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八一评论 E-mail:jfjb81pl@qq.com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３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张顺亮

八一时评

玉 渊 潭

长城瞭望

基层心声

长城论坛

某连战士小彭嫌配发的头盔太重，
便从网上购买了一个高仿的，不但被取
消了破连队纪录的考核成绩，还按有关
规定受到相应处罚。此事引发官兵热
议，并就如何破除和平积弊深挖根源、
制定措施。

这正是：
和平积弊有病根，

稍不注意即现身。

扫除起底出实招，

深查彻改敢较真。

何 婧图 郑建坤文

前不久，陆军组织练兵备战及转型

建设集训，近400名将校军官围绕备战

打仗重大问题，推演未来战争、体验战

场环境、融入战斗生活。有一种理念始

终萦绕在大家脑际：只有按战争节奏和

战斗作风参训，才能握好未来战场上的

“指挥棒”。

“从里到外充满硝烟味！”走进国际

维和、联合军演、边境管控、海上维权、

大洋护航等任务部队，一线指挥员保持

警惕、高度戒备，洞察战争、研究打仗，

唯恐缺少主动意识、缺少制胜砝码。

“况夫为将之道，疆场之安危，三军

之死生系焉。”任务部队的指挥员用行

动告诉我们：带领官兵走上一线，战斗

随时打响，天天临阵对敌，备战紧而又

紧，只能一门心思钻训研战，谁也不敢

怠训忘战，自然不会有这样那样的“和

平病”。

兵随将转。打仗，就是打将。战

将的性格、作风、能力等，往往是部队

的一面旗帜。有什么样的指挥员，就

会带出什么风格的部队。指挥员钻训

研战，部队就会大兴实战化之风；指挥

员身上没有“和平作派”，部队就不会

有“和平套路”。相反，一名指挥员身

上的和平积弊多了，就会严重影响一

支部队的战争准备、战斗作风、作战能

力。一旦有事，不仅自身会“露出原

形”，也会让一支部队不堪一击。正所

谓：“将不精微，则三军失其机；将不常

戒，则三军失其备；将不强力，则三军

失其职。”

然而，我军少数指挥员身上还存

在这样那样的“和平病”，突出表现为

胜战本领不足，“和平功夫”有余。比

如，有的做“八股文”下功夫很大，潜心

于“造新词”“抠文字”，但进了指挥位

置不会提建议、不会拟文书；有的在迎

来送往上绞尽脑汁、费尽心力，各种招

待预案想得很精细，拟制作战方案却

大而化之、搞概略瞄准；有的对股票投

资很关注，对古玩字画很内行，问到部

队情况却吃不准，对军兵种构成、兵力

配置运用基本原则更是知之甚少。诸

如此类的问题不解决，“五个不会”就

会越严重，就不可能获得统领千军万

马的“资格证”。

和平是一支军队最大的腐蚀剂。

沉溺在和平积弊中的指挥员则是一支

部队最大的“反拉力”。苏联卫国战争

时期的作战部长什捷缅科大将说过一

句话：“战争到来，首先要淘汰一批和

平时期的将帅。”的确，战争会撕去一

切假面。苏军著名战将巴甫洛夫，曾

红极一时。但由于看不到战争威胁，

看不清战争形态演变，提出撤销坦克

部队，导致对德作战初期，他所统率的

部队 30多万人被俘，整个西方面军覆

灭。血的教训警示我们：指挥员一旦

怠训忘战，不但“指挥棒”举不起来，对

国家和民族的伤害更是无法弥补。

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

于将。一位沙场老兵曾感慨道：“战争

年代跟着能打仗的将军，那是福气。

东南西北，跟着甩开膀子打就是了，打

胜仗、少流血，还能学到许多本事。”我

们可以肯定，如果今天上战场，官兵可

以选择的话，都会追随能打胜仗的战

将，谁也不愿意跟着那些身患“和平

病”的指挥员。

粟裕就是这样一位能让官兵“愿意

跟着”的将军。解放上海后，他陪夫人

楚青在繁华的街道散步，忽然大声说：

“这家咖啡厅很不错。”楚青很是惊奇，

这个从不喝咖啡的“武将”怎么突然变

得有情调了。果然，粟裕严肃地说：“如

果在这个咖啡厅上架几挺机枪，可以封

锁整个街道。”这样终身不善棋弈、牌

局、跳舞，只对打仗如痴如醉的指挥员，

焉能不赢得战场胜利、赢得官兵信任？

这本事那本事，会领兵打仗才是

真本事。提高新时代备战打仗能力，

领导干部必须走在前列、标准更高。

要时刻保持临战姿态，始终盯着天下

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技术之变，

真想打仗的事情，真谋打仗的问题，真

抓打仗的准备。悟透信息化战争制胜

机理，把握现代军事指挥规律，才能成

为现代战争的明白人，带领官兵制胜

于未来战场。

“除了胜利，我们无路可走。”每名

指挥员都应谨记：战场自古系安危，战

将从来要担当，只能以胜战体现为民服

务，以打赢彰显对党忠诚。

（作者单位：96711部队）

闻令出征，哪敢怠训忘战
—任务部队和平积弊减少的启示⑥

■黄长平

日前，70名军委机关干部打起背

包，自带生活用品，不让部队领导接送，

不经各级机关中转，直接住进班排宿

舍，开展为期15天的当兵蹲连。

下连当兵、蹲连住班是我军的优良

传统。60年前，原昆明军区某红军师

政委何云峰和副师长张化民等一行8

人戴着列兵军衔，以普通一兵的身份与

战士实行“五同”，在全军首创干部当兵

蹲连先河，受到毛主席多次表扬。

“我连来个新‘列兵’，军龄赛过我

年龄。虽然革命这样久，还和我们搞

‘五同’。到了班里就上岗，下得岗来又

劳动……”这首刊于当时《人民日报》的

诗歌，赞颂的正是我军干部如火如荼的

当兵蹲连生活。

传统穿越时空，传承仍在继续。

习主席对当兵蹲连高度关注、亲自

推动，多次作出重要指示。5年前到首

创干部下连当兵之举的原成都军区视

察时，习主席专门强调：“当兵就要真

当，蹲连就要真蹲，切实当出感情来、蹲

出好作风。”

统帅一声令，三军齐行动。党的十

八大以来，全军迅速兴起当兵蹲连热

潮，年均数万名团以上领导和机关干部

融入火热连队，走上士兵岗位，听官兵

心里话，解基层挠头事，赢得了兵心，凝

聚了军心。

“每到一次边防，心灵都会受到一

次洗礼；每住一次连队，肩上都会多一

份责任。”如今，当兵蹲连已成为砥砺思

想作风的“磨刀石”，密切上下关系的

“连心桥”，使基层上下充盈着堂堂正

气、虎虎生气、融融暖气。

此次当兵蹲连的指向非常明确，那

就是“驻边远艰苦地区改革转隶的连级

单位”。这些单位大多驻守边陲，条件

艰苦，基础设施薄弱，基本保障困难，文

化生活单调，探亲休假、看病就医、家属

来队非常不便，官兵“后拉力”较大。

尤其是调整改革期间，工作千头

万绪，矛盾相对集中，官兵思想活跃，

实战实训的要求越来越严，成长进步

的通道发生变化，转隶带来的压力逐

步增大……能否有效解决这些新的问

题、隐性问题、深层问题，不仅影响基

层安全稳定和改革任务完成，而且直

接检验此次当兵蹲连的成效。

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矛

盾。改革后的基层，无论是指挥关系、

使命任务，还是运行机制、素质要求，都

与以往有较大不同，需要当兵蹲连干部

倾心体验基层疾苦、真心倾听官兵心

声。如果当“宾”不当“兵”，吃“招待

餐”，住“招待间”，当兵不真当，蹲连不

真蹲。那么，如何能够听到战士鼾声、

闻到战士汗味，又如何能够深入了解官

兵的真想法、掌握一线的真情况、找到

解决问题的真办法？

人心换人心，玛瑙兑黄金。只要当

兵蹲连干部牢记我是一个兵，坚持睡战

士的床、端战士的碗、扛战士的枪，与战

士们铺挨铺睡觉、勺碰勺吃饭、肩并肩

训练，大家就会跟你交真朋友、掏心窝

子。这样，带着军委机关的思考，站在

一线部队的视角，既能深切体验兵的生

活、找回兵的状态、熏出兵的味道，更能

洞察“兵之情”、学习“兵之智”、解决“兵

之忧”。

官兵一致永远是我军的制胜法

宝。贴近官兵鱼得水，脱离基层树断

根。只要我们离基层近些、再近些，与

士兵亲些、再亲些，把当兵蹲连的优良

传统保持得好些、再好些，“这样，我们

的军队就是永远打不败的军队”。

（作者单位：32123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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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在‘要说’与‘想听’之间找

到结合点。”某部机关调研政治教育缺

少时代感、感染力和吸引力的原因时，

一位连队指导员的发言颇有见地，发

人深思。

我们常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

会变成物质力量，但必须有一个前提条

件，就是这个理论先得说服人。如何说

服人？简单地讲，就是你要说的，正是

官兵想听的，在两者之间找到了结合

点，台上台下产生了共鸣。

然而，现在政治教育的一个明显

短板，就是话语体系滞后时代、脱离官

兵。比如，有的重“说理”轻“陈情”，有

的“高大上”多、“鲜小活”少，还有的不

会讲故事、满堂大道理。这样“说”的

结果，大多是有理说不好、说了不走

心，台上侃侃而谈、口干舌燥，台下昏

昏欲睡、分心走神。一堂课下来，达不

到预期效果。

如何找到结合点？从小处讲，就是

要走通俗化路子。一方面，要运用接地

气、带露珠、沾泥土的兵言兵语，把深邃

思想讲透彻，把深刻理论讲鲜活，做到

有意义又有意思、有知识又有滋味、有

高度又有温度。另一方面，要讲部队发

生的事例、讲官兵身边的故事，把思想

蕴于鲜活实践，把精神赋予生动形式，

让官兵听有所思、学有所悟，春风化雨、

铸魂育人。

找到“要说”与“想听”结合点
■韩佳辰

在长期的机关工作中，会慢慢形

成一些固定模式和习惯做法。不可否

认，这些模式有的是工作制度化、规范

化的必需，有时“按惯例办”往往对于

工作高效运转、加快进程起着一定的

推动作用。

但是，有些“套路”把人套得难以自

拔，有些“惯例”变成了“惯性”。比如，

有的一部署工作首先想到的是怎么能

搞出响动、出点经验、让上面关注，一抓

落实就是开大会、发通知、搞检查那“三

板斧”；有的调研组还没下部队，讲评就

定调了，甚至报告都写好了。再比如，

有的大小任务都要搭个“班子”，大小材

料都要架起投影仪“推一推”，反而拟制

精细的作战方案时，却只安排一两个人

干。这样的“惯性”越大，对备战打仗的

损耗就越重、危害就越深。

“脑子一固定，就很危险。”一些基

于平时、惯性运行的套路根深蒂固，很

多时候会不自觉地冒出来，必须踩死刹

车、立即制动。“惯性”的形成并非一朝

一夕，清除“惯性”也要常抓不懈。要像

定期清理电脑、手机垃圾一样，坚决把

这些“冗余”清除掉，大胆地从陈规陋习

中解脱出来，甩开制约创新的“套子”，

切实为备战打仗营造一个打破壁垒、激

发活力的环境氛围。

谨防有些“惯例”变成“惯性”
■黄钟越

小品《一句话的事儿》里有一句经

典台词：“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坏

事儿。”其实，古往今来，“一句话”都绝

非小事，正如海涅在《法国的现状》里所

写：“言语之力，大到可以从坟墓唤醒死

人，可以把生者活埋，把侏儒变成巨无

霸，把巨无霸彻底打垮。”

“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

能言，何以为人。”然而，人人可言，并非

人人善言。“言行在于美，不在于多”，要

言不烦，字字珠玑；“其持之有故，其言

之成理”，口舌生花，谈笑皆珠，能给人

以启迪、智慧和力量；“处世戒多言，言

多必失”，不识时务，胡言乱语，则可能

招致杀身之祸。

《梁溪漫志》里，苏东坡一次吃罢饭捂

着肚子问家人：腹中有何物？众说不一，

而朝云一句“学士一肚子不合时宜”，诙谐

幽默，妙趣横生，惹得众人捧腹大笑，从此

流传于世。《墨客挥犀》中，有一个刚中进

士的风流少年，被一权贵请至府中逼婚，

一句“等更归，试与妻商量如何”，既婉言

拒绝又不失揶揄，真妙不可言。

古人云：“巧言如簧，颜之厚矣。”固

然，花言巧语令人反感，但身陷囹圄之

时，如果没有巧辩之言，就难以摆脱窘

境。《世说新语》记载，深受汉成帝宠幸

的赵飞燕，诬陷班婕妤向鬼神祷告诅咒

自己。班婕妤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一

方面讲，“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修善尚

不蒙福，为邪欲以何望？”另一方面讲，

“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诉；若其无

知，诉之何益？”两句反问，无可辩驳，清

者自清，不可谓不明智。

有理讲实话，无理说蛮话。《殷芸

小说》里，孔融一天半夜突发疾病，急

命门人钻火，然“夜阴暝，不得火”。急

催之下，门人亦怒曰：“今暗若漆，何不

把火照我，当得钻火具，然后得火。”

《笑笑录》里也有类似的笑话：艾子一

夕疾呼一人钻火，久不至，艾子促之。

门人曰：“夜暗索钻具不得，可持烛来，

共索之。”无理者忿然作色，无理指责，

受屈人则机智回应，以牙还牙，一语中

的，令人击节叫好。

俗话说：“忠言逆耳利于行。”这个

道理虽然无可否认，但并非每个人都能

闻过则喜。尤其在“人臣欲谏，辄惧死

亡之祸”的封建王朝，如何让皇帝欣然

接纳自己的意见建议，“说”是一门学

问，更是一门艺术。刘备算得上是一代

名主，但有一年大旱，朝廷下令禁止酿

酒，违者刑法处置。有小吏于一户人家

中搜到酿酒工具，准备“与造酒者同

罚”。简雍得知后，在与刘备外出时，指

着一个男子说：“彼人欲淫，何以不缚？”

刘备不解，简雍答道：“彼有淫具，与欲

酿何殊。”刘备大笑，于是“舍酿者罪”。

简雍之谏机智如此，让人赞叹。

喋喋不休抓不住要害，费力不讨

好，于事无补；一语击中要害，打开人的

心扉，四两可以拨千斤。“滑稽之雄”东

方朔，因言辞敏捷，救过自己的命，也救

过他人的命。有一次，东方朔偷喝了汉

武帝的长生不老酒，面对杀身之祸，从

容应答：“陛下杀臣，臣亦不死；臣死，酒

亦不验。”寥寥数语，得以免死。还有一

次，汉武帝欲杀自己的乳母，乳母求救

于东方朔。针对汉武帝性格倔强的特

点，东方朔没有直面陈词，而是旁敲侧

击对乳母云：“汝宜速去！帝今已大，岂

念汝哺乳时恩耶？”此招果然奏效，救下

乳母一命。

语言永远是沟通交流的桥梁。如

今，“人人都有麦克风，个个都是传声

筒”，一句话攸关一人命的悲剧断然不

会上演。但著书立说、为学撰文、演讲

发言，还是要多一些冒热气、有人气的

“大白话”“大实话”，少一些板着脸、捏

着调的“老爷腔”“官样文”；多一些接

天连地、推陈出新的“短、实、新”，少一

些东拼西凑、长篇大论的“假、大、

空”。毕竟，“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

风始动人”。

（作者单位：河南省漯河军分区）

语必关风始动人
■邵天江

众所周知，力气是以肌肉为基础

的。要想长出腱子肉，成为大力士，除

了增加营养外，关键是要多锻炼、流汗

水。干部成长也是如此，基本路径就

是敢于涉险滩，多钻“矛盾窝”；敢啃硬

骨头，勇挑“千斤担”。

温室里养不出万年松，庭院里跑

不出千里马。一个人要想成长成才、

有所作为，必须经风雨见世面，闯激流

敢担当；既要有宽肩膀，还要有铁肩

膀。李光耀在回忆录《风雨独立路》中

写道：“三年零六个月的日治时期让我

学习到的东西，比任何大学所教的来

得多。”一位开国将帅也说过，战争年

代一天学到的东西，比平时一年学的

东西还要多。这也充分说明，“不畏苦

寒，自得其芳”，敢闯敢试、能干善干，

才能成就自我、建功立业。

现实中，个别干部不愿吃大苦、

出大力，压力大的岗位不去，风险大

的职位不干，任务重的一线不到，宁

愿端茶倒水，也不愿担当重任；宁愿

在机关跑跑腿，也不愿到基层当主

官。有的不愿挑重担、担大任，畏首

畏尾、瞻前顾后，或者不想干、不去

干，或者跟着干、选择干，特别是对

一些敏感的事、花钱的事，能躲就

躲、能拖就拖，“不落后头，也不出风

头”，处处担忧“如果出了事，转业安

置都受影响”。如此这般，怎能练出

铁肩膀，扛起强军担？

俗话说：“下河莫怕漩涡多，打铁莫

怕火烫脚。”矛盾多、风险大、责任重的

地方，往往是最能锻炼人、成就人的地

方，最需要出力气，也最能长力气。总

是害怕困难，总想追求安逸，还想有所

收获，无异于痴人说梦。不经历风雨怎

能见彩虹。只有勇于到基层去、到边疆

去，到任务最艰巨的一线去、到军事斗

争最激烈的前沿去，才能锤炼出敢打必

胜的信心、制胜强敌的本领。

“责重山岳，能者方可当之。”面对

困难，有多大担当，就有多大作为；尽

多大责任，就会有多大成就。强军兴

军大潮澎湃，千帆竞发勇进者胜。愿

不愿直面问题，敢不敢中流击水，能不

能攻坚克难，考验的是担当，决定的是

成败。无论是实战演练，还是日常战

备；无论是国际维和，还是远洋护航，

都是困难重重、充满挑战的硬仗，都需

要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担当，没有两

把刷子不行，不下点力气更不行。

“登山不以艰险而止，则必臻乎峻

岭也。”军人迟早要走上战场、直面风

雨，不舍得出力气、流血汗，终将有负

重托、有辱使命。知难而进、迎难而

上，爬坡过坎、披荆斩棘，把困难当作

垫脚石，把干劲当作催征鼓，方能练就

一身真本领，扛起打赢这座山。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出力气才能长力气
■李 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