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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心声

玉渊潭

谈训论战

绳短不能汲深井，浅水难以负大舟。没有铁肩膀，就挑

不起硬担子。

本领，本领，还是本领。党的十

九大以来，习主席反复强调能力问

题。这告诫领导干部，展示新气象、

实现新作为，首先应具备适应新时代

的能力素质。

能力托底才有军事保底，软肩膀

绝对挑不起硬担子。新时代强军事业

的担子重而又重，党和人民赋予的使

命任务光荣而神圣，不仅需要宽肩

膀，也需要铁肩膀；不仅需要政治过

硬，也需要本领高强。如果领导干部

自身有短板、有弱项，到了关键时候

上不去、打不赢，军事手段保不了

底，那是要负历史责任的。

毛泽东同志说：“坐在指挥台上，如

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

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

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

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

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

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

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

这才叫领导。”部队的领导干部，都是要

坐指挥台的，要统率千军万马的。没有

预见就不能叫领导，没有硬本领也难以

执掌领兵打仗的“指挥棒”。

绳短不能汲深井，浅水难以负大

舟。打仗即打将，本质是拼指挥员的能

力素质。“况夫为将之道，疆场之安危，三

军之死生系焉。”有能力、有本事的战将，

才能在平时给对手以威慑，在战时给敌

人敲响丧钟。革命战争年代，提起我军

战将，无不威名赫赫，让敌人害怕。时

下，个别指挥员备战打仗的能力欠缺，熟

知战争、战胜对手的本领欠缺。

形势在变化，本领必须及时跟上。

当今世界正面临前所未有之大变局，国

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工作对象和工作

条件的深刻变化，军事新技术和作战新

形态的深刻变化，知识更新周期的大大

缩短，无一不对领导干部的本领提出了

新的更高要求。如果不具备“政治家+

专门家”的能力素质，就适应不了军队改

革，适应不了部队转型发展，适应不了未

来信息化战争，也就很难实现新作为、创

造新业绩。

位高并不意味着能力就自然提高，

权重并不意味着本领就自然增强。领

导干部随着职务的提升，恰恰需要及时

更新思想、转换观念，升级知识、扩容本

领。重塑重构可见，脱胎换骨无形。如

果祛除不了旧思维、旧习惯，解决不好

“两个能力不够”“五个不会”等问题，能

力匹配不了岗位需求、对接不了现代战

争需求，必定被时代淘汰，被战场淘汰。

当前，我们进入“新体制时间”。一

定意义上讲，“新体制时间”，就应具备

“新体制能力”。这种能力，不仅仅是

“冲山头”的能力，更是指挥现代战争的

能力。就领导干部而言，进入新体制，

意味着从指挥单一兵种进入统率多兵

种，从舍弃机械化战争范式进入适应信

息化战争模式，从驾驭有人装备进入驾

驭无人和有人编成装备……适应这些

新变化，充分发挥新体制效能，没有铁

肩膀不行，没有“几把刷子”更不行。只

有主动自我革命，实现能力嬗变，成为

兼收并蓄、融会贯通的通达之才，才能

领取通向未来战场的“资格证”。

生于本领强，死于能力衰。能力的

培养不是一劳永逸、一蹴而就的，必须

持续升级、不断扩容。领导干部应时刻

想着国家安危、想着带兵打仗的神圣使

命，增强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本领的自

觉性和紧迫感，不断熟悉新领域、开拓

新视野，全面提高新时代打赢能力。否

则，就无法适应世界的新变化，无法应

对形势和任务发展带来的新挑战，也将

无法战胜强敌、赢得胜利、收获荣光。

（作者单位：陆军装甲兵学院）

锤炼铁肩膀，历练真本领
■杨 戈

“共产党就是为人民谋幸福的，人

民群众什么方面感觉不幸福、不快乐、

不满意，我们就在哪方面下功夫，千方

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把人民拥护不

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

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

标准，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习主席的这些

“两会金句”说到了人们的心坎上，也

说到官兵的心窝里。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从

老百姓不满意的地方改起，正作风、抓

脱贫、治污染、兴乡村等，使人民群众

有了满满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党和国家如此，军队也一样。不管是

制定政策，还是实施决策；不管是推进

改革，还是加快发展，很重要的一点，

是注意从官兵不满意的地方改起，下

功夫做好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工作。

我们常说，问题是时代的声音，痛

点是创新点，也是发展点、增长点。官

兵不满意的地方大多是问题集中的地

方，也是需要解决的痛点。下功夫解

决好官兵不满意的方面，不仅能激发

部队内生动力，促进官兵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还能消除阻碍战斗力生长

的顽瘴痼疾，提高新时代备战打仗能

力。因此，对官兵不满意的地方，领导

干部决不能忽视轻视，更不能置之不

理。

事实上，官兵不满意的地方，很多

都不是个案问题，而是事关部队建设发

展的普遍性问题，譬如“五多”问题，“基

层忙乱”问题，土政策土规定问题，工作

标准变味问题，“创新活动”泛滥问题，

等等。把这些问题解决好，既有利于官

兵成长进步，又有利于促进部队科学管

理、工作高效。

从官兵不满意的地方改起，贵在

发现真问题。一些领导干部也注意到

急官兵所急、解官兵所困、帮官兵所

需，但解决的问题很多并不是官兵反

映强烈的问题。探究起来，主要是未

能躬身一线，未能很好地解剖麻雀，体

会不到问题的严重性危害性。比如，

以前官兵送“夹子”要排队，现在打印

文件要排队。如此繁文缛节，难道不

该改改吗？

敲钟问响，解决问效。让官兵不

满意变成满意，不在于制定多少文

件，出台多少措施，而在于落地见

效。没有效益效果，一切都白搭。就

拿解决“五多”问题来说，一些单位

不知下了多少文件，有的甚至规定了

领导讲话的字数，但官兵依然为“五

多”所困，“五多”并未减少。可

见，改变不能体现在文件上，而应体

现在实际效果上。“部队喝酒”问题

就改得很好，原因就在于措施硬、惩

戒狠、落地实。

让官兵满意的途径有很多，但最

有效的检验就看让人“是哭还是笑”。

如果措施和行动赢得点赞，那就是真

正把官兵放在心中。如果不是遭到网

上吐槽，就是网下抱怨，那就没有改

出效果来。当前，部队正处于转型发

展的关键时期，必然会出现很多新情

况新问题。领导干部不妨多倾听基层

呼声，多体察兵事兵情，注重从官兵

不满意的地方改起，最大限度地破解

发展难题，释放改革活力，奋力推进

新时代强军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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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简不可以合

众。打仗，要求简单化、快节奏、高效

益，最忌讳繁琐。可以说，“繁”之于军

队，是一种致命伤，也是战场失利的重

要原因之一。

毛泽东同志曾断言：“繁琐哲学总

是要灭亡的。”被毛泽东同志批判过

“蠢猪式的仁义”的宋襄公，背离打仗

的原则，讲究繁文缛节，该打的时候

不打，等敌人准备好了再战。结果

呢？战争打得一塌糊涂，留下了千古

笑柄。

著名的奥卡姆剃刀原理告诉我们，

“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其意为做事要

追求简单高效，减少层级，直达目的。

在经济领域如此，在军事领域更是如

此。

信息化战争发现即摧毁，开战即决

战。如果你还在慢吞吞，政出多门，搞

繁琐主义那一套，恐怕你的作战指令还

未传达到，兵力装备还未展开，战争就

已经结束了。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一个重要目

的就是减少“实体”，达到快捷、高效、精

准的目的，以利于未来战场决战决胜。

战争胜负看战场较量，也看平时养

成。平时管理高效，战时才能迅疾制

胜。平时管理繁杂，凡事多头传达，工

作层层加码，计划随意变动，权力随意

上收，必然会造成基层工作忙乱，学习

生活无序，甚至正常的军事训练也会被

打断。这样的工作方式一旦上了战场，

不出事才怪呢。

“不怕忙着练打仗，就怕忙着打乱

仗。”很多基层官兵说，每天扎扎实实练

兵备战都不觉得累，但就是对少数带兵

人的管理方式、工作方式、指导方式感到

很心烦。譬如，战士请假，不是按规定，

而是按“土规定”；解决问题，不是按职责

办，而是需要层层请示后再去办理；工作

任务，不是一条指令管到底，而是多头传

达、朝令夕改。诸如此类的事情，反复折

腾，既令人扫兴，又徒劳无益。

繁琐主义，不仅分散官兵的心思精

力，影响工作效率，还会造成人浮于事，

整日陷入事务主义。可以说，这是一种

典型的和平积习。如果不下大力解决，

就难以使简单、精确、高效、快捷的理念

在部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

花。”现代战争要动用陆海空天火电，实

施军民一体联动，牵涉面广，参与度高，

更加需要摒弃过多的“实体”，迫切需要

大力加强体系建设，努力使全军各系统

各领域互联互通，不留死角，不留冗余，

真正达到“一幅图”规划，“一张网”沟

联，“一平台”指挥，“一个库”保障，“一

道令”决胜。

德国军事家兴登堡说：“最简单也

是最难的，战争中只有简单才能获得成

功。”战争本身的复杂性与遂行战争的

简单性，中间必不可少的是化繁为简、

剑指七寸、举重若轻的能力。倘若不具

备以联为上的观念、驭繁为简的能力，

处处增“实体”、设层级，那是打不了仗、

打不了胜仗的。

战时的习惯在于平时的养成。新

时代的军营，迫切需要彻底来一场以更

新观念为目的的头脑风暴，来一场以提

升效能为核心的管理革命，真正做到精

准谋划、精准规划、精准部署、精准落

实、精准检验。我们相信：平时工作方

式有了精准高效，战时一定能转化为制

胜的因子、打赢的砝码。

“如无必要，勿增实体”
■陆 辉

改革如同打仗一样，最能检验人才

培养的成效。军队改革向纵深发展，少

数单位在为人才接续困难而闹心。

革命战争年代，一旦上了战场，各

部队往往会留出后续梯队。后续梯队

的人才毫不逊于冲锋陷阵的一线官

兵。一旦前一梯队完不成任务，后续梯

队马上接上，直至战场胜利。可以说，

正是有了充足而有力的后续梯队、“替

补队员”，才能打赢一场又一场战争。

如果没有后续梯队的人才保障，要想打

赢每场战争那就难了。

改革到了今天，一些领导干部反映

人才不足、接续乏力。这里面，有客观的

原因，譬如编制极大削减，一个人要一专

多能；科技迅猛发展，人才的本事扩容还

远远不够；模式机制转换，一些官兵还不

具备适应新体制的能力，等等。

然而，最应该深刻反思的还是主观

上的原因。少数领导干部平时忽视人

才培养，缺少超前培养人才的有力措

施，从而导致关键时候后续梯队难以接

上。有的工作观不科学，比武竞赛凑尖

子，大项任务用老不用新，新人得不到

锻炼机会；有的政绩观不端正，只管本

届有人用，哪管后任有无人才可用；还

有的人才观陈旧落后，也想培养人才，

但看不到发展趋势，不懂得在哪些方面

用力。诸如此类，等到前一梯队人才分

流，或者遇到急难险重任务，才想到后

续梯队培养问题，一切都晚矣！

延安时期，我军在一架飞机都没有

的情况下，派人学习航空专业，那是何等

的超前意识！粟裕在《改进今后作战的

几个问题》中也特别谈道：为了适应连续

作战的需要，战前要指定代理人，准备一

批预备干部。强军兴军，要在人才，成在

人才。没有充足的后续梯队、“板凳队

员”，不仅难以体现改革成效，还难以推

进新时代强军事业。一旦发生战争，那

是要出问题的。任何有担当、有责任、有

作为的领导干部，什么时候都不能不考

虑后续梯队如何培养、怎样接上。

强军先锋刘锐所在的空军航空兵

某团，后续人才就很充足，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他们善于培养人才，做到了“大

匠无弃材，寻尺各有施”。他们不一味

讲求年龄资历，不一股脑儿只让“老飞”

上，而是通过以老带新的方式，坚持任

务牵引培养人才，使年轻飞行人员得到

全面锻炼。同时，他们还设计出不同的

平台，让人人都有登台亮相的机会，实

现了人才的“春色满园”。

书到用时方恨少，人才培养也一

样。有人讲，人才是“最艰苦的战争准

备”。培养人才，一刻都不能停止，一

秒都不能耽误。这就需要领导干部有长

远的战略眼光，有“传棒接力”的精

神，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积极

为后续梯队成长成才创造条件。可以预

见，今天的后续梯队，就是明天的第一

梯队。多培养年轻人才，多打造具有制

胜优势的“板凳队员”，才能不为人才

不足所困，释放今天的改革效能，打赢

明天的信息化战争。

（作者单位：32144部队）

多想想后续梯队怎么接上
■段杰辉

先来后到、排队办事是人人知晓
的行为规范。然而，据报载，某单位军
人理发室存在干部无故插队、战士“礼
让”干部的现象。如此“搞特殊”，给战
士战备值勤带来诸多不便，也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官兵关系。

这正是：
生活秩序有规范，

干部插队惹抱怨。

还须摒弃“我优先”，

官兵平等立威严。

胥萌萌图 胡 波文

忍所不能忍，容所不能容，惟气度

识量过人者能之。

明人焦竑在 《玉堂丛语》 中讲

到，杨守陈任洗马时，探亲途中住在

一处官驿。驿丞不知其为何官，与公

平坐施礼，并问：“公职洗马，日洗几

马？”杨漫应曰：“勤则多洗，懒则少

洗，无定数也。”

原来，这“洗马”可不是《西游记》里

的“弼马温”，其官职不低，职责主要是

教太子政事，官从五品。在封建社会，

不少官员都有官本位思想，一旦掌了权

便官威十足，岂能容下属不敬？正如陆

游所说：“但得官清吏不横，即是村中歌

舞时。”杨守陈身为未来的帝师，心田似

海，对一个小小驿丞的不敬和无礼表现

出如此宽宏大量，还是让人颇生敬佩

的。如果这位驿丞遇上个涵养很差的

主儿，就算不被革职，也要被严厉追责。

翻阅史书，许多为官从政者心中都

有个主宰。这个主宰犹如定力，容得下

人，放得下物，受得了气，彰显了一种海

纳百川的胸襟，一种从容大度的气量，

一种成熟宽厚的修养，也就是今之所提

倡的良好政德。

武则天看到骆宾王为徐敬业写的

讨伐檄文，览及“蛾眉不肯让人，狐媚偏

能惑主”时，微笑而已，读至“一抔之土

未干，六尺之孤安在”，便不悦，主要是

因为宰相没发现这个人才，而不是因为

骆宾王对自己的“人身攻击”。吕蒙正

初参政事，入朝堂，听到有个朝臣在帘

子后面指着他说：“此子亦参政耶？”吕

事后不闻其事，不查其名，就是怕“一知

其姓名，则终身不能复忘”。曹时中任

浙江副使时，邻居因先辈旧怨用白灰将

其名字写在牛屁股上，且向其僮加鞭。

僮归以告，曹却让其速去往谢，全然没

有放在心上，用宽厚处理旧怨。

“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

尘。”以上这些人身为居上者，没有恃权

自重，以大欺小，对他人的无礼、不敬淡

然处之，高德立显，境界倍增。

与之相对的便是那些心胸狭窄、小

肚鸡肠的人，他们与“容”相背、与“雅”

无缘，凭一时之位，得一时之胜；仗一时

之威，显一时之能，虽光鲜了面子，却丢

掉了里子。唐代宗时期宦官鱼朝恩，专

权使气，宰相决策政事不预先找他商

量，就睚眦曰：“天下之事，岂不由我

乎！”明代御史陈智，每天洗面时用七

人：二人揽衣，二人揭衣领，一人捧盘，

一人捧漱水碗，一人执牙梳，稍不如意，

便打一掌，至洗毕，必有三四人被其掌

者。真不敢想象，与这类人在一起，整

日提心吊胆、惶恐不安，哪里还有什么

人格平等、上下一致？

“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浅。”亘

古不变的道理通俗易懂。然而现实中

有个别同志似乎还不太明白，工作上

不能集中精力谋主业，常与人争名

利，争你高我低，争谁大谁小。有的

容不得别人批评，稍一较真便“脸红

脖子粗”，翻脸比翻书还快；还有的忌

人之成、乐人之败，别人好了不为

好，自己好了才算好。诸如此类，必

不利于团结和谐，不利于严肃党内政

治生活。事实证明，锱铢必较，眼光

必流于琐碎和浅近；浅仇深怨，心性

必陷入局促和褊狭。

真正的大器，不在于形状的大

小，而取于容积的大小；高尚的政

德，不限于职务的高低，而归于境界

的高低。心有主宰，对共产党人来

讲，就是视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

切，就是要讲真团结而不是假团结，

就是要善于接受批评、接受监督。毛

泽东在听到了咒他被雷劈死的恶言

后，不仅要求释放了当事人，而且反

思自己工作中的失误和问题。

良好的政德不是从天上掉下来

的，而是需要后天的觉悟与提升、修

习和培养，需要以见识、智慧、勇气

来支撑。“惟宽可以容人，惟厚可以

载物。”领导干部只要心里装着党和

军队，一切工作为了新时代的强军

事业，闻过则喜、有过则改、见善

则迁，就能达到“度量如海涵春育”

的境界，领略“抬眸回顾乾坤阔”的

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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