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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在转型探索中出现了一些失

误，但我们党委不能让敢担当的人受委

屈……”“组织的公道话，让我温暖，让

我振奋，到新岗位后我还会主动啃‘硬

骨头’……”近日，火箭军某部党委与刚

提任营长何某的这一网上对话，在广大

官兵心中荡起涟漪：组织上为担当者说

公道话，让人流汗不流泪，谁还会不甩

开膀子干？

一个干部能力怎么样，能不能受重

用？我们党一贯的原则是一是一、二是

二，是则是、非则非，公道正派评价人。

组织上能不能对每名干部，特别是对敢

担当的干部说公道话，关乎干部成长进

步，事关党的形象威信。习主席强调：

“党的各级组织要旗帜鲜明为敢于担当

的干部担当，为敢于负责的干部负责。”

在平时，尤其是在关键时候为其说公道

话，就是为担当者撑腰，为敢为者负责。

然而，在评价一名干部时，领导

干部不说公道话的现象还没有完全杜

绝。有的明知他人的评价不够客观，

有失公允，但“明知不对，少说为

佳”，搞“沉默是金”；有的说公道话

讲“技巧”，对“圈内人”强化优点淡

化缺点，对“圈外人”重论弱项浅议

强项。诸如此类，都是没有原则、不

讲政治，对单位建设、对同志成长不

负责任的表现。

我们评价干部，除了看其是否忠

诚、干净之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看

其有没有担当精神。但要看到，在

“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时，谁也难免

会有一些探索性失误；在“摸着石头

过河”时，谁也难免会走一些无意识

的弯路。面对这些，组织敢为干部说

公道话，就会让干部有全身谋事之心

而无侧身谋人之虞，就能产生群贤毕

至和见贤思齐的正确导向。如果组织

在担当者受到误解和委屈时不能及时

站出来说公道话，澄清正名，不仅会

使干部对组织失去信任，更会助长

“太平官”“混日子”等不作为的风气

滋生蔓延。

担当的事要么是前人没干过的新

事，要么是一时无法解决的难事。干这

样的事最需要领导的撑腰、同事的理解

和组织的认可。1966年，在研制我国核

弹的运载工具时，周恩来同志一句“出

了问题，领导来负责，我周恩来来负责”

的打气话，给了钱学森等科学家巨大的

创新底气。抗战时期，中国军队8000官

兵与3万日寇鏖战常德，在仅存100人

时仍“扼守一屋，誓死为止”。然而战斗

结束后，当蒋介石欲以“临阵脱逃”之罪

审判守军将领余程万时，国民党很多将

领却连一句公道话也没有。事后余程

万感慨：“要不是常德6万民众签名作

保，吾脑袋早搬家了。公道不在，谁还

愿做忠死之将？”

干事创业离不开个人的奋斗，也离

不开组织的撑腰。对创新探索中出现

的问题，明辨“为公”还是“为私”，分清

“无心”还是“有意”，判定“无禁”还是

“严禁”，胸中激荡公平正义，心里装着

单位建设，就会在任何时候理直气壮、

光明正大地讲公道话。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强军新征

程上，无数攻坚克难的任务呼唤更多

“狮子型”干部带头冲锋、迎难而上。

能不能做到“大力选拔敢于负责、勇于

担当、善于作为、实绩突出的干部”，能

不能做到“切实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撑

腰鼓劲”，标准之一就在于组织能不能

为担当者说公道话。不因“有棱角”而

非议，不因“有私节”而误公，各级党组

织把富有责任担当的干部选好用好，

在其努力工作而又遭遇挫折乃至非议

时，多为其撑腰壮胆，就是“让那些想

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部有机会有

舞台”。唯此，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才能

生生不息，新时代的强军伟业才能蒸

蒸日上。

（作者单位：陆军第74集团军）

组织上要为担当者说公道话
—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③

■舒 可

今年野外驻训展开后，陆军某旅坚

持“盯着弱项练，瞄准短板练，聚焦软肋

练”，取得了步战车夜间战斗射击首次达

到优秀、预警组网首次实现零误差、装备

保障“零外援”等“11个首次”。谈起战斗

力建设的可喜进步，该旅领导说：“敢向

短板叫板，才能补齐短板。”

“木桶理论”人人皆知，补短板的重

要性不言而喻。但战斗力建设中，知短

不补短的现象在个别单位依然存在。

有的“拖”短板，新官不理“旧账”，使短

板始终“涛声依旧”；有的“躲”短板，担

心这些组训难度大、风险系数高的“烫

手山芋”烫掉了自己的“乌纱帽”，因而

消极保安全；还有的假装在“补”短板，

对短板训也训了，考也考了，但效果怎

么样却不怎么关心。

平时能绕过短板，战时绕不过敌

人；平时向短板低头，等于战时向敌人

投降。14世纪末，西班牙无敌舰队对

自己火炮射程近、威力小、精度差的短

板视而不见，仍迷信于近战、接舷战的

长处，结果在1588年与英国的大海战

中惨败。伊拉克战争结束后，国外一名

军事专家在分析伊军速败的原因时指

出，在众多的败因中，电子侦察、防空能

力等短板太短是其中之一。如果说传

统战争还可以扬长避短的话，那么信息

化战争只能是扬长补短。这是因为，现

代战争是作战体系之间的对抗，战斗力

链条上的任何一块短板，都可能引发多

米诺骨牌效应，都可能成为“阿喀琉斯

之踵”。

没有破茧的勇气，难有化蝶的壮

丽。补短板，担当比方法更重要。敢不

敢向短板叫板，是一名军人血性和担当

的“试金石”。杨业功在训练中“哪壶不

开提哪壶”，这才大幅度缩短了导弹发

射的准备时间，提高了导弹的命中精

度；马伟明在科研中明知山有虎，偏向

虎山行，年复一年对我国海军电力系统

这一短板实施攻关，这才实现了我国舰

船动力从落后到引领的跨越。他们这

些成就，既来自刻苦的努力，更源于补

齐短板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管理学中有这样一句名言：“人们

可能不会做你提倡的事情，但一定会做

你考核的事情。”引导部队在训练时向

短板叫板，既需要加强教育，更需要用

好考核这个“指挥棒”和“风向标”。在

考核内容上求全，部队训练自然不会偏

训；在评价考核结果时既横向比纵向

看，又看短板补得怎么样，部队自然不

会弱训、漏训。当形成了完备的训练体

系、科学的考核体系、完善的问责机制，

官兵就会把提高战斗力作为训练的准

绳，就会在训练中自觉补短、主动补短。

（作者单位：63928部队）

敢于向短板叫板
■丁振宇

谈训论战

玉 渊 潭

仅用圆规和一把没有刻度的直

尺，你能画出一个正十七边形吗？估

计很多人需要费一番心思。

也难怪，因为这道题曾是一道有

着 2000多年历史的数学悬案。当年，

牛顿和阿基米德两位数学家费了很大

力气，也没能把它解出来。这道题的

最终攻克很有戏剧性，它源于德国哥

廷根大学一位数学老师的“大意”。

1796年的一天，这位数学老师在

布置作业时，把这道题不小心夹在了

一个19岁学生的作业里。令人意外的

是，这名学生竟然在当晚就解开了这

道题。第二天，看完学生的解题过程

和答案，这名老师用颤抖的声音说：

“你真是天才！”

这名天才的名字叫高斯，是世界

著名数学家，科学界称其为“数学王

子”。多年以后，高斯回忆时说：“如

果当时有人告诉我那是一道数学悬

案，我不可能在一晚上解决它。”

无独有偶。《百家讲坛》里也讲过一

个类似的故事：一名青年在昏暗中走一

段独木桥时，顺顺利利地通过了。而天

亮之后，看到独木桥下面是看不到底的

深沟，这名青年说，要是白天让我过这

座独木桥，我可能过不去。

为什么知道了是数学悬案就可能

解决不了，知道了独木桥下面是万丈

深渊就可能过不去？这是因为人们给

了自己心理暗示：那么多人都解决不

了，都过不去，我估计也难。这种

“已知”带给人的心理暗示，是创新的

敌人。英国一家科学杂志在研究了100

名发明者的经历后得出这样一个结

论：有些时候，先入为主的权威会固

定人们的思维，约定俗成的惯性会制

约人们的创新，已经掌握的知识会阻

挡人们的视野，克服已有认知带来的

消极心理暗示，是走向成功的一条通

道。我国某权威期刊也刊文指出，科

技创新固然需要学习和积累知识，但

更为重要的是让思想能在自由的天空

飞翔。在这个知识爆炸的年代，影响

人们接受新知识的最大障碍不是“未

知”，而是“已知”。

写到这里，想起泰国驯象人用细铁

链拴千斤大象的故事。故事是说，驯象

人在刚开始拴大象的时候，会用很粗的

铁链。起初，大象使劲想挣脱，在反反

复复无果后，便放弃了。这时候，驯象

人就换上一条细铁链，大象也不再挣

脱。不难看出，拴住大象的不是粗铁

链，而是它已知的认知，以及这种认知

带给它“以前我就挣不脱，以后也挣不

脱了”的心理暗示。

有句老话说得好：“白纸才能绘出

更美的图画”。白纸就是“未知”，它

意味着无限可能，意味着不会受套路

的束缚。用好“未知”这一优势，有

时能收到意外之喜。国外某跨国公司

在组建科研攻关小组时，会专门请一

些在专业知识方面是“零基础”、但有

想象力的人员组成一个小组，让他们

专门为团队提供“奇思妙想”。北京某

中学在组建桥牌队时，从没有打过桥

牌的学生中挑选有兴趣、有潜力的学

生组成队伍。结果，这支“菜鸟”队

经短时间严格训练后成绩迅速提升，

在与专业队伍比赛中取得了不俗的战

绩。

不可否认的是，绝大多数“未

知”的实现都是对“已知”的发展。

探索“未知”，并不是提倡不学“已

知”，凡事都从零起步。学“已知”，

是为了获取“新知”。如果认为先入为

主就是先见之明，对权威盲目崇拜，

对“已知”不敢超越，那就跳进了心

理暗示的思维陷阱。

哲人有言：“消极的心理暗示是绑

在想象力翅膀上的‘黄金’。”不扔掉

这块“黄金”，鸟儿难飞高，部队难打

赢。1937年 8月，太原以北的原平车

站，奔赴抗日前线的八路军115师官兵

碰上了刚上战场就撤下来的国民党部

队。八路军战士问：“你们为什么退下

来，咋不和鬼子拼一拼？”国民党军回

答：“前面打都是吃败仗，日军比我们

厉害多了，哪能打得过？”抗战后，军

事专家在研究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多

失败的原因时指出，除了装备等因素

外，屡战屡败带来的不自信，也是败

因之一。

爱因斯坦曾说，成功的教育是让学

生把已有知识变为思维的工具，而不是

成为束缚思维的枷锁。打仗最怕教条，

最怕思维固化，最需要想象力。隆美尔

指挥他的部队运用高射炮出其不意地

对付英军的马蒂尔塔坦克；朱可夫让他

的部队用一百余架大型探照灯向敌人

实施“照射性”攻击……“神兵非学到，

自古不留诀。”实践证明，少一些窠臼套

路，多一些创新精神，才会在战场上创

造出灿烂的战绩。

（作者单位：91128部队）

别让“已知”挡住“未知”
■汪月忠

时间是有温度的。

又到“八一”。此时此刻，无论是将

军，还是士兵；无论是军装在身，还是远离

军营，每一个“兵”都在凝望军旗、聆听战

歌，热血沸腾、激情澎湃。

红色的旗、红色的魂、红色的血……从

江海之滨，到南疆红土；从雪域高原，到白

山黑水；从维和战场，到远海大洋，一股红

色热流在座座军营奔涌。

这“八一”之红，如此鲜艳、如此夺目，

凝聚军心、鼓舞士气。

“八一”，军人心中永远的记忆，不管

今夕何夕，只要军号响起，便梦回吹角连

营。“八一”，一部强军巨著的起首，不管何

时何地，只要轻轻翻动，便激起历史回响。

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一支颈扎

红领带、臂绑白毛巾的部队，用一声枪响

划破了夜的寂静。隆隆炮声，闪闪火光，

“染红了东方的黎明”。从此，八一军旗高

高飘扬；从此，人民军队烙上了红色的胎

记。红色，沉淀为八一军旗的颜色，固化

为革命军人的本色，熔铸为人民军队的底

色。沧桑巨变，岁月峥嵘，军旗之红，永远

鲜艳，永不褪色。

这红色，代表着铁心向党的赤胆忠诚。

“金星闪耀在军旗上，我们的原则是

党指挥枪。”从武装斗争到建立政权，从

戍守边疆到投身建设，镰刀锤头指航向，

军旗向着党旗飘。从红军到八路军、新

四军，再到解放军、志愿军，变的是名称，

不变的是军魂。赤子其心，钢铁其身。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个关键基因，成

为人民军队的最大特色、最大优势、最大

底气。

为什么我军从没有一支成建制的队

伍被敌人拉过去？为什么古田这个小山

村两次成为人民军队涅槃之地？为什么

西柏坡发出的“嘀嗒”声能号令千军万

马？向着太阳，百川归海。军魂不变、宗

旨不忘、本色不褪，才能筑牢立军之本、厚

植制胜之源、培固强军之基。这个“命根

子”，永远不能变，永远不能丢。

这红色，浸润着敢打必胜的血性胆气。

“英雄猛跳出战壕，一道电光裂长空；

地陷进去独身挡，天塌下来只手擎。”血

性，是滋养军队的“根”，是支撑军人的

“魂”。长征路上，当陈树湘扯断肠子的那

一刻，腊子口、大渡河终将化作“泥丸”“细浪”；抗美援朝，当队伍“像原木一样移

动”，上甘岭、松骨峰必将成为精神高地。

血性让我军成为“无法复制的军队”。战争的颜色永远是红的，一切胜利的捷

报上都闪耀着血性的光芒。“钢多了，气要更多。”今天，要实现强军目标，仍需那么

“一股劲”“一股气”，除了胜利一无所求，为了胜利一无所惜，风卷战旗红、决胜新

征程。

这红色，彪炳着牺牲奉献的不朽功勋。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历史会记录下每一代人的奋斗与

牺牲。然而，有多少胜利凯歌，就有多少浴血奋战。回望我军血色征途，那些有名的

和无名的英烈们，抛下的头颅数不尽，洒下的热血数不清。赤胆忠心，热血照征程；铁

骨铮铮，牺牲铸丰碑。

“黄沙血染英雄骨，碑碣永留万古名。”湘江一役，红军锐减5万多人，当地百姓

“三年不饮湘江水”。抗日战争，60余万人伤亡，“驱逐倭儿共一樽”。解放战争，26

万人捐躯，“天翻地覆慨而慷”。朝鲜战场，18万人献身，“击溃强敌奏凯歌”。浸血

的数字，不朽的生命，“纵死终令汗竹香”。

这红色，辉映着强军兴军的绚丽曙光。

“听吧，新征程号角吹响，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国要强，我们就要担当，战旗

上写满铁血荣光……”从神州陆沉、九原板荡而来，向中华崛起、民族复兴而去，人

民军队正在经历规模空前的一次改革，“跨越”“红剑”“砺剑”“卫士”等数百场实战

演习轮番上演，“六个伟大力量”“六个必须”指引强军事业的路径方向，“解放军将

变得更有效、更具战斗力和更精悍”。

欢庆“八一”，军旗猎猎、军徽闪耀；壮哉“八一”，军号催征、军歌嘹亮。

此时，江西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陈列大厅，一座名为“石破天惊”的雕像，诉

说着惊天动地的过往。此时，首都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人民军队最早

的一面军旗，依然鲜红如初。此时，中华大地，一面面军旗迎风飘扬，砥砺着人民军

队继往开来的铿锵步履，也激荡着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时代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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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时评

长城论坛

“咱们‘军人之家’就是给军人、
军属服务的，您孩子的入学难题，我
们一定尽快协调解决。”驻昆明市某
部一名军属随军后，由于错过了小升
初报名时间，孩子的上学成了难题。
近日，她将问题反映到附近的“军人
之家”后，工作人员表示一定想办法
解决。据悉，一年来，昆明市已建立

17个“军人之家”，专门开展拥军优属
工作。

这正是：
彩云南去望天涯，

戍客横戈难顾家。

纾困解忧兵心暖，

春城无处不飞花。

周 洁图 汉唐风文

当年，毛泽东同志为农民分析中国

社会各阶级的情况时，在黑板上画了一

个多层的塔，来说明最下层的是谁，压

在他们头上的是谁。贺龙同志在上党

课时，在讲桌上放了一碗小米、一双布

鞋和一个盛着一条小鱼的水碗，用实物

告诉大家打胜仗离不开群众支持的道

理。他们为什么能把道理讲得入脑入

心？一个重要原因是娓娓道来、循循善

诱，真正用说服的办法拨动了受教育者

的心弦。

说服教育，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

传统，也是提高思想认识的一条基本途

径。毛泽东同志曾说：“凡属于思想性质

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

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

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

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

决。”说服如春风化雨，压服如暴风骤雨；

说服如小弦切切，压服如大弦嘈嘈。尽

管说服教育没有行政命令见效快，但更

容易走进受教育者的心灵。

开展好说服教育并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罗荣桓元帅早就说过：“军队的

政治工作很容易犯命令主义。因为军

队组织是集中的，命令很容易起作用，

因此，干部就喜欢简单化，但是政治工

作就是群众工作，不能图简单。”比如，

有的领导干部和教育者不善于说服沟

通，“与新社会群众说话说不上去，与困

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

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

有的话风不好，“常说的老话多、正确的

废话多、漂亮的空话多、严谨的套话多、

违心的假话多”；有的不接地气，“张口

中外格言就是没有战士语言，满篇名人

轶事，就没有身边的真人真事”；还有的

重“管”轻“教”、重堵轻疏，喜欢一禁了

之、一批了之。

聂荣臻元帅曾说：“做人的工作，是

一项最细致的工作，也是很艰苦的工

作，要做得细、做得活，要针对不同的觉

悟水平、不同条件的人，采取恰当的、有

效的、对症下药的工作方法。”提高说服

教育的本领，也应在细、活、准上下功

夫，力戒重压服轻说服、重结果轻过程

等错误倾向。面对官兵的现实问题和

思想困惑，教育者只有既讲道理、讲法

理、讲情理，又动真情、办实事、送温暖，

努力做到说理上“不板着”，办事上“不

拖着”，姿态上“不端着”，才能用生动的

说服赢得官兵的信服，用真诚的关爱赢

得官兵的信任。

（作者单位：66018部队）

说服与压服
■马 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