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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某边防连官兵试穿了保暖、

防风、轻便、耐磨的新式防寒服，还试用

了-30℃条件下能保温24小时的多功

能水壶……战士“盔甲”的升级、防寒装

备的改进，受到边防官兵的真心欢迎。

类似这样“有温度”的革新，是创造精神

最直接的体现。

创造，可以说是2018年的一个“热

词”。在新年贺词中，习主席饱含深情

地说：“我为中国人民迸发出来的创造

伟力喝彩！”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

议上，习主席深刻阐述中国人民的伟大

民族精神，首先提到的就是创造精神。

我们之所以能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

强起来的奇迹，国家发展展现万千气

象、民族复兴一片光明前景，莫不与伟

大创造精神紧密相关。

力量来自创造，胜利源于创造。人

民军队的成长发展史，就是一部用“创

造”书写的壮丽史诗。我军建立早期，

就创造了“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

等一整套建军治军的原则制度；井冈山

时期的“打圈”战法，抗日战争时期的地

雷战，解放战争时期的“三猛战术”，抗

美援朝时期的“零敲牛皮糖”，我军创造

的战法层出不穷，打仗“没有什么老

样”；从歼-20横空出世，到运-20载荷

起飞，从首艘国产航母下水，到北斗系

统再添新星，我们创造的“大国重器”赢

得举世瞩目……我们可以无愧于心地

说：我们已把创造的伟力，刻入时代的

年轮。

战胜不复，知变为大。当今世界，

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军事革命风起

云涌、惊涛拍岸，我们曾经或正在引以

为傲的科技成果、战法训法、工程项目，

未必都能适应明天的战争。只有以变

制变，不断加强创新创造的力度、深度、

广度、速度，才能在这场前所未有的大

变局中抢占军事战略主动权。党的十

九大报告提出“建设创新型人民军队”，

为的就是以创造精神承载时代之盛、把

握发展之机、开辟未来之路，向全面实

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奋勇前进。

法国诗人兰波曾说：“只要我们怀

着火热的耐心，到黎明时分，我们定能

进入那座壮丽的城池……”创造，离不

开火热的激情，也离不开沉潜的耐心。

小到连队的创新攻关，大到国防和军队

建设的创新突破，都需要我们涵养开拓

进取的锐气、敢为人先的勇气、势如破竹

的豪气，从而做出实打实的业绩。同时

应当认识到，“伟大是由耐心垒成的”，想

一口吃个胖子、一锹挖个深井是不现实

的，只有头脑清醒、心态平和、不急不躁、

保持敏感，把每一次当“第一次”，才能在

平凡中创造非凡，在实干中出新出彩。

党的十九大把国防和军队建设放

在完成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全面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大目标下运

筹谋划。目标清晰、时间紧迫、责任

重大，“火热的耐心”必须对接强军的

实践。训练方法是否科学，政治工作

是否有效，武器装备是否好用，后勤

保障是否到位？哪些应改进，哪些应

加强，哪些应精简，哪些应革除？只

有把自己“摆进去”思考、体验、实

践、探索，才能在伟大创造中不断增

强打赢本领、积蓄制胜底气。

“一个人如果把自己的工作和国家

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很有可能创

造出更大的价值。”强军兴军的新征程

上，每名官兵都是划桨者、搏击者、

奋进者。不要看轻了你的力量，只要

保持开拓进取的魄力、领异标新的精

神、敢试敢闯的劲头，无数微小的创

造，就能汇成改变一支军队的伟力。

（作者单位：西藏林芝军分区）

怀着火热的耐心创造未来
■李文瑜 王添昊

针对数据科学领域的一项调查显

示，当被问及“工作中面临的最大障

碍”是什么，接近一半被调查者的回答

是“脏数据”。

什么是“脏数据”？简单地说，它是

由于重复录入、并发处理等不规范操

作，产生的冗杂、混乱、无效数据。这些

数据如同垃圾一样，不仅没有价值，还

会带来“污染”，需要耗费时间精力去

“清洗”，所以被形象地称为“脏数据”。

“脏数据”可能造成重大损失。有

一家保险公司，将客户资料保存在数据

库中，并规定：录入新数据之前，要搜索

数据库中是否存在相关记录。但是，一

些录入员图省事，跳过搜索环节直接输

入记录，使数据重复录入，导致系统运

行缓慢、搜索结果不准确，最后数据库

彻底失灵，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该公司

这才如梦初醒，花大力气清洗“脏数

据”，最终清除了近4万条有问题的记

录。

数据有问题，苦心构建的数据库就

失去了价值。正因如此，处理“脏数据”

的工作不仅十分必要，而且越早越好。

清洗“脏数据”，就是检测和清除那些冗

杂、混乱、无效数据，以保证数据的正确

性、可靠性、完整性和一致性。对于清

洗“脏数据”的方法，有专家提出两条建

议，一是约束输入，二是规范输出。从

根本上说，就是要排除数据处理过程中

“自由发挥”的空间。

对部队建设而言，文电通知多、

杂、乱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彻底解

决。虽然各级都有明确要求，但机关

发文电通知“各自为战”的现象屡禁不

止。一名基层干部表示，在最繁忙的

时候，一天要接听十几个电话通知，且

“一个电话一个令”，各部门通知“打

架”、指示“撞车”、任务“冲突”的现象

时有发生。这样的文电通知，让基层

增加了负担、耗费了精力、产生了困

扰，不仅很难产生什么效益，而且会造

成系统的运转速度变慢、运转成本提

高，甚至导致系统过载失灵。说到底，

这是政绩观发生了偏移，犯了形式主

义和官僚主义的错误。

实际上，各单位的日常工作中，

“火上了房”“水进了门”的紧急情况毕

竟不多，不少“紧急文电”其实含有水

分，存在调整优化的空间。应当改变

“加法”的惯性思维，多些“减法”的科

学举措，像清洗“脏数据”那样约束输

入、规范输出，严格控制“自由发挥”的

空间，切实避免游离于战斗力之外的

空转虚耗，真正把心思和精力向能打

仗、打胜仗聚焦。

用心清洗“脏数据”
■刘师苑

鹰善捕兔。然而，捕地上兔易，捕

“天上兔”难。宋代张元有句咏鹰的诗：

“有心待搦月中兔，更向白云头上飞。”

写得激情洋溢、豪兴遄飞。但凡有志之

士，当如雄鹰一般，积蓄“更向白云头上

飞”的精气神。

《唐国史补》记载，当年北平附近

有许多老虎出没，有个名叫裴旻的军

官，善于射箭，曾在一天之内射死31

只老虎。一位老人对裴旻说：“你射死

的这些，不是虎，而是彪。你若是遇

到真的虎，就无能为力了。”裴旻说：

“真虎在哪儿？”老人说：“自此向北三

十里，往往有之。”裴旻骑马前往，果

然看见真虎。与彪相比，虎的个头偏

小但势头更猛，一旦发吼，山石震

动。裴旻吓得弓矢坠地，自此惭愧，

不再射虎。

射假虎时很神气，见真虎时却气

馁；号称善于射箭，关键时刻竟弓矢坠

地。这怎能算是真的猛将？历史上，其

实不乏这样的人，喜欢自诩资历老、经

验多、名声大，一旦被拆穿西洋镜，陷入

窘境就在所难免。

北宋诗人姚嗣宗，有一天在好友

家吃饭，忽然进来一位老郎官，喋喋

不休地卖弄诗才。老郎官吟一句，姚

嗣宗就对一句。老郎官不高兴，说：

“我可是‘场屋驰声二十年’。”姚嗣宗

立刻回敬了一句：“未曾拨断一条

弦。”老郎官恼羞成怒，拂袖而去。可

见，个人水平的高低、事业成就的大

小，并非取决于“场屋驰声多少年”

之类的自我炫耀，而是“确曾拨断几

条弦”那样的功力积淀。

也有的人，虽不能“拨断弦”，却擅

长“按孔子”。唐代有个官员叫陈希闵，

凡他经手的公文，删改之处很多，以致

纸面穿破，出现很多孔洞，因此人送绰

号“按孔子”。要指望这样的人把工作

干出效率、干出亮点、干到极致，实在难

以想象。

现实中，其实有不少“按孔子”的

人，看起来工作尽心尽力，实则是低水

平重复劳动。有的按部就班，习惯于敷

衍了事；有的装模作样，其实是心不在

焉；有的朝三暮四，这山望着那山高。

殊不知，总是盘旋于“低空”，就不可能

成就大气候。

要想练就过硬的本事，不付出艰辛

的努力、不投入全部的精神是不行的。

欧阳修不放过“马上、枕上、厕上”的“三

上”时间研究学问；诗人贾岛想“推”

“敲”想得出了神，不知不觉闯入韩愈的

仪仗队。正如蒲松龄所说：“性痴，则其

志凝。故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

良。”只有把事业当成生命的一部分，才

能做到如此“痴迷”，才能练就一身绝

技。

为官更当如此。只有怀着对国家

的赤诚、对人民的热爱，把全部精

力、全部情感贯注于所从事的工作

中，才能把能量发挥到极致，受到百

姓的由衷爱戴。宋代的田元均在成都

为官时，政绩斐然，遇到诉讼案子，

如果涉案人员地位卑微、资源有限、

力量不足，无法为自己申辩，田元均

就会竭尽全力查明案情，绝不让弱势

群体受冤屈，因此他被百姓称为“照

天蜡烛”；同在成都为官的刘随，也

以办事严明通达著称，被百姓叫作

“水晶灯笼”。这样的称呼，寄托了人

们的渴盼诉求，立起了“好官”的正

面典范。

“率军者披坚执锐，执戈者方能战

不旋踵。”对于军队领导干部而言，是满

足于“低空徘徊”，还是“更向白云头上

飞”，关乎作风形象、精神状态，反映能

力水平、人品官德，更决定着部队建设

推进的成效。只要认清前进方向，盯住

改革目标，带领官兵接续奋进、久久为

功，定能做出一番不负时代、不负国家、

不负人民的业绩。

更向白云头上飞
■魏 寅

日前，国家有关部门下发文件指出，

“近期一些网络视听节目制作、播出不规

范的问题十分突出，产生了极坏的社会

影响。”这里所说的“网络视听节目”，就

包括近来异常火爆的短视频。

有人说，短视频是互联网行业的又

一个风口。一些短视频APP拥有极高的

人气，每日活跃用户数量达到 1亿以

上。这些短视频APP具有“个性化推荐”

功能，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为用户推送

符合其兴趣爱好的内容，给用户带来一

种极致的“沉浸式体验”。正因如此，有

人感叹，“短视频就像毒药一样让人欲罢

不能”。

让人“欲罢不能”的，是些什么样的

短视频？其中固然不乏积极、健康、阳光

的作品，但也有很多浮夸的表演、出格的

搞怪、偏激的嘲讽、“鬼畜”的剪辑，有的

还涉及色情、暴力、血腥。一些短视频作

者为了博取用户的关注和转发，不惜剑

走偏锋，以声光电的方式对用户进行感

官刺激，传播及时行乐、违反秩序、离析

传统等非主流观念，在“审丑”而不是“审

美”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有人认为，这样的视频，看一看、笑

一笑就过去了，应该无伤大雅。其实不

然。对消极内容不经意间的点赞与扩

散，难免带来不良影响，如果任由负能量

蔓延，就会造成混淆视听、扰乱思想的严

重后果。

实际上，短视频APP带来的负面影

响正在日益增加。武汉一名男子模仿短

视频里“高手”的高难度动作，抓住两岁

的女儿往上翻转180度，突然失手，孩子

头部着地，严重受伤。还有人效仿“恶

搞”视频，将透明胶带横在门前绊倒他

人，用整蛊小道具惊吓孩子。类似事件

层出不穷，使得逾越底线的娱乐陷入伤

己伤人的境地。

军营不是真空，成长于互联网时代

的青年官兵，拥有更开放的心态、更多

元的思想，对于互联网风潮不会是“无

感”的。而且短视频 APP这样的互联

网产品，主要目标用户正是 80后、90

后，青年官兵对之产生兴趣，也在情理

之中。然而，短视频作品泥沙俱下、良

莠不齐，如果青年官兵不加甄别、丧失

警惕，就可能在一次次“短暂的视觉冲

击”中，让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受到无

形冲击，甚至在跟风模仿中迷失方向、

误入歧途。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

一泻汪洋。青年官兵朝气蓬勃、风华正茂，理应让青春闪耀“奋斗”“奉献”

“担当”的明媚亮色。感受新鲜事物、进行适度娱乐，固然无可厚非，但最起

码，应保持清醒克制、明辨是非黑白、培养高雅格调、做到“心中有主”，不能

受到网络负能量的浸染侵蚀，不能让“短暂的视觉冲击”造成观念的错位、信

念的动摇。

人才自古要养成，放使干霄战风雨。身处部队大熔炉的青年官兵，要想“活成

自己想成为的模样”，首先要认清自己这一代人的使命。只有把个人理想、个人奋

斗和国家命运、人民命运紧紧绑在一起，积极投身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浩荡潮

流，才能刷出青春的亮色，闯出中国的未来。如何培养“健康的心”、塑造“大写的

人”，在人生紧要处“跑”起来，让军营成为绽放梦想的舞台、实现抱负的疆场？这

是每一名青年官兵都应认真思考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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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连队组织读报时，一名战士
把“跌宕起伏”读成了“跌岩起
伏”，引来班里几名战友的冷嘲热
讽。这样的“语言暴力”现象，在
基层并非个例。比如，拿战友的一
些缺陷开玩笑，体格强壮的调侃身
体瘦弱的，等等。

这正是：
嘲讽看似是小事，

实则让人很受伤。

语言暴力不可取，

互敬互助记心上。

洛 兵图 詹凯恩文

八一时评长城瞭望

谈训论战

跨界思维

一位指挥员在演习中发现，个

别战士因为脑子里没有把“敌情”

当真，所以依照预案行动尚能有条

不紊，一旦遇到“意外状况”，立刻

慌了手脚，甚至愣在原地。演习愣

在原地不要紧，打仗愣在原地能行

吗？

真实的战斗环境，总是与战士

的生命安危相联系。但是在和平时

期，真实地再现这种战斗环境并非

易事。平时的训练演习，不管多么

逼真，都难以让战士有那样一种体

验——“在战场上支配士兵行动的

恐惧与勇敢、谨慎与莽撞交织在一

起的心理状态”。

然而，如果心里总想着“不是真

的打仗”“只是演习而已”，不肯自

觉培育战场意识和敌情观念，真等

上了战场，就可能手足无措，又怎

么谈得上能打仗、打胜仗？可见，

演习中的“敌情”可以带引号，脑子

里的“敌情”却不能带引号。只有全

副身心投入，精神高度紧张，“眼睛

看到战火”，努力体会战争的残酷性

和激烈性，才能获得接近实战的体

验和经验。

近年来，我军的演习演练越来越

实，“含战量”节节攀升。然而，少数

官兵仍存在“和平思维”，以不打仗的

心态做打仗的准备。譬如，有的随意

降低标准，把实战化等同于实弹化、

野战化；有的消极保安全，“保姆式实

打”“操场式战术”等训练积弊仍有市

场；有的没充分认识到战争形态和作

战方式的深刻演变，还在“迂回包

抄”“猛打猛冲”的低层次徘徊。诸如

此类的问题不解决，将会直接影响备

战打仗能力的提升。

只有去掉脑子里“敌情”的引

号，才不会把演习当演戏、按脚本走

过场，而是会深思一层、多想一步。

1953年，中国人民志愿军组织夏季攻

势，二十兵团司令员郑维山，大胆地

在“联合国军”的眼皮底下组织3000

余人白天潜伏。他要求部队认真研

究：咳嗽怎么办？睡觉打呼噜怎么

办？大小便怎么办？蚊虫叮咬怎么

办？敌人打冷枪怎么办？等等。平时

就锤炼“站在战场上思考”的能力，

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想到、想细、想

全，才能避免战场上“一着不慎，全

盘皆输”。

我们身处承平年代，但心中不能

没有狼烟。不应忘记，晚清政府自

视“天朝大国”，缺少敌情意识，结

果先被英军枪炮打开门户，再被英法

联军烧掉圆明园，再被八国联军烧杀

抢掠，再被日本打得一败涂地……

一次次惨败刺痛国人的心。今天，

我国正处于由大向强的关键阶段，

有个别国家不愿看到中国崛起，不

想让我们顺顺当当地发展，战争的

“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悬在我们头

上，备战打仗的警惕一丝一毫都不

能放松。

时代不会等我们，对手不会等我

们，战争不会等我们。脑子里时刻

装着敌情，枕戈待旦、挽弓满弦，

才能在与强敌过招时成竹在胸、胜

券在握。

脑子里的“敌情”别带引号
■吕小博 袁 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