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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心声

水激石则鸣，人激志则宏。有目标

才有动力，有激励才有活力。

据报道，西部战区陆军聚焦练兵备

战树立选人用人鲜明导向，7名一心钻

研打仗的连主官直接晋升营主官；新疆

军区某红军师发挥干部考核评价激励

鞭策作用，常态化评议激发干部干事创

业紧迫感……很多党委和领导干部注

重在用人、荣誉、榜样、关爱等方面立起

激励导向，充分调动和激发了干部队伍

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启示我

们，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

伍，各级党组织必须让激励导向成为努

力方向。

担当新使命，实现新作为，人始终

是决定性因素。干部的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发挥得如何，直接影响新时

代强国强军事业。马斯洛需求层次理

论告诉我们，人都有一定的利益需求、

成长渴求、荣誉诉求和精神追求。如果

缺乏有效激励，个人的需求得不到满

足，价值得不到彰显，其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就很难得到有效发挥。虽然

说干部应该有更高的觉悟，但他们也有

获得进步的愿望、发展的希冀、关爱的

期盼。忽视对干部的激励，形不成良好

的激励导向，很容易造成“为官不为”，

最终损害党和军队的事业发展。因此，

在对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同时，也要

加大激励力度，使他们迸发干事创业的

热情，激发不懈奋斗的动力。

前不久，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进

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

为的意见》。《意见》提出“鲜明树立重实

干重实绩的用人导向”“充分发挥干部

考核评价的激励鞭策作用”“切实为敢

于担当的党员干部撑腰鼓劲”“满怀热

情关心关爱干部”……一系列的激励措

施，有效激发了广大干部的政治担当、

历史担当和责任担当。

“善用人者，必使有材者竭其力,有

识者竭其谋。”我军一直保持运用正向激

励激发干部担当作为的优良传统。从荣

誉激励到晋升激励，从信任激励到关爱

激励，极大激发了广大干部强军兴军的

思想自觉、行为自觉。特别是进入新时

代，部队正处于改革重塑、转型发展的深

入推进期，一方面，有很多新的工作理念

要落实、新的工作模式要适应、新的工作

任务要完成；另一方面，广大干部又面临

职位晋升、工作压力、两地分居、家庭负

担等这样那样的现实问题。这些都迫切

需要各级组织树立良好的激励导向，建

立完善的激励措施，确保干部卸下包袱、

大胆工作、轻装前行。

实际工作中，少数单位存在激励措

施不科学、激励体系不健全的问题。有

的用人论资排辈，干多干少、干好干坏

一个样；有的没有容错机制，很多干部

因担当受挫，产生负面情绪；还有的待

遇分配不够合理，一些岗位有津贴有补

助，而一些更为核心、更为辛苦的部门

却没有。诸如此类，导致个别干部因动

力不足不想担当、害怕问责不敢担当、

缺少关爱不愿担当。奋进新时代，让广

大干部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建立崇

尚实干、带动担当、加油较劲的正向激

励体系十分必要，也十分迫切。

当年，钱学森对人才培养曾专门指

出了3个问题，即“信任和重视了吗？任

人唯贤了吗？待遇平等了吗？”他还说：

“我可以肯定，只要很好地解决这些问

题，只要为人才的培养创造良好的客观

条件，那么我们的高等学校、科研机构

就会出现前所未有的人才辈出的局面，

就会涌现更多的杰出人才。”钱学森当

年指出的这3个问题，对我们建立激励

体系，培养大批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仍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选好人、用对人，是最有效、最直接

的激励。推进新时代强军事业，对敢于

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绩突出的

干部，要及时大胆用起来，让干部看到

只要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组织上是

不会埋没的。对不作为的干部，坚决果

断调下去，不让那些做样子、混日子、要

位子的“官油子”得势得利。

榜样是看得见的哲理，是干事创业

的标杆。我们常讲，一个典型一面旗。

很多时候，精神激励往往能起到不可估

量的作用。各级党组织要大力培塑肯

干实干、有说服力的先进典型，充分发

挥榜样的激励作用，让干部对照有镜

子、学习有目标、努力有方向。

关爱产生战斗力。处于转型发展

时期的干部，事业和家庭都面临这样那

样的困难，最需要组织的关心关爱。各

级组织要真情关爱干部，帮助解决实际

困难，关注身心健康，让广大干部安心、

安身、安业。相信，组织今天的关爱，必

将造就干部明天的精彩；组织扎实有效

的激励措施，必将催生出一大批有理

想、有担当、有作为的好干部。

（作者单位：96863部队）

让激励导向成为努力方向
——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⑥

■马立宝

长城瞭望

近段时间，一部名为《我是中国军

人》的微视频，诠释了军人的特质，震撼

着人们的心灵。

“我是谁？”“我是母亲倚在门口牵

不到的那只手，我是妻子舍不得挂掉的

电话，我是儿子眼里不敢靠近的陌生

人，我是亲人的牵挂和骄傲。”

通过对话，我们不难猜到，这里的

“我”就是中国军人。

征战疆场，男儿本色。从军报国，此

生无悔。中国军人，拿起钢枪，就要放下

儿女情长；穿上军装，就要舍弃舒服安逸。

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军人的使命、

价值和担当，“身后是和平，面前是战

争”无疑是最好的诠释。

和平是军人的最高追求，打赢是军

人的最高奉献。军人要捍卫和平，但赢

得和平必须面对战争。诚如古罗马战略

家韦格修斯所说：“想要和平,那就去准

备战争。”对军人而言，“身后是和平”，就

要坚决挡住黑暗，给人民一片和平的天

空，让人民享受阳光雨露；“面前是战

争”，就要全力履行核心职能，勇敢面对

一切来犯之敌，打败一切来犯之敌。

安享和平是人民之福，保卫和平是

人民军队之责。“身后是和平，面前是战

争”，包含了中国军人的全部。身为军

人，唯有不惧战争，敢于负重前行，用胸

膛撑起国家安全的屏障，方能护佑和平，

让岁月静好，让人民生活在和平的国度。

纵观网上网下，我们会发现很多关

于军人的宣传。有官兵顶风冒雨的身

影，有爬冰卧雪的场景，有晒得脱皮的照

片，有逆向而行的冲锋，有浑身泥浆的训

练……一系列军人生活训练和遂行任务

的形象展示，让群众认识了新时代革命

军人，也赢得了社会对军人的尊崇。

享受尊崇更要承担使命。老百姓

感动军人的辛苦，那是对军人的理解和

热爱。作为军人，如果我们也总是强调

自己的艰苦，不仅是矫情，也是软弱，更

是忘战怠战的思想反映。殊不知，吃苦

受累是军人的职业特点。害怕吃苦、害

怕奉献、害怕牺牲，就不要当兵扛枪。

军人决不能靠职业的辛苦、生活的艰苦

赢得尊崇，而要靠挡住黑暗、挡住洪流、

挡住战争来赢得荣耀。

军人，胜利就是一切。当前，我国正

处于由大向强发展的关键阶段，前景十

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我们越是发

展壮大，面临的压力和阻力就越大，同各

种敌对势力的斗争就越激烈。由大向

强、将强未强之际往往是国家安全的高

风险期。军事手段是实现伟大梦想的保

底手段，军事斗争是进行伟大斗争的重

要方面，打赢能力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战

略能力。面对战争威胁，军人的唯一选

择是直面对手、直面战争，锻造防身利

器，锤炼慑战止战、敢战能战的本领，做

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决不

让战火在我们家园燃烧，决不让老祖宗

留下的疆土有半寸丢失，决不让国家发

展进程被打断。

直面战争、捍卫和平，有一个代价问

题。只有具备强大的打赢能力，才能付

出较少的代价，赢得更大的胜利。未来

的战争是综合实力的较量，靠身躯挡不

住，靠人多打不赢，只能靠世界一流的人

员装备，靠远超对手的作战能力。每名

军人都不能停留在过去的胜利中，而要

以巨大勇气和智慧直面未来信息化战

争，真正做到不战则已、一战定乾坤。

“身后是和平，面前是战争”，这是

中国军人对党和人民的庄严承诺。为

了这一誓言，全军官兵必须盯紧祖国利

益边疆，保持警惕的目光，苦练本领，枕

戈待旦，坚决完成新时代使命任务。

（作者单位：第79集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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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时评

前不久，一位资深媒体人讲述了一

个学历史的人干金融的故事。他说，最

近他们公司录取了一位新同事，大学学

的是历史，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却在

投资银行。于是就问他，你这专业不对

口，干得好金融业务吗？

这位新同事回答：比学金融的人干

得并不差。原来，学历史赋予他一种独

特的思维方式，凡事讲证据，同时他看任

何事情时，都会本能地思考这个事实的

形成过程。如此一来，他就比学金融的

人，多了两个看问题的维度，即与事实联

系的维度和时间的维度。这就形成了强

大的竞争力。

由此想到军事领域。打仗到底需要

什么专业？可能很难有人说得清。打仗

是一门艺术，也是一个综合性很强的专

业。培养打仗型人才，不必太纠结于专

业对口，关键要看一个人的学习能力、思

维能力和创新能力。

实际工作中，有少数单位往往会考量

专业是否对口，什么专业干指导员，什么

专业干连长，分得比较清楚。专业要讲，

但也不可太拘泥。我们都知道，很多优秀

的军事干部，学的可能就是文科；很多写

材料的高手，学的也可能是理科。一味用

专业对口选人，往往会导致视野狭窄，也

难以将优秀人才用到合适的岗位上。

我们探究一下部队的一些先进典型，

不难发现，他们所从事的岗位与专业并不

一定对口。譬如，转型先锋李浩以前并未

学过无人机专业，巡航导弹营长罗寅生学

的也不是导弹专业。这些都充分说明，选

人用人不可太纠结于专业对口。

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部队中

的任何一员，都是战斗员，检验人才的唯

一标准是打赢。而能否打胜仗，关键在

于是否具备丰富的知识、一流的见识、卓

越的辨识。历史上，很多优秀的带兵人，

往往都是儒将，譬如诸葛亮、范仲淹、王

阳明、曾国藩等。他们开始也不懂军事，

但他们具备较高的学习能力，能融会贯

通各门学科，做到了知天文、识地理，运

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

能打仗，多在于后天的实践锻炼。

开国战将很多是“泥腿子”出身，并不是

天生就能打仗，但他们勤于实践，打一仗

进一步，最终成为战场的主宰和一代名

将。这也启示我们，不管什么专业，只有

多研究战争，多加强实战化训练，日日为

继、久久为功，才能成为新时代战将，牢

牢掌握未来战场的主动权。

当前，军队正处于改革重塑、转型发

展的深入推进期，很多新的岗位补充了

一些专业不对口的人才。专业不对口并

不可怕。“军旅之臣，取其断决有谋，强干

习事。”只要勤于学习，敢于突破，勇于开

拓，用新的思维学习专业、适应岗位，就

一定能成为本专业的佼佼者，成为部队

所需的打仗型人才。

不必太纠结于专业对口
■刘辽军

跨界思维

庄稼人做扁担，往往会选择多年生

树木，而不选择速生林。他们知道，速

生林材质疏松，是做不了扁担的，做了

就会把担子挑翻。

人才选拔使用也一样。那些不经

重要岗位磨练，不经风吹雨打历练，不

经战火硝烟锤炼的干部，也难以扛得重

活、担当重任。

人才自古要养成,放使干霄战风

雨。一名干部，如果只是在空调房里成

长，只是在大机关履职，看似进步很快，

但往往缺少钙质筋骨、缺少经验经历，

完成日常工作还可以，一旦有急难险重

任务就会露出原形。实际工作中，那些

可堪大任、开创佳绩的干部，无一不是

经过吃劲岗位、重要岗位的磨砺，无一

不是经过艰苦地区、基层一线的摔打，

有的还在难事急事乃至“热锅上蚂蚁”

一样的经历中经受淬火。正因为他们

经风雨、见世面、勤实践，才得以壮筋

骨、长才干、履重任。

“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

力。”军队干部是要打仗的，“速生林”更

不能做“扁担”。少数干部总认为晋升

太慢，幻想一步登天。有的基层工作还

没熟悉，就想到大机关工作；大机关还

没熟悉，就想谋取领导岗位。诸如此

类，即使如愿以偿，也可能是拔苗助长

的结果。殊不知，磨难显才华，安逸隐

天才。一名干部只有把自己长成做“扁

担”的材料，才能在组织挑选中走上前

台，成就事业。

当然，组织也不能让干部无限期墩

苗。对那些墩苗过长、本事过硬的干

部，就要大胆使用，让他们在合适岗位

上施展才华，发挥更大价值。

速生林是做不了扁担的
■冯小云

某部组织战备拉动演练，上级导调

组未给出预先号令即下达紧急出动命

令，打了营连一个措手不及。基层带兵

人普遍感到，这样的“突然袭击”更能检

验部队的真实战备水平。

预先号令是作战命令正式下达前

对部队作战准备工作发出的指令。在

作战时间宽裕、敌情相对缓和的条件

下，提前下达预先号令利于部队充分做

好战斗准备。但战争从来不会等对手

准备好了再打，如果平时战备拉动习惯

于提前给出预先号令，具体方案、行动

部署都清晰透明，部队就会提前做好各

种准备，就无法准确摸清官兵战备底

数。养兵千日，用兵千日。只有坚持不

打招呼出敌情，不发号令抓战备，坚持

从难从严出发锤炼部队快速反应能力、

指挥员临战应变本领，才能使部队在战

时从容处置各种突发情况。

事实证明，没有预先号令的战备拉

动恰如战争预演，可以在更接近实战的

层面检验一支部队的战备水平。然而，

在实际工作中，有的习惯于接受预先号

令，善于打“有准备之仗”；还有的对上级

动作很敏感，一门心思打听上级号令，扎

扎实实做好各种准备……凡此种种，一

旦遂行战备行动，看似反应迅速、应对得

法，实则脱离实战，不符合战斗力标准。

关键时刻的有效应对、出奇制胜，

靠的是一招一式、久久为功的千锤百

炼。平时真打实备的标准越高，战时应

急处突能力必然越强。只要各部队坚

持对表打仗需求，着眼“突发”做文章，

立足“应急”设考题，不断突破程式化考

评模式，就一定能打通战斗力的“任督

二脉”，练就“一剑封喉”的胜战本领。

战争从来没有预先号令
■史建民

在平时的“全身防护”训练中，某
连战士小郑穿戴时只求速度，不求效
果，看似长期霸占“王者”地位,实则
与实战要求有差距。到了考核时，上
级全部按照实战化进行，标准是在有
烟雾弹的密闭环境中生存 5 分钟。
结果，小郑仅待到 3 分钟，就因防护
服穿戴不严密而现了“原形”，狼狈跑

出考核现场。
这正是：
争做王者本意好，

投机取巧是歪招。

实战检验不可少，

虚荣终将露马脚。

折 宇图 朱晓楠文

“公生明，偏生暗。”为官者，公正为

要。倘若滋生偏颇之心，必会丢失公平

公正。如此一来，不仅有损官德政德，还

会被他人利用。

明代著名思想家、理学家、文学家薛

瑄在其所著《要语》中，结合自身为官经

历，深刻阐述了为官要公正、不可有偏颇

的重大意义。

他讲到，为官者在心底不可以有丝

毫的偏向，如果有私心，别人肯定会知

道。他曾经用过一个差役，发现其办事

很是机智灵敏，所以用得稍微多了点，下

面的人马上就对这个差役刮目相看。于

是，他及时辞退了差役。这虽然是件小

事，但由此可知，为官者应当正大光明，

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偏颇之心。

私心一开，公心难守。为官者一旦

有偏颇之心，就会产生偏爱。这种感情

一旦被公众知晓，抑或被偏爱之人所利

用，就可能引发用权不公、权为他用的事

情。唐人房琯在出任宰相时，特别喜爱

音乐，一个叫董庭兰的琴师经常出入他

家，并仗他的权势行不法之事。这成了

房琯宰相生涯的一个污点。

由此，薛瑄深深体悟到，为官者应当

公平公正、光明磊落，外界的是非、诋毁

和赞誉，都不要忧虑。如果非要违背原

则屈从他人，想使大家都高兴，那么就会

失去公正的本质。

薛瑄“为官不可有偏颇之心”的从政

之道，对今天的党员干部有很强的现实

意义。党员干部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

不能私用、不能偏用。倘若有一点的偏

颇，就会失去公允，也会被别有用心的人

利用。久而久之，这样那样的跑冒滴漏、

脱轨越界就会发生。

古代有一句话，叫“莫用三爷,废职

亡家”。所谓“三爷”，指的就是“子为少

爷,婿为姑爷,妻兄弟为舅爷”。提拔重用

了这些人，为官的偏颇之心就会日长，用

人的天平就会失去平衡，公权为公的正

道就会被吞噬，哪里还有不败亡的道理？

现实生活中，很多官员丧失官德，

被人拖着拽着滑向深渊，都与其有偏颇

之心有关。苏荣偏爱妻子于丽芳，很多

人通过“夫人路线”得以升迁，而且他的

妻子和孩子也借势贪腐，结果成了全家

贪腐；刘志军与商人丁书苗“交往颇

深”，很多人便通过丁书苗对刘志军行

贿；陈世礼“信任”自己的秘书王传东，

王传东不仅借势敛财，还安排他人与陈

世礼搞权钱交易……诸如此类，领导干

部一旦滋生偏颇之心，就很难有公心公

义可言，到头来无一例外地滑向腐败的

深渊。

《荀子·儒效》有言：“志忍私,然后能

公；行忍性情,然后能修。”明晰公与私的

边界，才能成就廉洁品质；抵御外在诱

惑，才能磨砺崇高品格。一名领导干部

在成长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来自

家庭、同学、朋友等帮助。但这些都不应

成为领导干部偏袒他们、私爱他们，用权

为他们谋取好处的理由。共产党人一旦

为官，就要始终坚持公平第一、公正为

上。倘若对家人和身边人有所偏颇，无

疑会使权力辐射到他们身上。这不仅无

法使自己公正用权，还会让家人和身边

人成为被围猎的对象，害莫大焉！

在我们党内，很多领导干部一生公

正用权、廉洁用权，很大程度在于他们为

官从没有偏颇之心。周恩来、刘少奇、陈

云、董必武等老一辈革命家总是跟身边

工作人员“约法三章”，坚决防止任何违

反规定和纪律的事情发生。谷文昌、杨

善洲、郑培民、汪洋湖等从来不给自己的

妻子儿女任何特权，坚决以纯正家风涵

养良好政风。正因为如此，他们一直是

我们党公正、廉洁、勤政、尚德的楷模。

奋进新时代，共产党人要成为党的

好干部，成为人民公仆、时代先锋、民族

脊梁，决不能有任何偏颇之心。否则，缺

口一开，就很难封堵。是为戒。

为官不可有偏颇之心
■张 超

玉渊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