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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瞭望

玉 渊 潭

长城论坛

前几天，某部官兵正紧张地进行
车辆驾驶比武前的强化训练。可不知
是谁说了一句：以前驾驶比武，各种保
障事无巨细，现在连个路杆标识都没
有了。听了这话，个别人好像忽然泄
了气，训练不像原来那么起劲了。这
话传到指挥员的耳朵里，他问大家：
“战场会有路杆标识吗？”这一问，把大

家给问“醒”了。
这正是：

战场哪会有路杆，

训练奈何想从前。

反常莫当正常看，

时刻不忘练为战。

洛 兵图 汪泽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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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笔记 《鹤林玉露》 里说，

小小的豺，能杀死老虎；小小的老

鼠，能害死巨型的大象。他由此得出

结论：物无小。

明代的谢在杭，在 《小草斋集》

里，通过一件事，又揭示了“害无

大”的道理。

“物无小”与“害无大”，适成一

对。两者通过对自然的观察，得出有

普遍启示意义的结论，都说得很有道

理。

谢在杭是福建人，曾在工部做

官，管过河道治理事务，所以他的文

集这方面记述尤多。他说：

离福州大概四十里的地方有座桥，

叫洪山桥。高大的桥梁，飞跨江面，蜿

蜒百仞，雄丽坚固，甲于一郡。桥造于

成化年间，到他那个年代，已经百余年

了。虽春汛来临时涛涌浪卷，如万马奔

腾，撼动山岳，而砥柱中流，安然无

恙。

这里的人们在桥上往来贸易，还

在桥头建起一个个小亭子。时间长

了，过往的人都忘记这是一座桥了。

万历三十六年九月二十日夜，行

人把一个小火种丢在亭子边，延烧到

桥柱，桥梁哗然崩塌，靠近岸边的五

个门墩都毁坏了。

写到这里，作者叹息道：“噫嘻，

惜哉！百载之成功，毁于瞬息之间。”

然而论其祸首，也不过星星之火。他

由此感叹，造成巨大灾祸的，开始时

不一定是很大的东西。

接着，作者议论道，商朝的时

候，严禁在道路弃灰，违者处以刑

罚。这是怕灰尘迷了行人和马匹的眼

睛，“圣人之防患深远矣”。

谢在杭还说，福建这地方有个风

俗：喜欢建亭子。都城虽百雉之高，

上面仍翼然为亭。我常常环视城郭，

私下忧虑，如果发生战争，敌人火

攻，该如何防备。现在正是倭寇海上

横行之时，侵扰的事经常发生，当事

者怎能高枕无忧呢？

谢在杭从一场火灾，联想到对敌

人的防备，想得也是够深远了。“轻者

重之端，小者大之源”，凡事不从小处

预防，等到灾害已成，再来补救，就

来不及了。虽说亡羊补牢不为晚，但

损失毕竟已经造成，总没有防微杜渐

的好。

人们常说“癣疥之疾”，意思是不

值一提、没有大害的小病。而张大复

《梅花草堂笔谈》加以辩驳说，疾病里

面，再没有比这更有害的了。

他打比方说，这就像人的眼睛里

进了糠秕，脊背上扎了针刺，没有人

能够顷刻安宁。疾病而使人通体不

安，则必然损害眠食；眠食大减，则

必伤腹心。这还不算，治疗癣疥，所

用的药物往往臭秽不可接近。所以治

疗的时候，还没有去除沉疴，先要取

用那些膻臭的药物。找到了治疗的方

法，而薰眼伤神之害又接着来了。

后来，一个叫王祥冶的人，告诉

他既能治病、又不秽恶的方子，让他

试一试。张大复就把这个方子郑重地

记录下来：

大风子四十九粒去壳，水银二

钱，杏仁二钱，黄柏末一钱五分，还

有一些其它的中药材。把这些东西调

和在一起，用胡桃肉相伴，研为丸。

古人如此仔细而郑重，可见他们

是如何重视这小小的癣疾了。

用现代科学技术分析，一个小小

的病菌，能致千百万人死亡；眼睛看

不见的毒素，可以肆虐大半个地球。

自然界这样，人类社会亦如此。“惜哉

不防微，良材化枯树。”并不是所有人

都重视这“无大”而有害的祸患。所

以古人谆谆告诫：“勿轻小事，小隙沉

舟；勿轻小物，小虫毒身；勿轻小

人，小人贼国。”

明太祖朱元璋，是从社会底层登

上皇位的。他对世态人情的了解，在

皇帝当中首屈一指。他经常告诫臣民

要居安思危，从小处做起。

有一次，他对左相文原吉说：人

的常情是，大事或能谨慎，而常常忽

视细微的地方。“细行不谨，大德必

亏；姑息小过，大愆必至”。你如果

说所失者小，不必介意，等到大失，

然后补救，恐怕来不及了。“善虽

小 ， 可 以 成 名 ， 恶 虽 小 ， 足 以 亡

身”，所以大家都应该尽心做好那些

不起眼的小事，防止它逐步发展而成

为大害。

害 无 大
■一 丁

巴金的散文 《灯》 里有一句话：

“我们不是只靠吃米活着。”作者的意

思很明显：一个人不能仅仅依赖物质

生活，还需要以精神作为支柱。有了

精神，人才能奋发有为、积极向上。

同样意思的话，国外的先哲也说

过：人是靠精神站立起来的。所不同

者，一个反说、一个正说而已。不论

是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还是对一个

政党一个人，这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中国共产党是为谋求民族独立、

人民幸福而革命的，为绝大多数人谋

利益的。就党员个体而言，他们有的

当初家庭富裕、生活幸福，并不是为

个人生计而斗争的。他们自己有米吃

后，想的是更多的劳苦大众、更多受

压迫受剥削的穷人。这就是他们之所

以要革命的信念所在、精神所在、力

量所在。

被毛泽东称为“农民运动大王”

的彭湃，出生于一个大地主家庭，家

里有“鸦飞不过的田产”。他投身革

命，并不为从党的“锅里”舀米吃。

相反，为了救国救民，他当众烧掉田

契，舍弃万贯家产，毅然决然走出豪

门之家，与周恩来等一起，参加和领

导了南昌起义。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写

道：“我亲爱的人，我对你们如此无

情，只因民族已到存亡之际，我辈只

能奋不顾身，挽救于万一。”

翻开党奋斗的历史，为了民族、

为了人民，抛家舍业者岂止彭湃一

人，又何止千千万万？仅红岩革命

烈士中的大部分人，当时都有优越

的生活，如果为个人计，他们完全

不用过那种艰苦的生活。但为了理

想和信仰，他们义无反顾地舍弃财

产、幸福以至生命。就像陈云在入

党时说的：“此身已非昔比，今后不

是做‘成家立业’的一套，而要专

干革命。”

的确，“人不能只靠吃米活着”，

还需要精神与信仰。“米”是食物，

精神与信仰则犹如氧气。人不能没

有精神与信仰，就像光吃米而不吸

收氧气，是不能存活的。对普通人

而言，精神和信仰就是成就事业的

意志力量。而对共产党人来说，精

神和信仰，就是陈毅元帅“取义成

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的决

绝，就是粟裕大将“炼成钢铁如保

尔，莫做浮草似罗亭”的坚忍，就

是“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

无 畏 ， 就 是 “ 行 程 万 里 ， 不 忘 初

心”的坚定……我们党从最初的星星

之火，逐步汇成燎原之势，从最初

的几个十几个人，发展成今天世界

上最大的执政党，靠的是什么？就

是靠理想、靠信念，靠为了理想信

念而奋斗的牺牲精神！

我们常说：“人生如屋，信念如

柱。”没有信念作支柱，屋子就会倒

塌，其后果不是一般性的，而是灾难

性的。为什么有的人不缺“米”、不缺

钱，华屋美宅，名装豪车，却活得了

无生趣甚至痛苦不堪，就因为缺少精

神、没有信仰。为什么有的人做了

“糊涂虫”、成了“软骨头”、成为“两

面人”，就因为丧失了共产党人的信

仰，丢掉了共产党人的灵魂。所以，

习主席不断强调信仰、强调理想，视

理想信念为共产党人的“钙”，以人生

观、世界观、价值观为“总开关”，指

出：没有理想信念，骨质就会疏松，

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

病”。

“他把一切都交给了党。”当年，

贺龙选择了跟定中国共产党。他参加

南昌起义后，按照作战部署，部队须

转战南下。临行前，他将随身较为奢

侈的生活用品都赠予他人，在党员登

记表的“动产、不动产、现金各多

少”一栏，填写了这样几个字：什么

都没有了。因为信仰，本可养尊处优

偏向荆棘而行；为了精神，本可锦衣

玉食毅然向死而生。97年来，共产党

人的精神在磨难中愈砺愈强，信仰在

奋斗中愈淬愈坚，“红旗漫卷”而愈益

鲜艳。

精神日新业日新。今天，我们不

再为“吃米”、为物质发愁。但物质上

富裕了，精神上决不能患“贫血症”。

丢了精神、没了信仰，火箭不能上

天，潜艇不能入海，人最终必将沦为

空虚而不能站立的“病夫”。

精神与信仰，让一代又一代共产党

人无私奉献、奋斗不息。水打山崖，风

过林海。走向新时代、面对新考验，必

须铸牢理想之基、补足“精神之钙”。

只有强筋健骨，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

梁，才能经受住各种考验，任凭风吹浪

打，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作者单位：武警辽宁省总队）

人不能只靠吃米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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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士官士官，把“士”倒过

来就是“干”。话说得很形象，但真正

提高“干”的本领，绝非把“士”倒过

来那样简单。

“半壁江山啊！”提起士官队伍，大

家总会情不自禁地用这句话来形容。的

确，现在士官的数量，在士兵总数中占

相当大的比重。士官是信息化装备的直

接操作者，是人与武器结合的体现，也

是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的“末端”。他

们驾驶铁甲驰骋疆场、控驭战舰远航大

洋；他们指挥长剑刺破苍穹、驾着蓝鲸

潜入深海。他们就像铆钉一样，“铆”

在武器装备的各个技术岗位上。

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高精尖的武器装备，需要高素质的士官

队伍。机械化战争中，一把钳子和锤子

就能解决的问题，到了信息化战场上，

钳子和锤子恐怕只是一件废物。信息化

条件下，武器装备的技术含量越来越

高，各型之间的关联度、耦合度越来越

强，体系运用的特点越来越突出。这种

变化，对士官的素质能力提出很高要

求。如果对这些“大家伙”“玩不转”，

不能让它活起来、动起来，这个仗是没

法打的。

一流的军队由一流的军人组成，一

流的军人由一流的素质支撑。未来信息

化战争，那种大兵团作战的方式越来越

少，小型化乃至单兵作战的特点更加明

显。很多情况下，战场上唱主角的不一

定是成建制的旅团，而是连排甚至班一

级的小分队。纵观近年来发生的战争，

作战指挥直达战场末端，集多种素质于

一身的士官在战场上大放异彩。因而有

人早就预言，21世纪的信息化战场，将

是“士官的战争”。可以说，士官的综

合素质越高，强军兴军的基础就越牢；

高素质士官人才越多，打赢未来战争的

把握就越大。从这个角度讲，提高士官

队伍的能力素质，就是提高部队战斗

力、提高打赢能力。

当一名士官不容易，要不断提高能

力水平。这是习主席对广大士官的殷切

希望，也是强军兴军的现实要求。与以

往相比，如今士官队伍的整体素质有了

显著提升。但战争的变化、武器装备的

更新换代，不断地改变战争形态和作战

样式，对士官的科技素质、信息素养和

指挥能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用

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标准来衡量，士官队

伍信息素养起点较低、高技能专业人才

总体偏少、高端信息化人才相对紧缺等

问题还不同程度存在。把“士”变成

“干”，要学的东西很多，要做的事情也

很多。停留在过去，满足于以往，就难

以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难以适应现代

战争的需要。

“装备未下线，士官已上线。”现在，许多单位推出“全员素质升级、推动

体系转变”的士官培训新模式，采取交叉培训、轮岗锻炼、结对帮教等形式，

并结合驻训、组训、演习等大项任务，通过岗位历练、任务淬炼、实战锻炼，

实现由全员升级向持续升级发展，由全员升级向多能升级拓展，着力培养全能

型“士官专家”。全员、全能、全方位的培养锻炼，必将使士官的能力素质得到

全面提升。

信息化人才是信息化装备的“芯片”，信息化素质是信息化人才的“芯

片”。新型士官人才方阵的崛起，强烈呼唤新的人才理念、新的育才模式。只有

把强化信息意识、丰富信息知识和提升信息技能作为重点，既注重专业技能，

又注重复合素质；既关注整体跃升，又关注拔尖人才培养，才能构建一支数量

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士官队伍，实现从“普通一兵”到“战场精兵”

的转变，从而赢得未来战争的主动权，抢占信息化战争的制高点。

（作者单位：甘肃省庆阳军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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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某社区的一间办公室，在短短四年时

间里，先后被不同部门多次装修，每次花

费十数万元。装修好挂上牌子后，基本上

被闲置着。这件事被媒体曝光后，不少媒

体批评：莫把折腾当政绩。

为官一任，总要干点事，为后人造

福，给后任留点东西。但如何干事、干什

么样的事，却大有讲究，不那么简单了。

焦裕禄留下的是大片的泡桐，杨善洲留下

的是成片的树林。他们留下的“痕迹”，

是货真价实的政绩，为了让“后人乘

凉”。他们人虽然离任，甚至离世很多年

了，人们仍然对他们念念不忘、留恋不

置。

有些“痕迹”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虽

然看得见、摸得着，但大家心里都知道是

怎么回事。比如前些年，有的人热衷于盖

大楼、修马路、造花园，挖了盖、盖了

挖，拆了修、修了拆，好像当一任领导，

不折腾点事就没有政绩。事实上，这样的

折腾不但不是政绩，而且里面大有“猫

腻”，有的鼓了自己腰包，掏空了单位家

底；“显绩”看起来很突出，实际上削弱

了部队战斗力基础，一任出政绩，几任背

包袱。

“速生林”一年多就可以长成，而泡

桐则需要多年的生长。少数人之所以乐于

做显功，做那些容易有“痕迹”的事，就

是因为它见效快，容易让人看到。但“见

效快”与“有长效”是两回事儿。“速生

林”一年后就没有用了，而泡桐几十年泽

被后人。哪个更有用、更长久，不是显而

易见吗？只有那些不求名、不图利的人，

才甘心做默默无闻、久久为功的事。所

以，焦裕禄在兰考，想的是“百年大计、

基本建设”，一年多时间里，在群众心中树

起一座永恒的丰碑。杨善洲在大山里一待

就是12年，“绿了山沟、白了头发”，但山

里的老百姓永远记住了他。

明代义乌县有个大塘叫“蜀墅”，塘里

的水可以灌溉农田六千多亩，但因为经常

发大水而遭受灾害。县里一个叫朱震享的小官吏向县尹报告后，主持蜀墅水塘修

复工程。经过三年时间，终于把这件事干成了。当地人请宋濂作记，他把这事的

详细情形郑重地记录下来，并在文章的结尾意味深长地说：

世上那些高谈性命以欺骗世人的官吏，听起来好像很有作为，一遇到小利

害，“辄颠倒衣裳，不知所措”。这样的人，跟朱震享这样“无所为而利民”的人

比起来，真不知道差距有多大。这样的人，难道不知道有所警戒吗？

宋濂真不愧为一代文豪，通过一件事，就把显功与潜功的道理，讲得清清楚

楚。 （作者单位：77675部队政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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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

涵

提起“微腐败”，人们往往把目光

盯在作风上。其实，“微腐败”有时还

出现在训练场。

训练场上的“微腐败”，主要表现

为缩减训练时间，减少训练内容，挪用

训练经费，在训练监察、考核考评、追

责问责中搞私下勾兑和利益输送等。训

练场上的“微腐败”，虽然不是直接损

害士兵利益、影响部队风气，但如果任

其发展，就会由“微”而“著”，影响

实战化训练落实。

作风上的“微腐败”影响训练，训

练中的“微腐败”也会影响作风。作风

上的“微腐败”逐步得到遏制，但训练

中的“微腐败”同样不可忽视。二者如

同人身体上的综合征，相互影响、相互

危害，必须综合施治，一个一个解决。

近几年，通过大力革除和平积弊，训练

中一些明显的问题得到解决，但训练场

上的“微腐败”还有一定普遍性。对和

平积弊进行大清扫，必须坚持“靶向治

疗”，聚焦突出矛盾和问题，精准施

治、精准发力。这样，才能推动实战化

训练不断走深走实。

治治训练场上的“微腐败”
■赵芳斌

基层心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