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八一评论 E-mail:jfjbdyb@163.com２０１８年２月２８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邓佑标

长城瞭望

玉 渊 潭

八一时评

长城论坛

谈训论战

移步易景。一项事业每往前走一

步，所面临的情况不相同、要求也不一

样。改革推进到今天，原则方针、路径要

求、时间节点已经明确，更重要的无疑是

韧劲，更关键的无疑是担当。具备抓铁

有痕的韧劲和舍我其谁的担当，事不避

难、一做到底，落实改革就能有质量、有

成效。

部队一位领导描述：“困难从纸面上

的概念走出来，已经坐在了我们的对

面。”干部超编较多，如何既实现消肿又

保留骨干？全新配属关系，如何提高指

挥效率、增进融合深度？人员机构减少，

如何应对并未减少的任务？小机关大部

队，如何转变指导方式、更新抓建理

念……纷繁交织、细微具体的一道道难

题，虽然解决起来并不容易，却都是改革

征途中必须打通的关卡。能不能迈过

去，就看韧劲有没有、肩膀硬不硬。

落实改革，决不是把上面定好的文

件照章批转就能完成。无论是进退走

留的说服，还是自身利益的切割；无论

是运行模式的探索，还是虑及长远的打

算；无论是能力素质的换羽，还是思维

方式的变道，都需要我们俯下身一步紧

跟一步行、一锤接着一锤敲。“天下事，

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

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改

革的密集施工期，不看调门，但看身

影。只有扑下身子真抓实干、挑起担子

紧抓快干，才能垒好改革强军的一砖一

瓦。否则，就会被道道山梁遮住眼、困

住脚，前进不得。

改革的航船行进至此，低垂的果实

已经摘完，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这个时候，最容易也最怕患上改革恐惧

症、倦怠症、抵触症。令人欣喜的是，在

动奶酪的“利害时”、真刀枪的“攻坚期”，

广大党员干部担责不误、临难不却、履险

不惧、受屈不计，凝心聚力助推改革驶向

下一段航程。改革越深入，越需要韧劲

和担当。但要看到，少数人也存在调门

高、落实差的问题。他们或搞“内外有

别”，不管一致性只讲特殊性，动别人的

奶酪可以，动自己的奶酪不行；或搞“难

易有别”，对任务区别对待，只捡地上的

麦穗，不采荆棘丛中的玫瑰。

改革，不是按下开始键就自然会开

花结果，也容不得打折扣搞变通。如果

有认识没韧劲、有态度没行动、有能耐没

担当，不落实、落不实的问题就不可避

免。如果总想着皆大欢喜、四平八稳，把

具体改革方案磨成一个一个圆蛋蛋，或

者畏首畏尾、实功虚做，因自身利益可能

受损而虚与委蛇，改革就会出现这梗阻

那梗阻，甚至变形走样。这种状况，绝非

广大官兵所盼，也绝非强军兴军所需。

陈云同志曾说：“一个共产党员，不

能只是口头上拥护党的决议就算完事，

他的责任在于坚决地执行决议，在实际

工作中实现这些决议……在工作中萎

靡不振和用雇佣劳动的态度来对付党

的工作，是绝对不允许的。”当此滚石上

坡、较劲碰硬之时，我们必须坚定与改

革共命运、以改革为己任、为改革做贡

献的政治自觉，抱有不畏险远、不弃微

末、不舍寸功的改革意志，真正以慢不

得、虚不得、停不得的韧劲和担当，推动

各项改革决策和举措落地生根。

“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

抓实”，做有韧劲有担当的改革实干家，

必须要有这样的高标准、高要求。努力

使思想活泼起来，让改革认识论、方法

论与日新月异的改革实践相匹配；拿出

真抓的实劲、敢抓的狠劲、善抓的巧劲、

常抓的韧劲，矢志推动改革深入、再深

入；着力搞好调查研究，把存在的矛盾

困难摸清摸透，把每一项工作做实做深

做好。这样一来，“坐在对面的困难”就

自然会矮三分。

回首来路，改革深深的车辙中刻

着笃行的脚印；眺望远方，改革迢迢的

征途上依然密布荆棘和难关。我们坚

信，只要保持奋斗者、担当者的姿态，

就一定能激荡改革新气象，开辟改革

新境界。

保持落实改革的韧劲和担当
■易长欣

改革的密集施工期，不看调门，但看身影。只有扑下身子真抓

实干、挑起担子紧抓快干，才能垒好改革强军的一砖一瓦。否则，

就会被道道山梁遮住眼、困住脚，前进不得。

吉顼与武则天曾有一番关于“和

泥”的对话，颇有妙趣和深意。

吉顼问：“水土各一盆，两者有纷争

吗？”武则天说：“无。”吉顼说：“把水和

土和成泥，会有纷争吗？”武则天说：

“无。”吉顼又说：“把泥分成两部分，一

块塑成佛祖，一块塑成天尊，会有纷争

吗？”武则天回答：“有。”

吉顼“和泥塑像”的谏言，阐述的是皇

族外戚各有区分才能相安的道理。那时，

一场抵御突厥南侵的战争刚刚打完。尴

尬的是，开战前征兵，诸州应募者寥寥。

任命太子李显为元帅后，“吏人应募者，日

以数千”。吉顼是很有才干的大臣，假如

他这番有预见、有智识的话起作用，皇族

外戚“两不安”的局面或许能缓和一些。

言路关乎集智，才路关乎用贤，两

者大有关联。广开言路，不仅能发挥贤

者之才，也有利于发现人才、鼓励人才、

留住人才。反之，堵塞言路，则往往使

未曾发现的人才望而却步、退避三舍，

使已经得到的人才心灰意冷、噤若寒

蝉，这无异于堵住了才路。

韩信亡楚归汉，一个重要原因便在

于“数以策干项羽，羽不用”。然而，初

到刘邦帐下，韩信同样不受重用，这就

有了“萧何月下追韩信”之事。再次向

刘邦举荐韩信，萧何提了两条建议：只

授予他一般的将军，是不够的；大王向

来不重礼节，但拜他做大将军，就必须

择良日、斋戒、设坛场、具礼。刘邦依了

他。事实表明，韩信给了所有人一个惊

喜，他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为

刘邦夺得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

《大唐新语》中载，开元年间，张九龄

曾为中书令。范阳节度使张守珪因裨将

安禄山频频失利，奏请将其定罪。安禄

山被执送到京师后，张九龄与他进行了

长谈。随后，张九龄上奏李隆基：“禄山

狼子野心，而有逆相，臣请因罪戮之，冀

绝后患。”没想到，李隆基不但没有同意，

还提醒张九龄莫要“误害忠良”，甚至对

安禄山“加官爵，放归本道”。

安史之乱后，李隆基避难成都。回

想起张九龄的先知先觉、忠心直言，他

十分后悔，称张九龄是“正大厦之柱石”

“昌帝业之辅相”，并派人到韶州九龄墓

前祭奠。历史不能假设，张九龄的高度

清醒与李隆基的追悔莫及，把深刻的教

训留给了后人。

开窗不怕进沙子。如果因为担心

进点沙子，就把清新的空气挡在外面，

那就会因小失大。当年，房玄龄向李世

民推荐杜如晦，称杜如晦聪明识达、王

佐之才，“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不

可”。听完房玄龄的详细介绍，李世民

大惊：“尔不言，几失此人矣！”在征讨四

方、实现一统的战争中，杜如晦参谋帷

幄、决断如流，立下赫赫功勋。

贞观初，杜如晦被任命为右仆射，李

世民又告诫他：“你身为仆射，应该大开耳

目，求访贤哲。如果忙于琐碎事务，目不

暇给，又岂能为我求贤呢？”贞观朝开创封

建历史一段鼎盛时期，与当时言路通、才

路通，从谏如流、人尽其才是分不开的。

“有不竭的水流，就会有溯流而上

的生机。”通常来说，言路畅通，才路就

会通畅。当然，这里所说的言路并非是

小溪般的，而是大江大河般的。“左右皆

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

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

之。”孟子的这番话，深刻讲述了“广言

路以求真贤”的办法。千百年来，用人

制度经历了无数的变化，但这种观点和

思想始终是合理通用的。

当然，不仅招贤纳士需要广开言

路，加强监督也需要言路畅通。否则，

辨识人才的工作量就太大了。三国时，

诸葛诞曾任魏国吏部郎，谁向他举荐人

才，他先把这事传开去再用。随后，被

举荐者是否称职、是优是劣，连同举荐

者一同进入“公议”，用大家的褒贬来作

出评判。从此，“群僚莫不慎其所举”。

这一招，实在是对了路子。

言 路 与 才 路
■铁 坑

言路关乎集智，才路关乎用贤，两者大有关联。广开言路，不

仅能发挥贤者之才，也有利于发现人才、鼓励人才、留住人才。

春节期间，我们经历了一些很有仪

式感的年俗活动。这些活动都是有“说

法”的，年轻人问起来，老人会把前辈们

讲给他们的故事娓娓道来，这些故事有

筋有骨、有血有肉。我们传统文化的

根，就是在一代代人接续“说传统”的过

程中守住的。

传统向来“风姿绰约”，而不是只有

“骨感”。老人嘴里的故事之所以富有嚼

劲，让人回味无穷、记忆犹新，就在于他

们讲得很生动、有细节，故事虽很遥远，

却让人恍惚如在其中。设想一下，如果

他们讲述的只是一种孤立的精神，那就

很难给年轻人留下印象，更谈不上传承

了。传统中蕴藏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图

谱，也镌刻着一支军队的基因和初心。

今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很重要的一项

工作，就是要向年轻官兵讲好我军革命

传统。

某旅曾做过一番调查。他们从不

同的连队随机抽取战士，让战士说出自

己熟知的红色故事，并谈谈自己的思

考，然而结果并不乐观。战士们的讲

述，有的缺乏细节、模模糊糊，有的甚至

连梗概都说不准确。我们常说，既要知

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知其然是前

提，如果前提都立足未稳，后者就更难

以做到。不深入了解我军革命传统，要

想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是不可能的。

需要反思的是，少数部队的教育

者对党史军史不深入钻、系统学，脑子

里没有一幅生动、连续、丰富的传统图

画。他们向官兵讲述的革命传统，是

没有血肉、瘦骨嶙峋的，是缺乏活力、

晦涩难懂的。丢掉那些极具精神魅力

和生命力的东西，把精彩纷呈的革命

传统讲成干巴巴的“四六句”，红色基

因就会像缺乏滋养的种子，在传承中

枯萎、凋零。

哲学家说：“美是理念的感性显

现。”新时代的年轻官兵，每天接触的信

息量大，只有先抓其眼、触其性，才能动

其心。我们讲优良传统、讲初心使命，

既要有“干货”，也要有“一枝一叶”。必

须熟悉并用好鲜活生动的党史军史，把

大道理由远拉近、化虚为实，让官兵在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中受到感染启发，

才能不断增强教育效果。否则，就难以

实现入脑入心。

能讲有筋有骨、有血有肉的红色故

事，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带兵人不可或缺

的一种本领。这种本领强了，就能让官

兵从中感受革命先辈勇于牺牲、无私奉

献的崇高品质，感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高尚情怀，感受言行一致、永不变

质的本色和作风，进一步增强“传承红

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的自觉性使命

感，催生一往无前的强劲力量。

讲传统不可剔除血肉
■李晓明

解放战争在全国取得胜利后，我军

曾开展一次大规模的整风整训，重在纠

治和平麻痹思想及战斗意志涣散，提出

“决不能松懈斗志从思想上解除武

装”。这一要求，至今仍是醒神的警钟。

因为进入相对和平环境，当时部队

一些基层干部和战士产生了“歇一歇”的

念头。有的希望早日回乡安家立业，过上

“三十亩地一头牛，孩子老婆热炕头”的安

乐生活；有的干部羡慕“灯红酒绿”的城市

生活，开始讲排场、摆阔气；有些担负生产

任务的部队刀枪入库，枪炮生锈，个别连

队甚至半年不出操。经过整风整训，部队

强化了战斗队意识，充沛了战斗意志。

任何一支军队，和平关都是一道难

关。“反正不打仗，怎么着都一样”，受这

种心态影响，备战打仗方方面面的工作

容易变形走样，与真刀真枪、生死存亡的

战场渐行渐远。时间一长，积行成习，这

种心态与状态就会成为一种顽固习性。

“故不良之军队，不经最大之痛苦不能

治”，和平积习危害之深、根治之难，世人

皆知。古罗马军团、蒙古铁骑、满清八旗

兵，这些都曾是显赫一时的强兵劲旅，最

后不都因为患上“和平病”、思想上解除

武装，而走向败亡了吗？

“先求敌而后练兵者，其兵强；先练

兵而后求敌者，其兵弱。”脑子里装着敌

情再练兵，这样的部队战斗力就强。相

反，以不打仗的心态做打仗准备，练兵备

战就紧不起来、实不起来。“不求战而治

兵”的做法，不但会浪费和平这个抓战斗

力建设的有利环境，还会将已有的战斗

力腐蚀掉。正如一位军事理论家所指出

的：单方面不准备战争，不仅避免不了战

争，还会增加战争的危险。

军人的世界，生活即战争、学习即

战争、训练即战争。只有时时处处为打

仗着想、为打仗准备，所习所学才是打

赢的本领、才能战场上顶用。否则，一

切都是无用功，徒费资源、浪费时间。

明代戚继光曾告诫：“若夫百务废弛，且

顾眼前妻孥之乐、宴饮之欢，至将事务

耽搁，行伍废败，卒然遇变，束手受死，

而为市曹之鬼，是自取之也。”军队因醉

太平而吃败仗、受耻辱，是自食其果。

正因此，每名立志打赢的军人，都必须

让和平积习远离自己。

“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

丹。”备战打仗是一场艰苦的跋涉，容不得

精力偏移、分心走神。我军多年没打过仗

了，但战争的危险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

需要好好摆一摆、挖一挖，对“和平积习”

来一番大起底、大扫除；需要强化忧患意

识、危机意识、打仗意识，一心想备战打仗

的事情、一心学备战打仗的本领、一心练

备战打仗的实功，使部队始终保持召之即

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战备状态。

思想决不能解除武装
■陈 军

拿民族伤痕开玩笑，舆论不会饶过，法律

也不会放过。最近，两名男子因穿着日本军服

在南京紫金山抗日守军碉堡前摆造型拍照，而

遭到舆论的口诛笔伐，并被南京警方依法行政

拘留。

日军侵华血洗城乡、践踏生灵、屠杀平民，

“罄四海之竹不足以书其罪，倾九天之水难以

洗其恶”。那段痛彻肺腑的历史，中国人无论

多少次走近、多少次触摸，都会感到无比沉痛

和悲怆。两名男子的所作所为，常人难以理

解。照片上，他们手持带刺刀的步枪，上面绑

着“武运长久”旗。这面旗，是日军用于祈求战

场上永久幸运的。在印染着中国人鲜血的抗

日遗址前，身着敌人的军服，拿着敌人的旗帜，

这难道不是是非不分？难道不是道德沦丧？

难道不是良知泯灭？无怪乎，网上网下都很愤

怒，都表示不能容忍。

值得警醒的是，这种愚蠢的事情已不是第

一次发生。从南京燕子矶身着日本武士服、手

举木质武士刀摆拍，到身着日军制服在上海四

行仓库门口拍照，再到广西南宁穿着日本军装

在黎塘镇街道、车站等公共场所“作秀”……与

民族情感相悖、挑战公众底线的事屡有发生。

个别青年罔顾历史常识，明明知道可能面对

“人人喊打”，却依然冒天下之大不韪，这种现

象不得不引起我们重视和思考。

当今时代，信息爆炸、观点多元、文化多样。

“在泛娱乐化的潮流中，人们主张对事物和人物

不作评价，尤其是不作道德价值上的判断。”置身

这个时代中，年轻人追求个性和刺激的愿望膨

胀，少数人更是偏激地坚持“说与众不同的话、做

与众不同的事”“恶搞无底线、调侃无禁区”“只求

好玩，不管其他”。正是在这种思想驱动下，他们

的价值取向虚无化、道德取向去崇高化，直至一

步步踏向民族情感的禁区。他们没有意识到，自

己的浅薄和轻浮，是在给民族的伤口撒盐。

“不得体地对待历史，理应产生罪恶感。”以

色列一位艺术家曾做过这么一件事：他挑选一

些游客在柏林大屠杀纪念馆的搞怪留影，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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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干部随部队拉练，理应在细
节上与基层战士“一个样”。然而，少
数同志做不到。比如，拉练休息间
隙，战士们席地拿着军用水壶喝水，
他们却喝着自带的矿泉水。见此情
景，战士虽然嘴上不说，心里却会想：
“我们不一样。”不经意间，密切上下

关系就打了折扣。
这正是：
上下高低都是兵，

战士眼装放大镜。

你若总搞不一样，

岂能人人一条心。

罗 园图 蔺晨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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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中肃穆的建筑替换为大屠杀中真

实的历史场景。背景一换，历史瞬间来

到眼前，累累白骨、层层尸墙，游客的轻

佻搞怪在里面显得极为刺目。这些图

片传至网上，给人强烈的震撼。代换一

下，此次穿日本军服在碉堡前拍照的两

名男子，如果脑子里有抗日先辈宁死不

屈、流血牺牲的场景，有侵略者狰狞凶

狠、血腥杀戮的画面，他们还会认为拍

出来的照片“有新意”“很好玩”吗？

历史是决不能忽略的背景。正如

河床是流沙的不断沉积，任何时代也只

是历史的一种延续。那些看似已经远

去的痛楚和耻辱，那些我们曾经抗击的

邪恶和力量，如果我们丧失痛感和警

惕，它们就会以各种方式“复活”，对现

实产生影响。昨天的历史不是今天的

人们书写的，却一直近在身边。只有每

个人都怀着温存与敬意，都为它做点什

么，才能让惨痛的记忆不再重演，让美

好的今天持续下去。

戏谑民族伤痕事件的频频发生，拷

问着社会的历史观。历史观正确与否，

关系人心聚散、国家兴亡、民族盛衰。在

民族走向复兴、国家由大向强的关键期，

我们有必要深思：我们应怎样对待历

史？应该有什么样的历史教育？对于无

底线消费历史、挑战民族共识的行为，该

如何用制度来制止？这些问题，关乎我

们的脊梁与骨骼、气节与气脉。保持清

醒坚定地往前走，凝聚力量实现伟大梦

想，就必须把这些问题回答好、解决好。

习主席曾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

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

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

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希望每个中

国人都有正确的历史观，对过往保持清

醒和尊重，决不能让国难娱乐化、国耻戏

谑化的事情再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