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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时评

玉 渊 潭

长城瞭望

谈训论战

长城论坛

“两面人”，可谓古已有之。

五代后蜀的第二代皇帝孟昶，朱

黄纷陈的锦绣文章写得十分漂亮。

其中，倡导廉政的《令箴》尤为堂皇，

“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

天难欺”成为流传甚广的名句。各衙

门皆刀剞斧凿，将之作为官箴刻碑

立于堂前。

可正是这位皇帝，私底下却“多

以奢侈以自娱，至于溺器，皆以七宝

装之”。待赵匡胤灭其国时，见到那

嵌镶有 7种宝物的尿壶，亦振衣戟

指：“所为如此，不亡何待？”

1900年庚子国变中，向来孱弱的

慈禧居然有了一番激昂之语：要亡，

也打一仗再亡。但八国联军尚未破

城，她便现出了窝囊相，扮农妇仓惶

西逃。不过，她没有忘记两件事：一

是把珍妃推进井里，二是把自己的

内帑银（私房钱）深藏起来。这笔钱，

大约有黄金 36万两、白银 600万两。

如此一笔巨资，竟藏得十分隐秘，八

国联军挖地三尺也没找到。

慈禧懂得吸金纳银，却不知民间

疾苦，逃亡时没有带足干粮，以致后

来找到 5个鸡蛋便“得之如拱璧”。更

让人无语的是，她坐拥金山却无视

江山——财政报告“饷源旱竭，市面

艰窘异常”的字样，从未影响她敛财

的贪婪与兴趣。事情的发展正如英

国思想家怀特海所说：“悲剧的本质

并不是不幸，而是事物无情活动的

严肃性。”她死后 3年爆发的辛亥革

命，诠释着历史的无情。

中国古代向有尊儒轻商之说，

《汉书·货殖传》大部分内容沿袭于

《史记·货殖列传》，唯独将导言换

了。对比一读，思忖着大概是班固嫌

司马迁把商业人物的地位放得过高

了吧。其实，封建王朝的虚伪之处在

于，轻商不假，但未必尊儒。所谓“挟

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才是其真正

面目。所以，大多数读书儒生往往困

顿于“谋生自悔攻儒术，点检行囊鬻

旧衣”的窘态之中。

《剑桥中国晚清史》这样评说当

时 的 官 僚 ：“ 喜 欢 搞 官 场 的 权 术 而

不 惜 牺 牲 健 全 合 理 的 商 业 经 营 方

式。”清王朝没有（也不想有）“健全

合 理 ”的 金 融 市 场 ，遇 到 战 争 之 类

的突发情况，正是利用“官场权术”

搂 钱 的 最 好 时 机 。手 段 可 以 多 样 ，

最奇葩的就是大张旗鼓、明码实价

地卖官。

一般情况下，被卖的还只是些虚

职和候补之位，也包括学位文凭，史载

“甲午开捐，举人二万金一名”，便是当

时的“官价”。然而，到了急需钱或价码

合适时，知州、知县之类的实职也可

卖。所卖之数额更吓人——鸦片战争

后 10年，国家的财政赤字有 46%靠卖

官收入弥补。

历史学家有“累积式激进主义”

的说法，意思是，每一个决定通常会

导致之后更激进的决定。既然买卖官

位已经“工具化”，官场的道德半径几

乎为零，那么，更加“疯狂”的行为就

难以控制。原先全国卖官是户部的特

权，各省只能在本省卖。肉有肥瘦、民

有贫富，谁都想到富庶之地去多卖个

好价。于是，安徽的远涉至长沙来卖，

山东河南的跑到甘肃陕西去买……

“非私不言公”，这是官场“两面

人”最形象的画像。如果说卖官给国

库确实增加了一点财政收入的话，

那么，由此衍生的诸多腐败之风、丑

陋之习，却加速了大清的病入膏肓，

颓势如山倒。就连慈禧召见买官之

人，看其“展示才能”后，也失望地长

叹一声：功夫尽是假的，精壮的炮灰

倒是真的……

亚里士多德说，金钱本无天生的

罪恶，甚至是“衡量事物的标准”。历

史研究从来都不缺少“当代性”的意

义，从中不难发现，无论昨天还是今

天，那些“两面人”的“背面”，都是何

其相似。

认清“两面人”的“背面”
■郑蜀炎

中央纪委通报安徽省原副省长陈

树隆的案件时，指出“陈树隆身为党

的高级领导干部，政治上攀附、经济

上贪婪、道德上败坏”。此后，“政治

攀附”一词又相继出现在中央纪委通

报的多起违纪违法案例中。

所谓“政治攀附”，实质上是把成

长进步寄托在他人身上，依靠奔竞钻

营，谋取功名利禄。现实中，少数人

信奉“背景靠山学”，崇尚“人身依附

论”，到处找门路、拜码头、抱大腿，

热衷阿谀奉承、逢迎拍马、拉拉扯

扯。其中一些人，还围绕某些“大人

物”互通有无、沆瀣一气，形成了共

同进退、利益均沾的“圈子”。

他们以为，只要跟对了人，就能

谋取个人私利、获得提拔重用，就能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殊不

知，“势利之交，难以经远；奔竞夤

缘，难得善终”。那些自以为“树下好

乘凉”的人，大抵逃不了“树倒猢狲

散”的结局。

“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

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

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

一套。”搞“政治攀附”，与党的性质

宗旨背道而驰，与党的组织路线格格

不入，与党管干部原则冰火不容。尤

其是在当前，反腐败的力度不断加

码，作风建设的效度不断延伸，那些

徇私牟利的“大人物”，“倒台”的速

度必然大大加快。如果依附于这样的

人，再怎么春风得意、仕途畅达，也

终会东窗事发、难逃法网。

作为共产党员，究竟“是谁的

人”，答案其实很明白。“同志”二

字，道尽了共产党人干事创业最纯粹

的关系。每名党员都应时时检身正

己，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加强党性修

养，增强组织观念，自觉抵制“认圈

子不认同志”“拜码头不敬组织”的歪

风邪气。

与其费尽心思攀附，不如多下功

夫攀登。对于党员干部来说，成长进

步的关键路径，就是实干与作为。正

如马克思所说，“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

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

的顶点”。把握好“有为”与“有位”

的辩证法，想为、敢为、善为，何愁

不能施展才干、做出一番业绩？

每名党员干部都应站稳脚跟、立

定心思，相信组织有公道、依靠组织

走正道，把心思和精力用在提升素

质、干好本职上，踏踏实实做事，干

干净净为官，靠过硬的本领、突出的

实绩、群众的公论成长进步。如此，

个人发展才能按下“快进键”，党的事

业也才能驶上“快车道”。

（作者单位：武警上海总队政治工

作部）

别搞“政治攀附”那一套
■高 宇

二战期间，为了加强对战机的防

护，英美军方调查了作战后幸存飞机

上的弹痕分布，决定哪里弹痕多就加

强哪里。然而，统计学家沃德指出，

更应该注意弹痕少的部位。因为，这

些部位受到重创的战机，或许多数已

经坠毁、没有机会返航，相关数据容

易被忽略。事实证明，沃德是正确的。

注意力指向不同，作出的判断截

然相反。这一现象值得深思。许多时

候，人们关注的只是事实的一个点、

一条线、一个面，而非事实的原貌、

真貌、全貌。然而，“事实不因为被忽

视而消失”，如果止于粗浅、片面、有

限的观察，就容易坠入“注意力陷

阱”，被主观经验所蒙蔽，形成错误的

认识、作出错误的判断。

很多时候，“没注意”是因为“没

想到”。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苏军的密

集火力成功压制了德军的炮兵阵地。

可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一个炮兵连，

突然对苏军实施了破坏性打击。苏军

费了不少力气，也没能找出德军炮兵

连的准确位置。原来，老谋深算的德

军炮兵指挥官将火炮架设在河上，苏

军对此根本没有想到。

看得见什么，看不见什么，不只

是“注意力”的问题，往往是“思

想力”的问题。军事对抗，不只是

物质力量的比拼，更是高强度的脑

力角逐，最忌思维僵化。只有保持

头脑的敏锐性、思维的开放性，敢

于对现有的知识系统、思维模式、

认知习惯等进行突破，提高逆向思

维能力、辩证思维能力、创新思维

能力，才能透过现象看清本质，从

而赢得战场的主动。

有时候，看得见的地方，反而容

易“视而不见”。抗美援朝战争中，我

军抢占敌后要点三所里，面对强敌空

中侦察优势，我穿插部队再怎么伪装

也难以隐蔽，索性一改常规，大胆减

掉伪装，以行军队形沿公路跑步奔袭

敌后。敌机反复侦察，判断这是一支

从前线换防下来的“友军”，非但没发

动空袭，甚至还通知三所里守军为

“友军”备好饭菜。正因为我们充分利

用敌人的“视觉盲区”，才产生了出其

不意的效果。

摆脱了“注意力陷阱”，往往就能

在常法之上找到非常之法。战争是最

具不确定性的王国，有时需要从已有

的因果关系中，变因为果、由果溯因

地去发现新现象、新规律；有时需要

从事物状态的对立面来认识事物，或

从事物功能的反方向来寻求办法。“入

口”被封闭，不妨考虑一下“出口”；

“加法”不行，可以想想“减法”。如

此，或许就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

暗花明又一村”。

备战谨防“注意力陷阱”
■熊 汉

“当一名合格士官不容易，要不断

提高能力水平，努力做大师傅，带出好

徒弟。”这是习主席对士官队伍建设提

出的殷切希望。衡量一名士官的能力

如何，不仅要看其是否具备过硬的本

事，还要看其能否传授自己的技能，带

出过硬的队伍。

士官队伍中，有技术大拿，有管理

骨干，有的军事素质过硬，有的武器装

备精通，若论个人实力，不乏出类拔萃

者。但是，实现强军梦不是几个“尖子”

的事情。只有发挥优秀士官的辐射效

应，让“尖子”成为“种子”，在军营生根、

发芽、长苗、开花、结果，部队建设事业

才能兴旺发达、长盛不衰。

“君看渡口淘沙处，渡却人间多少

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担任“大师傅”的

士官就像“摆渡人”，目的在于帮助人、

引导人、成就人，把人渡到彼岸、让人抵

达远方。这就意味着，“大师傅”之

“大”，不仅是本事大，更需要胸怀大，能

够俯身为人桥、直身为人梯，真正“为了

人好、见得人好、能助人好”。

一盏灯点燃另一盏灯，不会减弱

自身光芒，却会带来更多光明。“铁甲

精兵”贾元友不仅自身素质过硬，还

带出了一个个精武强能的“样板班”；

“士兵教授”巨孝成不仅自己勤于钻

研，还培养出全军无人机专业的许多

骨干……正因为这些“大师傅”既能够

“主攻”、又善于“助攻”，优秀士官才

实现几何级数的增长，强军事业才有

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但不可否认，现实中也有少数士

官，只想着“渡己”，不愿意“渡人”，“酵

母”作用发挥不明显。有的在比武考核

中屡屡夺魁，所带的徒弟却常常“折

戟”；有的完成大项任务总是亲自上阵，

所带的徒弟却始终“打杂”；有的传授技

术往往“留一手”，涉及核心技术更是喜

欢“卖关子”。

凡此种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

是少数士官把“绝活”当成了“饭碗”，

担心“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对个人而

言，这样的担心似乎情有可原。但是，

未来战争是体系之间的对抗，是人才

群体的较量。如果一支部队形不成人

才梯队、建不起人才方阵，离开一两个

资深士官就“玩不转”武器装备、“摆不

平”技术难题，或者士官队伍“青黄不

接”“后继无人”，又怎么谈得上能打

仗、打胜仗？

其实，“大师傅”的最高境界，是带

出比自己更强的徒弟。徒弟出息了，不

是证明了师父有能耐吗？应当认识到，

“新竹高于旧竹枝”“雏凤清于老凤声”，

皆是规律使然。敢让别人超过自己，善

于培养超过自己的人，才能形成“江河

滔滔后浪接前浪，青山巍巍一峰高一

峰”之势。

囊中羞涩，才会护紧口袋；登高望

远，必然满目春光。与其担心徒弟踩

了自己的“肩膀”，不如多想想自己的

“肩膀”够不够高、够不够宽、够不够厚

实。尤其是在今天，科学技术日新月

异，知识更新不断加快，要想成为一名

合格的“大师傅”，就必须不断拓展视

野、更新理念、吸收知识，把渡人的船

造得更大更结实，让渡人的桨划得更

快更有力。

“帮带也是播种，传承也是再生。”

选择当“大师傅”，是艰苦的劳动，是神

圣的事业。在摆渡别人的过程中，成就

更好的自己，就能拓展人生光谱，在军

旅生涯写下更加绚丽的篇章。

（作者单位：69246部队）

“大师傅”要当好“摆渡人”
——激发强军中的“士官力量”③

■徐东波

某部官兵反映，每次休息时间
使用手机，都会被微信朋友圈里“求
点赞”“求关注”“求投票”等活动搞
得疲惫不堪、苦恼不已。为此，该部
召开军人大会，呼吁官兵净化朋友
圈，让战友情回归本色, 并要求大家
互相监督提醒。

这正是：
点赞投票本自愿，

强人所难惹人烦。

朋友圈里须克制，

莫让感情成负担。

洛 兵图 李 磊文

“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是加

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的一项基

础性工程，是关系党的事业后继有人

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任务。”近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

《关于适应新时代要求大力发现培养选

拔优秀年轻干部的意见》，对这项重大

战略任务作出具体部署，提出明确要

求。

“选士用能，不拘长幼，明矣。”

每名干部都有自己成长成才的“黄金

期”，且大多集中在自己年轻的时候。

这个时期干部的创造力最旺盛、精力

最充沛、思维最活跃。如果做到用当

其时、用当其位、用其所长，就能充

分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创造性，使他们

脱颖而出、受益终生。如果错过干部

使用的黄金年龄，既是对干部资源的

巨大浪费，也是对党和军队事业、对

干部本人的不负责任。

毛泽东曾以东吴重用周瑜为例，

说明用好年轻干部的重要性：“三国时

代，曹操带领大军下江南，攻打东

吴。那时，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当

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

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

仗。”我军历来注重培养和使用优秀的

年轻干部。土地革命时期，红军军一

级将领平均年龄不到30岁，师团职干

部平均年龄为25岁；抗战时期，军职

干部平均年龄约为34岁，最年轻的不

到 30岁。这些优秀年轻干部敢打敢

拼，朝气蓬勃，为民族独立与解放事

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党我军坚决

落实好干部标准和军队好干部标准，

破除唯年龄偏向，改进后备干部工

作，优化干部成长路径，年轻干部工

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一大批年轻有

为、经历丰富、敢于担当的优秀干部

走上更加重要的领导岗位，形成了选

人用人的正确导向。

然而，在培养和使用年轻干部

上，我军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

题。比如，有的抱着“多年的媳妇熬

成婆”的观念，以年龄划线，搞论资

排辈；有的目光短浅“掐尖子”，搞揠

苗助长、超前使用；还有的重学历轻

培养、重引进轻使用。俗话说，误农

一季，误人一生。如果不克服这些错

误观念和用人思路，就会严重损害干

部队伍建设的质量，极大迟滞部队建

设的进程。

习主席指出：“年轻干部多墩墩苗

没什么坏处，把基础搞扎实了，后面

的路才能走得更稳更远。”实践锻炼是

人才成长的必由之路，也是培养干部

最管用最有效的办法。“宰相必起于州

郡，猛将必发于卒伍。”我党我军老一

辈革命家和著名战将，大多不是军校

科班出身，而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在长期革命战争实践中成就的辉煌。

好干部都是在实践中磨练出来的。只

有将优秀的干部苗子有意识地放到不

同层级、不同岗位、不同职务上锻

炼，才能使年轻干部在重大任务中经

风雨受历练、练本领长才干。

“世不患无才，患无用才之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审议时指出，要进

一步创新理念、创新思路、创新模

式，以大力发现培养为基础，以强化

实践锻炼为重点，以确保选准用好为

根本，以从严管理监督为保障，健全

完善年轻干部选拔、培育、管理、使

用环环相扣又统筹推进的全链条机

制。对我军来说，就是要对那些年轻

优秀、有发展潜力、看准了的干部骨

干，实施目标牵引、接续跟踪、动态

调整、精准定位的培养。及时发现和

用好作风正、能力强、实绩突出的优

秀人才，让更多的千里马竞相奔腾，

努力形成优秀年轻干部不断涌现的生

动局面。

（作者单位：武警河南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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