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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力物力、评功评奖等向基层倾
斜”，这是部队领导机关给出的承诺，也
常被称为“基层待遇”。现实工作中，绝
大多数能够实说实做、兑现承诺。但也
有少数单位，话说得好听，具体操作时却
搞截留、打折扣。如此做法，让基层同志
感到不满。

这正是：
倾斜实为强基层，

岂能截留变零星。

承诺切莫成画饼，

兑现才能见真情。

罗 园图 文鹏民文

玉渊潭

八一时评长城瞭望

长城论坛

基层心声

水不激不扬，人不激不奋。新修订

的《纪律条令》，既有军队纪律10个方面

主要内容的“正面倡导”，又有更加充实

完善奖励条件的“正面激励”。贯彻落

实新的条令，用好正面激励，有利于调

动官兵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强

军兴军的巨大动力。

人都有对尊严、荣誉及自我价值的

追求。在人生的征途上奔跑，不能缺少

理想信念这个内在驱动，也不能缺少激

励表彰这个外在动因。一个好的激励

制度，能实现“自利性”和“利他性”的统

一，实现“物质欲”到“精神欲”的转变，

实现“小我”到“大我”的升华。

军人肩负着卫国强军的光荣使命，

最讲求崇尚荣誉，也最需要正面激励。

有对荣誉的追求和向往，有激励制度的

引导和催动，军人就会“苟利国家生死

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就会“为国捐躯，

虽死犹荣”，就会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

益赴汤蹈火、万死不辞。我军是一支具

有强烈荣誉感的军队，争当先进、争做

标杆是革命军人高尚境界的鲜明标

志。用好正面激励，可以激发强大的凝

聚力创造力战斗力。战争年代，一句

“下一场硬战，还交给你们打”，可以让

一支部队热血沸腾、舍生忘死；和平时

期，一面流动红旗，可以让一个连队一

个班顽强拼搏、矢志前行。这，就是激

励的力量。

《纪律条令》是我军实施奖励、正

面激励的依据，也是与时俱进、不断

发展的治军规矩。《纪律条令》的此次

修订，着眼确保军队绝对忠诚、绝对

纯洁、绝对可靠，保证军队高度集中

统一，重点解决了奖惩条件老、少、缺

等问题。比如，首次对军队纪律作出

集中概括和系统规范，解决了现行条

令表述碎片化的问题；新增“八一勋

章”奖励项目，作为军队最高奖项；增

加树立打仗思想、培育战斗精神、强

化练兵备战、研究作战问题、创新战

法，以及参加维和救援、反恐维稳、海

上护航、中外联演联训等奖励条件，

等等。规范纪律内容、优化奖惩项

目、完善奖惩条件、按照新体制调整

奖惩权限……条令的换代升级，使我

军激励制度更加正规化、科学化、系

统化。

新时代，战鼓催征；新征程，使命

如山。无论是深化改革推进机制“二

次创新”，还是提高科技创新对战斗力

发展的贡献率；无论是应对和化解各

种风险，还是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无

论是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还

是提高基于网络信息体系的联合作战

能力、全域作战能力，都需要官兵不惧

挑战、担当奋进。贯彻落实条令，用好

正面激励这个好传统、好方法，鼓舞官

兵迎难而上、开拓创新，以奋斗者的激

情和姿态肩负强军重任、干好强军事

业，我们才能克难攻坚、攀登高峰，更

好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

命任务。

青年官兵是我军的主体，也是实现

强军梦的主力。他们朝气蓬勃、富有激

情，内心有红色的种子，同时也需要制

度的导向和激励；渴望在军营干一番事

业，同时也期盼得到部队的认可和肯

定。赏一善而天下之善皆劝，赏一人而

天下知所趋赴。用好《纪律条令》的激

励手段，让走在前列的标兵部队、矢志

强军的精武人才得到相应的荣誉和褒

奖，就能催生更多的精兵劲旅、更多的

打赢人才。

历史中蕴藏着前行的智慧。解放

战争时期，我军普遍开展立功运动，大

张旗鼓地表彰英模和先进。“有功报功，

论功行赏”“功劳跟人走，功劳寄回家”

“有了功劳不骄傲，功劳上面加功劳”，

那场轰轰烈烈的立功运动，激励官兵奋

勇争先、杀敌立功，极大提高了部队的

战斗力，为赢得战争胜利蓄积了强大能

量。虽然时代变了，但这种鼓励建功、

有功必赏的正面激励，永远不能少、不

能缺。

从小小的记功簿，到猎猎飘扬的荣

誉旗、闪闪发光的军功章，从各部队不

同的激励方式，到全军统一的荣誉激励

制度、科学规范的奖励措施……这种变

迁，体现了我军正规化建设的进步。贯

彻落实好新条令，以褒功嘉勋擂响强军

战鼓，我们必将在强军兴军的伟大征途

中创造不平凡的新业绩。

（作者分别系《纪律条令》课题组组

长、成员）

用好正面激励 激发强军动力
—“贯彻落实新条令，塑造军队好样子”系列谈⑤

■聂文新 张双喜

10年时间，不足以抚平特大地震带

来的所有创痛，但希望的藤蔓，却可以覆

盖所有废墟。

“汶川，换了人间。”连日来，媒体的

镜头频频注目汶川，人们高兴地看到：10

年之后，曾被特大地震摧毁的那片土地

焕然一新，曾被痛苦笼罩的成千上万群

众开启了新的生活，曾被灾难重创的社

会迈入了新的发展轨道……毋庸讳言，

“汶川十年”是一份让中国欣慰、让世界

震撼的答卷。

汶川的一位网友感叹：“关于这里

的记忆，都和力量有关。”当年那场地

震发生后，中华大地迅速汇集一股巨

大的力量投向灾区。举全国之力，救

灾区之急；聚全国之能，建灾区一域。

不论是第一时间发布全国总动员令，

还是第一时间从各部队调集十万大

军；不论是震后 14天决策建立汶川地

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机制，还是

震后37天出台“一省帮一重灾县”的对

口支援方案……无与伦比的精神凝聚

力、物质动员力，不但安定了人心，也

温暖了人心。

几乎每个人都在祈祷中与生死竞

速，几乎所有人都希望那片废墟尽快地

重现美好。正是心心相系的扶助，让汶

川“天塌人不倒，地陷人不乱”。一个个

“第一时间”、一个个“超越极限”、一个个

“史无前例”，不仅展现了“我们都是汶川

人”的伟大团结精神，更展现了人民军队

的伟大力量、改革开放的伟大力量、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力量。集中力量办

大事的制度优势，在救灾、重建行动中转

变成一个伟大的运算：再大的困难，除以

13亿都会变得微乎其微；再小的力量，

乘以13亿都会变得无比强大。

勇于跟灾难掰手腕的人民军队，既

是一股强大的铁流，也是一股巨大的暖

流。为营救汶川地震受灾群众，万名官

兵写下遗书毅然前往；空降兵勇士在无

气象资料、无地面标识、无指挥引导的条

件下实施高空伞降……暴雨、滚石、余

震、死神都挡不住他们前进的脚步。完

成救灾任务后，有的部队又立即投入灾

后重建的工作中。空军某部日夜兼程，

在灾区架桥修路、建爱民小学、盖敬老

院、建生态小区、开展地质灾害综合治

理。他们用一片滚烫的爱心，帮助受灾

群众迅速建起一个新的家园。

“大地震后，在我们心里，解放军就

像是有着血脉关系的亲人”，这是汶川一

名教师的真实感想。哪里最需要就出现

在哪里，哪里最危险就冲向哪里，哪里最

艰苦就战斗在哪里。抗震救灾的鲜活事

实告诉人们：战争年代那支无坚不摧、英

勇善战的人民军队，在国家有难时，他们

是能够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铁军；

在人民面临生死威胁时，他们是值得信

赖、可以生死相托的队伍。当之无愧的

钢铁长城，再次赢得了群众的掌声。

恩格斯曾经指出：“没有哪一次巨大

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

的。”而历史的进步，往往是以力量的凝

聚和彰显为标志的。“汶川十年”恰如一

块燧石，点燃了中国力量；就像一座熔

炉，淬炼了中国力量。这对矢志复兴伟

业的中华民族来说，是个深刻启示。实

现中国梦强军梦，内部的矛盾问题、外部

的风险考验不少，仍需要用创造让更多

奇迹涌现，仍需要用奋斗刷新我们的美

好生活，仍需要用团结汇聚起强大力

量。穿越山重水复，攻克关隘险阻，伟大

的抗震救灾精神不啻为一把“金钥匙”。

“汶川十年”，辙痕深深。我们看

到，强大的军事力量是国家安全的支

柱，也是人民利益的保障。抗震救灾

的重大胜利，得益于这种力量，也检验

了这种力量，更凸显了锻造这种力量

的极端重要性。每名官兵手中都有一

把强军火炬，只要我们同心协力、锐意

进取，面对使命敢担当，面对困难勇突

破，就一定能让光明洒满强军的伟大

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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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期间，走留转改的工作重要且

难做，及时掌握官兵思想情况、帮助解决

实际问题非常重要。两个多月前，某部

在基层搞了一次思想摸底，主题是“官兵

有些什么困难”。然而，摸底结束后却没

了下文。官兵心想：我们的困难岂能止

于“问完”？

“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人

腹。”现实中，我们有的工作被矛盾裹住、

推进困难，并不是因为道理没有讲充分、

讲透彻，而是因为对官兵没有付诸真

心真情。改革会有变动、会动奶酪，这一

点人人都理解和支持。但我们也不能忽

视，基层一线的官兵多是年轻人，他们正

处于事业爬坡、谈婚论嫁、养老育小的人

生关键阶段，各方面的压力都很大。这

种困难止于“问完”的做法，不仅无益于

为官兵减压，还会让他们心凉失望。

俗话说：情到理方至，情阻理难通。

在感情上互相沟通，能让道理没有阻碍、

水银泻地般地进入人的内心。以基层官

兵的忧乐为忧乐，当他们遇到困难时，给

予长者的温暖、智者的教诲和大山般的

依靠，上下之心就能在一个频道上共振，

从而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战斗

力。如此一来，改革中的矛盾和难题，就

会因为官兵心悦诚服、集智竭力而变得

容易破解。否则，问题越积越多、矛盾越

堆越厚，解决起来就会难上加难。

上下一心、官兵一致是我军的好

传统。这种“一心”和“一致”，是建立

在浓厚的战友情谊、彼此的充分信任

基础之上的。军队改革中，一些部队

之所以改革任务完成得好、撤编裁员

工作开展得顺、机制创新推进得快，与

他们平时善于为官兵解开思想扣子、

解决实际困难是分不开的。“很多人对

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

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

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

民。”毛泽东同志的这番话，对那些貌

似关切实则冷漠、只立威不用情的人

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建设强大军队、实现强军梦想，是所

有官兵共同的期盼。做改革的“一块砖”

和“铺路石”，牺牲利益、克难攻坚，官兵

大多都有这样的觉悟。只要各级多体察

兵心，尽最大努力为他们排忧解难，减少

后顾之忧，我们的工作就会更具速度和

温度。

困难不能止于“问完”
■林子程

明代何良俊，松江人，嘉靖时任南

京翰林院孔目。他好读书，藏书四万

卷，涉猎殆遍，述事颇有独到见地。

“余最喜寻前辈旧事。盖其立身大

节，炳如日星，人人能言之，独细小者人

之所忽，故或至于遗忘耳。然贤者之一

颦一笑，与人自是不同。”致力于探寻前

辈旧事，并透过其中细节，感悟做人为

官之道，这是何良俊的文趣。他在《四

友斋丛说》里，就分别以蒋性中和文征

明的两件事，谈了“不以其贵加乡邻”的

道理。

明初，蒋性中担任兵科给事中，他

清廉耿介、对下严厉。家居之时，蒋性

中曾带着两个仆人，驾小船入城办

事。遇潮落水逆，船难前行，他让两个

仆人上岸拉绳索，自己在船尾以橹代

舵。恰巧，一艘粪船从旁经过，两船碰

上了。蒋性中一副百姓打扮，乡人不

知其身份，便大加窘辱。两个仆人见

状，厉声喝道：“这是给事中大人，是蒋

老爹，你们岂敢无礼！”蒋性中一听，大

骂仆人：“你们哄人，此处哪得个蒋老

爹！”随后，赶紧催促仆人挽船离开。

在古代，乡贤祠是为生于斯、长于

斯的贤德之人所设，可以显忠良、维风

教，入祠自然是很高的荣誉。正因此，

凭借权势和金钱，为父祖营求入祠的不

少。“衡山先生”文征明却多次告诫子

孙：“吾死后，若有人举我进乡贤祠，必

当严拒绝之。这是要与孔夫子相见的，

我没这副厚面皮。”对此，何良俊深以为

然。在他看来，文征明当然是德高望重

的前辈，那些贿求入祠者，父祖不入不

为辱，假如入祠之后遇有异议或者被请

出祠来，则辱及父祖甚矣。

不难看出，何良俊所推崇的，与多

数人固有的“出人头地便觉高人一等”

观念不同。“一登科第，便非肩舆不行，

甚者仆从如云，夸耀乡里，以为固然”，

文典戏曲中，类似的情状并不少见。《官

场现形记》第一回，赵温中了举人，请来

两榜进士王乡绅吃喜酒。酒席上，除了

王孝廉，王乡绅再无第二个人可以谈得

来，“穿草鞋的”根本入不得眼。这样的

“王乡绅”数不胜数，更凸显那些“蒋性

中”和“文征明”品行高贵。

清代王应奎在《柳南随笔》中谈

到，陈亦韩礼部会试得中之后回到故

乡。按例，凡投帖拜贺的亲友，都要一

一回拜。陈亦韩适有足疾，难以行走，

便租了顶轿子，但特意挑那种又小又

破的。足疾痊愈后，即便是刮风下雨，

他也坚持徒步前往。科场扬名之人，

在乡里还能保持那份谦朴，在那个时

代是极可贵的。

维桑与梓，必恭敬止。桑梓之地，

不仅养育了自己，也养育了父祖，因而

敬畏感恩之心不可少；乡里之人，曾经

守望相助，共风雨同劳作，面对他们谦

朴之心不可缺。东汉大臣张湛是扶风

平陵人，回乡时一看到县衙大门就下马

步行。有人提醒他“不宜自轻”，他驳斥

道：“父母之国，所宜尽礼，何谓轻哉？”

“彼若是，吾独不能若是耶？”在家

乡人眼里，从那片土地上高飞的人才，

既是国家的栋梁，也是后人的榜样。他

们能拔节成长、脱颖而出，大抵都曾有

一番吃苦奋斗的经历、一份勤勉为民的

情怀，这些都是正面的榜样。衣锦还乡

后，若是夸耀乡里、作威作福，就会引人

侧目，甚至带坏风气、误人子弟。

忘掉身上的锦衣，我们党的老前辈

作出了表率。1925年，时任澧州镇守使

的贺龙回到桑植，由于家里房子被烧

毁，家人正在修建一栋大屋。贺龙看到

后断然阻止，他说：“你们看看，左邻右

舍这些茅草木屋，单单我家修一座大

殿，当成菩萨来供，这不是成心叫人骂

我吗？”1961年，刘少奇回到阔别已久的

故乡，不给乡里群众添麻烦，他不但化

名“刘胡子”，还住进一间破旧空荡的猪

栏屋楼上。

人都有乡情，领导干部也一样。“还

是那副艰苦朴素的样子，还有那股勤勉

为民的情怀”，但愿出入故乡时，我们总

是能得到这样的评价。

面对桑梓须谦朴
■铁 坑

维桑与梓，必恭敬止。桑梓之地，不仅养育了自己，也养育了父

祖，因而敬畏感恩之心不可少；乡里之人，曾经守望相助，共风雨同

劳作，面对他们谦朴之心不可缺。

为掌握官兵关系新情况，某旅开展

了一次调研。结果发现，少数年轻干部

不善带兵的问题比较突出，他们虽然各

类证书多、纸面上的能力强，但带兵效果

却不好，战士们评价不高。

我们常说，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

的特点。现在的战士，视野开阔、知识

面广、素质更全面；现在的部队，装备技

术含量高、管理要求更科学、更讲求体

系化练兵。带兵人没有足够的能力准

备、知识储备，是难以胜任的。从这个

角度讲，带兵人通过学习取得这样那样

的证书，是本领扩容的需要，也是部队

建设的需要。然而，带兵光凭这些是不

够的，如果不懂得基层、不融入士兵，不

把知识运用到实践中，使之变成“硬实

力”，那么，即便证书再多再厚，也带不

了兵，更带不好兵。

过去，带兵人对战士讲：“你们想什

么做什么，我都是清楚的，因为我就是那

么走过来的。”如今，带兵人还有说这话

的底气吗？战士在思维方式、兴趣爱好、

目标追求上发生的变化，带兵人真的掌

握了吗？这个旅的调研数据显示，接近

一半的战士有了思想疙瘩不愿当面说，

而是选择在微信群、朋友圈吐槽，或者找

朋友倾诉；有的战士表示，与和干部促膝

谈心相比，他们更喜欢通过手机交流。

这些情况和特点，都是怀揣证书的带兵

人必须面对的。

某连一名年轻干部，不仅有高校的

学历学位证，还有法律咨询员、心理咨

询师等相关资格证书。然而，连队战

士却评价他：书生气太重，带兵方式看

似“高大上”实则不接地气；训练场上

看一看，公差勤务转一转，离战士看似

很近，实则存在感稀薄。在战士心中

留下如此印象的带兵人，恐怕不止一

两个。证书拿了不少，可对战士的新

特点不适应、新观念看不上、新需求不

掌握，与战士谈不到一起、玩不到一

起、干不到一起，又怎能让战士敞开心

胸、敞开怀抱？

汗流在一起，血才能流在一起；情融

入官兵，心才能贴得更近。知识型干部

带好兵，必须在接地气上下功夫。要与

战士“同坐一条板凳”，读懂他们的生活、

汗水和心声，与他们一同在演训场上掉

皮掉肉，一同在军旅途中摔打磨砺。在

此基础上，带动战士一起学知识、强本

领。只有这样，带兵人才能带出过得硬

的部队打得赢的兵。

光靠证书带不好兵
■朱文强 周国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