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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团按照新大纲展开专业训练，要

求每名干部至少熟练掌握两型主战装

备、一型保障装备，每名士官至少掌握3

种不同专业技能；明确驾驶员未取得二

级以上信息通信和三级以上射击专业

技术等级，就没有参加特级驾驶员专业

技术等级评定的资格……如火如荼的

训练场上，部队正努力追求能力扩容。

俗话说：艺多不压身。军队是要随

时准备打仗的。在瞬息万变、危机四

伏、困难重重的战场上，军人的能力大

小、本领强弱，往往决定他能否快速拨

开迷雾、捕捉战机、转危为安。战争拼

的是能力、实力，战场上只有能力不够，

没有能力过剩。只有通过训练，不断提

升能力的厚度、宽度，才能在生死较量

中占据主动而不陷身被动。明将戚继

光提出，军官训练不但要习武艺，还要

学阴阳星历、游说、阵图、奇技等，同样

是这个道理。

“能力包”太小，保存有生力量都

难，更何谈战胜对手？二战时，曾有一

艘潜艇被一个战斗机小队诱杀，指挥室

和炮位损毁严重，艇长、炮手及10余名

水兵阵亡，潜艇上唯一没有受重伤的军

官，就是外科医生普法芬格尔。面对战

斗机不停地围攻和扫射，他非常冷静地

指挥潜艇下潜转向，并组织伤员救护，

最终救下了这艘潜艇，使它安全返回基

地。战争是残酷的，假如普法芬格尔只

会拿手术刀，后果将不堪设想。

随着军事技术快速发展、组织形态

不断改善，军事能力日益精细化、专业

化。信息化条件下的战争，遂行一次简

单的战术行动，通常需要投入多种能

力。官兵能力的厚度、宽度越大，协同

的程度就越深、效果就越好。放眼未来

战场，我们难以想象：履带车辆出现故

障，只能依靠驾驶员抢修，其他同志只

是围观；战斗员仅了解自己的专业，对

关联专业却十分陌生；“中军帐”里陆军

来的分不清空军机型，空军来的不掌握

火箭军知识，火箭军来的不熟悉步兵战

法。

笔者曾参加某旅的一次对抗演

练。这次演练，红方的战炮分队由先进

炮连担任，不少指挥员都是各专业的尖

子。根据导演组设定，战炮分队通信兵

遭遇蓝方偷袭意外“阵亡”。令人意外

的是，面对险局，全分队竟然没有一人

会电台操作，只能干瞪眼，最终贻误战

机被迫出局。这样的问题，暴露在平

时，有利于查漏补缺。如果是在战场

上，就会成为血的教训。

现在，我军作战体系越来越强调整

体、越来越契合实战。但要认识到，指

头没有劲就握不紧，即便握住了也难以

攥成硬拳头。体系功能强大，基础在单

个要素精强。组成体系的每一个节点

都过硬，节点之间的链条坚不可摧，这

样的体系才会更牢靠、更强大。正所谓

“牵一发而动全身”，未来战场上，体系

的薄弱环节最容易受到攻击。正因如

此，能力单一之处很有可能成为体系的

“阿喀琉斯之踵”，留下致命隐患。

“一个10G容量的硬盘，无论如何也

装不下20G的文件。”实现能力扩容，首

先要让头脑升级。我们必须增强“一觉

醒来就落伍了”的忧患感，保持对军事知

识、军事技术的饥渴感；必须强化“把自

己的练精、把关联的学好、把对手的研

透”这种意识，一个接一个课目地攻，一

个接一个台阶地上。未来战场，我们避

免陷入少知而迷、不知而盲、无知而乱的

境地，靠的就是这个。

跑出的骏马飞出的鹰，杀出的威

风练出的兵。每个时代的战争，都有

属于它的“十八般武艺”“七十二绝

技”。新大纲按实战要求设定了更高的

标准，只要精训苦练，一刻不停地厚

实能力、增强本领，我们就能更具打

赢的信心和底气。

能力扩容才能让体系过硬
—坚持按纲施训实战实训系列谈⑤

■张伯畅 高羽博

这几天，有两个名字在网上网下引

起热议。一个是周智夫，一个是“洁洁

良”，前者以其释放的正能量赢得舆论

掌声，后者因其发表错误言论产生恶劣

社会影响。

周智夫是有着 75年党龄的离休

干部，他心中装着牺牲的战友，始终感

念党的恩情，自己一辈子省吃俭用，却

在病重之际向党组织交纳特殊党费12

万元。家中后辈出国读书，他再三叮

嘱：“你的根在中国，学成后要回来报

效国家。”

“洁洁良”是一名高校的研究生党

员，她在入党申请中口口声声说忠于祖

国忠于党，转身却在网上换个马甲侮辱

国人、辱骂祖国。

薰莸不同器，冰炭不同炉，两者根

本没有可比性。然而，是与非、白与黑

的鲜明反差，能让人更深刻地懂得，这

个时代需要什么？我们应该坚守什

么？网上网下的舆论几乎给出一致的

答案：新时代呼唤正能量充沛的建设

者，需要言行一致、爱党爱国的坚定信

仰者。

有人说，这个时代强调个性、追

求创新，个体差异性较以往任何时候

都大。然而，突出个性并不意味着能

够对抗正义、戏谑共识，标新立异并

不意味着可以不分是非、颠倒黑白。

那些囿于私利而偏颇偏激、心胸狭窄

而怪论频发、价值观扭曲而信口开河

的人，他们的言行只会涣散人心、混

淆视听、破坏团结，传递负能量。“说

正话者则笑为道学，吹求其短，必灌

以狂泉；不诡随者则恶为古板，厌弃

其人，不资夫丽泽。”特别是在传播正

能量被笑话、说怪话反倒受附和的不

正常语境下，坚持真理、维护正义，

便显得极为可贵。

“这是进步的时代，进步中有落后

的纠缠；这是希望的春天，希望中有艰

辛的挑战。”深刻变革、快速发展的社会

转型期，批评和吐槽并非不可接受，只

要立场正确、着眼大局，秉持客观公正

之心，实事求是地看问题，同样是正能

量。如果从门缝里看成绩、用放大镜看

问题，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看阴暗、

不看光明，甚至异化为“为批判而批

判”，这样的片面言词就是负能量、不健

康的，不仅抹黑干扰了那些奋进者，对

事业发展也不利。

进入新时代，我们党提出培养担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这里讲的

时代新人，应当在有信念、有梦想、有奋

斗、有奉献等方面，有着新的风貌、新的

姿态。为自己是中华儿女、炎黄子孙的

一员而骄傲，有新时代中国人的骨气和

底气，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对“四个

自信”执着坚定，对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充满信心……这些品质，恰恰是正能

量的源头。

“始终充满积极向上的正能量”，这

是习主席对青年的殷切期望。青年是

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同时，他们的知识

体系搭建尚未完成，价值观塑造尚未成

型，情感心理尚未成熟。青年主动拥抱

正能量，才能为个人的成长进步汲取阳

光雨露；青年积极传播正能量，才能为

社会的美好和谐注入强大暖流；青年始

终充满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才能在激情

奋斗中更好绽放青春光芒。

军营历来是信仰的高地，像周智夫

这样的标杆可谓“繁星满天”。青年官

兵理应仰望星空，把个人理想、个人奋

斗和国家命运、人民命运紧紧系在一

起，积极投身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浩荡

潮流。在新时代释放心中的正能量，让

拼搏激发远航的动力，让奉献成为搏击

的能量，我们就一定能在敢试敢为、无

私无畏中淬炼出青春的亮色，创造出美

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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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有的人眼

泪说来就来，而且来势汹涌。

《大唐新语》中载，宰相姚崇卧病在

床，成敬奇登门看望。见到姚崇，成敬

奇一把鼻涕一把泪。他把怀里的数只

鸟雀一一掏出来，请姚崇拿在手里逐个

放生，并说：“希望使您快速痊愈。”姚崇

拒绝不得，只好勉而从之。成敬奇离开

后，姚崇不满其谀媚，跟家中子弟讲：

“此泪亦何从而来？”打这起，姚崇对其

不复接遇。

谢肇淛与姚崇有过同样的感慨。

《文海披沙》中，他列举了几个例子。

其中提到，高力士的父亲去世，左金吾

大将军程伯献、少府监冯绍正前往吊

丧，披发而哭，逾于己亲。对此，谢肇

淛感到难以理解。在他看来，胁肩谄

笑还可以通过伪装做到，“此副急泪，

从何处得来”？

即便演技再好，这些哭者也藏不住

那颗谀佞之心。这是因为，他们的行为

无一不是过情之举，错位得让人不解、

令人不齿。为了扑向并牢牢抓住功名

利禄，他们不惜抛掉人格尊严和道德耻

感。那些常人不愿为、不屑为的事，他

们可以义无反顾、孤注一掷，甚至做了

还洋洋得意，自以为得计。

唐代窦怀贞便是如此。韦皇后的

奶妈王氏，本是一蛮婢，窦怀贞娶之为

妻。当时，奶妈的丈夫俗称“阿赩”，窦

怀贞每次面圣或写奏疏，都署名曰“皇

后阿赩”。许多人嗤之以鼻，他却欣然

自得。窦怀贞的谀佞并非偶然为之，他

任职宪台期间，每次见到没有胡须的，

就以为是宫中太监，必定百般讨好。这

等倾巧进用、名利熏心之辈，结局可想

而知。他自缢之后，唐玄宗将其改为

“毒”姓。

讨好成风，往往离不开小气候。武

则天朝，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朝廷需

要祥瑞，诸多谀佞也乘势而进。许多经

不起推敲的荒唐事，成为载入史册、后

人调侃的段子。

一次，某地遭遇了三月雪。在凤

阁侍郎苏味道等人看来，这是祥瑞，并

准备草拟贺表，左拾遗王求礼认为不

可。苏味道说：“这是国家大事，为何

要阻止呢？”王求礼回答：“假如三月雪

是瑞雪，腊月雷岂非就是瑞雷？”举朝

上下都觉得王求礼的话有道理，贺表

之事遂告停。

另，有人在洛水中获得一块石头，

此石白皮之上有数点赤斑。获石者要

将石头献给武则天，面对大臣们诘问，

他说：“这块石头有赤心，所以来进献。”

李昭德怒叱：“这块石头赤心，难道洛水

中其它石头都要造反不成？”大家一听，

失笑不已。

无论称三月雪为瑞雪，还是冠石

头以赤心，都是有悖常情常识的，驳

倒并不难。王求礼、李昭德的话精妙

之处在于，他们把谀佞者的心态心理

揭批得体无完肤，千古之后犹让人玩

味不已。

与骨鲠之士或谀佞之辈相处，是截

然不同的两种体验，宇文士及曾道出其

中区别。一次，在宫中散步的唐太宗来

到一棵树下，说：“这是棵好树！”宇文士

及也跟着对这棵树赞不绝口。太宗听

了，正色道：“魏征曾劝我远离佞人，我

想不出谁是这样的人，心里曾怀疑过

你，今天才发现你还真是。”接下来，宇

文士及说了这么一番话。

他一边磕头谢罪，一边讲：“群臣

议事的时候，常常据理力争，让陛下

您抬不起头。今天，我有幸陪伴陛下

左右，若还不稍稍顺从一些，那么您

虽贵为天子，又有什么意思呢？”可

见，舍不得放下“坐轿子”的感觉，是

许多为政者明知对方是贤者却不乐意

接近，明知对方是佞人却不愿意远离

的重要原因。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

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

也。”唐太宗从善如流、辨别忠奸，因

而能够开创贞观盛世。代州都督刘兰

谋反，被腰斩。将军邱行恭请旨，提

出要“探心肝而食”。太宗责备他：

“刘兰该如何处理，法典有明确规定，

何至如此！如果吃谋反者的心肝就是

忠孝，那么刘兰的心肝应该被太子和诸

王所食，哪里还能轮到你！”太宗的清

醒，可见一斑！

此副急泪从何来
■铁 坑

下部队开展调研、指导工作，有两种单位可

供选择：一种是问题少、发展顺的，另一种则是

困难大、矛盾多的。对领导干部而言，两者不可

偏废，尤其要多到困难大矛盾多的地方去。

曾听说过这么一件事。一位机关领导下

基层尽量避开个别单位，原因在于,那里遗留

问题多、牢骚抱怨多、发展难题多。与大家见

面，难免要听意见建议、留下态度。表现淡漠

一些，对大家的呼声不接招，就有可能被人议

论，降低威信；表现积极一些，又怕许多难题、

问题顺势缠身，一旦解决不了，还会落得个能

力不够、担当不够的差评。多一事不如少一

事，于是干脆选择少触碰。

困难大矛盾多的地方，既是发展的突破

口，也是能力的磨刀石。到困难大矛盾多的地

方去，把问题的症结找出来、把该守的规矩立

起来、把破解的思路理清楚，既科学合理又不

失原则，既解决实际困难又解开思想扣子。硬

骨头啃下来了，或可形成示范效应，影响并带

动整体向前迈进。破坚冰攻堡垒的过程，也是

经风雨长本领的过程，掌握了其中的规律和枢

机，能力自然而然也就提高了。

发展的征途上，矛盾躲不开、困难拖不得，

否则只会越积越深、越堆越厚。特别是现在，国

防和军队改革进入深水区，许多难题纷繁交织、

具体而微。比如，干部超编较多，如何实现既消

肿又保留人才？全新配属关系，如何提高指挥效率、增进融合深度？小机关大部队，

如何转变指导方式、更新抓建理念……这些问题普遍存在，但各个单位程度深浅不

同。迈过这些关卡，必须勇于担当、迎难而上，决不能躲着矛盾走，绕着问题溜。

有一幅画面，我们都不陌生。严冬的雪夜，焦裕禄召集在家的县委常委开会，

人到齐后，他直接领着大家到兰考火车站。那里，成群的灾民蜷曲在货车上、拥挤

在候车室里……勇于直面矛盾、破解难题，焦裕禄为领导干部树立了榜样。具备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英雄气，保持“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精气神，难题

和矛盾就会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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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做过实验：特制的、坚硬的

玻璃匣子，用锤击的办法难以敲碎；

而用音叉振动的方法，当音叉频率与

玻璃的谐振频率一致时，玻璃匣子却

立即裂成碎片。它启示我们，有的难

题靠蛮力解决不了，必须找准脉搏用

巧劲。

音叉效应的运用很广泛。比如，

企业确保产品销量，过去重在增加宣

传投入、扩大宣传规模，如今则更注

重研究用户心理、探知用户需求。显

然，后者让产品与用户共鸣，巧妙地

增强了营销的力量。微信的成功也是

如此，它把用户之间的黏性、用户与

互联网的黏性，转嫁到用户与微信的

关联上，以此实现“不用推广的推

广”。微信的极大普及和运用，就在于

找到了管用的“音叉”。

音叉起作用，关键在一个准字。玻

璃的谐振频率、用户的使用需求，找准

这个，就找到了拨千斤的那个“四两”。

军事领域倡导知敌，也是这个道理。诸

葛亮之所以能草船借箭，就是算准了曹

操生性多疑，大雾之中不敢轻动，必定

令水军弓弩手乱箭齐射；刘伯承在七亘

村重叠设伏，就是摸准了日军指挥官的

心理，料定敌人认为我军不会三天之内

两次在同一个地方打伏击。力虽不强，

但只要用得准、打得巧，效果就不同凡

响了。

“钢铁撞击钢铁的时代已经过去

了。”信息化战争是体系与体系的对

抗，制胜机理发生深刻变化。“一线平

推、步步为营”的老套路和“短兵相

接、以量取胜”的老招数，适用性已

经不强。快吃慢、联胜散的战场上，

如何在作战体系支撑下，通过多能、

精锐的小型化部队精确释能，攻敌要

害？如何在广域立体多维布势下，把

力量整合作用于对方作战体系的重心

或弱点，寻求非对称式破击？解答好

这些问题，我们就掌握了一柄柄管用

的“音叉”。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不论做什

么事，不懂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

和它以外事物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

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

好那件事。”找到打赢管用的“音叉”，需

要我们大兴学习研究之风，研究军事、

研究战争、研究打仗，熟悉掌握信息化

战争制胜机理，使自己的头脑、练兵的

实践与现代战争同频共振。

找到那柄管用的“音叉”
■徐抱平 曹泽聪

调研是根据工作需要，为解决某一
方面的问题而进行的调查研究。因此，
它决不能与工作脱节。然而，有的同志
为调研而调研，漫无目的、只调不研，任
务完成便束之高阁，几乎看不到对实际
工作的效果。调研与工作“两张皮”，不
仅对工作无益，还会浪费时间和资源。

这正是：
调研跟着工作走，

不可似剪脱了扣。

惟有两者结合好，

办法才能露出头。

罗 园图 史建民文

玉渊潭

八一时评长城瞭望

跨界思维

长城论坛

体系功能强大，基础在单个要素精强。组成体系的每一个节点都

过硬，节点之间的链条坚不可摧，这样的体系才会更牢靠、更强大。否

则，就会成为体系的“阿喀琉斯之踵”。

即便演技再好，这些哭者也藏不住那颗谀佞之心。这是因为，他

们的行为无一不是过情之举，错位得让人不解、令人不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