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

次会议专门审议《浙江省“最多跑一次”

改革调研报告》、“最多跑一次”被写入

政府工作报告……年初以来，用“最多

跑一次”打通“最后一公里”，成了各级

倡导、群众期盼的办事方法。

“虑于民也深，则谋其始也精”。“最

多跑一次”，用“最多”传递决心，用“一

次”量化标准，以暖心的制度设计和深

入的作风实践，打通了联系群众、服务

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堪称践行“以人

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生动案例。

当前，国防和军队“脖子以下”改革

向深处落地，特别是基层部队重塑后开

局起步、练兵备战任务繁重，广大官兵

在家属就业安置、子女入学入托、训练

生活条件等方面遇到一些新情况新问

题。领导机关以什么样的姿态和举措

为基层减压释负，事关军心稳定，事关

部队打赢。服务基层贵在打通“最后一

公里”。领导机关多“跑堂”多操心，官

兵才能少跑腿少费心。投入精力的此

长彼消，解决的是兵忧，立起的是威信，

带来的则是战斗力建设的释能增效。

“最后一公里”检验的是作风。当

前，作风尽管已经有很大好转，但作风

建设永远在路上。其中“四风”新表现

有很多，比如，一些单位“门好进、脸好

看”，就是“事难办”；一些部队注重打造

领导“可视范围”内的项目工程，“不怕

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等等。

这些都警醒我们，“四风”换脸危害甚

重，谨防“雾霾”渗入基层。能否做到

“最多跑一次”时不让跑第二次，既体现

能力，更检验作风。

一枝一叶总关情。不管是事假、婚

假，还是家属随军、子女上学，一张报

告、一个诉求，无不透着官兵的喜与愁、

家庭的盼与忧，机关如果读不懂那种望

眼欲穿、牵肠挂肚的情感分量，凡事按

部就班、四平八稳，甚至用“忙不过来”

为办事拖沓找借口，用“按程序办”作繁

文缛节的挡箭牌，“最后一公里”就会变

成“慢车道”甚至“肠梗阻”。各级领导

机关只有用担当作为的“加法”换取基

层负担的“减法”，用陈规陋习的“除法”

换取部队建设的“乘法”，才能在做好

“四则运算”中，让服务基层的“最后一

公里”畅通无阻，让官兵体会到改革强

军带来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最多跑一次”与“最后一公里”
■孙官玺

长城论坛

数分钟确定打击目标、部队边机动

边下达新的作战命令……抗日战争期

间，八路军指挥员高效指挥，一次次痛

击到根据地“扫荡”的日寇。1942年8

月，刘伯承在《太行军区夏季反“扫荡”

军事总结》中指出：“指挥员的刚胆精

明，机断专行，就是奇袭胜利的保障。”

兵法有云：“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

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兵贵

神速，但兵的每一次作战行动都来自将

的指挥，如果“将慢”，那么兵即使踏上

“风火轮”也快不起来。所以，“兵速”的

关键在于“将速”。指挥决策快、下达命

令快，部队就会抢得先机，赢得主动；反

之，就可能使部队陷入被动，遭遇失败。

翻阅古今中外的战争史，因“将速”

而胜利的战例俯拾皆是。赵奢奔袭救阏

与、孙权神速破皖城等都是由于指挥员

迅速、正确地定下决心而争取了时间，抓

住了战机。红军四渡赤水时，正是因为

毛泽东对红军快速、高效的精准指挥，才

使红军不断创造战机，在运动战中大量

歼灭敌人，牢牢掌握战场主动权。

“一分钟决定战斗结局，一小时决

定战局胜负，一天决定帝国的命运”。

拿破仑在谈到自己指挥作战的经验时

曾说：“我能够在别人猝不及防的情况

下，知道自己应该说什么话和争取什么

行动，这完全不是冥冥中有什么天才对

我的启示，而是我的思考对我的启示。”

由此可见，指挥员敏捷的思维决策来源

于积极的思考，而这种思考习惯又决定

了决策的快速反应性。

现代战争没有“预备”口令，首战

即决战，发现即摧毁，其速度之快往往

“使智者不及谋，勇者不及怒”。这就

要求各级指挥员必须具备快速决断的

指挥素质，在短时间内准确把握战场

态势并定下作战决心。如果在作战筹

划时还是四平八稳地照程序开会、按

职务发言，在下达命令时还是长篇累

牍，套话连篇，就很可能贻误战机，甚

至导致失败。

“将速”不会从天降，它不是紧急

情况下的仓促应对，而是在审慎判断

后的果断决策。实现“将速”，需要指

挥员在决策之前胸有全局，对整个战

局有通盘深入的了解；需要指挥员能

够超越自我，不受传统指挥模式的约

束，善于用好大数据等信息手段提高

决策速度；还需要指挥员在决策时充

分考虑战局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多角

度、全方位地思考问题。只有平时勤

于自我锻炼，善于结合训练实践，假

设各类复杂情况，有意识地培养自己

在紧急状态下的决策能力，才能在未

来战场以“将速”的快速反应，实现

部队动若风发，战之必胜。

“兵速”的关键在于“将速”
■平念文

谈训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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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中国航天员大队的事迹被集

中报道后，有网友这样留言：这么“燃”

的奋斗，要想不成功都难；两会前夕，微

电影《厉害了，我的军》点击量达“千

万＋”，有官兵跟帖：厉害了是因为奋斗

了，更厉害还需再奋斗；3月底，“上北

大、拿冠军、打海盗”的海军陆战队退伍

女兵宋玺在分享自己的从军经历时说：

“奋斗的军旅最精彩”……

奋斗，一个让人心潮澎湃的词汇，

一种带来改变、孕育希望的力量；它是

实现目标的手段，也是成就自我的选

择；它是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质，也是镂

之于心的文化基因。习主席在十三届全

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深刻指出，“中国人

民是具有伟大奋斗精神的人民”“世界

上没有坐享其成的好事，要幸福就要奋

斗”。击鼓催征，这是进军的动员令；

奋楫扬帆，这是前行的集结号。铿锵话

语，壮志豪情，鼓舞全军官兵同心共筑

强军梦。

奋斗，让人生有梦不觉远；奋斗，

让军功之花更灿烂。没有奋斗，一切梦

想都是空想；没有奋斗，所有目标都是

奢望。一部我党我军的发展史，就是一

部艰苦卓绝的奋斗史。战争年代，没有

无数先烈“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

为群裂”的奋斗牺牲，哪来人民当家作

主的红色江山？建国之后，如果全军官

兵没有保持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

劲，那么一股拼命精神，我军如何能取

得新成就？没有全军官兵的团结奋斗，

砥砺前行，我军又怎能在中国特色强军

之路上迈出坚定步伐……正是一代代官

兵的奋斗，定义着个人的价值，标注着

军队的未来。

梦想还在远方，奋斗仍在路上。当

前，改革强军正处于河入峡谷、风过隘

口的关键时期，“瞭望前方，虽然看得见

彼岸，但不击楫勇进，就不会抵达。”不

做精神气质上的“懈怠型”，不做价值取

向上的“利己型”，不做生活方式上的

“玩乐型”，把奋斗作为永远的座右铭，

方能化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收

获历史新的荣光。

一切成功，都是在艰辛的奋斗中实

现的。当年，在“下决心不要后方”挺

进大别山时，邓小平在给指挥员动员时

说：“共产党员的特点是越困难越有

劲、越团结”。在随后的奋战中，刘邓

大军不仅粉碎了敌人对大别山的围攻，

还实现了党中央所寄望的“争取最好的

前途”。“越困难越有劲”，这是邓小平

的战略选择；“愈艰难，就愈要做”，这

是鲁迅的处世态度。冰心说：“成功的

花，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

初她的芽儿，却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

遍了牺牲的血雨。”建设世界一流军队

的征程上，没有“容易”这个词。敢在

困难面前逞英雄，知难而进、迎难而

上，把困难当作垫脚石，把奋斗当作催

征鼓，强军梦就会渐行渐近。

伟大梦想，都是在接续奋斗中抵达

的。强军路上的奋斗，既是“冒险的攀

登”，也是“寂寞的长跑”，最怕一曝十

寒，最忌半途而废。没有“咬定青山不

放松”的定力，没有“千磨万击还坚

劲”的韧劲，就可能在攀登时顶不住压

力，在长跑中耐不住寂寞。“登山不以

艰险而止，则必臻乎峻岭矣。”不见好

就收，不留恋“快活三里”，像巴金在

《做一个战士》中写的那样，“他看定目

标，便一直向前走去。他不怕被绊脚石

摔倒，没有一种障碍能使他改变心

思”，就能在“单点对焦”、持续攻击的

奋斗中，发出“属于自己的那束执著的

强光”，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任何事业，都是在提高能力的奋斗

中完成的。从来没有两次完全相同的机

遇。奋斗是提高素质和能力的重要途

径。阔步新时代，担负新使命，需要有

新本领。联合指挥机关搭建起来了，如

何让自己懂联、善联、自觉联？合成营

成立了，怎样使其在战斗中发挥最大火

力效益？保障分队成为战斗单元，如何

实现保障链与指挥链无缝衔接？这一连

串的新问题，都需要每名官兵思考如何

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质来适应部队建设

的发展。

1939年5月，延安召开庆贺模范青

年大会，毛泽东以“永久奋斗”为题发

表讲话，号召全体共产党员、模范青年

要把革命干到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今天，面对实现强军梦这一“新的革

命”，让我们加满油、把稳舵、鼓足

劲，永久奋斗，用奋斗去筑梦、追梦、

圆梦！

（作者单位：66016部队）

用奋斗的汗水浇灌胜利之花
■陈克文

河北承德，“时代楷模”王锐走进

大学校园宣传征兵政策；津门南开，

征兵宣传资料成为校园公众号点击热

点……进入4月，征兵宣传“按下快捷

键”，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化的征兵宣

传，让当兵热再次在大学校园燃起。

一个国家的进步，刻印着青年的

足迹；一支军队的未来，寄望于青春

的力量。当青春的事业与国家的需

要、人民的期盼高度契合时，事业的

光谱就会无比斑斓，青春的能量也会

无比强大。依法服兵役是公民的基本

义务。近年来，随着全民国防意识的

提高，以及“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

的职业”，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选择从军

入伍，去年我国大学生报名参军人数

就达107.8万人。

决胜于未战，决胜于人才。“选天

下之豪杰，致天下之精材，来天下之

良工，则有战胜之器矣。”当前，军队

改革正向纵深推进，人才吸纳是当务

之急，建设世界一流军队更是对高素

质兵员提出渴求。正因为如此，国家

在全国大学生征兵工作网络视频会议

上制定了今年大学生征兵工作的目标

任务，即大学生报名人数和征集人数

“双增长”，征集人数占总量比例较去

年进一步提高，征集院校类别和学历

层次结构更加优化。会议还提出，在

现有征集数质量基础上，加大大学毕

业生、本科生和“双一流”等重点高

校学生征集力度，为建设世界一流军

队输送大批优质兵员。

围绕“两增长、一提高、一优化”的

目标任务，今年军地各级精准实施了一

系列有力举措。比如今年国防部征兵

办公室推出了2部征兵公益宣传片，在

军地媒体平台、全国上线影院和 2600

多所高校同步播出。再比如，辽宁、山

东等地与有关军兵种部队开展精确征

兵试点，探索建立需求提报、精准征集、

定向补充、对口使用的征集模式，最大

限度发挥大学生专业特长和能力优

势。此外，我国今年还将启动相关兵役

法规修改，着力围绕征集、补充、教育、

管理、使用、优抚、退役、安置等出台一

批“含金量”足的举措，打造适应新时代

要求的兵役法规体系，确保每位大学生

“入伍安心、服役暖心、退伍放心”。

我军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

主义国家的军队，投身军旅能够充分地

把个人理想抱负寓于报效党和国家、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中。在军营这一广

阔天地，有志青年可以尽情追梦逐梦、实

现奋斗价值。“你有多大本领，军营就会

给你多大平台。”这些年，“海归硕士”王

川阳、“北大骄子”高明、“清华女兵”贾娜

等一大批有理想的大学生，在军营挥洒

汗水、施展才华，他们用自己的华丽转身

和人生蝶变告诉大家，军营是有志青年

的“梦想剧场”，在这里，不仅能履行公民

应尽的义务，还能收获责任、坚忍、勇敢、

合作等诸多精神上的成长。

解决好“出口”，有助于解决“入

口”。除了做好走心的征兵宣传之外，

落实好现役大学生士兵的有关政策，也

是一种宣传，也是在点燃有志青年的从

军激情。试想，如果学费补偿、考研加

分等优惠政策落实不好，如果定向考录

招聘、扶持就业创业等配套措施不能跟

上，优秀大学生如何能心甘情愿地走入

军营，又如何能义无反顾地献身国防？

只有让部队真正需要的大学生入伍，入

伍后把他们真正培养成才，退伍后真正

安置好使用好，这样才能形成良性循

环，产生联动效应。

“人才自古要养成，放使干霄战风

雨。”强军兴军的伟大实践，是培养、塑造、

锤炼人的丰厚沃土。象牙塔里的莘莘学

子，你们是否给自己制定了“发展规划”，

是否想让个人的事业与国家、人民的事业

更契合，让人生的光谱更广阔？那就听从

祖国的召唤，到惊涛骇浪去击水，到大漠

边关去驰骋，到苍穹九天去揽月吧！

（作者单位：空军工程大学研究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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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晋国的大法官李离发现

错判了别人死罪后，把自己囚禁起来，给

自己也判了死刑。

晋文公舍不得让李离去见阎王，便

帮他开脱：“下吏有过，非子之罪也。”见

李离不领情，还是执意要按律给自己定

死罪，晋文公火了：“子则自以为有罪，寡

人亦有罪邪？”李离回答：“理有法，失刑

则刑，失死则死。今过听杀人，罪当死”，

说完“伏剑而死”。

那时主动正法自己的，除了李离，还

有石奢。

石奢是楚国的相国。一次外出巡

行时，石奢遇见有人行凶杀人，他见

义勇为去追拿凶手，可追到凶手时他

傻眼了——凶手竟是自己的父亲。放走

父亲后，石奢把自己关了起来，并派人禀

告楚昭王：“杀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

立政，不孝也；废法纵罪，非忠也；臣当

死。”楚昭王不忍爱卿去死，给他找了个

“追而不及，不当伏罪”的理由，让他“子

其治事”，继续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石奢听后说，大王您赦免我的罪过，

是大王您的恩惠，但依法而死，则是臣的

职责。“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李离和石奢都是大权在握之人，犯

罪后认罪态度很好，还有国君替他们开

脱，按说“意思意思”，象征性惩罚一下自

己应该不是难事。可他们毅然按律给自

己定罪，以捍卫法律尊严，这种做法实在

难得。难怪太史公称赞他俩：“石奢纵父

而死，楚昭名立；李离过杀而伏剑，晋文

以正国法。”

“将欲治人，必先治己”“善禁者，先禁

其身而后人”“正己而化人者顺”……遵法

守纪，历来强调领导干部要“必从己先”。

这是因为，领导干部既是法律法规的制定

者，又是法律法规的实践者。这种双重身

份，决定了领导干部遵守法规制度要标准

更高、要求更严。领导干部能不能带头遵

守法规制度，不仅关系到自身的形象和威

信，而且关系到落实法规的成效。只有以

身作则、率先垂范，坚持给部属做表率，给

下级做样子，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才

能发挥良好的示范和导向作用，形成遵守

和维护法规制度的良好风气。

“治军者必先受治于法。”对军队而言，

将领带头遵法守纪尤为重要。尉缭子有

言：“夫勤劳之师，将必先己”；诸葛亮也说：

“先之以身，后之以人，则士无不勇矣。”将

领带头遵法守纪的典故，在史籍中有很多：

孙武吴宫斩美姬，岳飞杖责岳云，曹操割发

代首，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等等。当一名将

领过好了“法关”，擦亮了“法眼”，守住了

“法则”，也就多了一个战场制胜的“法宝”。

可惜的是，给部队“约法”而自己却

不守法的悲剧，在历史上也不少。

当年大顺军攻到北京城下后，李自

成也给部队颁布了严明纪律的法令。然

而当杀进金銮殿后，李自成、刘宗敏、牛

金星等立即被金银财宝、声色犬马、花天

酒地、富丽堂皇搅昏了头，哪里还能自

制，早把法令抛到了一边。下面的士兵

见将领都不遵守法令，便上行下效，各人

想着个人的“权经”和“所好”。结果，红

红火火的“大顺”王朝，只“顺”了18天，

便在清军的进攻面前，“仓皇而去，仓皇

而败，仓皇而返”，很快灭亡了。

“约法”贵在“守法”。领导在违法上

敢“点灯”，部属就可能会“放火”。领导

踏“禁区”闯“红灯”，这样那样的“例外”

口子一开，下面就会纷起效仿，法律法规

也变成了一纸空文。

“兵有纪律，则主帅威立而令行，士

卒心一而力齐。”我军是人民子弟兵，无

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始终要

求各级干部以身作则，模范带头，这是我

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战斗力不断提高

的重要原因。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头

雁”头在领路先飞，只有保持法规军纪在

官兵中的统一与平等，才能有效对部队

实施管理，做到“携手若如一人”“攻则争

先，战则奋勇，威如雷霆，势如风发”，永

远立于不败之地。

（作者单位：32102部队）

将欲治人 必先治己
■王宏阳

长城瞭望

玉渊潭

“发扬民族精神 激发强军动力”系列谈②

某旅在组织内务检查时，班长何
某为应付检查出“歪招”：在把班里所
有内务柜锁起来的同时，还故意把全
班带到远离营区的训练场去训练。
当然，他的“空城计”没有得逞，而且
受到通报批评。

这正是：
检查工作很平常，

空城一计显荒唐。

若是建设都过硬，

查与不查又何妨。

姜 晨图 文鹏民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