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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时评

玉 渊 潭

长城瞭望

基层心声

长城论坛

某部官兵在训练中开展“小比拼”
活动，有效激发了训练热情。但是，个
别战士私下约定输了的要请客，甚至直
接讲好价钱。这种做法让“小比拼”变
了味，损害战友情谊，助长不良习气，影
响单位风气。为此，该部对这一现象及
时叫停。

这正是：
校场竞逐力相搏，

砥砺本领为报国。

输赢岂能设“赌约”，

莫被铜臭染污浊。

洛 兵图 郑文一文

清代梁章钜的《浪迹丛谈》记载

了张居正的一段论述：仿制一件造型

简单的古器，原本不难，但吴中之地

的工匠，为了逼真还原那种古拙之

美，不惜耗费大量财力、花上几年时

间精心打磨。这种为了看起来“拙”，

下功夫弄“巧”的做法，被张居正称为

“以拙为巧”。

作为一种艺术风格，“以拙为巧”

无可厚非。万历年间的鉴赏家王世

贞，评价王宠的书法是“以拙为巧，婉

丽遒逸，为时所趣，几夺京兆价”，持的

是一种肯定态度。然而，对于人，特别

是为官之人来说，“以拙为巧”绝非什

么赞美之词。

张居正说，在他所处的年代，有些

官员很清楚朝廷“恶虚文、责实效”，所

以费心卖力地装出一副拙直任事的样

子。究其实质，则不过是想为仕途晋升

而积累资本。这种现象，何尝不是一种

“以拙为巧”。

如果说“以巧为巧”是把花招和伎

俩使在明处，比较容易识别，那么“以拙

为巧”由于其伪装性、隐蔽性较强，就不

太容易看破了。如果对其丧失警惕，很

容易上当受骗。《浪迹丛谈》中举出一

例：清代的汪稼门任福建总督时，凡是

遇到“披敝衣、着旧靴”的牧令，都高看

一眼、厚爱三分。孰料，到头来“皆被猾

吏所欺也”。

这不禁让人想起电视剧《人民的

名 义》里 的 赵 德 汉 ，住 的 是 老 旧 楼

房，吃穿用都很朴素，还口口声声说

自己是“农民的儿子”。谁能想到，

正是这样一个“朴拙”之人，贪污受

贿数以亿计。可见，“以拙为巧”者

古 今 皆 有 ，而 且 越 是 摆 出 逼 真 的

“拙”态，越是可能用足了“巧”劲。

他们之所以不惜代价地装模作样，

归根结底是为了掩人耳目，更好达

到自私自利的目的。

也有些人的“以拙为巧”，不是日

积月累的“形象建设”，而是特殊时刻

的“急中生智”。这样的情况就更加

考验“演技”。钱泳的《履园丛话》中

记载，清雍正年间，某同知任满，依例

进京朝见皇帝。没想到，他的官帽中

藏有一只蝎子，螫得他火辣辣地痛。

但按照礼制，在那样的场合不能摘下

官帽，否则就叫“失仪”，是对皇帝的

大不敬，要受处分甚至丢官。他没法

取出蝎子，又不敢哭出声，眼泪鼻涕

直往下流。

雍正帝见他这副模样，感到奇怪，

询问他流泪的缘故。这位同知连忙伏

地叩头说：“臣感念圣祖仁皇帝多年深

仁厚德，臣家两世受恩，因此情不自禁

流泪。”雍正帝只当他是老实人，以为

他有良心，便把他提为知府。后来人

们知道了事情原委，就送了此人一个

外号——“蝎子太守”。试想，这样一

个善于逢场作戏的“老实人”，怎么可

能真心实意干好工作，怎么可能为官

一任造福一方？

如果任由“以拙为巧”的人混迹官

场，危害很大；其中的“演技”过硬者，危

害更大。就如阮葵生在《茶余客话》提

到的“白土”，俗名“光粉”，放在米中能

够增白，是市井之人作假的手段。然

而，“白土”毕竟不是真米，反而“耗米中

之精华，久而膏枯，食之无味”。同理，

“以拙为巧”的人多了，真正的拙诚之人

要么受到排挤，要么受到玷污，久而久

之，从政环境就会被腐蚀，政治生态就

会被污染。

其实，“以拙为巧”算不上真聪

明，搞不好就会弄巧成拙。辩证地

看，巧与拙也并非完全对立、不可调

和。既守护拙诚之心，又用好巧谋

之 智 ，让 巧 与 拙 各 归 其 位 、各 尽 其

用，方能干出不凡的工作业绩，抵达

不凡的人生境界。

岂可“ 以拙为巧”
■魏 寅

一些基层官兵感慨：教室里一堂40

分钟的大课，听完之后没留下啥印象；

网上一段10几秒的短视频，却能在脑

子里反复“重播”。这话虽有调侃的成

分，却反映出一些单位搞教育时面临的

“尴尬”。

当前，智能手机和互联网深度融入

官兵生活。单从时间上看，读一篇网

文、刷几个段子、看几个短视频，可能

用不了多长时间，而且基层官兵玩手

机的时间也有限。但若从效果上讲，

网上的内容对官兵的影响，丝毫不可

小觑。原因在于，互联网产品讲究“用

户思维”，善于通过包装吸引人的注

意，进而对人的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

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与使用手机上网的时间相比，基层

官兵接受教育的时间要长得多，可为什

么会“听完之后没留下啥印象”？这一

现象值得反思。有的单位，搞专题教育

动不动就“八讲”“十讲”，领导讲、专家

讲、巡回讲，内容不可谓不丰富，规模不

可谓不浩大。从一堂接一堂的教育课

来看，确实把时间占满了，但对官兵而

言，有时除了空洞洞的道理、记不完的

笔记，能有多少实质性的收获？

对于带兵人来说，如何让时代主

旋律、军营正能量始终占领官兵思想

阵地，是必须思考的重大课题，也是必

须面对的严峻挑战。为实现这一目

标，固然需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但这

个“加强”，指的是教育质效的提升，而

不是教育时间的拉长。如果想“以时

间换空间”，靠占据更多时间来占领思

想阵地，不仅难以实现目标，反而可能

适得其反。

不妨换个角度想想。既然互联网

内容能让官兵津津乐道、念念不忘，实

现一堂课甚至几堂课都达不到的效果，

那么，思想政治教育能否借鉴一点互联

网思维，特别是“用户思维”，让工作的

着力点从“时间”回归到“人”本身上来，

努力做到引起人的兴趣、触发人的共

鸣、满足人的需要？

教育的主体是人、对象是人，出

发点和落脚点也是人。做到“眼中

有人”，抓住人、打动人，教育才能如

春雨润物、水银泻地般进入官兵的

内心。反之，如果“眼中无人”，就像

车离开了路、船离开了水，即便不计

成本地搞“时间海战术”，也不可能

触及问题、取得实效，不可能触动灵

魂、深入持久。

撬动人的思想、走进人的内心，既

是教育的根本目的，也是教育的挑战

所在。教育者应时刻保持敏感，知道

官兵关心什么、了解官兵喜欢什么，扭

住大家所思所想、所需所盼搞教育。

倘能如此，无需把时间占得满满当当，

也能达到澄清模糊认识、点亮思想航

灯的目的。

（作者单位：96751部队）

占领时间≠占领思想
■刘贵国

经中央批准，《关于进一步加强科

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于近日发布。

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对科研诚信建设工

作作出的全面系统的部署。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科研无信，

难有所成。科学研究是揭示真相、发

现真理的神圣事业，容不得半点虚

假。科研诚信，关乎科研活动的质量

水平，关乎科研人员的群体形象，甚至

影响科研事业的长远发展，其重要性

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近年来，科研诚信建设取得显著

成效，但整体上仍存在短板和薄弱环

节，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时有发

生：科研人员学历、职称造假，抄袭、剽

窃学术论文，伪造、篡改科研数据，编

报虚假项目结题材料……这些科研失

信行为，不仅造成科研成果的失真、科

研经费的浪费，还消解了求真求实的

科学精神，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学术规

则，侵蚀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根基。

科研失信行为何以屡禁不止？一个

重要原因就是在处理学术不端行为上名

硬实软、缺少“牙齿”。虽然有关部门出

台了一些关于科研诚信的规章制度，但

缺乏可操作的具体规定和强有力的惩戒

措施；尽管主管部门和院校、科研机构都

设有学术监督机构，但对于学术不端行

为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能达到

震慑心怀侥幸者的效果。

激浊才能扬清，惩前方可毖后。这

次出台的《意见》，对加强科研诚信建设

作了科学完备的规定，首次明确科研诚

信管理的职责分工，首次明确提出对严

重违背科研诚信要求行为的“终身追

究”和“一票否决”，首次提出建立学术

期刊预警机制，为的就是预防和惩治并

举，狠刹学术浮夸、学术不端、学术造假

等违背科研诚信的歪风邪气。把“无禁

区、全覆盖、零容忍”落到实处，就能让

科研环境回归风清气正的状态。

诚信是科研的生命线，对军事科

研而言尤其如此。军事科研是指导

军事实践、引领军事变革的重要力

量，关乎军队建设，关乎战场胜负，关

乎国家安危。如果守不住科研诚信

这条底线，搞一些投机取巧的虚课

题、急功近利的假研究、虚头巴脑的

伪创新，如何面对战场实打实的对

抗、硬碰硬的较量？

叶剑英元帅曾说，军事科学上，不

进则退，“落后的总是要挨打的”。当

前，与一些军事强国相比，我们的创新

基础还不牢固，创新水平还有明显差

距。只有矫治虚浮心态，抑制谋利冲

动，把全部心思用在正地方，让军事科

研创新的引擎全速发动起来，才谈得上

抢占科技竞争的制高点、赢得未来战场

的主动权。对军事科研工作者来说，讲

诚信，不是轻飘飘的一句口号，而是沉

甸甸的历史责任。

驱散造假雾霾、涤荡浮躁之气，不

仅需要外在的约束，更需要内心的自

律。由于专业壁垒的存在，对科研失信

问题的监督和惩治，门槛高、难度高、成

本高。所以，科研人员自觉坚守科研伦

理、弘扬学术道德，才是提高科研诚信

建设水平的根本之策。从这个意义上

讲，科研人员守护诚信，就是守护自己

的良心、忠心、初心。

今天，科技兴军的时代号角已经吹

响。军队科研工作者应当认真学习贯

彻《意见》，并以此为契机，校正自己的

工作心态、奋斗姿态、精神状态。只要

胸怀许党许国、报党报国的赤诚，扛起

攻坚克难、勇攀高峰的责任，我们就一

定能在新时代强军兴军的征程上书写

更加精彩的篇章。

（作者单位：陆军勤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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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知应会说道多，这边发完那

边发。这里背过背那里，宁可跑个5

公里！”有基层官兵反映，当前，各

种应知应会内容既多又杂，而且与日

俱增。为了应付上级的检查考核，不

少官兵花大力气死记硬背，可谓“压

力山大”。

设置应知应会内容，是促进官兵领

会上级精神、学习理论知识、提升专业

素养的一种手段。但是，应知应会不是

“筐”，不能啥都往里装。一些单位的应

知应会卡片、手册、题库名目繁多，但

若细看其内容，有的交叉重复，有的离

中心工作较远，有的与基层关系不大。

这些东西，能不能全部算作“应知应

会”，本身就是个问题。

平心而论，现在基层要面对的各

类检查考核已经不少，如果应知应会

考试不加控制，势必使基层忙于应

付、疲于奔“考”，浪费时间精力、干

扰中心工作。有的单位下发文电通

知，层层加按语、层层提要求，并将

其纳入基层官兵应知应会范围，时不

时组织检查抽考。有的官兵“吐槽”：

为了应付考试，背过的应知应会加起

来可能比一本词典都厚，占用了不少

休息时间甚至训练时间，但是考完之

后，有的东西再也用不着了。

应知应会，归根结底为的是“应

用”，而不是“应试”。评价应知应会

的掌握情况，关键要看官兵的实际行

动、部队的实际工作，不能单纯以考

试分数论高低、评优劣。如果应知应

会内容设置太冗杂、检查考核太频

繁，官兵难免产生厌倦心态、逆反心

理，即便依靠死记硬背“过关”，也难

以联系实际、解决问题、指导行动，

造成学用脱节，“知”与“会”的意义

也将大打折扣。

有的单位对于应知应会的内容喜

欢考、频繁考，为的是把“考试组织

了多少次，官兵得了多少分”当成一

项“政绩”。这是形式主义的表现。须

知，如果偏离了工作中心、背离了考

试初衷，不管搞了多少题库、组织多

少考试，都无助于锤炼官兵打赢能

力，都不可能提升部队建设水平。

应知应会的泛滥，与机关工作缺

乏统筹有很大关系，解决之道，在于

加强统筹力度。通过梳理筛选、精简

合并，对名目繁多、内容庞杂的应知

应会内容进行规范，不仅能减轻官兵

的负担，也能提高官兵学习的针对性

有效性，切实避免游离于战斗力之外

的空转虚耗，让大家真正把心思和精

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

其实，考试作为一种检测手段，

其实现形式和方式是多种多样的，除

了口头和书面考试外，创新拓展的空

间还很大。有的单位借鉴“一站到

底”节目的运作模式，组织官兵对应

知应会内容进行答题闯关。富有乐

趣、充满竞争的学习模式，既让官兵

玩得好，又让大家记得牢。多一些这

样的“考试”，有何不可？

（作者单位：空军勤务学院）

“应知应会”应有度
■牛 奔

据一线任务部队官兵反映，过去训

练小心翼翼，有点风险的课目能不训就

不训，现在只要任务需要，该怎么训就

怎么训。实际情况是，训练真上去了，

安全也没出大问题。

毋庸讳言，安全问题至今仍像一道

“紧箍咒”，让一些单位在训练上缩手缩

脚、畏首畏尾。有的组织重大演习，不

放心的装备不带，不放心的人员不上；

有的组织武装泅渡，从来不挑风大浪高

的时候，全都选在风平浪静的水域；更

有甚者，有的组织手榴弹实投训练为防

止出现“意外”，要求老兵为新兵拧开弹

盖，勾出拉火环，搞“保姆式”全程陪护。

诸如此类的做法，无非是为了防

事故、保安全。然而，越消极保安全，

往往越不安全。正如邓小平同志一针

见血指出的：“不苦练不仅不能提高本

领，还会出事故。”被动地“保”、消极地

“防”，换来的充其量是表面的、暂时的

“不出事”。一遇陌生环境、意外情况，

事故概率只会提升不会下降；真等上

了战场，训练的“欠账”更是要用鲜血

和生命来偿还。

其实，不怕出事，未必就会出事，反

而可能出彩。马宝川47岁时接触伞降，

训练仅一个半月之后，就完成军旅生涯

的高空“第一跳”；戴明盟不畏超负荷、

大密度、高难度的科研试飞，练成中国

“飞鲨”第一人；武仲良从人武部到特种

部队当政委，学会潜水、狙击等多种特

战技能。他们不怕险、不畏难，不仅没

出什么事，反而在不断超越自我的过程

中，书写下一个个传奇。

近几年，各任务部队瞄准现实需

要，向训练极限发起冲击，力度之大、标

准之高、要求之严前所罕见，不仅安全

没出大问题，官兵的打赢底气也更足

了。前出第一岛链飞越宫古海峡时，

“神威大队”轰-6K战机受到外国军机

干扰阻挠，飞行员为什么能够从容应

对、正确处置、勇往直前？关键就在于

他们平时训练始终瞄准战场，敢于挑战

装备极限、生理极限、心理极限。可见，

险中求胜、危中求安的能力提高了，离

打赢就越来越近，离危险就越来越远。

也有些人的“不敢”，是因为“不

懂”“不会”。有的单位盼新装备盼红

了眼，来了新装备又玩不转，生怕弄坏

了、搞砸了；有的认为新装备娇贵，平

常拉出来遛遛可以，极端条件下训练

却放不开手脚。如果避生就熟、怕这

怕那，新装备的意义如何体现？不懂

就抓紧弄懂，不会就学习研究，才能发

掘新质战斗力的潜能，让部队作战能

力实现真正跃升。

应当看到，我军的训练内容和标准

体系逐步完善，对训练安全的规定也更

加科学完备。新一代《军事训练条例

（试行）》规定：“不得违背规律盲目蛮

干，不得以安全为由简化训练内容、降

低难度强度，不得随意提高风险等级、

擅自终止或者取消险难课目训练，不得

以牺牲战斗力为代价消极保安全。”这

“四个不得”，为部队大胆训练、科学训

练、安全训练提供了制度保障，有利于

部队加强实战化军事训练，提高备战打

仗能力。各级只要坚持正确的“安全标

准”，按纲施训、依法治训、科学组训，就

一定能实现安全率与战斗力的共赢。

有的带兵人反映，不是不想放开手

脚训练，而是担心“年初出事，一年白干；

年尾出事，白干一年”。针对这一现象，

领导机关应当把导向树正，解决好训练

与安全、政绩与事故的关系，不能以事故

定乾坤，搞一丑遮百俊。如此，基层官兵

才能放下悬在心头的“安全之剑”，撸起

袖子抓主责、甩开膀子谋主业，不断推进

实战化训练向“深水区”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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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真上去了，安全就不会有大问题
—任务部队和平积弊减少的启示③

■刘海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