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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 渊 潭

长城瞭望

一线观察

长城论坛

八一时评

“怎么又是你呀？”陆军某部机关在
基层检查时发现，个别连队每次迎检的
哨兵都是同一个人。原来，这些连队为
应付检查，专门培训了“迎检哨兵”，私
下里还把这一“经验”在不少连队推广
分享。

这正是：
每到基层哨位迎，

似曾相识一标兵。

弄虚作假多危害，

上阵焉能打得赢？

姜 晨图 汉唐风文

庄稼要有好收成，离不开科学的墩

苗；干部要茁壮成长，离不开基层的沃土。

“根之茂者其实遂。”基层是“试金

石”“磨刀石”，也是“铺路石”，年轻干部

在基层墩苗，能在干事中长本事，在历

练中变“老练”。可以说，在基层积淀的

厚度，将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人未来

事业发展的高度。

在这方面，“过来人”的体会最有说

服力。爱军精武标兵冯世清说：“在基

层淌的汗水、流的泪水，都是促人成长

的肥水”；爱军精武标兵、清华学子乐焰

辉说：“基层经历让我从‘嫩肩膀’变成

了‘铁肩膀’，让我在接地气中有了打胜

仗的底气”……英雄起于阡陌，壮士拔

于行伍。正是在墩苗中，一批批年轻干

部不再水土不服，一茬茬青年军官渐成

栋梁。

习主席曾语重心长地指出：“让年

轻干部多‘墩墩苗’。”十九大报告也强

调，“注重在基层一线和困难艰苦的地

方培养锻炼年轻干部”。近年来，全军

各部队认真落实年轻干部“墩苗工程”，

有计划地组织年轻干部到基层任职、代

职，广大年轻干部也积极踊跃要求“到

基层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

方去”。墩苗，已经成为我军年轻干部

成长成才的重要环节。

墩苗的目的是为了让年轻干部在

积蓄力量中拔节。掌握好墩苗的时长

很重要，拿捏好拔节的时段很关键。墩

苗时间过短，会让墩苗变成“镀金”；墩

苗时间过长，好苗子也难成参天大树。

从部队调研情况来看，当前，墩苗

时间过短的现象已不突出，墩苗时间过

长的现象则比较普遍。某旅一份调查

报告显示，相当比例的年轻干部在基层

任现职满4年以上。其他部队的调研也

显示，基层干部老龄化现象较为严重。

“当初我是主动要墩苗的，没想到

墩苗把我墩老了。”一名计算机专业的

硕士研究生到部队后，积极申请到基层

当连长。连长干满3年准备回自动化站

工作时，因为满编而搁浅。再干了两

年，他又因部队调整整编而被编余。去

年底准备调整到机关使用时，又遇上了

干部冻结，等到解冻后，他年龄“到杠”

了。离开部队前夕，他投书首长信箱，

建议党委对那些还在长时间墩苗的年

轻干部考虑出路：“别让大家还没来得

及发挥聪明才智就被淘汰了”。

这名高学历干部没能茁壮成长尽

管只是个个案，党委在用人上也有必须

坚持的政策。但这也警示我们，如果墩

苗让“千里马”歇步、“老黄牛”撂挑、干

事的人心寒，谁还愿意去墩苗？没有人

下基层，又怎能强基层？这也让我们思

量，怎样的制度设计，才能把墩苗的年

轻干部用当其时，避免“冯唐易老，李广

难封”的悲剧重演？

“男儿慷慨平生事，时复挑灯把剑

看。”从军报国，谁不希望自己能够有所

成就，能够闯出一番事业，能够得到他

人、社会的认可与肯定？特别是那些主

动申请墩苗的年轻干部，他们有理想，

有追求，不怕“寒风裂征衣，飞雪裹战

袍”的艰苦生活，不怕“眼睛一睁，忙到

熄灯”的紧张劳累，怕的是“墩下去了，

冒不出来”，怕的是“有怀投笔，无路请

缨”，怕的是还没来得及“赢得生前身后

名”，就“可怜白发生”。

一位作家曾写道，人之所以能够感

到幸福，不是因为生活得舒服，而是因

为生活得有希望。现在，个别基层干

部不太安心，更多的原因不是因为基

层苦、基层累、基层难，而是觉得在基

层看不到希望。试想，如果坚持干部

在基层培养的同时，也坚持干部从基

层选拔，特别是从基层单位优秀主官

中选拔，让那些在墩苗中已经成熟的

年轻干部有奔头、有盼头、有劲头，基

层干部怎能不“载着无限梦想和希望，

像条龙一样飞翔？”

强军事业的基础在基层，活力也在

基层。激活基层内生动力，用好基层干

部是关键。“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

远。”对基层干部“计深远”，用好是最有

力的关爱。站在推进强军伟业发展、促

进干部长远发展的角度，设身处地为年

轻干部画好“成长路线图”，从制度设计

上规划好墩苗干部的时长、交流和使用

办法，让他们“厚积”了就能“薄发”，如

此方能激励年轻干部向往墩苗、乐于墩

苗，强军事业也才能更加生机勃勃、充

满希望。

（作者单位：武警某机动总队）

墩苗适度才能茁壮成长
—激活基层内生动力大家谈④

■杨振国

练兵磨砺胜战刀锋，比武锤炼精兵

劲旅。

经中央军委批准，军委办公厅日前

下发通知，对开展新时代群众性练兵比

武作出部署。通知下发后，从白山黑水

到天涯海角，从西北大漠到东南沿海，

从中原腹地到万里边关，“谁英雄，谁好

汉，训练场上比比看”的铿锵风雷在全

军激荡。

“素教之卒，莫如久战之兵。”群众性

练兵比武，是检验部队战斗力的重要途

径，是激发军人血性的重要平台，是激发

练兵积极性、提高训练质量、争先创优的

有效抓手，也是我军促进训练水平提升

的宝贵经验和传统方法。

1964年 1月 3日，一场以推广郭兴

福教学方法为主要内容的大比武在全军

兴起。在那场大比武中，神枪手、神炮

手、技术能手如雨后春笋般成批涌现，训

练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龙腾虎跃局面。

54年后，同样是1月3日，在中央军

委首次统一组织的全军开训动员大会

上，习主席向全军发布训令，“开展群众

性练兵比武活动，加强针对性对抗性训

练，提高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牢牢掌握

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本领。”

得知全军即将开展群众性练兵比武

的消息，一位高级指挥员兴奋地说：“我

军几十年不打仗了，开展好这一活动，是

我们治疗‘和平病’的一剂良方。”一名基

层官兵说：“群众性练兵比武，必将掀起

一个新的练兵热潮，让训练标兵真正香

起来、受重用。”

“我想得最多的就是，在党和人民需

要的时候，我们这支军队能不能始终坚

持住党的绝对领导，能不能拉得上去、打

胜仗，各级指挥员能不能带兵打仗、指挥

打仗？”对练兵备战，习主席看得最重、忧

虑最多、叩问最严。借鉴历史上我军的

好经验好做法，开展群众性练兵比武，最

根本的目的是以此为抓手，推动军事训

练思想、内容和方法革命，激发官兵投身

军事训练积极性，鲜明立起备战打仗的

指挥棒。

面对信息化战争的严峻挑战，面对

强国强军的时代呼唤，开展群众性练兵

比武，需要我们丰富发展群众性练兵比

武时代内涵，适应军队使命任务拓展，把

练兵比武的重心向联战联训和核心能力

训练聚焦，进一步促进战区与军种练兵

良性互动。需要我们突出新质战斗力建

设急需，进一步把新兴领域训练和新型

作战力量融入体系训练。

比什么考验眼光，怎么比事关质

量。群众性练兵比武要想取得当年大比

武的成效，需要我们紧跟战争形态和作

战方式演变，像陆军在首次战役参谋比

武竞赛那样用好信息化训练手段，像海

军常态化实训那样用好军兵种互为条件

对抗训练机制，像空军用“红剑”体系对

抗、“金头盔”自由对抗空战、“金飞镖”突

防突击、“蓝盾”防空反导等对抗品牌那

样，使所有练兵比武内容依战而立、因战

而变、为战而来。

在当年的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方

法现场会上，毛泽东同志指出，要想真

正推广，必须让“前排议员”（指主官）到

会，一把手亲自抓。群众性练兵比武不

只是让群众参与练兵比武。没有领导

的参与，不仅体现不出群众性，还会影

响群众性。正因为如此，军委通知才强

调“主要领导要带头参加练兵比武”。

将强兵不弱，将弱兵难强。正如许世友

将军所说：“有带冲锋的官，就有不怕死

的兵，部队好的战斗作风是靠好的指挥

员带来的。”

新的战争形态呼唤新的比武要求，

新的作战方式需要新的比武模式。用好

抓手练出高手、能手、强手，必须扎扎实

实抓好基础课目的比拼，不搞“越级跳”，

不漏训、偏训、弱训，不在险难课目面前

“绕道走”；必须扎扎实实在全面提高部

队整体战斗力上下功夫，不拉班子拼尖

子、不搞比武“专业户”，实现练兵比武从

“精英赛”向“全员赛”转变；必须扎扎实

实比真功夫、硬本领，不搞“花架子”“假

把式”，不搞比为看，不搞锦标赛，确保每

个比武内容都“含战量”十足。

“群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众智之所

为，则无不成。”把“准备打仗”刻在大脑，

对“如何打仗”成竹在胸，把赛场当战场，

视亚军为败军，全军官兵一定能在加钢

淬火和争锋对决中，砥砺出“一身能擘两

雕弧，虏骑千重只似无”的打赢本领，为

实现强军梦凝聚起更加磅礴的力量。

（作者单位：68302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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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家事私事多，考虑国事军事

少”，作为“和平病”的一种表现，这一现

象在少数官兵身上依然存在。如何看

待使命与家庭、亲情、生命的关系？《尉

缭子》中用“三忘”给出了响亮的回答：

“将受命之日忘其家，张军宿野忘其亲，

援枹而鼓忘其身。”

“公以忘私，国以忘家”，“分内事

也。”在尉缭子看来，“国安则家安矣，君

乐则亲乐矣，民存则身存矣。故受命即

忘家，思报国也；张军则忘亲，虑君事

也；援则忘身，虑民害也”。“三忘”成为

历代军人共同推崇的价值追求，也沉淀

为中华民族的魂魄。

“以身许国，何事不敢为？”我国历

史上有许多精忠报国、舍亲为国、以身

殉国的军人志士，比如，袁崇焕、史可

法、葛云飞、邓世昌等，在国、家、身的价

值选择上，无一不是“三忘”的典范。岳

飞年轻时，喜欢开怀畅饮，皇上告诫他

说：“卿异时到河朔，乃可饮。”于是，岳

飞不再饮酒。皇帝为岳飞修建了一处

住宅，岳飞推让说：“敌未灭，何以家

为？”有人问岳飞天下到什么时候才会

太平，岳飞说：“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

死，天下太平矣。”

《资治通鉴》记载，辽西太守赵苞的

母亲、妻子和孩子，被鲜卑军劫为人

质。当赵苞率领2万人马与鲜卑军对阵

时，鲜卑军推出赵苞的母亲相威胁。赵

苞哭喊着对母亲说:“为子无状，欲以

微禄奉养朝夕，不图为母作祸。昔为母

子，今为王臣，义不得顾私恩，毁忠节，

唯当万死，无以塞罪。”他的母亲反而安

慰他说：“人各有名，何得相顾以亏忠

义，尔其勉之！”赵苞听后，立即进兵，大

败鲜卑军。

在国家存亡与个人安危冲突之

际，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每名军人都

应以国家利益、民族大义为重，勇于效

命疆场、献身使命，以马革裹尸为荣，

以贪生怕死为辱。三国的曹植在《白

马篇》中写道：“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

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

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

死忽如归。”宋代的文天祥曾说：“但令

守吾贞，死生浩无愧。”明代的于谦说

过：“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

间”。这些与“三忘”的价值选择都是

一致的，反映出一名军人必须具备的

道德操守和思想境界。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

鄙者的通行证。多少军人因为“三忘”

而被历史永远铭记，一些军人也因为

“三不忘”而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

上。甲午平壤之战结束后，日军在清理

清军遗弃物品时，发现清军将领卫汝贵

妻子写来的信：“君起家戎行，致位统

帅，家既饶于财，宜自颐养。且年事已

高，望善自为计，勿当前敌。”卫汝贵将

家室安逸置于国家安危之上，开赴前线

之前已将23万两饷银运回家中。战争

打响后，他和叶志超弃城狂逃500里，真

正落实了他妻子“勿当前敌”的嘱托。

此信后来被日本作为败军亡国的反面

教材警诫其国人。

使命重于一切，使命高于一切。我

们倡导“三忘”精神，并不是说不要、不

爱自己的家、亲、身，而是说当军人的使

命、职责与军人的亲情、生命发生冲突

时，比如，面临“受命之日”“张军宿野”

“援枹而鼓”等特殊处境时，军人必须做

出“三忘”的选择，“无忌嫉之心，无私利

之见，苟利社稷，生死以之。”

忠诚使命、献身使命，是新时代革

命军人职业品质的集中体现，是对党

和人民的庄严承诺。军人最大的荣誉

是在英勇无畏战斗中赢得的，军人至

高的忠诚是在勇于牺牲奉献中体现

的。我们要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

时代使命任务，就应做好随时打仗的

准备，除了胜利一无所求，为了胜利一

无所惜，“就行列则忘其亲，冒矢石则

忘其身”。

（作者单位：警官学院训练基地）

有感于《尉缭子》中的“三忘”
■黄兆坤 丘炜堃

“政治防线被无情地冲垮了，一发

不可收拾。”一位落马官员在忏悔中

说：“一定要以我为鉴，把政治防线筑

得牢而又牢……”

如今悔恨将何益，肠断千休与万

休。个别领导为何沦为阶下囚？政治上

不设防是条主要原因。正如习主席强

调的，“领导干部严格自律，要注重自

觉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作斗争，从

自己做起，从身边人管起，从最近身的

地方构筑起预防和抵制特权的防护

网。”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的党员干

部政治防线脆弱，面对冲击很快就被

“拍在了沙滩上”；有的对一些明显政

治问题“犹抱琵琶半遮面”，由政治上

模糊变为政治上糊涂；还有的当“开明

绅士”，搞“爱惜羽毛”，对政治谣言不

亮剑不斗争。诸如此类，使防线在退守

中失守，在失守中失败。

“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筑牢政

治防线，提高政治意识是关键。毛泽东

同志对政治学习非常重视，并提出了

“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

魂”的论断；林伯渠“凡事都先从政治

上考虑”，实现了一辈子都不犯政治性

错误；范匡夫“把提高政治意识当作家

常饭吃”，在单位营造出廉洁务实的徐

徐清风。政治意识如堤坝之底座、大楼

之根基，对个人的成长和发展至关重

要，须臾不可轻视。

让政治防线固若金汤，离不开过硬

的政治敏锐性。遇事多想政治上的要

求，谋事多想政治上的影响，做事多想

政治上的后果，认识问题自觉从政治上

分析，处理问题主动从政治上考量，方

能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诱惑面前，保

持“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政治定力。

当下，各种信息真假难辨，各种声

音此起彼伏，敌对势力毁根、蛀魂的形

式更多样，手法更隐蔽：通过“礼尚往

来”引人上钩者有之、依靠“感情投资”

拉人下水者有之；名为“改善”实为“改

变”者有之、穿上“马甲”诱人“落马”者

有之。没有“火眼金睛”般的政治鉴别

力，就很可能“中招”“中枪”。掌握和

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深入剖析

西方宪政民主、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

主义等错误思潮的本质，揭露其“庐山

真面目”，便会识得大是大非，辨得真

真假假，摸清虚虚实实。

我们常说，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

料制成的”。“特殊”在何处？重要就在

于共产党人具有过硬的政治意识、政

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有这种“特殊

材料”筑成的防护网，有“于安思危，危

则虑安”的高度警醒，有“洁白而公，居

官无私”的绝对纯洁，即便面对惊涛拍

岸、卷波如雪的狂澜巨浪，也定能“千

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

用“特殊材料”筑牢政治防线
■李 杨 吴茜文

我国蒙古族有一种“顶碗舞”。每

逢重要的宴会，能歌善舞的蒙古族同

胞们头顶盛满清水或奶酒的小碗，在

音乐声中翩翩起舞，在不失灵动的同

时，又能做到碗里的水一滴也不外

溢。维护共产党员、革命军人的良好

形象，就要像跳“顶碗舞”一样，小心翼

翼且滴水不洒。

“不虑于微，始成大患。”置身互联网

时代，党员干部的一言一行都可能被放大

和检视，一句雷语都可能引发一场“舆论

风暴”。习主席多次引用“千里之堤溃于

蚁穴”“温水煮青蛙”等典故，强调要“多积

尺寸之功，经常防微杜渐”。党员干部只

有自觉践行“三严三实”要求，常怀敬畏之

心，注重细节小事，才能保持和树立自己

的良好形象。不然，“今天洒一点，明天洒

一点，时间长了，形象也就没了。”

水滴石穿，绳锯木断。“头顶一碗水

不洒”，怕的是点滴之失，更难的是经年

累月。前行的路走得远了，有些人就忘

记了当初为何出发；自己的官做大了，

有些人就忘记了“为谁当官、怎样用

权”；手中的权力变重了，有些人就忘记

了还有党纪国法的约束。维护自己的

良好形象，一时一地易，一生一世难。

党员干部应时刻做到心存敬畏，手握戒

尺，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

革新、自我提高能力。

要做到“头顶一碗水不洒”，最关键

的还是要强身健体、固本培元。身子稳

了、脖颈硬了，头才不会晃、水才不会

洒。“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现

实生活中，有的视“微腐败”为礼尚往

来、人之常情；有的组织纪律意识淡薄，

对待上级要求敷衍塞责、心存侥幸，只

要60分不求100分；有的“话难听、脸难

看、事难办”……这些问题反映出个别

党员干部理想信念缺钙，党性修养缺

失，政治意识缺乏。“总开关”出了问题，

出轨越界、跑冒滴漏就在所难免。

像跳“顶碗舞”一样维护良好形象，

光靠一个人的自觉不行。金无足赤，人

无完人。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集体，

由于种种因素，不可能不犯错误。英国

作家莎士比亚说：“知错就改，永远是不

嫌迟的。”党员之间经常“红红脸”，大庭

广众之下才能“不丢脸”。对于缺点和

不足，晚改不如早改，被动改不如主动

改。只有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发扬批评

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及时发现问

题，坚决克服不足，才能把错误消灭在

萌芽状态。

古人讲求“慎独”，追求“衾影无

愧，屋漏不惭”的境界。今天，我们共产

党人更应有这样的自省意识和自律精

神，慎始、慎独、慎微，永远做到“不

洒一滴水”。

维护形象要“滴水不洒”
■黄 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