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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时评

玉 渊 潭

长城瞭望

跨界思维

谈训论战

《内务条令》规定，军人使用移动
电话时，旅（团）级以上单位应当对电
话号码和移动电话品牌型号等进行
登记备案。一次，指导员刘某发现下
士王某使用未经备案的手机后，为防
止让上级知道而影响连队形象，只对
其私下进行了批评。王某认为能“私
了”的事就不算“事儿”，于是再次偷
偷用没有备案的手机违规上网。上

级发现后，对该连主官和王某进行了
严肃处理。

这正是：
部队万事有规章，

违纪追责须曝光。

惩戒岂能变私了？

从严治军无暗箱。

曹希阳图 汉唐风文

到任务部队调研时，基层官兵普遍

反映，执行任务期间，机关的“官方活动”

少了、文电少了。下来的工作组，要么是

蹲点帮带的，要么是训练考核和综合检查

的，那种干扰部队的工作组基本没有了。

对于“五多”，尽管各级像过街老鼠

一样喊打，但它像“打不死的小强”，生

命力顽强得很。而在执行任务时，“五

多”现象又有所缓解，甚至“不治而

愈”。剖析其中缘由，对减少乃至根除

和平积弊或有裨益。

客观地讲，下发文电、召开会议和

下派工作组等，是机关履行指导功能、

推动部队建设的重要方法。基层也不

是厌烦一切文电，只是反感毫无实质内

容、远离中心工作的“空皮囊”文电；基

层也不是不欢迎工作组，只是从内心抗

拒那种居高临下的“钦差式”工作组。

调研中，一名指导员说：“执行任务两个

多月，机关组织的任务检讨反思活动，

对我们帮助很大。”任务部队的一名营

长不无担心地说，但愿任务结束后，机

关还能像现在一样，跟练兵备战无关的

文电和活动，越少越好。

这名营长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

现实中，确实有个别部队机关在“空踩

油门”。他们要么在工作作风上“浮”，

照抄照搬，文来文去，把发文、开会和下

派工作组当落实；要么在工作指导上

“偏”，筹划工作不看备战是否急需，只

把基层当成了点子的“试验田”和升迁

的“敲门砖”；要么在工作方法上“过”，

任务安排过满，指标定得过高，效果要

求过急，啥“线”都往基层这个“针眼”里

穿，种子刚落土就急着想摘果子，弄得

基层疲于应付，难以招架。

为何一有任务“五多”就减少了？

答案也许有很多种，但最直接的原因

是，敌情的严峻性、任务的紧迫性，逼着

机关把心思和精力用在提高部队战斗

力上，用在尽快解决各类难题上。这

时，机关在下发文电时，都生怕对备战

造成干扰；在开展活动时，都担心对训

练带来冲击。正如一名机关干部所说：

“备战紧而又紧，哪还敢空踩油门？”这

样的“有所怕”，促使了机关“有所为”。

尽管是任务形势所逼，但仍难能可贵。

机关是部队的中枢神经和大脑，是

党委首长的参谋部和智囊团，是贯彻执

行上级指示、组织各项工作落实、推动

部队建设科学发展的总开关。可以说，

机关人员的素质、作风和指导水平，直

接关系到一支部队的整体建设。机关

指导的方向错了、偏了，基层就会南辕

北辙；机关工作的作风虚了、假了，部队

就会上行下效。对一名司机来说，平路

上空踩油门必然寸步难行，上坡路空踩

油门车则不进反退，甚至会酿出车祸。

部队建设也是一样。当前，强军事业正

处在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最需要的是

把方向把准，把油门踩实。当此关口，

“空踩油门”的动静越大，时间越长，虚

耗部队的人力、物力、财力就越多，强军

伟业就可能在日复一日的空转中落空。

机关不空转，部队不忙乱。在这方

面，任务部队的一些做法很值得借鉴。

他们在主业上做加法，凡事都向练兵备

战聚焦，想搞“五多”也没有时间和空间，

使备战打仗成为一种常态；在事务上做

减法，对日常事务性工作，能免则免、能

合则合、能短则短，使忙训练的时间和抓

备战的精力多了起来；在“五多”上做除

法，发文前、开会前、下派工作组前，都先

用是否对备战有用的尺子量一量，再用

是否对打仗有益的标尺卡一卡，这样便

会移走“文山”，填平“会海”。

列宁曾说，生机勃勃的工作不能淹

没在公文的海洋中。部队工作不仅生

机勃勃，而且是生死攸关的“国之大

事”。只要各级机关下决心转变职能，

转变作风，转变工作方式，瞄准根源用

力，拿出硬性措施，就一定能把“空踩油

门”等和平积弊赶出新体制。

（作者单位：69250部队）

临战如箭在弦，哪还敢“空踩油门”
—任务部队和平积弊减少的启示④

■宗建明

6月7日，一年一度全国高考拉开大

幕。上军校还是上地方高校，将成为每

一位学子在填报志愿时的选择题。

国防科技大学网站，招生政策的点击

量和留言跟帖呈井喷式增长；空军工程大

学网站，招生政策解答栏目持续占据“热

点栏目排行榜”第一；信息工程大学，打通

招生热线“需要把重拨键按到手烫”……

一次次点击、一条条跟帖、一个个电话，述

说的是对军校的憧憬、对军营的向往。

“当一个人面临多种选择时，所作出

的决定都是有理由的。”是什么理由让越

来越多的青年学生把自己的未来与军营

紧密联系在一起？某网站组织的调查中，

有“保卫祖国”的热血版答案，有“从小就

想当兵”的追梦版答案，有“谁知道呢，就

是特别想去”的卖萌版答案，但有一个理

由获得满屏点赞——“从军是最直接的报

国，入伍是最激情的爱国。从军报国从来

不需要理由。”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

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

我们自己来担承。”80年前的这首抗日军

政大学校歌，至今听来仍然让人热血沸

腾。在国家民族的危难时刻，无数优秀

青年报考军校、携笔从戎，用他们的热

血、激情和智慧，“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

大厦之将倾”，在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奋

斗史、可歌可泣的英雄史上，书写了浓墨

重彩的篇章。

军校是我军干部生长的源头和人才

培养的基地，在军队建设中具有基础性、

全局性、先导性作用。治军先治校，强军

必强校。我党我军始终高度重视军校建

设，坚持军事院校优先发展战略，刚刚完

成的军队院校调整改革，着眼办一流院

校、育一流人才，实现了体系重塑，必将推

动军校有一个新的更大发展。脱胎换骨

后的军校，正张开双臂，欢迎更多的有志

青年加入，一起谱写征途如虹的强军史。

一个国家的进步，刻印着青年的足

迹；一支军队的未来，寄望于青春的力

量。当青春的事业与国家的需要、人民的

期盼高度契合时，事业的光谱就会无比斑

斓，青春的能量也会无比强大。是军校的

磨砺，给了“反导尖兵”陈德明忠诚和定

力，使他26年铸盾天疆，在荒凉大漠写下

精彩人生；是军校的锤炼，给了“逐梦海天

的强军先锋”张超勇气和血性，使他面对挑

战从不畏难，成为“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

的突出代表……事实是最生动的教材，成

功是最有力的宣传。一批批走出军校建功

军营的典型，用他们的华丽转型和人生蝶

变告诉我们，军校是有志青年的“梦想剧

场”，报考军校，既是国家的召唤，也对个人

发展有利。在这里，个人梦想汇入强军洪

流后，蓬勃青春与家国情怀同频共振，聪明才智能够得到最大发挥，报国之志能在“肩

兹砥柱中流之责任”中得到实现。

毋庸讳言，相比地方高校，军校学习意味着将接受更严的约束、付出更多的

汗水、经受更多的挑战。但正所谓，没有不流汗的成功，没有不付出的收获。在

军校，系统的教育、正规的训练、艰苦的考验、严格的磨练，不仅会为每一个有志

青年转变为合格军官打下坚实的基础，还能收获责任、坚忍、勇敢、合作等诸多

精神上的成长，为整个人生带来忠诚、坚定、奋进、乐观、团结等“永远带不走的

财富”。

“男儿不展风云志，空负天生八尺躯。”军校，是汇聚热血儿女、吸引有志青年

的磁场，是光大优良传统、引领时代风尚的高地，是青年淬火提纯、百炼成钢的熔

炉，是放飞强军梦想、施展青春抱负的舞台，是锻造雄师劲旅、培育军中栋梁的基

地。有志报考军校的学子们，你们是否想让个人的事业与国家、军队的事业更契

合，让人生的光谱更璀璨？那就听从八一军旗的召唤，来到这个磁场、高地、熔炉、

舞台和基地，尽情地挥洒汗水、放飞梦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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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昭王在燕国纷乱不断之时即位，

非胸有雄略强国之志，难有所为。如何

收拾烂摊子？燕昭王的做法是“卑身厚

币以招贤者”。他曾对郭隗动情地说，齐

国乘我们内乱，而攻破燕国，我深知燕国

国小力少，不足以报仇，“然诚得贤士以

共国，以雪先王之耻，孤之愿也”，先生如

果你看到合适的人才，我一定亲自服侍

他。所谓“国乱则思良相”，此之谓也。

到底用什么方法才能揽到人才，郭

隗没有急着明说，而是给燕昭王讲了一

个古人用五百金买千里马马骨的故

事。他在故事里讲到，从前有一个爱马

的国君，想用千金重价求千里马，三年

而不得。这时，有个小侍臣自告奋勇

说，我去给你买。国君同意了，不到三

个月，这位小侍臣还真找到了一匹千里

马，只是找来的是花了五百金买来的死

马尸骨。看着死马骨，国君大怒说，我

要的是活马，你买死马何用？白费我五

百金！侍臣说：“死马且买之五百金，况

生马乎？天下必以王为能市马，马今至

矣！”果然不到一年，“千里之马至者

三”。

故事讲完，郭隗对若有所思的燕昭

王说，对贤才，“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

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王必欲

致士，先从隗始。况贤于隗者，岂远千

里哉！”郭隗这里讲的这个重贤招士的

办法，其实是给天下贤能之人立了一个

看似比较低的标杆。这个标杆的高明

之处在于，他给了人一个心理暗示：一

个不怎么样的人都能得到重用，我比他

强肯定比他更能受重用。听了郭隗的

话后，燕昭王为郭隗翻建了府第，尊他

为老师。同时，还在易水之旁，筑起高

台，积黄金于台上，以奉四方贤士，名曰

招贤台，亦名黄金台。

燕国的黄金台筑好后，乐毅自魏

往，剧辛自赵往，邹衍自齐往。尤其燕

昭王奉乐毅为亚卿后，燕国开始了由弱

到强的剧变过程。

当时齐国是齐湣王在位，国力强

大，在公元前286年灭掉了宋国，又于第

二年南侵楚国，西攻赵、魏、韩三国，还

想并吞东西二周，自立为天子，甚至还

和秦昭王比高低，各自改王称帝。但齐

国百姓已经无法忍受他的统治。这个

时候，燕昭王就想趁势攻打齐国。

在齐强时而欲报仇，不能不说燕昭

王有点异想。不过，这随后的 20多年

里，燕昭王从没闲着，日夜安抚教导百

姓，使燕国更加富足。乐毅说，齐国称

霸以来，至今有余力，地广人多，独力攻

打不易，如果一定要打它，就要联合赵、

楚、魏三国。各国正苦于齐王骄横暴

虐，“皆争合谋与燕伐齐”。于是，在公

元前284年，乐毅一并统领数国军队，大

破齐军。后来连续5年，乐毅在齐国继

续作战，连下70多座城池，把攻下来的

地方都设立郡县，直接归燕国统辖，没

攻下的就剩下莒和即墨两个县城了。

到公元前279年，便有人在燕昭王

面前挑拨说：“乐毅智谋过人，伐齐，呼

吸之间克七十余城，今不下者两城耳，

非其力不能拔，所以三年不攻者，欲久

仗兵威以服齐人，南面而王耳。”这种小

人挑拨往往十分有效，不过在雄主面

前，则基本无用。

当时，燕昭王便下令举行盛大酒

宴，拉出说此话的人斥责说，谁能使我

成功，我就愿意和他分享燕国大权。现

在乐毅为我大破齐国，齐国本来就应归

乐先生所有。乐先生如果能拥有齐国，

与燕国成平等国家，结成友好邻邦，这

是燕国的福气、我的心愿啊。于是把挑

拨者处死，又赏赐乐毅妻子王后服饰，

立乐毅为齐王。这一番为乐毅还清白

之举，如陡地起风雷，效果出奇，亦见燕

昭王治人之道。

当时乐毅十分惶恐，不敢接受，宣

誓以死效忠燕王。齐国人由此敬服燕

国乐毅的德义，各国也畏惧他的信誉，

没有再敢来算计的。

（作者系人民日报评论部副主任）

卑身厚币以招贤
■陈家兴

食品工厂的师傅在加工沙丁鱼罐

头时，通常把个头拔尖的沙丁鱼“掐

尖”，然后再装入罐头。这样不但能使

罐头的容量最大化，而且看上去整齐美

观。这一现象在食品包装领域被称为

“沙丁鱼罐头规则”。在对待人才问题

上，我们则应警惕这一现象。

“沙丁鱼罐头规则”，在包装食品时

有其科学性、合理性，符合厂商追求经

济价值和商业利益的目的。如果照搬

到人才工作中，则有百害而无一利。比

如，有的官兵干劲正足时，便有人劝他

“悠着点，慢慢来”“干事越多，犯错越

多”；有的人才声望鹊起时，便有人对他

“鸡蛋里挑骨头”，甚至对他下套子、使

绊子；有的干部刚要被提拔时，便有人

捕风捉影，甚至到处诬告造谣。人才工

作中的“沙丁鱼罐头规则”，不仅打击人

才的积极性创造性，而且严重破坏一个

单位的政治生态。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拔尖人才是“人才中的人才”。这种人

才，或有出类拔萃的本领，或有一马当

先的锐气，或有独具慧眼的见识，往往

发挥着头雁效应和关键作用。决胜于

未战，决胜于人才。推进强军事业，打

赢未来战争，不能没有像马伟明、戴明

盟、王忠心等各类尖子人才。

“尖子”不是全才，可能会有这样那

样的个性、这种那种的不足。他们在审

视问题、表达观点、待人接物时，往往有

自己独特的方式和习惯。我们不能把敢

冒尖视为冒失，把有思想当成挑刺，把个

性强当作不成熟。让“尖子”冒尖，各级

领导干部不仅要善于用人，用其所长，避

其所短，而且要以宽容心态，正确认识

“尖子”的不足。正如古人所说：“人不可

以求备，必舍其所短，取其所长。”

“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前不久，

中央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

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提出，

让那些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

有机会有舞台。破除人才工作中的

“沙丁鱼罐头规则”，应打破论资排辈、

平衡照顾的思维定势，完善人才考核

评价机制，切实解决干与不干、干多干

少、干好干坏一个样的问题。应坚持

优者上、庸者下、劣者汰，对有干劲、有

冲劲、有能力的干部，敢于给位子、压

担子，对不担当、不作为的干部，该免

职的免职、该调整的调整、该降职的降

职。应创新激励方式，建立容错机制，

避免急功近利、拔苗助长，努力为担当

者开绿灯，为实干者兜住底，为拔尖人

才脱颖而出铺路搭桥。

（作者单位：武警河南总队）

莫对拔尖者“掐尖”
■王成伟

近日，某部在组织首长机关训练

时，把俄罗斯出兵叙利亚等战例作为

内容之一，为参训干部拓宽战争视

野、提升军事素养、洞察制胜机理打

开了一扇窗户。这一做法值得我们学

习和借鉴。

克劳塞维茨曾说：“光辉的战例是

最好的老师。千万别让理论上的偏见

像乌云一样遮蔽住这些战例。”他自己

潜心研究了1566年到1815年间所发生

的 130多个战例，才写出了 《战争

论》。战史是绵亘不断的战争活剧，战

例是战史的精彩片断。每一个经典战

例的背后，都蕴含着作战双方在军事

思想、组织指挥、战术运用等方面的

经验和教训，许多军事家将其视为

“最好的教材”“宝贵的镜子”。毛泽东

同志大量研究古今中外的典型战例，

并结合革命战争实践为我军制定了以

弱胜强的战略战术，形成自己独特的

军事谋略思想，并在运用中创造了新

的光辉战例。拿破仑之所以能在欧洲

大陆纵横驰骋，所向披靡，与他潜心

研究亚历山大、汉尼拔、凯撒等著名

将帅的83个战例息息相关。

当前，世界新军事革命加速发

展，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发生深刻变

革。军事强国都非常重视战例研究，

探讨和解决未来作战可能出现的新情

况、新问题。有的建立了战例数据

库，有的把战例研究作为首长机关的

重要训练内容。“军队越缺乏作战经

验，就越需要把战史作为教材和训练

基础。”战史虽不能代替实战经验，但

仍能为实战提供借鉴。我军在长期不

打仗的情况下，更应重视和加强高技

术战争战例研究，力求借他山之石，

弥补实战经验的不足。

法国元帅福煦研究战例时认为，

“它不是要军人盲目模仿，而是要他们

领会精神，从中汲取灵感”。研究战

例，既要多看，集纳众家所长；更要

多悟，总结打赢规律。在战例的选择

上，既要选择成功的战例，也要选择

失败的战例；既要研究过去的经典战

例，还要跟踪全球的最新战例；既要

了解中国历史上的经典战例，还要结

合外军战例一起对比研究。在尊重历

史的基础上，把研究战例与指导部队

作战有机结合起来，重视提炼和掌握

作战的基本规律，把更多的着力点放

到创新发展适应信息化战争特点规律

的作战研究上，围绕“兵怎么练，仗

就怎么打”的思路设计未来战争。

列宁说，战争是五光十色、千变

万化、错综复杂的现象。千古博弈无

同局。马谡学韩信背水一战，结果痛

失街亭。我们研究战例不能学纸上谈

兵的赵括，而要注重从战例研究中探

索战争规律、提高谋略水平、熟谙指

挥艺术，进一步夯实打赢未来战争的

底气和能力。

战例是最好的老师
■陈晓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