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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官兵为了从网上获得优惠
商品，请求战友帮忙“砍价”。然而，
点开相关链接时往往需要输入手机
号及验证码，甚至要求绑定银行卡和
身份证，极易造成个人信息泄露。这
种现象必须引起我们警惕。

这正是：
网购总嫌价格高，

战友相援砍一刀。

信息输入埋陷阱，

保密莫向脑后抛。

李 坤图 汉唐风文

长城论坛

基层心声

八一时评长城瞭望

“你是队长，不是家长。”电影《红海

行动》中，狙击手罗星在追捕海盗时脊柱

神经被打穿，队长杨锐对队员们隐瞒这

一残酷事实后，舰长高云说出了这句意

味深长的话。言外之意就是，带兵人不

能像家长一样处处护着战士，而要让他

们直面战场的惨烈，懂得军人的含义。

军人生来为战胜。自从穿上军装

的那一刻起，军人就进入了战斗模式：

打仗或准备打仗。从这个意义上讲，带

兵人就是那个要把战士带上战场的人，

把队伍带向胜利的人。战场是血与火

的比拼、生与死的较量，不会偏袒任何

一支军队，也不会偏爱任何一名军人。

打仗你死我活，带兵必须从难从严。雄

师劲旅不是护犊子护出来的。平时带

兵“朝食不免胄，夕息常负戈”，战时领

兵“马踏三秋雪，鹰呼千里风”，才算是

一名合格的带兵人。

然而，个别基层干部对战士不放心、

不撒手，像家长一样看着护着，生怕磕着

碰着。个别单位对在外人员管理实行

“一日双查、一日两报”制度，要求每天汇

报两次，干部骨干每天询问两次，遇有通

知通报必须立即传达。有的家长打电话

说：“是不是我们孩子在部队干得太差

了，让领导这么不放心。”有的战士外出

或派公差，也要干部亲自带队，以至于连

队干部“不够用”。这样带兵，可能暂时

不会出事，但容易把兵带“傻”了、把官兵

关系带“远”了、把内部环境带“冷”了。

“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

还。”其实，每一名战士既然来参军报

国，就有刻苦磨练、奉献牺牲的基本觉

悟。带兵人切不可把战士的使命意识、

献身精神和抗压能力看小了、看轻了、看

扁了。如果为了保安全而降低标准，危

不施训、险不练兵；如果为了不出事而层

层加码，找琐碎事拴兵、用土规定捆兵，

就练不出必杀技，练不就伏虎拳，走上血

火战场怎能制胜强敌？这看起来是爱，

实则是害，是对战士生命、军队未来的极

不负责任，战士不但不买账、不领情，还

会产生逆反心理、厌烦情绪。

未来信息化战争打的是“短、平、

快”，大多数情况下是小规模作战，甚至

是单兵行动，面临的风险挑战更多、生死

考验更重。如果平时带兵不放手，那么

战时应战怎能放单飞？练打仗不是过日

子，带兵人莫当监护人。依据从严治军

要求，按照条令条例规定，敢于放手摔打

锤炼，让官兵直面生死考验，严在法内、

严之有据、情理交融，才能把兵带得嗷嗷

叫，带出血性胆气、带出胜战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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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敌人越过我边界，听到炮火在

耳边轰鸣，保家卫国的情怀、求战求胜的

血性一下子就起来了。”来自国际维和、

联合军演、边境管控、海上维权、大洋护

航等任务部队的调查显示，受领任务之

前，不少官兵认为现在是和平年代、仗一

时打不起来，有的后顾之忧比较多。

可是，一旦走到战场前沿，大部分官

兵感到冲突随时可能发生、战斗气息扑

面而来，主动写请战书，自愿推迟离队，

甚至对身后事也作了安排。一位战士给

父母写信：“如果我牺牲了，你们一定要

趁着年轻再生一个，替我尽孝。”

“有了这样的战场环境，哪还敢有

安逸思想？有了这样的敌情观念，哪还

会有和平积弊？”一位旅领导深有感触

地说，执行急难险重任务，虚事闲事杂

事明显少了，官兵享太平、过日子、怕苦

累的念头也打消了。

“一线不愿下火线，二线争相上前

线。”机关调研了解困难，任务当头，没

有一个官兵反映生活艰苦、家庭困难

的，说的都是与打仗直接相关的事。一

名战士发高烧仍撑到换岗，刚走出敌人

视线就一头栽倒在地，醒来后的第一句

话是：“我为祖国站岗，决不能在对手面

前倒下。”

从“生活味”到“硝烟味”，一前一后

变化如此之大，让人不禁发问：这样严

阵以待的敌情观念、闻战则喜的战斗激

情、紧而又紧的战备意识，怎么会从天

而降？我们一直下大力气破除的“仗一

时打不起来、打起来也轮不上我”“打仗

是领导的事、是军事机关的事”等和平

思想，怎么会一夜之间烟消云散？

想想革命战争年代，我军指战员整

天备战打仗，睡觉吃饭都得想着防敌人偷

袭，哪会有什么“和平病”！正如一位开国

将帅所说：“老想着过日子，不但过不好日

子，可能连小命都没有了。”

反观当下，个别单位以不打仗的心

态做打仗的准备，以打仗的标准干与打

仗无关的事。有的机关干部把工作当

成上下班，把参加值勤值班、战备演训

当“出公差”。少数官兵只见太平盛世、

不见群狼环伺，谈论较多的是“房子的

价格”“汽车的牌子”“赚钱的点子”，而

关注军情热点、实战训练、武器装备的

较少。

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某种

程度上讲，关键是少了任务部队十万火急

的军情、争分夺秒的备战、你死我活的斗

争。我们常说，用兵之要，必先察敌情；常

胜之家，必先悉敌人。可是，敌情是什

么？敌人在哪里？很多时候，敌情大多

在沙盘里、地图上，敌人往往在想定里、

“蓝军”内。但在任务部队，敌情就在身

边，敌人就在眼前。因为，天天临阵对

敌，战斗随时打响。

战场让一切变得简单。试想，如果敌

人就在面前挑衅，你还能沉醉于“享太平”

吗？如果海盗就在前方出没，你还能甘心

当“旁观者”吗？如果雷区就在脚下延伸，

你还能热衷于“过日子”吗？显然不能，战

场之上、敌人面前，再存有和平念想，就可

能成为虎狼之食，沦为国家的罪人。

然而在当前，任务部队毕竟是少数，

一味靠“狼来了”点燃官兵思想上的狼烟

是不现实的，坐等走上战场让和平思想

自然消失更是十分危险的。从现实情况

也看到，一些部队进入战备状态后精力

高度集中，一旦局势有所缓和，个别官兵

就会放松警惕，有的甚至讲：“看样子是

打不起来了，天天准备还有必要吗？”

那么，没有任务部队的“任务”，就

一定练不出箭在弦上的敌情观念、引而

待发的战备意识吗？答案显然是否定

的。任务部队和平积弊减少足以说明，

“和平病”不是不治之症，只要环境足够

逼真，就能逼走一些和平思想、赶走一

些和平做派、挤走一些和平套路。

其实，习主席早就为纠治和平思想

开出了药方：“部队还是要练，不采取实

战化练兵，不加强练兵的力度，就无法

消除‘和平病’”“枕戈待旦不是唱歌唱

出来的”……言武备者，练为最要。军

事训练是未来战争的预演。只要各部

队自觉拉近训练与实战之间的距离，何

愁不能像任务部队一样，逼得过日子思

想无处遁形呢？

我军的核心职能是打仗，没有一支

没有“任务”的部队。敌情观念不是

“喊”出来的，而是靠实战化练兵“练”出

来的。每名官兵脑子里永远有任务，眼

睛里永远有敌人，肩膀上永远有责任，

胸膛里永远有激情，时刻紧绷打仗这根

弦，时刻肩扛打赢这座山，时刻等待出

征这道令，就能够铲掉头脑中的锈蚀，

剔除思想上的懈怠，牢固立起“战争准

备时期”的概念。

身临战场环境，哪还敢有过日子思想
——任务部队和平积弊减少的启示①

■张顺亮

玉渊潭

“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

姓。”为官一任、主政一方，是一身正气、

两袖清风，还是以权谋私、贪得无厌，群

众心中最有数、眼里最清楚。

《古今谭概》记载，明宪宗成化年

间，汝宁府杨太守很清廉，而其属下、汝

阳刘知县很贪婪。一次，杨太守半夜便

装出巡，在一间茅草屋里看到一个老太

婆边纺纱，边喊女儿：“天太冷了，把酒

拿来。”瓶里的酒已不多，女儿倒了一杯

说：“这一杯是杨太爷！”又倒了一杯说：

“这一杯是刘太爷！”原来，酒刚倒的时

候，前一杯清澈，后一杯就浑浊了。后

来有人赋诗云：“凭谁寄语临民者，莫作

人间第二杯。”

“第二杯”者，贪官之谓也。莫作

“第二杯”，是老百姓劝诫之言，也是民

心所盼所向。百姓谁不爱好官？这个

好官，首先是个清廉之官。“吏不畏吾

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立

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移公仆之心、

用权不谋一己之私，才能换来既干净又

干事的政声，留下既勤政又廉政的英

名。这样的口碑，不是写在纸上，而是

写在大地上、写在民心里。

《昨非庵日纂》里讲，明朝的汪汝达

在黄岩做县令，减少自己的俸禄，把钱

用来修筑城墙，“寇至而民不惊”。为官

二十几年，他一直清正廉洁，勤勤恳恳，

深得民心。离开黄岩时，手下把平日收

缴的罚金送给他，被他断然拒绝：“居官

自常俸之外，尚有应得者耶？”后来汪汝

达家境十分贫困，以致连饭都吃不上，

只好把住的几间房子卖了维持生计。

黄岩的百姓知道后，凑集了八十两银子

邮寄过去。没想到，此时汪汝达正好去

世，只能作为殓葬费。

人心如秤，衡量谁轻谁重；民意似

镜，照出孰贪孰廉。群众的眼睛是雪亮

的。无论你想什么、做什么、怎么做，他

们都听得到、看得见、分得清。他们不听

你调子唱得有多高，看的是造福于民的

业绩；不看你形象包装得有多好，看的是

廉洁从政的行动。“头顶三尺有神明。”世

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只要贪污腐败、

与民争利，无论你怎么瞒天过海、掩耳盗

铃，也逃不过群众“第二杯”的评价。

东晋王含任庐江郡刺史时，贪婪昏

庸，声名狼藉。而其弟王敦护短，一次

在众人面前说：“家兄在庐江郡政声民

意很好，人们都称赞他。”当时在王敦幕

府任主簿的何充恰好也在场，毫不客气

地反驳道：“我何充就是庐江人，我听到

的与您说的完全不一样。”王敦顿时无

话可说。这正应了那句老话：“要想人

不知，除非己莫为。”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身后留

下“第一杯”还是“第二杯”的定论，关键

要看在任时是“非吾之所有，一毫而莫

取”，还是“眼里识得破，肚里忍不过”。

北魏元庆智为什么留下“十钱主簿”的坏

名？只因百姓都知道，事情无论大小，他

总要先得十钱或二十钱，然后再处理。

为什么有些贪官被抓后，群众拉横幅、放

鞭炮，庆祝其落马？因为，老百姓早已从

“观其行”中看出了端倪。这正是：“在位

满耳阿谀声，离职滚滚骂名来”。

“劝君不用镌顽石，路上行人口似

碑。”公道自在人心，金杯银杯比不上群

众的口碑。时光荏苒，不少为政者成为

匆匆过客，而有人则永远镌刻在人民心

中。从“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下乡

调研从不吃老百姓一口饭，不拿老百姓

一件物，到谷文昌防风治沙，荒岛变绿

岛、宝岛，百姓“先祭谷公，后祭祖宗”；

从“草帽书记”杨善洲一辈子舍小家、顾

大家，树起一座永远的丰碑，到“时代楷

模”廖俊波，为企业兑现一项项政策承

诺，却未曾到企业喝口茶……百姓心中

念他们，口中传他们，永远想他们，就在

于这些好官一心为民、一尘不染，造福

当代、泽被后世。

“人之命在元气，国之命在人心。”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

阅卷人。奋进新征程，担当新使命，人

民将在廉洁从政的试卷上，打上对号还

是问号，判定优秀还是及格，这是每一

名党员干部必须直面的考题。民心如

海，滴水汇成汪洋。修身慎行、怀德自

重，敦方正直、清廉自守，事事念着群

众，时时想着赶考，人人争当“第一杯”，

个个不作“第二杯”，身后留下的必将是

人民信任的眼神、真诚的掌声、传诵的

口碑。

莫作人间第二杯
■侯博超 袁育明

他们扑向大地，却让我们屹立东方；

他们走进历史，却让我们拥抱未来；他们

失去生命，却让我们生生不息……

“谁是英雄？今天，我们一起寻

找！”连日来，由众多新媒体共同发起

的“崇尚英雄 精忠报国”大型网络

互动活动，引发“现象级”传播热

潮，几天内点击量超过几亿次。群众

广泛参与，网友纷纷留言，一起重温

民族脊梁的英雄事迹，寻找普通人身

上的报国故事。

“英雄者，国之干。”英雄是一个民

族精神谱系中最醒目的标识，是一个国

家道德天空上最璀璨的星辰。一首《英

雄赞歌》，从上世纪60年代传唱至今，寄

托着中华儿女不变的英雄情怀。近年

来，从设立烈士纪念日，到全票通过英

雄烈士保护法，再到主流媒体开设“为

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专栏，都表达

了对英雄的尊崇与铭记、捍卫与关爱。

一位网友说：英雄，就是普通人

拥有一颗伟大的心。战争年代流血牺

牲的是英雄，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是

英雄，平常日子无私奉献的也是英

雄。从被犯罪分子持刀砍伤33处的民

警韩伟，到在湖南乡村行医33年的苗

族医生吴忠荣；从护送老人到马路对

面的一位好心司机，到撑起床单接住

从6楼坠下男孩的一群快递小哥……

英雄就在身边，只要在被需要的那一

刻能站出来，你也是英雄。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人

民军队是一支英雄辈出的军队。回望

奋斗征程，英雄烈士灿若群星，熠熠

生辉。正如一位作家所写：“一支有着

90多年辉煌历史的革命军队，从小到

大，由弱到强，风里雨里，血里火

里，一路豪迈地走到今天，其特有的

厚重的传统文化，如同遗传基因，注

定了要给予她的每一位成员一生一世

沉甸甸的收获！”

这份“沉甸甸的收获”铸就了一个

个英雄：无论是永远镌刻在军史上的黄

继光、王杰、邱少云等英烈，还是奋进在

强军征程上的刘珪、满广志、高克等英

才，抑或完成“史诗级”迫降奇迹的川航

机长刘传健、冒着生命危险制止肇事车

辆的郭仕华、危急时刻挽救幼童生命的

刘杨明等退役军人……一个个英雄形

象熔铸成人民军队的精神脊梁，创造一

个又一个奇迹，树起一座又一座丰碑。

大地绿意盎然，是因为每一棵

小 草 的 默 默 坚 守 ； 长 城 坚 不 可

摧 ， 是 因为每一块砖石的无私奉

献。放眼军营，英雄无处不在，英

雄默默无闻。在天塌地陷的救灾现

场，在波涛汹涌的远海大洋，在硝

烟弥漫的演训一线，在冰天雪地的

边关哨所，在艰苦平淡的基层营

连，无数的普通官兵志存高远、脚

踏实地，激情满怀、敢闯敢为，以

青春之我锻造出彩人生，以奋斗之

我绽放强军梦想。

崇尚英雄才会诞生英雄，争做英

雄才会英雄辈出。寻找英雄，是为

了学习英雄、传承英雄，既成为英

雄故事的传播者，更成为英雄精神的

践行者。奋进新征程，担当新使命，

应对新挑战，都需要用英雄精神为灵

魂“补钙”、为品德“提纯”、为本

领“淬火”、为事业“燃烧”。只要

恪尽职守、埋头苦干，见贤思齐、

争做先锋，每名官兵都可以成为

“自己的英雄”。

“我一直以为升旗时我致敬的只

是国旗，后来才发现我致敬的还有国

旗背后的英雄、先烈、历史和永恒的

精神。”“英雄不用身披金甲圣衣，也

自带光芒。”“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

不过是有人为你负重前行”……网上

一条条留言，一张张照片，一段段视

频，传递着对英雄精神的无比崇尚，

凝结为一份独特的全民记忆，汇聚起

强国强军的巨大力量。

光荣，必将传承；英雄，永不独

行！ （作者单位：湖南省军区）

英
雄
，
永
不
独
行

■
张
玉
伟

“‘但是’之前的话，都是毫无意义

的。”电影《权力的游戏》中的这句台

词，虽然有些武断，但对于我们正视话

风、改进作风，颇有一些警示意味。

大多数情况下，“但是”之前的话都

是讲道理、摆成绩，本来几分钟就可以

讲清楚的问题，却要添枝加叶、东拉西

扯，弄出一大堆官话、空话、套话。好不

容易讲到了“但是”，本该讲问题、析原

因、定措施了，却轻描淡写，几句带过。

这样的讲话，既引不起官兵兴趣，也解

决不了实际问题。

话风是作风的影子。一个干部讲

什么话、怎么讲话，折射长期形成的思

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也反映出一个人

的能力素质和思想作风。实际上，直

面问题，有理有据，一语中的，才是真

正有能力有水平。没有较高的理论素

养、问题导向意识、语言表达水准，是

难以做到的。

“言语者，君子之枢机，谈何容

易？”的确，讲话至关重要，但讲好实

属不易。只有对工作极端负责，对

情况了如指掌，对官兵十分关心，对

解决问题非常重视，真正把“但是”

之前的话讲短，把“但是”之后的话

讲实，才能起到求真务实、推动工作

的效果。

少讲“但是”之前的空话
■赵瀚坤

“以前接电话不是下通知、就是要

材料，现在多是商量甚至是请教怎样

抓战备，没有了空话套话。”一位执行

边境管控任务的教导员说，自从受领

任务后，明显感到上级下达命令、下发

通知少了精了，都是“拣要紧的说”。

这样的“战场感”，对于我们下发通知、

下达文电、撰写材料同样有很强的借

鉴意义。

军队是要打仗的。一份通知，一纸

命令，可能关乎战斗胜负，影响战争全

局。可以想见，战场炮火连天，战斗你死

我活，危险随时发生，哪有时间去推来推

去，哪里容得下长篇大论？战场上，言简

意赅、直中靶心是大家的思想共识和自

觉行动。大多时候半页纸、几行字就是

一张战斗通报，甚至一份战役命令。

今天，我们这支军队长期处在和

平年代，一些人的“战场感”随之减弱。

笔杆子连着枪杆子。脱离实际、穿靴戴

帽的拖沓文风，平时影响工作，战时可

能吃败仗。只有从下发的每一份通知、

文件、材料做起，做到短、实、新，摒弃

假、长、空，力求靶标精准、弹无虚发，切

实养成“硝烟味”浓郁的好文风，才能在

未来战场上多几分胜算、少一些隐患。

多下有“战场感”的文电
■尹鹏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