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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渊潭

长城瞭望

谈训论战

长城论坛

仪式，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最普

遍的一种文化现象，可以传递某种价值

与精神。

每一名军人从踏进营门的那天起，

无时无刻不在接受仪式的感染与熏

陶。入党宣誓、誓师动员、授予奖章、奏

唱国歌，这些仪式使官兵在耳濡目染中

受到教育，最终成为官兵的价值取向、

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军队仪式，展示

军队的作风与形象，承载军人的光荣和

梦想。

仪式作为先进军事文化的重要内

容，随着我军诞生而成长，在战火硝烟

中不断创新发展。革命战争年代，一场

雄壮的战斗仪式，就是一种强大的精神

鼓舞，往往能让勇士们忘却痛苦和恐

惧，坚定必胜的信念，为了党和人民的

利益而赴汤蹈火、视死如归。

礼，因时而立，因事而制。为适应

时代之变、改革之变、战争之变，新修订

的《队列条令》对我军仪式的基本制度

和内容要求进行了丰富完善。立足原

有的3种仪式规定，结合军队的相关法

规要求，参考部队的普遍需求建议，按

照聚焦实战、立足实际、注重实效的原

则，新条令增加14种仪式，初步形成了

具有较强时代性、系统性、操作性的仪

式规范体系。

随着国家利益的拓展，军队的使

命任务也相应拓展，仪式的内容也理

应随之拓展。为适应部队赴海外执行

任务渐成常态的现实，新条令规范了

誓师大会仪式，码头送行、迎接任务舰

艇仪式，凯旋仪式等；结合我军体制编

制调整改革情况，针对部队改并转频

繁的实际，新条令规范了组建仪式、转

隶交接仪式等。这些仪式规范，有助

于服务备战打仗需要，为部队建设发

展提供法制保障。

一次刻骨铭心的仪式，往往胜过千

言万语。此前，三军仪仗队请“十佳标

兵”父母进军营，战士们的一句“家长同

志，请您检阅！”让多少人热泪盈眶，让

多少人激情澎湃。类似这样的仪式，不

仅让官兵家属感到骄傲自豪，也能有效

增强广大官兵从军报国的光荣感与使

命感。新条令规范了军人退役、军人葬

礼等仪式内容，并规定：在晋升（授予）

军衔仪式、授奖（授称、授勋）仪式等7种

仪式中，可以视情邀请官兵家属参加。

这些仪式规范，将进一步增强官兵和家

属的荣誉感、自豪感，进一步提升部队

的凝聚力、战斗力。

新条令对仪式的规范，既突出通用

性、又体现军兵种特色，注重共性与个

性的辩证统一。例如，码头送行、迎接

任务舰艇仪式规范来自海军，但并不限

于海军部队，随着我军联合执行海外任

务的情况不断增多，这两种仪式会在更

多时机和场合使用；首次单飞、停飞仪

式规范来自空军，但并不限于空军部

队，海军航空兵、陆军航空兵的飞行人

员也会涉及。此外，新条令明确规定：

其他仪式的组织实施，按照有关规定执

行。这实际上是一个授权性条款，从基

本法规的层面确认了军兵种相关规定

的效力。

仪式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是必

须执行的命令。曾几何时，少数单位缩

减仪式程序，轻视仪式教育，淡化仪式

氛围，削弱了仪式的庄重感和严肃性。

如今，新条令对于组织仪式的时机、场

合、程序和要求，均作出明确要求。各

部队应当充分重视仪式作用，认真贯彻

相关要求。如此，方能有效激发官兵忠

于国家、勇于献身、敢打必胜的精气神，

为推进新时代强军伟业注入强劲动能。

（作者系《队列条令》课题组长、军

事科学院军事法制研究院国际军事法

和军事司法研究中心副主任）

仪式，承载多少光荣与梦想
—“贯彻落实新条令，塑造军队好样子”系列谈③

■赵晓冬

最近，网络上一个新词突然火了——

“隐形贫困人口”。它指的是这样一类

人：看起来很有钱，衣食住行样样精致，

朋友圈里光鲜亮丽；但实际上，不仅没

啥存款，还可能身负债务。

这类人或许是想通过“表演性”消

费行为，给人留下有格调、懂时尚、讲品

质的印象，从而维持自己的体面和尊

严。然而，“演”得再好，也改变不了

“穷”的现实。如果是受到虚荣心的驱

动，而让消费水平走在收入水平之前，

就不太理性了。

还有一种“隐形贫困”，不是体现在

物质上，而是表现在精神上。现实中，

有的人懒于读书、缺乏思考，并未修炼

出什么像样的真见识、真学问，却很擅

长表演，看起来似乎很博学、有文化。

经典著作，他们似乎涉猎广泛；时事焦

点，他们似乎密切关注；热门概念，他们

似乎信手拈来……他们总能摆出一副

“我什么都懂”的架势，因此，从不缺乏

社交的有效谈资，总能博来旁人的敬仰

目光。

但若揭开那浮华表象，对某一严肃

话题进一步追问，他们可能就张口结舌

了。在他们那里，各种各样的“知识碎

片”只是装点门面的摆设，“看起来爱学

习”比学习本身更有吸引力，而“意义和

深度”，则是不重要的。这种现象，何尝

不是一种学习上的“入不敷出”，一种头

脑里的“隐形贫困”？

头脑中的“隐形贫困”，或许比

“真实贫困”更可怕。它会制造一种

“知识充裕”“精神富足”的幻象，久

而久之，就会让人丧失能力不足的警

惕性，失去本领不够的危机感。个别

领导干部，开会的发言妙语连珠，发

表的作品见解独到，给人留下“很有

水平”的印象，但实际上，讲稿和文

章都是下属“代劳”的。殊不知，如

果用别人的学习代替自己的学习，用

别人的思想装点自己的门面，头脑

“贫困”、能力“透支”只会越来越严

重，失位、失语、失策、失责的风险

也就随之而来。

只有正视“贫困”，才能摆脱“贫

困”。在我党的历史上，每一段新征程

的开启，无不以党员干部的能力水平为

后盾。从延安时期“本领恐慌”的提醒，

到改革开放之初“不注意学习，忙于事

务，思想就容易庸俗化”的告诫，再到新

时代党中央提出“能力过硬”的惕励，共

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依靠

学习走向未来。

当前，国防和军队建设正处于向更

高水平、更高质量的“跃迁”阶段，领导

干部只有在学习上下更大气力、花更多

功夫，才能在能力本领上保持同样的

“跃迁”速度，真正成为行家里手、通达

之才。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政

治工作处）

摆脱头脑中的“隐形贫困”
■张西军

春秋一代，晋国称霸时间最长。自

晋文公称霸中原开始，既有晋襄公的续

霸，后又有晋悼公的独霸，先后长达百

年之久。

霸业成于用人，晋国所以称霸最

久，恐怕又有其“独门秘诀”。用人之

道，雄主各有侧重。而从历史记载来

看，晋主的用人之道，其最重者，窃以为

正在于其赏与罚既公且明。

晋文公重耳年少时就爱结交贤士，

在外流亡19年，从者有赵衰、狐偃、先轸

等贤士。及至复国，晋文公便大会群臣

论功行赏。他分赏为三等，以从亡为首

功，送款者次之，迎降者又次之。还下

诏悬于国门：若有遗漏功劳者，请直

言。如此分明，当是文公过人处。如果

说，用什么人不用什么人是最重要的用

人导向，那么赏什么罚什么则是最重要

的治人之道。赏得分明，罚得在理，则

人才各安其位，各尽其才。

当初文公流亡于曹国时，曹共公无

礼，而独有其大夫僖负羁送食物和玉璧

给他。及至文公伐曹，便下令不许惊动

僖负羁一家，有犯僖氏一草一木者斩

首。却偏偏有魏犨、颠颉二人挟功骄

恣，酒后竟然烧了僖负羁的家。这两人

都有从亡19年之劳，又新立大功，但文

公决意论罪，终诛颠而革魏职。将士们

一看，这两人有从亡大功，一违君命便

或诛或革，况他人乎？于是知国法无

私，三军肃然知畏。如此公道处置，确

是晋文公的远见卓识。

事实上，关于有功者犯事的问题，

自古而今有多种处置方式，比如有功过

相抵而免罪者，有允许戴罪立功者，甚

至有为有功者网开一面、重责备而轻惩

处者。但唯雄才大略、胸襟旷远者，才

能做到不以私废公、不以功掩过。

延安时期，被称为革命功臣的黄克

功，因求恋不成而枪杀女大学生刘茜。

对黄克功杀还是不杀？当时也是争论不

休。黄本人希望能死在抗日杀敌的战场

上，不要死在延安的法场上。案件审判

长雷经天写信给毛泽东提出“严格依法

办事，对黄克功处以极刑”，但也有领导

同志请求毛泽东特赦黄克功的死刑。

然而，在毛泽东同志看来，共产

党必须功过分明，赏罚严明，功不抵

罪，罪不否功。他在给雷经天的那封

著名复信中这样写道：“黄克功过去斗

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

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

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

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

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

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

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

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

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

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

这段话，深刻揭示了共产党人对待功

与 过 的 价 值 理 念 ， 也 深 刻 阐 明 了

“罚”的理由与力量。

历史与实践演绎的逻辑就是这样，

包庇一人，看似救人一命，但会失却人

心；不因私废公，看似冷酷无情，却会

赢得人心。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晋文公

严惩二将，循的正是这个公道人心。

晋文公的赏罚之道内蕴的道理在

于：赏，立起了高线，树起了标杆，

让人才争相报国立功；而罚，则是划

出了底线，设定了边界，让人才知敬

畏而不敢越雷池。其赏公、其罚明，

则各色人等自入其道，竭力而尽才，

何愁国之不治？

（作者系人民日报评论部副主任）

赏与罚既公且明
■陈家兴

近日，某部组织大家撰写理论学习
心得体会。机关汇总时发现，部分文章
存在雷同现象，甚至连文中的文字差错
都一模一样。调查得知，有的人直接对
“范文”网站上的文章照搬照抄。对于
这一问题，该部予以严肃批评。

这正是：
照抄范文虽简单，

如此学习太偷懒。

形式主义不可取，

深学笃行是关键。

洛 兵图 益西平措文

二战时期，名将巴顿在一次战斗中

部署任务。当意识到自己在给下属介

绍具体作战方法时，巴顿马上停住，并

且话锋一转：“该怎么办，你比我更清

楚。”在他看来，如果插手部下的工作，

或者过多告诉部下完成任务的方法，就

会养成部下的依赖心理，使得他们的创

造力被泯灭。

战场上，各级指战员能不能搞清楚

“该怎么办”，考验的是打仗本领、指挥

才能，关系的是官兵生死、战场胜负。

具备领导艺术的指挥员，既应掌控局

势，也应善于授权，不仅自己清楚“该怎

么办”，也应让下属清楚“该怎么办”，从

而充分调动每名官兵的主观能动性，形

成各负其责、各主其业、各成其事的局

面。

但曾有一段时期，受指挥体制影

响，个别单位的首长机关习惯于越俎代

庖、大包大揽，“西瓜芝麻”件件管，“眉

毛胡子”一把抓，对下级搞“保姆式”指

导。该下级决策的事，自己定了；该下

级执行的事，自己干了。结果弄得“上

不信下，下不服上”“上级包揽，下级偷

懒”。一旦到了战时，必然影响反应时

间、决策效率、行动质量，甚至影响战争

的胜败。

“位高者事不可以烦。”一个人的

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事必躬

亲，必须分身有术。这就要学会放

手、有所不为。事实上，领导干部的

主要职责不仅仅是做事，更在于成

事，授权放权就是成事的有效途径。

诸葛亮正是因为“夙兴夜寐，罚二十

以上皆亲览焉”，导致操劳过度，留下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的遗恨。

有专家指出，未来信息化作战，将

是基于指挥信息系统的离散化配置、分

布式决策、交互式指控。在纷繁复杂的

作战环境中，即便有先进指挥控制系统

的保障，“中军帐”也难以实时掌握战场

的全部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对一线指

战员赋予更大的自主权，规定“做什么”

而不具体规定“怎么办”，是提高决策效

率、抓住作战时机、赢得最终胜利的客

观要求。

“不下水，一辈子不会游泳；不扬

帆，一辈子不会行船。”对各级指战员

而言，如果总让上级带着干、推着干、

逼着干，谈何解决“两个差距很大”

“两个能力不够”“五个不会”等问

题？唯有深研现代战争制胜机理，搞

透作战任务、搞透作战对手、搞透作

战环境，在关键时刻有底气说“该怎

么办，我很清楚”，才是真正对自己负

责，对上级负责，对战场成败负责，对

国家人民负责。

“该怎么办，你比我更清楚”
■黄振威

在五四青年节和北京大学建校

120周年校庆日来临之际，习主席到

北京大学考察，同青年谈青春、讲初

心、话奋斗，强调广大青年要“立鸿

鹄志，做奋斗者”，做到理想坚定，信

念执着，不怕困难，勇于开拓，顽强

拼搏，永不气馁。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

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立志，对

一个人的一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志向引领奋斗，奋斗成就志向，两者

相辅相成，演绎和谐交响。把好志向

的罗盘、划动奋斗的双桨，不为风雨

所阻、不被颠簸所拦，才能驾着人生

之舟自信驶过万重山，不断抵近胜利

的彼岸。

“文能北大当学霸，武能维和打海

盗。”座谈会上，北大学生、海军陆战

队退伍女兵宋玺分享了自己的从军经

历，受到习主席点赞。网友评价：“这

才是中国年轻人真正的模样。”其实，

像宋玺这样的“中国好青年”还有很

多。前不久，军队系统有 3人荣获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1个单位被授

予“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8人被

表彰为“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受到

表彰的官兵，或扎根基层，在摸爬滚

打中散发青春芬芳；或勇攀高峰，在

刻苦攻关中焕发激情光彩；或崇德向

善，在忘我奉献中点亮军旅人生……

他们虽然经历不同、特点各异，但却

有着相同的志向——用青春和汗水回

报祖国和人民。

志向笃定、奋斗到底，不只是年

轻人的“特权”。近日，一段6分钟的

视频刷屏网络。视频中提及，75岁高

龄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某试验训练基

地研究员林俊德，从被确诊为癌症晚

期到死亡的27天时间里，戴着氧气面

罩，身上插着10多根管子，依然坚持

坐在电脑前办公。这样一段6年之前

的旧视频，为什么能引起新关注？关

键就在于，林俊德生命不息、奋斗不

止的精神具有超越时空的感染力。

可见，只要心中有志，何惧岁月

催人？把理想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

奋斗就有了不竭的动力。正如索尔兹

伯里在 《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

一书中所感叹的：人类的精神一旦唤

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在这个大

江奔流的年代，“有梦想谁都了不

起”，无论身处何方、年龄几许，只要

有志向、敢拼搏，生命就不会褪色，

人生就更有质感。

岁月的淘洗中，坚守理想并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压力面前，有的人声

称“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一旦

遭遇挫折就喟叹“心态崩了”，失去激

情和斗志；一些人甚至开始奚落崇

高、嘲笑理想，认为“奋斗无用”“干

了可能也白干”。殊不知，这不仅无益

于改变现实处境，而且会带来精神世

界的空虚。

“志之难也，不在胜人，在自

胜”，成长就是与自我的搏斗。对于青

年官兵而言，个体价值不在于军龄的

大小，也不在于职务的高低，关键要

看对打胜仗的追求有多少、对战斗力

的贡献有多少。让个人的志向、奋斗

的行动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需要高度

契合，人生的光谱就会更加斑斓，青

春的能量就会无比强大。

毛泽东同志曾说，中国的青年运

动有很好的革命传统，这个传统就是

“永久奋斗”。林俊德那样时刻保持冲

锋姿态的前辈们，为青年官兵树起了

“永久奋斗”的标杆。1992年，邓小

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特意提出：“我要

握一握年轻人的手。”对于广大青年官

兵而言，也应“握一握前辈们的手”，

去感受他们滚烫的热情、旺盛的斗

志，从而点燃奋斗的火炬、照亮前进

的征途。

今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而奋斗，是青年官兵难得的

际遇。尤其是在国防和军队改革进入

向纵深推进的关键阶段，广大官兵要

将个人小目标融入强军大格局，与时

代同向、与改革同行，用信念保鲜青

春、靠奋斗扬帆远航。珍惜这个伟大

时代，做新时代的奋斗者，就一定能

奏出雄壮、优美、高亢的人生乐章，

迎来自己军旅生涯的高光时刻。

（作者单位：武警上海总队政治工

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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