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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心声

某部为方便基层反映意见，在部队
局域网开设了“首长信箱”栏目。刚开
始，官兵纷纷反映情况和问题，对部队建
设提出意见和建议。可没过多久，部队
领导发现，“建议”大都是认识和体会，或
者变成变相的表扬，有价值的意见寥寥
无几。一问才知道，个别机关干部怕反
映的问题太尖锐，对官兵发帖进行了筛

选和过滤。部队领导随即进行纠正，使
“首长信箱”恢复了本来面目。这正是：

设立信箱听意见，

机关无端作筛选。

基层心声变了味，

浓汤稀释兵心寒。

洛 兵图 杨 阔文

玉渊潭

八一时评长城瞭望

“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

丹。”科研事业是寂寞者的事业，科技

工作者是无私的奉献者。

习主席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

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

会上的讲话，对我国两院院士给予高

度评价，指出：我们的很多院士都具

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的深厚情怀，都是“干惊天动地

事，做隐姓埋名人”的民族英雄。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科研之功

乃“非常之功”。立“非常之功”

者，必待“非常之人”。长期以来，

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怀着深厚的爱

国主义情怀，凭借深厚的学术造诣和

宽广的科学视角，为祖国和人民作出

了彪炳史册的重大贡献。中华民族走

向伟大复兴的时空中，闪耀着众多科

学家奋力前行的夺目光芒。从钱学

森、邓稼先、罗健夫、蒋筑英，到黄

大年、钟扬……每一件大国重器、每

一项重大创新突破背后，都有他们辛

勤劳碌的身影。是他们的无私奉献，

托起了一座座科技创新的丰碑；是他

们的艰辛努力，助推了我国科研事业

的腾飞。他们是浩瀚宇宙中的点点繁

星，是广阔海洋里的片片风帆，是值

得全人类学习和尊崇的英雄楷模。

科学研究是一项艰辛的事业，科

研之路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科研事

业的特殊性，决定了从事这项事业的

人，注定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

做出比常人更大的牺牲。林俊德搞核

爆炸研究，扎根大漠 52年；陈能宽

搞“两弹一星”，隐姓埋名25年。黄

旭 华 搞 核 潜 艇 研 究 ， 隐 居 荒 岛 30

年。他说：祖国的需要，使我选择了

这“不可告人”的人生。冲天而起的

蘑菇云，如同华夏儿女扬眉吐气的惊

天雷；劈波斩浪的大舰船，正是中华

民族不屈的钢铁脊梁。没有他们的努

力与奉献，我们可能还要在民族复兴

之路上艰难跋涉很久。

“一心向着自己目标前进的人，整

个世界都会给他让路。”2014年初，

习主席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颁给

了“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程开甲院

士，这是对我国科研工作者的最高褒

奖，也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鞭

策和鼓舞。

板凳要坐十年冷，耐住寂寞方有

成。75岁高龄登上我国最高科学技术

奖领奖台的赵忠贤，他“坐得住、钻

得进、研得深”，50年如一日从事超导

研究。在漫长而曲折的研究之路上，他“热的时候坚持，冷的时候也坚持”，

一辈子就干一件事，终于取得震惊世界的成就。他常对年轻人说，“你们别像

穆桂英一样，身上插好多旗子，做事情要集中一点，不要精力太分散，不要

选太多，这个也干那个也干”“要选一个坚持十年，扎下根去，才能枝繁叶

茂”。

“欲多则心散，心散则志衰，志衰则思不达。”面对严肃而艰辛的科学

研究，如果急功近利，今天投入，明天就想见效，总想“一口吃成个胖

子”，是很难有什么成就的。现在，少数人不安心、不专心科研工作，有的

把科技创新当作“敲门砖”，整天忙于跑项目、要经费、报成果。我们要通

过营造良好创新环境、完善体制机制等措施，努力形成人尽其才、才尽其

用、人才辈出的良好局面。

有这么一个故事：一个人爬山，越往上走，他越觉得背包里东西沉

重，于是就一路走一路抛。当到达山顶时，他突然发现除了一身衣服，其

他的都被抛得一干二净。科学家需要聪明的大脑，但更需要“科学家精

神”。这种精神，更多的就是牺牲奉献的精神、吃苦耐劳的精神。只有甘愿

把虚名浮利都抛下，多做“地平线以下”的工作，多做“续火添柴”的工

作，才能攀上科学的最高峰。

“大千宇宙，浩瀚长空，全纳入赤子心胸；惊世两弹，冲霄一星，尽凝铸

中华豪情。”我们不会忘记这感天动地的牺牲，我们不会忘记这甘之如饴的奉

献。给牺牲者更多的关爱，给奉献者更多的褒奖，让未来祖国的科技天地群

英荟萃，让未来科学的浩瀚星空群星闪耀。

（作者单位：武警山东省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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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遇到快意的事，往往会情不自禁

地喊一声“爽”；遇到扫兴的事，也常

常会懊丧地抱怨一句：“不爽！”

爽，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爽过

之后怎样，可能很少有人想。

世有以爽而痛者，有以爽而病者，

亦有以爽而伤者，甚或有以爽而亡者。

袁中郎《书游山豪爽语》，讲了这

样一件事：

他有一友人，以豪爽自喜。他们一

道到北京的西山去玩。那时正是初春。

补充一句，北京的初春还很冷，尤其是

西山一带，残冬的酷寒犹在。

可他这位友人，裸体光脚，跳入玉

泉山的裂帛湖。人们都为他的豪爽举动

而惊异，他自己也沾沾自喜。

几年之后，袁私下里问他：“你往

年光着身子跳入裂帛湖中，可称得上豪

爽了。”友人欣欣然。袁再问说：“北方

初春，冰雪稜稜，你跳进去的时候，难

道一点痛苦都没有吗？你说句实话，不

要欺骗我。”

朋友回答说：“非常痛苦，至今冷

气入骨，落下脚痛病，到现在还没有

好。当时只觉得很豪爽，没想到其害如

此。”

中郎感叹：世上豪爽事，其不像裂

帛湖中澡身浴足这样的，是很少的。

《饮酒说》里，袁中郎又说：

他在北京做官时，每夜读书至二

更，取酒两小瓶，与朋友一起痛饮。喝

完一小瓶后，便有醉意。醉中看见白墙

壁上自己的影子，须髯也随着筷子一动

一动的，大家相顾大笑，“其寂寞如此”。

世上许多无聊事，都是在“寂寞”

时干出来的。跟他们在一起聚饮的蹇大

司马，喝起酒来不但是少有的豪爽，而

且“全不择酒”，有时候遇上大热天，

酒坏了也全不管。这里，袁中郎描写得

简洁生动：

“每饮只一吸，即以杯向下曰：

‘干！’”

可最后的结果是，这位蹇大司马

“颇为酒困”，头晕不能起，不得不延医

诊治。

中郎自己呢，也“素有酒名”，每次

饮酒，只要他不喝，主人就感到奇怪而强

劝他。等到渐渐喝得多了，不待人劝，就

自己主动端杯子喝起来了。中郎把这叫

“下坡酒”，说他自己于酒，既不能逃，又

不能戒，“败我之德，伤我之生，害我之

学道者，万万必出于酒无疑也”！

慢慢年龄大了，感到“老人不宜过

饮”，亲友们也不常聚饮了。他说自己

后来的“读书多，著述富”，原因都在

于“应酬绝而饮酒少也”。这是他用自

己的亲身经历，把约束与放纵的利害都

说清了。

劝人以爽为戒的，还有一位苏东坡。

他在《书柳公权联句》的题跋中说：

一位贵公子在雪中饮酒，边喝边

说：“爽呀，快活呀！”结果，旁边有人

哭起来了。公子感到奇怪，就问怎么回

事儿。哭的人回答说：“我的父亲，过

去就是因爽而亡的。”

苏轼的题跋，还有更深的含义。所

以他接着又写道：

楚襄王登台，有风飒然而至。王

曰：“爽呀此风，寡人与庶人一起来享

受这风。”宋玉听了后说：“这是大王您

独自享受的雄风啊，普通老百姓哪能领

受这样的好风。”

唐文宗有两句诗：“人皆苦炎热，

我爱夏日长。”柳公权在后面续了两

句：“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苏东

坡的题跋照例是好的，他在诗的后面又

题了一句：“可惜当时没有宋玉在其旁

也。”这一题句，一箭双雕，批评了唐

文宗不知百姓疾苦，骂柳公权是个马屁

精，而大大抬高了宋玉。意思是说，如

果当时在唐文宗身边的是宋玉而不是柳

公权，他绝不会续这两句诗，而是会像

劝谏楚襄王那样，说出别的话来。

不同的人，对爽的感受是不一样

的，甚至是决然相反的。对有些人是爽

的事，对另外一些人则可能很不爽或者

说是很痛苦。

豪爽，有本色者，有效颦者；有让

人看着也爽的，也有一看让人作呕的。

袁中郎写道，他们游山时，一友人

说：“我先爬到上面，向草中熟睡一

觉，甚快。”袁说：“你不过是以一觉点

缀山景，非真睡也。我亲眼看见你目所

未合耳。”其人大笑。

袁的意思是，像这样的豪爽，本色

自然。他对这位朋友说：“凡古来醉后

豪爽的人，有些是真性情、真趣味，有

些纯粹是装疯作颠。”晋代阮籍之醉，

唐代王绩之饮，天性也。而米芾之颠，

是人们想避都避不及的。有人想效仿

他，这就过了。倪瓒的洁癖，他自己都

为此苦恼。现在有人以他的洁癖为美而

仿效，“真是令人作呕”。

北宋词人苏舜钦中举后，写诗道：

“爽如秋后鹰，荣若凯旋将。”清代的王

渔洋评曰：“考上学”是个平常的事，

而口角如此津津，他早早就废了而没能

腾达，于此略可见矣。

对一般人来说，尚且不能成天地

“爽呀爽呀”的，对在上者来说，就更

不能一味求爽，所谓“快心之事生而伤

心之事起矣”。

爽 戒
■一 丁

战争打响，谁会端着玩具枪上战

场？这样的事恐怕不会有。因为战场是

真刀真枪的生死较量，玩“花枪”会立

时丧命，后果立竿见影。但如果仗一时

打不起来，会不会有人玩花的、弄虚

的，这就很难说了。剖析一下这种现

象，对减少和平积弊兴许会有启发。

前不久，到执行任务部队调研，许

多基层主官说，自从到一线执行任务，

机关作风实了，基层风气变了，和平思

想没了，战备意识强了，假大虚空少

了，训风演风实了。不少基层的同志

有一个共同感受：执行任务前，机关打

电话不是要材料、报情况，就是下任

务、提要求；执行任务后，领导和机关

问的大都是“有什么需求”“需要解决

什么问题”。执行任务前，机关到基

层，常常是问卷调查、检查考核；执行

任务后，机关是主动上门、特事特办。

执行任务前，基层反映问题，往往被推

来推去，有时还被批评为乱提意见；执

行任务后，是鼓励官兵多提意见、反映

情况……

这些显而易见的变化，一个重要

原因就是任务变了、环境变了：对手

近在眼前，阵地清晰可见。稍一疏

忽，就可能丢了性命；一招不慎，就

可能全盘皆输。如果说，以前可以打

个盹儿，现在“睡觉也要睁只眼”；以

前可以偶尔偷工减料玩虚的，现在谁

敢在敌人眼皮底下搞假把式？就像一

个作训部门的负责人说的：许多年

前，部队很少打实弹。打实弹也是为

了应付考核、完成弹药消耗，不放心

的弹不打，不放心的人不上。现在都

是强训精训全训实训，过去那种“危

不施训、险不练兵”现象基本不见了。

徐海东将军说过：“作战为治病之

良药。”任务部队与非任务部队的区

别，就在于前者始终处在真刀真枪的

前沿，时时处处有情况的刺激，所以

官兵的眼里只有战斗没有和平。而后

方部队相对离前沿较远，听不到枪炮

声，闻不到硝烟味，一些人因而认为

战争离我们很远，头脑里打仗那根弦

松了。而一旦过惯太平日子，患上

“和平麻痹症”，就必然看不清面临的

危机、当下的时势，朦朦胧胧、迷迷

糊糊，觉得要求低一点、训练差一点

无伤大雅，演习有脚本、会议有流

程、文书有模板、发言有稿子，这些

“习惯”就会慢慢发展成“自然”，甚

至认为那些程式化的整齐划一、套路

化的井井有条，没有什么大错。

“花枪”敌不过“真枪”。真刀真

枪与假把式，是一对尖锐对立的矛

盾。“稻草人”吓不倒对手，虚张声势

赶不走敌人。在真枪实弹面前，假把

式就像纸糊的老虎，一戳就破。除非

有人成心送死，否则是没有人会在血

与火的战场面前，搞那些装模作样、

假模假样的东西的。这就要求把平时

那些“只好看，上阵无用”的东西扫

荡干净，把“徒支虚架，以图人前美

观”的招数赶出训练场。临阵行不得

的，平时也练不得；不是临阵实用

的，平时也不能学、不能练。

面对真刀真枪，只有一招，那就

是以真对真，真枪实弹，真抓实练，

真打实备，真考实评。坚持仗怎么打

兵就怎么练，打仗需要什么就苦练什

么，部队最缺什么就专攻精练什么。

只有“以今夜准备战斗”的姿态抓战

备，以打仗的心态谋打仗，紧贴作战

任务、作战对手，突出对抗性、检验

性演练，多搞实兵对抗、无预演的检

验，把训练条件设真设险，把问题解

决在平时，把短板补齐在平时，把能

力练强在平时，才能让官兵洒下的每

一滴汗水都凝结成战斗力。

打仗真刀真枪，哪还敢搞假把式
——任务部队和平积弊减少的启示②

■鲁闻恋

基层建设风气的好转，让越来越

多的官兵看到：注重“背景”的现象

越来越少，有“背景”远比不上有

“背影”。反过来说就是：“背影”胜过

“背景”。

曾几何时，有“背景”的人很多很

吃香，优秀的不如作秀的，攻山头的不

如拉山头的。那个时候基层干部常说：

苦干实干有才干，不如有个好籍贯；有

“背影”的咋干都不如有“背景”的！

那种坏风气，亲了个别人，伤了一批

人。那些没有“背景”的人，要么被

湮没无闻，要么黯然离去。

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了。上上下下

越来越重实干，越来越重“背影”。有“背

影”才有威信、受爱戴，实干才能受重用、

有发展。过去那种拉关系、搭天线的现

象，不但没了市场，而且受人鄙视，在基

层没有立足之地。官兵说，本领就是本

钱，能力就是威信。那些“台上说得头头

是道、台下做得莫名其妙”的干部，过去

是“口服心不服”，现在是口也不服，心也

不服。时间久了，他们就会在基层失去

威信，失去官兵的信任，也从而失去号召

力，失去带兵的资格与资本。

“背景”与“背影”，音形相近而

意义迥然不同。“背景”是靠关系，

“背影”是靠自身；“背景”是仰仗别

人提携，“背影”是依靠自己努力。

“背景”只能靠一时，“背影”才能管

长远。所以，“背景”是个冰山，“背

影”才能真正在官兵心中立起丰碑。

“背影”胜过“背景”
■张存吉

关注战略的人越来越多，强化各级指

挥员战略意识、战略思维已成为热门话题，

这是好事，有利于破除独居一隅看问题的

偏向。但在重视战略的同时，还必须重视

战术素养的提升。

在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世界日益变小的

今天，战略决策、战术行动的作战特点更加

凸显，战略的重要性不言自明。战略意识

欠缺，战略决策失当，官兵的一切努力都将

无功而返。但诚如军事专家所言：“如果军

人不能恰如其分地表现，无论用来追求达

成政治目标的战略如何高明，整体行动必

将失败”，因为“战略并非战争的最终仲裁

者，战场才是”。

朱德曾指出：“一般说来，战略要寻找

敌人的主力，战术要寻找敌人的弱点。”这

也告诉我们，率军出征、领兵打仗，战略有

战略的价值，战术有战术的效用。战术靠

战略引领，战略靠战术执行，二者既相互关

联，又不能彼此替代。打赢战争的不二法

门，是正确的战略与灵活的战术的完美结

合。历史上那些优秀的指挥员，无不集战

略、战役、战术素养于一身。

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与各位老帅不

仅是战略大师，同样也是战术行家。沙家

店战役时，毛泽东对堑壕修在什么地方，指

挥所设在哪里都一一过问。石家庄战役

前，朱德亲临前线，组织部队进行登城、爆

破、突击和巷战训练。平汉战役中，刘伯承

不但拟制战役计划，规定战役协同纪律和

注意事项，还明确关于野战、村落战斗、夜

间战斗、特种兵战斗的具体战术。

韩非子云：“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

书者家有之，而兵益弱，何也？言兵者

众，而披甲者少也。”现在，个别指挥员讲战略人云亦云，谈战术不知所云，

言兵论战动辄世界风云，却难以静下心来研究具体细节，难得扑下身子演练

具体打法，致使“不会判断形势、不会理解上级意图、不会定下决心、不会

摆兵布阵、不会处置突发情况”的问题愈发突出。

二战名将古德里安讲过这样一句话：工程师是设计武器的，指挥员是设计

战术的。当时德法两国的坦克数量与性能不差上下，德军之所以仅用六周时间

横扫法国，就在于古德里安创造了“闪击战”这一崭新战术。“历来建大功立

大业的将帅，对于战术的原理原则，无不融会贯通，相机活用。”时代发展到

今天，各国军队的军事战略越来越透明，武器装备也越来越趋近，将来战场上

的比拼，战术的运用更加广泛。战略素养得之不易，战术素质求之也难，唯有

下真功夫、深功夫，方能相得益彰、活学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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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训论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