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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每逢假期胖 3斤。”某连
为了督促休假官兵“管住嘴、迈开
腿”，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在休假之前
都要“上秤”称一称体重，休假归队再
称一次，如果体重上涨，就得体能“加
餐”——连续一周天天跑 5公里。在
学习贯彻新条令过程中，该连队果断

废除了这一“土政策”。
这正是：
休假前后称体重，

此招似宜却任性。

如何刹住土规定，

良药一剂学条令。

周 洁图 洪海东文

跨界思维

八一时评

玉 渊 潭

“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审举，审举在

核真。”一些单位出现用人不当、用人失

误等问题，往往与考核不深、识人不准

有直接关系。

用人得当，首先要知人。然而，知

人之难历来是国家治理的一大难题。

司马光曾经感叹：“知人之道，圣贤所难

也。”实践中，古人总结了不少识人之

法。战国时期李悝有“居视其所亲，富

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窘视其所不为，

贫视其所不取”的“识人五法”；《吕氏春

秋》提出“喜之以验其守，乐之以验其

僻，怒之以验其节，惧之以验其特，哀之

以验其人，苦之以验其志”的“识人六验

法”；诸葛亮则有“问之以是非而观其

志，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咨之以计谋

而观其识，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醉之

以酒而观其性，临之以利而观其廉，期

之以事而观其信”的“观人七法”。

我党我军一直高度重视全面了解、

科学考核和准确识别干部，要求领导干

部练就一双“识才的慧眼”。毛泽东同

志曾说：“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

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

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他根据多年

来对罗荣桓的观察，作出判断：“荣桓同

志是个老实人，可又有很强的原则性，

能顾全大局，一向对己严，待人宽。做

政治工作就需要这样的干部。”当粟裕

在苏北歼灭日伪军的捷报传到延安，毛

泽东当场表示：“这个从士兵成长起来

的人，将来可以指挥四五十万军队。”正

是各级领导干部和机关慧眼识才、科学

辨才，让一大批好干部涌现出来，为党

和人民的事业凝聚起强大力量。

得人之道，在于识人。习主席在全

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建立日常考

核、分类考核、近距离考核的知事识人

体系。干部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建设

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离不

开培育、考核、使用、管理、激励等工

作。考核作为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环

节，如果唯票数、唯分数、唯年龄、唯资

历，如果不提拔不考核、不换届不考核、

不到年底不考核，对干部日常工作和平

时表现了解不够，如果考核手段单一、

方法简单，不在现场看、不见具体事，雾

里看花、朦朦胧胧，就可能识人失准、用

人失当，甚至会使一些干部“带病提拔”

“带病上岗”。

建立日常考核、分类考核、近距离

考核的知事识人体系，要求考核干部做

到经常化、制度化、全覆盖，既把功夫下

在平时，全方位、多渠道了解干部，又注

重了解干部在完成急难险重任务、处理

复杂问题、应对重大考验中的表现，既

在小事上察德辨才，更在大事上看德识

才。对不同领域、不同岗位的干部，应

有不同的考核要求，不能搞“上下一般

粗”“左右一个样”。“近水知鱼性，近山

识鸟音。”要近距离接触干部，看干部对

重大问题的思考、对群众的感情、对待

名利的态度、为人处世方式、处理复杂

问题能力。干部业绩在实践，干部声名

在民间。要带上“望远镜”“显微镜”，对

干部近距离接触、多角度考察；多到基

层干部群众中、多在乡语口碑中了解干

部，使选出来的干部组织放心、群众满

意、干部服气。

“国家存亡之本，治乱之机，在于明

选而已矣。”对于军队来说，同样如此。

战争年代，百战生百将，看一个干部能

力怎么样，主要看战场上的表现。李德

生上将曾说：“战争年代选拔干部的标

准很简单，一是能否和敌人甩开大刀片

子，二是嗓子亮不亮，能否震慑住人。”

打赢信息化战争，需要发现、培养、选拔

和使用一大批高素质、敢担当的指挥

员。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要以对党的

事业高度负责、对民族复兴高度负责、

对未来战争高度负责的态度，建立健全

日常考核、分类考核、近距离考核的知

事识人体系，按打仗要求考察干部、选

准干部。只有把那些能指挥打仗的干

部选出来、用起来，让想打仗的有舞台、

钻打仗的有位子、能打仗的有奔头，让

那些跑、要、混的人没市场，得不到任何

好处，才能真正形成想战者留、能战者

用、胜战者上的良好风气，形成真想打

仗事情、真谋打仗问题、真抓打仗准备

的鲜明导向。

（作者单位：武警广东省总队）

知事识人不能雾里看花
—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②

■祝俊业

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

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做好

“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

不断巩固军政军民关系，为推进军地建

设改革凝聚强大力量。

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是我党我军

特有的政治优势，坚如磐石的军政

军民关系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

阻、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法

宝。早在1931年8月，中共中央就指

示苏区：红军战斗员及其家属可以分

得土地并得到政府的经济帮助，以及

获得社会保险、学校教育等各方面的

优待权利。同年 11月，苏区第一次

党的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工农红军

优待条例》。“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

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

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

亲骨肉送去上战场。”这首战争年代

广为传唱的民谣，就是军民团结如

一人的生动体现。

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人民军

队的根脉，深扎在人民的深厚大地；人

民战争的伟力，来源于人民的伟大力

量。人民的拥护支持，锻造了抵御艰险

的铜墙铁壁；军民的鱼水相依，创造了

攻无不克的战争奇迹。现代战争是多

维战场的对抗，持续时间虽短，但涉及

的领域更宽广，战场形态更复杂，实力

的比拼更立体。民众参与战争的深度

和广度，不仅没有收缩，反而不断扩

大。只有始终相信人民，紧紧依靠人

民，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才能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

礴之力。

远离了战火硝烟，过去军政军民之

间那种水乳交融、生死相依的鱼水关

系，在个别单位和行业，出现疏离和淡

化现象。比如，有的走访慰问只是为了

应景，节日走一走、平时不来往；军地联

系重上层轻基层、重领导往来轻群众交

流；推动工作靠感情、靠协调，而相应政

策缺乏刚性约束，“看起来暖洋洋，用起

来很受伤”。这些问题不解决，不仅会

影响双拥工作的质量，而且会为军政军

民团结埋下隐患。

20多年前，一支部队要搬迁至福

州，时任市委书记的习近平，连夜冒

雨前往部队营区临时搭建的野战帐篷

现场办公解难。他深情地说，你们刚

搬到这里，困难肯定不少。有多少难

处，竹筒倒豆子，全都倒出来。然后

我们再逐个帮你们捡起来，一粒不会

少。针对部队反映的战备公路建设、

随军家属落户、随迁子女入学等问

题，习近平当即表态“要特事特办，

马上就办”，不久这些难题全部得到妥

善解决。

最伟大的力量是同心合力。新时

代双拥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随

着国防和军队改革向纵深推进，一些

部队换防移防，一些军人家庭两地分

居，一些军人家属需要安排就业，一

些军人子女需要解决入学。这就需要

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继续发扬这种

“特事特办，马上就办”的作风，跟进

改革强军的进程，倾心为部队改革排

忧解难。

“视人民为亲人，把驻地当故乡。”

全军应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

保持同人民群众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

关系，永远做人民利益的捍卫者。积极

参加和支援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勇于承

担急难险重任务，以实际行动为人民造

福兴利。充分发挥自身资源和优势，多

办解民忧、惠民生、暖民心的好事实

事。当前进入主汛期，各部队应密切关

注汛情，充分做好抗洪抢险准备，确保

遇有灾情迅即出动，全力保护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

敌！

（作者单位：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武

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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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曾讲：“世界上的事情总是

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你准备

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从历史事实

看，尽管人们都在准备着战争，但战争

多是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打响的。

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对于攻击者

这一惯用伎俩，防御者不可谓不心知肚

明，也常把“有备无患”挂在心上并付诸

行动。可从古到今，因偷袭而得逞仍屡

屡上演、难以数计。爱因斯坦曾说：“科

学是永无止境的，它是一个永恒之谜。”

战争之谜则意味着，战场准备从来没有

最好、只有更好，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做

到事事万全、步步无失。所谓“料事如

神”，能料到十之八九就算不错了；所谓

“算无遗策”，只能说是一种理想状态，

到了战场上还必须得因情施策。拿破

仑说过：“谁要想在战争中预见一切，就

劝他永远不要打仗。”对于世界上任何

一支军队而言，都有可能在有准备的情

况下打仗，同时也可能会在“无准备”的

情况下打仗。始终处于有预见有准备

的主动地位打仗，不仅过去不多见，将

来更不大可能。

我军历来重视“不打无准备之仗，

不打无把握之仗”，并把它列为十大军

事原则之一。但无准备或准备不充分

的仗也打过不少，例如被迫进行的抗美

援朝战争，就让刚刚结束解放战争的人

民军队措手不及，很多部队临危受命，

有的连过冬的棉衣也没有备齐。与美

军战地物资弹药丰盈相比较，志愿军就

是凭着“钢少气多”，硬生生地把对手逼

到了谈判桌上。无数事实表明，“有准

备”未必就一定能打赢，“无准备”也未

必就一定能打输，而在“无准备”情况下

能够做到快速反应、扭转被动、赢得胜

利，则更显真本事、硬本领。

近年来，我们反复强调底线思维，

即立足于最困难最复杂情况，争取最理

想最圆满的结果。就用兵打仗而言，强

化底线思维，则应充分考虑在准备不足

之时如何确保打胜仗的问题。随着现

代军事科技的迅猛发展，传统的“战争

迷雾”不仅没有减少，而且更增加了新

的不确定性，作战对手突然袭击、先发

制人的手段更多、方式更活、维度更

广。同时要看到，现在一旦面临国家领

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之争，或敌人对我发

动局部战争，我军不管有准备或准备不

足，都必须得打而且必须得打赢。这就

要求我们，在过细过实做好作战预案基

础上，有针对地多搞一些突然性的演习

演练、多设一些意料之外的课题内容、

多考一些复杂生疏的战术技能，努力使

官兵在适应“无准备”环境中提高应急

状态下的打仗、打赢能力。

当然，我们所说的准备打“无准备

之仗”，与主观上不努力准备或本该准

备到位却借故抓不到位，完全是两码

事。克劳塞维茨说过，进攻者能运用

奇袭的手段，“是以对手犯了重大的、

决定性的、少有的错误为前提的”。面

对当前并不安宁的周边形势，我们只

有下大力破除麻痹思想、铲除和平积

弊，才能更加有效地把军事斗争准备

落到实处。

（作者单位：陆军研究院）

打好“无备之仗”
■张西成

航空发动机被称为飞机的“心

脏”、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中

国工程院院士尹泽勇，则是铆在我国

航空事业上的一颗“螺丝钉”，创造了

自主研发航空发动机的诸多第一。

每当记者让尹院士谈谈自己的故

事，尹老总是谦虚地说，这一切并

非我一个人的功劳，“不能把吃饱归

于最后一个馒头”。他打比方说，航

空发动机上有成千上万个零件，可

以说每个零件都是“成事不足、败

事有余”。单靠其中任何一个零件，

发动机都转不起来，而任何一个零

件发生问题，都有可能前功尽弃。

所以，他经常告诫年轻人戒骄戒

躁，时刻保持“严慎细实、精益求

精”的工作作风和“功成不必在

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情怀。

任何一项伟大的事业，都需要一

代又一代人的接续奋斗，都要经历由

传承到发展的久久为功。成功的背后

往往有难以计量的“看不见”的积

累。如果把“吃饱”归功于最后一个

馒头，就会像笑话里讲的：早知道填

饱肚子的是第三个馒头，前面的两个

就不用吃了。殊不知，没有前两个馒

头作底子，怎会有第三个饱肚子？忽

视或无视前面的铺垫，就会脱离实

际、好高骛远，或是只看到奔跑过程

中自己的这一棒，而看不到其他人的

努力，甚至只想“摘果子”、不愿“育

果树”。正如彭德怀元帅所说：“当我

们看到好的方面的时候，固然要知道

这是由于主观正确努力的结果，但同

时也要估计到客观条件所起的作用，

以防止骄傲自满。”

饭要一口一口吃，楼要一层一层

盖。一口吃不成胖子，空中起不了楼

阁。战斗力的建设，同样要经历一个

漫长而艰难的积累过程。这种积累，

是流血流汗的付出，是“一日练、一

日功”的坚持。正所谓十年磨一

剑，不到打仗难见分晓。“磨剑”绝

非单枪匹马的“百米冲刺”，而是一

代代军人对着一个目标持续不断的

“寂寞长跑”。新时代新征程，每名

军人都应该埋头跑好自己的这一

棒，即便没有喝彩、没有掌声也要

潜心砺剑、衔枚疾走，把该做的工

作做扎实，让每一滴汗珠都凝成战

斗力。

（作者单位：63936部队）

不能把吃饱归于“最后一个馒头”
■杨 欢

现在劝人明道知足，说一生要去三

个地方看一看。这其中的一个地方就

是火葬场。

为什么要去火葬场看？这是让每

个人都知道自己最后的归宿。

其实，这一令人警醒的方法，古人

早就用过，而且那用法比现在更奇特、

更有味。

《履园丛话》里“小棺材”一文曰：苏

州城内城隍庙里的住持袁守中，住在月

渚山房。作者钱泳说自己在这里借住

时，看到他案头摆着一具用紫檀木制成

的小棺材，长三寸许，有盖可开可阖，笑

问他：“君制此物何用？”袁守中回答他：

“人有生必有死，死则便入此中，吾怪世

之人但知富贵功名利欲嗜好，忙碌一生

而不知有死者，比比皆是。所以每当我

遇有不如意事，就看看它，一下子就想

通了。所以这小棺材既可当严师之训

诫，又可作座右之箴铭。”

作者听了，为之悚然，感慨道：守中

可谓有道之士欤！

还是在清代。德州的程正夫也自

做一棺，这应该是个“大号”的，因为他

在棺木上题曰“休息庵”，是预备着将来

要住在里面的。

曾任刑部侍郎等官职的阮葵生就

更有意思了。他在自己的棺木上题诗：

“未死何妨先贮书。”他“物尽其用”真是

做到极致了，一点儿也不浪费。

做幕僚很有名的汪辉祖，则把自己

的棺木题为“归室”，并作诗云：

平生愿力志全归，六十三年幸庶

几。得到藏身须茧室，居然无缝是天衣。

活到 63岁，在现在的人看来还年

轻，但他觉得已经差不多了。一生当幕

僚，没有当官，即使这样，他感到平生志

愿也已满足，最后归到这自缚的“茧室”

里也不错，安安稳稳，就像穿了一件天

衣无缝的衣裳。

这几个人，对待生死利禄的态度都

挺好，既不过激，也不矫情，在那个时

代，也是比较折中可行的。

生死这档事，人自个儿是没办法

主宰的。而钱财这东西，更是生不带

来死不带走。但古今的许多人，却总

是过不了这一关，做出许多违情背理

的事儿来。

唐代宰相元载，贪利好货。后来查

抄他的家产，光胡椒就有800斛。古时

10斗为斛，折算一下，就知道有多少了。

人们疑惑：一个人就是活到八十、

九十，也没有能吃 800斛胡椒的道理

呀？因而感慨：古人说利令智昏，这真

是明验啊！

钱泳的书里，还记了一则和珅的

事。

作者说，和珅被逮时，他正在京师，

知道的比较详细。后来他偶阅《天水冰

山录》，知道严嵩的家产不过是和珅的

零头，由此想起元人吊脱脱丞相的一首

诗：

百千万贯犹嫌少，堆积黄金北斗

边。可惜太师无脚费，不能搬运到黄泉。

而和珅恰好就如诗里说的这样。

这些贪官真是一个赛过一个，积累

的财富简直可以堆到天上了。可惜的

是，他们不能把这些财富搬运到阴曹地

府里去，真是替他们遗憾！

有首诗这样写道：一盏孤灯照夜

台，上床别了袜和鞋。三魂七魄梦中

去，未委明朝来不来。

艺术家张大复，把这诗记入他的

《梅花草堂笔谈》。其实，这诗的意思就

是人们常说的那句话：“晚上脱了鞋，还

不知道早上能不能穿上呢！”

昔人云：从死地里走一回，胜学道

三十年。不论是案头放一具小棺材，还

是去参观火葬场，其用意都是一样的：

生时享用不了的东西，死后两手一摊，

是没法带走的。

谁带钱财到黄泉
■一 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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