚、刘伯明、景海

鹏、“北大骄子”高明、“清华第一女兵”

贾娜、战士“时代楷模”王锐等，都曾被

聘为征兵“形象大使”。

青年自古崇英雄。从精武标兵到

特战尖兵，从反恐精英到维和勇士；戎

装、绶带、奖章；阳光、帅气、威武……这

些“代言人”或翱翔蓝天，或建功沙场，

或戍守边关，有着过硬的公信力、巨大

的影响力与深远的传播力，丰富和完善

着人们心目中“最可爱的人”的形象，增

强了军营的亲和力和吸引力。

“我成功的起点在军营”“部队熔炉

让我历练成长”“军旅是我的另一个清

华”……作为“部队是成才舞台”的见证

者，这些“形象大使”走近并感染适龄青

年，使征兵工作更具有人情味和个性

化，吸引和感召着新一代青年投身军

旅、绽放青春。

兵之胜在于篡卒。军队从来没有

像今天这样对高素质兵员如此渴求，中

国也从不缺少“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

莱”的热血青年。如何让更多“徐大庆”

现身说法、立身为旗，点燃适龄青年的

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和忧国之心，将对

兵员征集质量和效益产生重要影响。

今年的征兵宣传工作已经全面展

开，应征青年多是“网生代”“二次元”

“拇指一族”。各级兵役机关只有思想

上多一些换位思考，形式上多一些别

出心裁，把准时代脉搏，拓展平台渠

道，创新方法手段，聚焦人、事、物，把

握时、度、效，因人因地施策，结合融合

渗透，才能为强军兴军提供强力兵员

支撑。

“苦练侦察本领，争取成为杨子荣

式的侦察英雄！”徐大庆牢记最高统帅

的谆谆嘱托，想得更多的是把武术运用

于实战，做得更多的是把武术技巧传授

给身边战友。一个标兵就是一束“星

火”，“学习徐大庆、强武练精兵”的蓬勃

之势正在形成。

“用我热血青春，铸我钢铁长城。”

徐大庆担当征兵形象代言人，言传身

教，必将吸引更多“徐大庆”走进军营；

逐梦强军兴军新征程，以点带面，将会

带出更多“杨子荣”建功国防。

（作者单位：河南省南阳军分区）

让
徐
大
庆
引
来
更
多
﹃
杨
子
荣
﹄

■
仇
广
林

柴
秀
朝

八一时评

长城论坛

长城瞭望

谈训论战

一名战士站岗打瞌睡，被连队
干部抓了“现形”后，不仅在全连军
人大会上作检查，还被当成警示案
例反复“点名”10多次，最终变得意
志消沉。这种对犯错者一批再批的
做法，基层带兵人应引以为戒。

这正是：
人非圣贤孰无过，

有错不必反复说。

治病救人是原则，

悉心关怀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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