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报道，一位退伍老兵拿着一
张 33 万元的支票到银行兑换现金，
却被告知支票是假的。原来，有犯
罪团伙冒充国家相关部门，以慰问
的名义寄“支票”给这位老兵。老
兵不仅信以为真，还向对方缴纳了 2
万元“税金”。目前，警方对此已立

案侦查。
这正是：
年终岁尾双拥热，

骗子趁机伸黑手。

军地协力共打击，

不给老兵惹烦忧。

洛 兵图 王 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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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瞭望

玉 渊 潭

八一时评

跨界思维

长城论坛

近日，网上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人不小心把车开到了马路中间的

绿化带里，卡住了。怎么办？他拿出手

机，用外卖订餐软件叫了 10份外卖。

等送外卖的10名快递员到齐了，他请

大家一起用力，把车从绿化带里抬了出

来，然后把点的餐全部送给快递员吃，

并且给快递员全部“五星好评”。问题

顺利解决，并且皆大欢喜。

这个故事很有启发性。不妨算一

笔账：用叫外卖的方法，只花费两三百

元，而且速度较快；如果叫拖车公司，花

费肯定更大，速度反而较慢。外卖订餐

软件这个工具，原本的用途固然是点

餐，但如果大胆尝试新的“打开方式”，

或许就能发掘出新的功能用途。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各式各样

的新工具层出不穷、日新月异，深度改变

着人们的生活。未来几年，“5G时代”将

会来临，网络速度将会大幅提升，对此，

你会抱有怎样的期待？除了在手机上看

电影获得更好体验，你能否发现“5G”的

其它“打开方式”？其实，在“4G时代”来

临之前，大家想象最多的也是看电影，然

而“4G”最终成就的，却是位列“当代四

大发明”的移动支付和共享单车。

由此可见，决定工具的实际价值

的，往往不是它本身有什么用，而是你

拿它做什么用。学校并不解决你的知

识问题，它只是你学知识的工具；医院

并不解决你的健康问题，它只是你增进

健康的工具；工作单位不解决你的事业

问题，它只是你自我成就的工具。能不

能解决问题、解决好问题，关键在于你

是否找到了工具的正确“打开方式”，是

否发现了工具的更多“打开方式”。

对一支军队而言，也是如此。只有

勇于突破常规，把工具的创造性运用发

挥到极致，才能为制胜战场争取更多机

会。比如，火箭筒本是用来打坦克的，

然而阿富汗游击队在跟苏军作战时，发

现用火箭筒也可以打直升机。正是依

靠火箭筒，阿富汗游击队把苏军的直升

机逼到了中高空，让其难以发挥作用。

实际上，武器装备除了“显性作战

能力”之外，往往具有使用者甚至研制

者所未知的“隐性作战能力”。这种“隐

性作战能力”发挥得如何，有赖于官兵

的智慧和创新能力，有赖于官兵对武器

装备的创造性理解和使用。特别是处

于劣势的一方要战胜强敌，更需要创造

性地发挥手中武器装备的最大效能，正

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军事技术的发展、战争形态的演

进，为创造性运用武器装备提供了广阔

天地。因此，在平时的实战化训练中，

应当勇于打破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

桎梏，寻求武器装备更多的“打开方

式”，为制胜战场积蓄更多的打赢底气。

（作者单位：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一支队）

新工具时代，新打开方式
■刘 鹏

北宋时期，大臣张咏奉命讨伐叛乱

之人，凯旋之时，忽然有人拿着首级来

邀功请赏。张咏说：“战场奔突厮杀之

际，哪顾得上去收集首级，这肯定是打

完仗之后砍来的。”

对此，张咏的部将深表同意：“当时

随我冲锋在前的人，拼得一身是伤，哪顾

得上斩获首级？”于是，张咏在评定战功

时，把受伤的人排在前面，把邀功的人排

在后面。于是“军伍欢跃”，士气大涨。

投身军旅、效命疆场，没有荣誉感

不行，但荣誉感不是功利心，建功也不

是邀功。做了多大贡献、该得什么奖

励，评价有尺度、公道在人心，何必费心

思去“邀”？对待邀功之人，就应像张咏

那样，心存警惕、审慎看待，切不可纵容

助长邀功的风气。

北宋名将狄青认为，秦汉以来“在

战争中获一首则赐爵一级”的做法，导

致“开争启幸”盛行：有的军士为争首级

而互相残杀，有的军士把首级出售给无

功不战之人，引发混乱局面。狄青建

议，别搞什么“首级”封赏制，有功就“差

次其劳，全军加赏”，无功就“斟酌其罪，

全军加罚”，以促上下一心、不为私计，

如此方为决胜之道。

其实，喜好邀功之人，未必有真功

劳，也未必有真本事。对于这样的人，如

果“邀”什么就给什么，可能反受其害。

清代嘉庆年间，贵州教徒肇乱，朝

廷命勒保前往剿捕。勒保没什么韬略，

让女将龙么妹带兵出征讨伐，不久便制

服叛乱。勒保本没做什么贡献，却善于

揽功、邀功，被皇帝封为“威勤侯”。不

久，四川教徒又蜂起闹事，朝廷命勒保

平息动乱。这一次，勒保明明指挥不

力，却专挑有利于己的情况上报朝廷，

又获封“威勤公”。一边是勒保加官进

爵，一边是教匪日益猖獗，原因就在于

上级对邀功之人缺乏警惕。

邀功者一旦得逞，往往能攫取巨大

利益；而与之相伴，则是普通百姓的利

益受损。“北宋六贼”之一朱勔在苏州任

职时，弄到一块巨大的太湖石献给宋徽

宗，因此被封为威远军节度使，就连那

块太湖石也被封为“槃固侯”。朱勔尝

到了甜头，千方百计求索勒取花石，耗

费巨大人力物力运入京城。这种“花石

纲”的劳役连年不绝，百姓苦不堪言。

邀功者也未必总能获利，反而可能

付出惨重代价。北宋宣和年间，“元祐

学术”被视为异端学说。太宰王黼无意

间说了一句：“百家诸子，自前古不废。”

他的政敌蔡京得知后，立即向皇帝打报

告。孰料，王黼来了一招“以彼之道还

施彼身”，举报蔡京举荐的官员“持异

说”，而证据就在蔡京之子蔡绦的《西清

诗话》中。本想邀功请赏的蔡京，却把

火烧到了自己身上。

有人“无功而邀”，也有人“有功不

邀”。二战时期，朱可夫任苏军西方面

军司令员。一天，苏军发现德军空投伞

兵的动向，一举将敌消灭，还抓到几名

俘虏，可谓战果颇丰。参谋人员问朱可

夫：“要报告大本营吗？”没想到，朱可夫

深深看了对方一眼，问：“为什么？”在朱

可夫看来，已经解决且无关大局的问

题，显然不值得干扰上级。

“千难万难，求真最难”，对邀功之

人，理应具备一点“怀疑精神”，以免知情

不周，滥施奖励。但归根结底，需要建立

完善的甄别、考核制度，让谁干得好、谁

干得差一目了然。如此一来，那些热衷

钻营、并无实绩的人被曝光于阳光之下，

还怎么好意思“无功而邀”？那些勤勉尽

责、踏实肯干的人，就算不邀功，也能受

到应有的重视，得到应有的奖赏。

（作者单位：77126部队）

邀功之风不可纵
■李 福

日前发布的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

全会公报，再次对“强化自我监督”作出

强调。这不只是对纪检监察干部的要

求，也是对全体党员干部的提醒。

思想上的危险因子常常处于潜伏

状态，稍不留意，便会潜滋暗长。“没想

到老了老了，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白

恩培落马后的忏悔，恰恰证明了强化自

我监督的必要。今天，有些因违纪违法

而落马的党员干部埋怨组织上没早提

醒，抱怨同志们不真诚帮助，把责任全

推到他人身上。殊不知，自律是他律的

基础和前提，只有把外在的“制约”化为

内在的“守约”，一念之非即遏之、一动

之妄即改之，才能始终远离违法犯罪的

悬崖。

何为“自我监督”？不妨看看司马

光是怎么做的。据载，司马光每天就寝

时，都会反省这一天的所作所为，如果

与所拿俸禄相当，就能睡个安稳觉；稍

有不及，则“终夕不自安”。明代何良俊

对此评价说：“今之士大夫每日饱饫肥

甘，不知临卧时亦曾打算一遭否？”每日

临睡前“打算一遭”，可以说是自我监督

的直接体现。

多些“打算一遭”的自省，才有

“无愧我心”的自安。习主席曾指出，

“党内批评总是要在一定的场合内进

行，而‘吾日三省吾身’，自我批评则

与我们个人如影随形，是最及时、最

管用的思想武器。”用好自我监督这一

利器，强化“不敢有一毫自肆”的意

识，就能坚定前行的步伐，创造不负

时代的业绩。

每日“打算一遭”
■李 琳 胡亚军

北方的冬季天干物燥，防火尤为重

要。故宫之内，设有308口大水缸——

“太平缸”，现在仅供游人观赏，明清时

却是重要的消防设施。当时，为防止缸

里的水结冰，会用炭火在缸下烘烤。按

规定，冬天公主取暖每月供炭15公斤，

而“太平缸”享受与公主同等待遇，足以

表明皇室对消防的重视。

我们常讲“坚持问题导向”，并非提

倡“出了问题才重视”。做好充分准备，

把问题解决在发生之前，才是“坚持问

题导向”的更高境界。“良医者，常治无

病之病，故无病。”有时，人会感觉身体

“不对劲儿”，却难以讲清问题在哪、难

以确诊病症是啥，如果此时高度警惕、

及早应对，往往效果更好、成本更低、损

失更小。历代有识之士强调的“销祸于

未萌”“治乱于未乱”“消未起之患”，讲

的都是这个道理。

我们还远没到可以安享太平的时

候，对军人来说尤其如此。以往，一只

“黑天鹅”的出现就足以颠覆常识；现

在，军事领域的变革日新月异，安全局

势的变化波谲云诡，无数只“黑天鹅”

伺机起舞，我们是否做好了万无一失

的准备？尤其对指挥员而言，如果对

问题苗头预判不准，对战场困难估计

不足，所带的队伍注定会处处挨打。

如此一来，又凭什么去“生产安全”，让

人民安享太平？

见兔顾犬、亡羊补牢，是为下策；积

谷防饥、曲突徙薪，方为上策。从最坏

处着眼、做最充分的准备，常治无病之

病、常治无患之患，我们就一定能从容

应对挑战、赢得战略主动、制胜未来战

场。

（作者单位：陆军步兵学院石家庄

校区学员25队）

常治“无病之病”
■王 淦

年要到了，年味渐浓。
“过年回不回去？”“票买到了没

有？”战友、同事间的问候，都在提醒着
年的将至。对于军人，能回家过年是一
种莫大的期盼。而不回家过年，则是大
多数人的一种常态。“年”，对于军人到
底意味着什么？

在离春节还有10天之际，我们推出
这样一组关于军营年味儿的策划，6个
关键词“团圆”“牵挂”“奉献”“热闹”“警
惕”“清新”或许还不足以包含军人对于
春节这个传统节日的期盼，但起码，我
们希望这样一个策划，能够给奋进在强
军路上的你，送上一份温暖。

——编 者

“对于乡愁而言，还乡是唯一的解药。”

年关将近，很多人的思乡情愫也愈发滚烫，

一些官兵已经或即将投身于浩浩荡荡的

“春运潮”，回到那是终点亦是起点的地

方——家。即便远隔千里，即便一路艰

辛，也没有什么能阻挡与家人团圆的脚步。

团圆，团圆，美丽而温馨的字眼。

它是春节的主题，是情感的磁场，是每

个人心底最柔软的守望。团圆不只是

单纯地相聚，更是对“年”的意义的再确

认，是对“家”的温情的再强化。一家团

圆，“把节庆本身的意味都过出来，这个

节日才能真正留在我们的心里”。

对军人而言，需常年坚守岗位、与

家人聚少离多，“团圆”更显得弥足珍

贵。从“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到

“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

啾”，自古以来乡愁始终是不灭的明灯，

亲情始终是绵远的牵挂。一想到两鬓

斑白的父母，倚门望归的妻子，还没见

过几面、甚至还没抱过一次的孩子，回

家的旅途就会“爱不觉累”，千辛万苦在

所不辞。回到家，与家人一起围坐桌

边、谈笑欢饮，烦恼便顷刻消融，暖流就

涌遍全身。备年货、贴春联、吃饺子、放

鞭炮，“阖家团圆”里洋溢的尽是年的滋

味。这滋味，浑厚、深沉而又绵长。

军人的回家团圆之路，或许面临更

多的艰辛。有的官兵驻守大漠戈壁、雪

域高原、北疆哨所、南国海岛，有的官兵

在万里重洋之外执行维和、护航、人道

主义救援等任务，要想回趟家，真心不

容易。但如今，交通运输的日益发达、

各级领导的关心重视、社会各界的尊崇

关爱，会让军人的回家团圆之路走得越

来越顺畅、越来越舒心。

为了坚守岗位，绝大多数官兵无法

回家过年，因此，有些军属准备来队过

年，在春运大潮中向着军营“逆向奔

驰”。当年，军嫂伍菊为了和丈夫张良

善见上一面，先是坐火车，再转乘汽车，

再换老百姓的驴车，好不容易见到了丈

夫，却得吸驻地缺氧的空气，吹干燥寒

冷的西北风，晒紫外线强烈的太阳光，

喝酸涩发苦的雪融水……类似这样“穿

越大半个中国”“只为多看你一眼”的军

属探亲故事，不胜枚举，犹在眼前。

但是，无数像伍菊这样的“中国好

军嫂”，没有埋怨、没有指责，而是用行

动表达对亲人的体谅与鼓励。“只要能

团圆，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家人的陪

伴与坚守，是军人战胜困难、坚定前行

的最大能量；家人的理解与支持，是军

人尽职履责、建功岗位的最大动力。一

个个关于“团圆”的军营故事，将人心、

家庭与国家融在了一起，记录的是家庭

的“小确幸”，映照的是为民的大情怀。

近年来，随着八项规定的施行、纠治

“四风”的推进，春节本身的意义得到“回

归”。一些领导干部坦言，现在的春节，

往来应酬的劳碌减少了，但是与妻子相

伴的时间多了、与子女交流的时间多了，

阖家团圆的味道更浓郁了。这样的新气

象，不是“没意思”了，而是“有意义”了，

从中透出的是地地道道的年味儿。

无论走多远，家都是心灵停靠的港

湾；无论在何方，家都是精神成长的沃

土。安心过个团圆年，清扫浮躁的情

绪，找回丢失的追求，对心灵进行净化，

对精神进行充能，守护祖国、守卫安宁

的信念就会更加坚定。怀着对上一次

团圆的回味、对下一次团圆的期待，身

在军旅的官兵哪怕遇到坎坷，也能把它

唱成一首浪漫的歌；即便遇到荆棘，也

能把它读成一首醉人的诗。

春天，是梦想萌发的时节，是志向扬

帆的时刻。愿这个春节里，与家人团圆

的人都能感受家的浓浓亲情，欢享家的

融融喜乐，承续家的绵绵瞩望，在亲情守

望中再出发，奔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团圆，一桌魂牵梦绕的年夜饭
—感悟军营“年味儿”①

■魏 寅

近日，电影《无问西东》持续热映，

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影片中投笔从

戎、血染疆场的空军飞行员沈光耀，给

人留下深刻印象。

沈光耀家境富裕、才华横溢，本是

一个“特别有希望”的人。但生逢战乱

年代，他选择自愿参军，“奔赴一场劫

难，却像去赴一场盛宴”。尽管他的母

亲希望他不要“还没想好怎么过这一

生，就连命都没了”，可他最终还是选择

驾机撞沉敌舰，临死前微笑着说了一

句：“妈妈，对不起。”

有人评价，这部影片“催泪灼心、

沸血燃魂”，让人深受感动。细数近来

上映的影片，其实不乏这样触动人心

的作品，如《战狼2》等，其中塑造的军

人形象，让人“泪目”、让人震撼、让人

热血沸腾。

然而，又有多少人思考过这样的一

个问题——很感动，然后呢？我们从这

些“令人感动”的电影中获得的，是对人

生意义的追问，是对生命状态的反思，

是对家国情怀的唤醒，抑或只是一碗鸡

汤——“感动了，没有然后”？

就好比，我们为《无问西东》中的沈

光耀而感动，却未必了解他在现实中的

原型——沈崇诲。在南京紫金山北麓的

航空烈士公墓园里，一块石碑上写着这

样的文字：“沈崇诲。中尉飞行员，烈士，

湖北武昌人。中央航校三期毕业，任空

军二大队九队分队长。1937年8月19日

于上海白龙港洋面驾机撞沉日舰，英勇

殉国，时年二十七岁，追赠为上尉。”

70多年过去了，如果不是因为电

影，这位舍身取义、为国捐躯的烈士，还

有几人知晓？随着对电影的关注逐渐

降温，这位烈士又能在我们的记忆中留

存多久？如果我们不认真思考“观影之

后”的事，就可能像一位学者所说，固然

能带来短暂的振奋，事后却甚至可能什

么都没留下。

当年，那些身处国家危难中的

“沈光耀”们，面对警报的尖叫、炮

弹的轰鸣，没有回避，没有旁观，而

是一往无前，无怨无悔。生命、家

人、祖国，这几个选项，在战乱年代

难以共生，当他们作出决定时，会给

人一种强烈的“力量感”。

如今，我们生活在和平年代，不需

要做这么沉重的抉择，不少人却常有

“无力感”。少了时代赋予的苦难，为什

么依然无法获得更好的生命体验？这

一问题值得深思。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考题。今天，

我们依然需要面对纷繁复杂的矛盾问

题，在纠结、焦虑、迷茫之时，不妨想想

自己的初心、听从内心的召唤，探寻电

影中清华老校长梅贻琦所说的那种状

态——“从心灵深处满溢出来的、不懊

悔、也不羞耻的平和与喜悦”。那些胸

怀坚定理想、执着信念、深沉情感、强烈

责任的身体力行者，不会缺少这种“平

和与喜悦”；那些不谈理想、拒绝崇高、

甘于平庸、精致利己的人，反而难以获

得这种“平和与喜悦”。

面对沈光耀这样的“荧屏英雄”，面

对沈崇诲这样的“真实英雄”，我们理应

多一些“很感动，然后呢？”的反躬自

问。从他们身上，我们能获取的远不只

感动，还应有精神的养分、前行的动

力。作为新时代的革命军人，不管身处

什么岗位，都应“做该做的事情、做最好

的自己”，听从你心，无问西东。如此，

定能踩实前行的足印，写下无悔的军旅

人生。

但
问
初
心
，
不
问
西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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