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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时评

长城瞭望

长城论坛

玉 渊 潭

跨界思维

5年前的8月19日，习主席在全国

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

调要“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

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5年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深入人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广泛弘扬，正在成为凝聚社会共识

的主心骨。思想观念的激浊扬清、百川

汇流，饱含着亿万人民对国家发展的期

待、对民族复兴的热望。

当传统媒体纷纷进军微博微信客

户端，当“中国梦”“蛮拼的”“撸起

袖子加油干”成为网络热词，当黄大

年、钟扬、王继才等先锋模范成为行

进中国的精神航标……时代的强劲脉

动中，就充沛着一股强大的引领之

力。正如乐队需要指挥，“人人都有麦

克风”的思想广场上，同样需要有这

样的力量，调配好旋律、控制好节

奏，将无数的音符汇成雄浑的乐章。

无论是政策理论宣讲，还是核心价值

观的弘扬，抑或讲述中国好故事、军

营好故事，当代中国的主流“好声

音”，必能催发强大的正能量。

我们的力量有多大，取决于“全

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有多

大。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

13亿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同向发力、齐心协力、形成合

力，才能汇集起“不可战胜的磅礴力

量”。

如何用好手中的麦克风、用好自

己的话语权，事关我们每一个人。曾

几何时，在网络上不乏一些“看客”

“哄客”“骂客”，要么追风逐浪、热

衷传播小道消息，要么冷嘲热讽、唯

恐天下不乱，要么恶意攻击、造谣生

事……他们提不出什么建设性意见，

只会造成不小的破坏性影响。

鲁迅先生曾说，中国人的心中，

不平和愤恨的分子太多了，“不平还

是改造的引线”“至于愤恨，却几乎

全无用处”。假如我们心中缺少阳

光、思想充斥阴霾，没有进取精神、

只有消极心态，没有认可点赞、只有

抱怨吐槽，那么所谓的主流，只会越

流越窄；所谓的共识，也将失去根

基。如此一来，我们就不可能找到民

族自信的源泉，也不可能实现民族复

兴的梦想。

不可否认，我们仍存在不完美、

不完善的地方。但这不是我们抱怨、

指责甚至诋毁的理由，相反，正是每

一个人应该尽责的地方。当一个人拿

起手中的麦克风，准备传播消极的思

想、发出违和的声音、传递负面的情

绪时，不妨反思一下自己，是不是尽

到了对这个社会、对这个国家应尽的

义务？面对现实存在的种种矛盾和问

题，自己又应担当起什么样的责任？

“你若爱，世界就充满爱。”说到

底，对国家有深情、对生活有热爱，

就会有发现美好的眼睛、讲好故事的

动力、感动你我的温馨。我们有责任

在鞭挞黑暗时，点亮一支不熄的火

炬；在痛斥冷漠时，伸出自己热情的

双手。每个人的一小步，连缀起来就

是社会的一大步。

当好思想阵地的守望者，没有人

能够置身事外。对于新时代革命军人

而言，讲好军营故事、传播好军队声

音，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引领社会

风气、弘扬人间正气，既是责任，也

是考验。只要我们胸怀赤诚、传递真

情，就能让每一个普通而真实的军营

故事，激发出强大而恒久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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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某部在驻训地组织军事地
形学考核，不仅与前几年选择的是
同一片地域，就连目标点的位置、
类型和数目也都大同小异，以至于
参考人员驾轻就熟，普遍拿到高
分。上级党委了解相关情况后，要
求该部取消考核成绩，重新选定陌
生地域、组织实施考核，真正树起

从难、从严、从实的导向。
这正是：
年年岁岁反复考，

成绩岂能不虚高？

战场变数放心中，

练兵务当求实效。

洛 兵图 郑建坤文

人们吃的小麦、水稻，其本质都

是植物的种子。但是，有些种子不是

用来食用的，而是用来播种的，它们

是种子粮，可谓“种子的种子”。

西谚有云：“不能靠吃种子过

活。”千百年来，农人视“种地留种”

为天经地义的事，那些个头大、质量

佳的种子，被选出来、储存好，其余

的才作为食物。如果靠吃种子过活，

来年就无粮可种、无粮可收，从而导

致无粮可吃的结果。

吃不吃种子，在粮食充足的条件

下，不难作出判断；但在粮食不足的

情况下，却是必须面对的抉择。

1947年底，陕甘宁边区粮食供给

困难，老百姓实在没有办法，最后将

种子粮也吃了。彭德怀感到问题严

重，和其他干部商议之后，迅速通知

部队和地方不要吃种子粮，同时要求

部队每人每天节约一两粮，帮助缺粮

的老百姓度荒。

为了做好表率，彭老总在开饭前总

是先问一句：“我今天的一两粮食省下来

了没有？”在得到肯定答复之后，他才举

筷进餐。在彭老总的带动下，大家坚定

信念、共克时艰，度过了困难时期。

彭德怀的做法，体现了一种顾大

局、谋长远的眼光。当时，吃种子粮

的情况如果不制止，就会给春耕生产

造成很大困难。因此，宁可眼前紧一

点、苦一点，也要为将来多作打算。

中国也有句俗话：“宁肯饿死，不吃

种子。”话虽如此，倘若真的濒临饿死的

境地，能做到“不吃种子”绝非易事。现

实中，这样的事真实发生过——

长征中，一位女干部带着炊事班

长和几个战士落在队伍后面，3天时间

粒米未进。炊事班长好不容易从当地

百姓家中买来几斤粮食。但当女干部

得知这是种子粮时，坚持让炊事班长

把粮食送回去。结果，这位女干部活

活饿死在草地上。

无独有偶。二战时期，列宁格勒

遭德军围困，粮食极度紧缺。市郊有

个种子研究所，储存着10多吨麦子良

种。“种子是战后生产的源泉，是人民

的希望，一粒都不许动。”研究所的数

十名科学家抱定这样的信念，宁肯活

活饿死，也没吃掉种子。他们用生命

守护的良种，在战后恢复生产中发挥

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为了纪念这些科

学家，列宁格勒市民把这座研究所命

名为“希望的种子”。

可见，吃不吃种子粮的问题，绝

不仅仅限于农业生产的范畴，而是关

乎生死、关乎道义，体现个人与集

体、当代与后代的关系，是一个大命

题。当“宁肯饿死，不吃种子”成为

一些人的现实选择，体现出的是家国

大义、为民情怀，也是“我们能打

赢”的信念、“明天会更好”的希望。

反观现实，“吃种子”的现象却一

定程度存在。一些单位的领导干部，

只图眼前、不顾长远，只为个人、不

顾集体，在工作中急功近利，搞出一

些竭泽而渔、杀鸡取卵、寅吃卯粮的

事情来，让单位建设受到损害，给后

续发展留下隐患。

对于这种“只要自己吃饱，哪管

他人死活”的人，应当严格追究、严

肃问责，使“急功”最终不能得功，

“近利”最终难以得利。当“吃种子”

的人付出代价、得不偿失，这样的人

就会越来越少。

不能吃掉种子粮——这个问题想

明白了，就能以更超脱的心态、更

长远的眼光、更理智的思维，来认

识和把握现实中的种种问题。做着

现 在 的 、 想 着 未 来 的 ， 干 着 此 任

的、想着来任的，就一定能稳住阵

脚、定住心神，做好眼前事、尽好

自身责，让强军兴军的梦想种子开

出繁花、结出硕果。

不能吃掉种子粮
■刘国成 刘 晶

进入“新体制时间”，重塑转型的

“一次创新”我们已胜券在握。当此之

时，推进练兵模式的“二次创新”，更加

需要以二次革命的精神，不等不拖、奋

力推进。

“军事训练是最直接的军事斗争准

备。”训练作为生成和提高战斗力的根

本途径，是和平时期部队最经常、最具

活力和创造力的实践活动。与时俱进、

科学完备的练兵模式，是检验新手段、

新力量、新战法的有效载体，是历练思

想、提升能力、推动建设的重要支撑。

当前，新体制的“四梁八柱”已

经搭建起来，练兵模式的创新也应及

时跟上。如何建立与新体制相适应的

练兵模式，是全军上下反映强烈、亟

须解决的新问题大问题，是当务之

急、重中之重。

体制机制理顺，方能聚沙成塔；练

兵模式优化，才可事半功倍。反之，如

果练兵模式创新滞后于体制改革，就如

同新瓶装旧酒、胶柱而鼓瑟，必然难以

充分释放新体制的活力，甚至可能做虚

功、打乱仗，影响练兵备战的实效，干扰

改革强军的大局。

当前，不少单位经历了编制调整、

装备更新、人员重组，但是与时代“不合

拍”的陈旧练兵模式，却未必得到相应

调整。比如，有的单位仍摆脱不了“一

线平推，步步为营”的老套路、“短兵相

接，以量取胜”的老招数；有的仍未破除

“自成体系”的思维惯性，开展联合训练

“形联神不联”，训练质效在低层次徘

徊，等等。

另一方面，改革中也出现了一些新

情况。比如，战区主抓联合训练，军种

主抓战役训练、合同训练和部队基础训

练，对协调提出了更高要求；有的单位

名义上是革新训练模式，实际却把老模

式冠以时髦的新名词，搞的是徒劳无功

的“伪创新”……

应当认识到，新体制是创新的产

物，也是创新的平台。如何防止和克服

守旧、守常、守成思维，使联合训练真正

联起来？如何把战区和军种联手“唱

戏”的舞台搭好？如何在演训中实现联

合作战与联勤保障一体化融合？要想

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与旧体制告别、

与新体制对表，积极创新训练理念和方

法手段，推动军事训练精准入轨。

与体制改革的大破大立不同，练

兵模式的改进是动态调整；前者偏重

于顶层设计，后者离不开“群蜂智

慧”；前者可以“一声令下三军随”，

后者则需要一边摸索一边完善。只要

开拓创新、敢试敢闯，在不断摸索中

找到正确的方法路子，就一定能把改

革体制优势转化为军事训练优势、作

战能力优势。

跟着时代变、贴着战争走，是练

兵永恒的法则。现代战争作战样式、

制胜机理已发生深刻变化，军事训练

绝不能“原地踏步”。新军事训练大纲

明确规定，“创新与实战要求相一致的

训练模式”，其目的就是在推动以联为

纲、聚焦应急应战、提升新质作战能

力等方面实现新突破，提高军事训练

对打赢的贡献率。

练兵模式的升级换代，势必有很

多新的训练内容要完成、新的训练课

目要论证、新的训练标准要实现，更

加需要各级指战员心无旁骛、全神贯

注钻打仗，倾注心思、付出心血谋打

赢，从而锻造出一支支敢打必胜的精

兵劲旅。

（作者单位：武警某部保障部）

练兵模式“二次创新”不能等不能拖
—破解实战化训练难题大家谈④

■陈连兵

据报道，某地一个居民小区，一到

晚上就有青蛙的叫声响起。业主投诉

这些青蛙扰人清梦，要求保安履行职

责，对其进行驱赶。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

片”，是古诗里一种令人向往的意境，但

如今，蛙声却成了被人投诉的噪音。类

似的新闻，其实还有不少：久居大都市

的人到山中疗养，却受不了风吹松林发

出的声音，无法入眠；一位在西湖边住

宿的游客，忍受不了知了的鸣叫，于是

搬到了没有树木的地方去住……

有的人总讲“回归自然”，但真正进

入自然，却不适应了。究其原因，是习

惯了“不自然的安静”。现代城市生活，

讲究的是低噪音：窗户要“双层隔音”，

空调要“低分贝”，手机也不时地调为

“静音模式”……

然而，“安静”并不是大自然的特

质，真正的自然，往往是“吵闹”的。飞

鸟啼鸣，虫儿啁啾，流水潺潺，风声簌

簌……这些声音，如果带给你的不是

舒心惬意，而是心烦意乱，那只能说明

你离开自然太久了。

进一步想，“静音模式”不只存在于

生活之中。对于工作，一些单位的领导

干部喜欢“耳根清净”，容不得与自己意

见相左的“杂音”，听不进反映问题的

“噪音”，对官兵的诉求和呼声，也是两

耳塞豆、置若罔闻……总之，越安静越

好。然而，不知他们有没有想过，这种

安静真的“自然”吗？

物不平则鸣，人不平则怨。来自官

兵的声音，除个别的比较偏激之外，一般

都有一定的合理性。把这些声音当作一

种信号，认真听、慢慢品，就可以从中了

解到官兵在想什么、盼什么，从而知利

弊、明得失，对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

效率不无益处。如果一个领导的周围总

是出奇的安静，反而不太正常了。

“敢说”不易，“肯听”亦难。许多时

候，不是缺少敢讲真话的人，而是缺少

善于纳言的心。倘若上级总捂着耳朵，

下级难免张不开嘴巴，真话势必会成为

稀缺品。长此以往，领导干部就听不到

真话，离群众越来越远。

关闭“静音模式”，乐于接纳不同声

音、善于倾听不同声音，彰显的是胸襟

气概、责任担当。以“言者无罪、闻者足

戒”的原则鼓励下属“拍砖”，以“有则改

之、无则加勉”的态度请群众“开炮”，才

能打捞起源自基层的声音，用真心拉近

自己与官兵的距离。

“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

声。”有了乐于听的情怀、善于听的本

领，就能听到官兵真真切切的心声，也

就能赢得官兵实实在在的掌声。

（作者单位：北部战区陆军政治工作部）

别总开着“静音模式”
■李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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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记 耳 光 ，打 醒 多 少 麻 木 的

心”。38年前，时任山东菏泽地委书记

的周振兴，看到一位曾为革命作出很

大贡献的生病老人，竟然吃不上半碗

肥中带瘦的肉，他出钱满足了老人的

心愿。回到县城，面对与会的干部，他

眼含热泪地谈起这位老人，说到激动

处，抬手打了自己一个耳光，痛心疾首

地说：“我们这些大大小小书记的脸还

叫脸吗？”

如今，91岁的周振兴书记在回忆

往事时坦承：“我们工作做得不好，没让

百姓吃饱吃好，内心充满自责和愧疚，

觉得对不起百姓，当时很激动，才不由

自主地打了自己耳光。”这种可贵的愧

疚感，令人肃然起敬。

“大抵人稍存愧疚之意，便是载福

之器、入德之门。”知责知愧，历来是为

官从政者恪守的道德操守。唐人韦应

物在苏州刺史任上碰到大旱饥荒，百姓

纷纷外逃，遂感慨“身多疾病思田里，邑

有流亡愧俸钱”。白居易在县尉任上，

察知百姓“家田输税尽”、拾穗“充饥肠”

时，不由产生“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

忘”的自责。

对于“以百姓之心为心”的共产党

人来说，留存内心的愧疚感，彰显的是

血脉相依的百姓情怀、勇于担当的责任

意识和知耻后勇的奋发精神。1973年，

周恩来总理回到阔别已久的延安。看

到群众缺衣少食，他自责地说：“解放都

这么久了，乡亲们的生活还这么苦，是

我这个共和国总理没当好，我对不起乡

亲们。”大凡心存愧疚感的党员干部，很

多时候不是因为具体工作做得不够多、

不够好，而是因为他们发自内心地希望

为百姓做得更多、更好。就像老一辈革

命家董必武诗中所写的那样：“新功未

建愧高座，老本无多早啃完。一饭膏粱

颇不薄，惭愧万家百姓心。”

身为党员干部，可怕的莫过于感受

不到百姓疾苦，体味不到基层辛酸。毋

庸讳言，总有个别领导干部或是高高在

上无心接“地气”，四体不勤无力谋发

展，行有亏而心不愧；或是对官兵疾苦

缺乏关心，对溢美之词欣然自得，对微

不足道的成绩孤芳自赏，对工作落后的

局面不思自责；或是在该羞愧时自鸣得

意，在该歉疚时心安理得，不该伸的手

伸了，不该办的事办了。

一个人只有看到差距、奋勇赶超，

才能永不止步、有所贡献。对于领导干

部来说，愧疚之心永远不能缺失。因为

任务无论多么圆满，也会留下改进的空

间；成绩无论多么辉煌，也不能算在自

己一个人的头上。只有心怀愧疚感，才

会以有愧之心求无愧之境，在成绩面前

保持永不懈怠的清醒、在赞扬声中坚定

精益求精的追求、在差距面前扛起改天

换地的责任，努力做到对本职工作尽职

尽责，对基层官兵尽心尽力，对自身要

求尽善尽美。

不能“行有亏而心不愧”
■林良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