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全军上下深入开展和平积

弊大清查、大起底、大扫除，各级都

在梳理顽症痼疾、详列问题清单。然

而，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这些问题

清单之中，总有一些“挂得了账、销

不了号”的老问题。

这些问题，就好比银行业所谓的

“呆账”，又称“坏账”“死账”，意即应收

账款中无法收回的那部分。这些账一日

不清，亏损就一日难平，久而久之，还会

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甚至可能引发系

统性风险。正因如此，对“呆账”绝不应

轻视忽视，而应尽早清账。

前不久，有关部门在巡视中发

现，个别单位组织战场勘察，半个月

内给领导准备的讲话稿超过10篇；个

别单位组织指挥演练、召开作战会

议，还是在念稿子、背台词。类似这

样谋战不深、备战不实、务战不力的

问题，这种形式主义、事务主义、文

牍主义的现象，存在不是一天两天

了，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各种

“问题清单”之中，总也不见解决，这

不就是一笔笔的“呆账”吗？

其中反映的问题，让人深思。当

兵打仗天经地义，这个最基本的道

理，今天为什么需要反复强调？和平

积弊的危害众所周知，全军上下深恶

痛绝，今天为什么仍时有发生？

究其原因，要么是思想方法不对

头，以为问题清单越长，越能证明自

己态度好，因此摆问题成了“秀”问

题，列清单也列上了“瘾”；要么是工

作作风不务实，找问题很起劲，抓整

改不用功，不是撸起袖子加油干，而

是撸起袖子加油喊；要么是追责问责

不到位，整改虽有分工，职责也很清

楚，但对失职失责的没个说法，致使

许多问题要么改改停停，要么虎头蛇

尾，整改期限一过，再也无人问津。

类似情况，常发多发，影响军心

士气，制约部队发展，损害战斗力建

设，的确到了动真格对待、下气力解

决的时候了。只有本着对战斗力建设

负责的精神，对于问题是什么，根源

在哪里，能不能解决，何时能解决，

做到心中有数，才能把挂了账的问题

一个一个销号、一步一步清零。

“造法不精，责其匠。”在明朝，

南京的城墙实行城砖铭文问责制——

每块砖体上刻着烧造的地区负责人和

监造者姓名，一旦质量出现问题可以

追查各级责任人。清理和平积弊的

“呆账”，也应如此，健全层层负责、

环环相扣的工作推进机制，把整改任

务分解具体到岗位、量化到个人。对

那些查摆起劲、整改不力的人，那些

知错不改、“欠账不还”的人，那些上

推下卸、爱“踢皮球”的人，就应严

肃问责，把每一笔“账”都算清楚。

“屋漏在下，止漏在上。”清理问

题清单中的“呆账”，关键是要自上而

下、以上率下。如果上面搞形式主

义，下面就会弄虚作假；上面讲安全

第一，下面就会束手束脚；上面不思

战务战，下面就会马放南山。那些对

和平积弊割舍不断的领导干部，不妨

想一想：真打起仗来还能不能这么

做？如果能，也还算是个程序；如果

不能，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再改？习惯

了耍花架子，真等上了战场，恐怕难

以一招制敌，反倒可能一触即溃。

“呆账”的形成并非一日之寒，“呆

账”的清理需要人人出力。对于广大官

兵而言，在清除和平积弊的问题上没有

旁观者、局外人，每个人都应发扬“自我

始”的精神、拿出“自我始”的行动。唯其

如此，积弊可除，强军可期。

（作者单位：武警浙江总队政治工

作部）

问题清单不容“呆账”存在
■傅懿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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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说，达到一定级别的干部，

学习的文件多、参加的会议多、受过

的培训多，见识也理应越来越多。在

工作中，哪些方面出了状况、问题从

何而来、造成什么后果，干部理应比

群众察觉更早、思考更多、认识更

深。等到群众意识到出了问题，干部

应当已经想出了解决办法，或者解决

办法已经开始部署才对。

但实际上，似乎并非如此。毛泽

东评价三国时期的袁绍，就说他“见

事迟、得计迟”。袁绍身居高位，不能

不说是有见识的，依然会犯见事迟的

错误，这说明，一个人的阅历和经

验，不会自动转化为智慧和才干，“见

识多”未必就能“见事早”。要想做到

善于发现问题、长于解决问题，主观

上的意愿和努力是更为重要的因素。

现实中也是如此。有些事情，群

众早就“看得门儿清”，而干部却似乎

视而不见、无动于衷。比如，对于屡

禁不止、花样迭出的“五多”，朝令夕

改、毫无意义的折腾，基层官兵早已

啧有烦言，而一些领导干部不仅拿不

出解决办法，甚至自己就是问题的制

造者。再如，对于“表态多调门高、

行动少落实差”等突出问题，党中央

都“看不下去了”，一些领导干部却依

然大梦未醒，上面拨一拨，他们动一

动；不拨，就好像没事儿一样。

这些表现，就是“见事迟”。本应主

动开展的本职工作变成了“等等再说”，

本应按计划推进的各项建设变成了“缓

缓再干”，本应抓紧破解的棘手难题变成

了“放放再看”，本应加快解决的遗留问

题变成了“拖拖再议”。这种心态，说到

底是责任意识弱化、打仗意识淡化。

当前，改革进入向纵深推进的关

键阶段，意味着可能遇上意想不到的

情况，也意味着很多老办法会失灵。

如果对前进路上遇到的新问题了解不

深入、应对不及时、处理不到位，就

有可能影响改革的进程与成效，因而

更加不能“见事迟”。

“机会往往不会第二次敲门。”对

广大官兵而言，对待工作都应多看一

步、深想一步、先行一步，认准的事

情慢不得、等不得、犹豫不得。如

此，改革的蓝图才会顺利变成现实，

部队建设发展才会不断向前推进。

“见识多”岂能“见事迟”
■惠凡芮 汪 聪

有一种“为官不为”，是自己“不

为”、让别人“为”——看似是给下级

交任务、压担子，实际却是踢皮球、

甩包袱，以下级作为代替自身作为。

这种“为官不为”，具有较强的隐蔽

性，更应引起高度警惕。

现实中，个别领导机关对上级决

策部署满足于“知道了”“转发了”

“安排了”，把压力传给下面、把包袱

甩给基层，还美其名曰“压担子就是

给荣誉，交任务就是给成绩”；有的为

了体现重视程度和工作力度，层层加

码、级级提前，让工作任务的“雪

球”越滚越大；有的反复向基层索要

各种材料，让基层一天到晚像陀螺一

样忙个不停，而自己却“汇个总、报

个数”就了事。如此一来，领导机关

这个负责统筹协调的“变压器”，成了

名副其实的“加压器”。

由此导致，基层的责任越来越多、

压力越来越大，原本就很紧张的时间精

力资源，更加捉襟见肘。一名基层连队

主官对责任状“满天飞”的情况感叹：

“层层签订责任状，实际上就是层层不负

责任！”他的话，点中了以“压担子”之

名行“甩包袱”之实的要害。

高标准，不能高得离谱；严要

求，不能严出格外。对下级提要求、

下任务，也得考虑基层的人力物力、

承受能力，统筹考虑、安排得当，而

不能一推六二五，当甩手掌柜。如果

遇到急难险重的工作，就向下级“压

担子”，自己却“只带球、不射门”，

最终只能使责任“悬在空中”，无益于

化解矛盾、促进建设。

打着“压担子”的旗号“甩包

袱”，破坏的不仅仅是基层的工作秩

序，更为严重的，是传导了错误的工

作导向。正如一副对联所讽刺的那

样：上级压下级，层层加码，“码”到

成功；下级哄上级，层层注水，水到

渠成。那种只讲效率不讲质量、只讲

进度不讲实际的事情，多干一件就是

在为部队战斗力注水一分。

压担子是必要的，卸包袱也不可

少。改革纵深推进之际，工作千头万

绪，事情纷繁复杂，较之以往工作难

度显著增大，许多同志面临的问题和

困难很多。因此，领导干部更不能一

味地施加压力，而是应多一些理解、

体恤、关怀，在交任务的同时教方

法、给条件。对领导干部而言，这本

身也是一种担当和作为。

（作者单位：94906部队）

“压担子”不是“甩包袱”
■李 欣

早在几千年前，生活在美索不达

米亚一带的苏美尔人，就开始使用

“泥板”进行交易与记账。文字的早期

雏形，就出现在“泥板”这种古老的

金融工具上。因此可以说，是金融刺

激了文明最重要的工具——文字的发

明。

有人说，货币是人世间的“魔

方”。读 18世纪狄更斯的作品可以看

到，当时的1盎司黄金大约可抵得20

美元；1944年美国建立布雷顿森林体

系，1盎司黄金能够兑换35美元；时

至今日，1盎司黄金之价已达 1300美

元上下……这“魔方”，转得可够悬

的。

说到这“魔方”，不能不提及犹太

人。这个独特的民族，长期遭受许多

国家的冷眼甚至敌视，就连那个曾经

左右欧洲金融界的罗斯柴尔德家族，

早期也只能住在隔离区，还得定期去

“犹太局”报告近期行踪。在创造出财

富的神话后，他们虽然可以用大把的

钱将维也纳最豪华的酒店包下来，但

仍然不能购置房产，同时还不能当法

官、律师、教师，更不消说很多人遭

受残忍屠杀……

或许正是这些苦难，使得犹太民

族在生存的艰辛和命运的颠沛中，成

为“精于算计”“善于敛财”“锱铢必

较”的代名词。可偏偏就是这个最会

赚钱的民族，却留下很多不沾铜臭的

故事。譬如，大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出

生在奥地利一个非常富有的犹太家

庭，但他将所继承的财产全部散尽，

过着清淡孤寒的生活。他这么做的理

由，充满了哲学意味：为了保持人的

纯粹性胜于金钱，需要把思维从生命

的多余之物中剥离出来。

在非洲的大山里，居住着一支几

百年前迁徙去的犹太民族分支。上个

世纪90年代，以色列开始将他们秘密

转移回国。行动被发现后，所在国政

府索要3500万美金的“路费”，消息传

出不到3天，以色列议会尚未开会，这

笔钱就由民众募集齐了。

犹太籍化学家威兹曼发明出批量

生产无烟火药的关键技术，其专利费

近乎天文数字。在一战中打得囊中羞

涩的英国政府向威兹曼购买技术时，

提出分期付款，并许之以爵士头衔。

威兹曼却啥都不要，只要求英国政府

支持犹太人建立自己的国家。于是，

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按其要求写下了

一封表态信，史称《贝尔福宣言》。威

兹曼没拿到一分钱，他的头像后来却

印在以色列的货币上。

在金钱“魔方”的转动中，一

个能赚钱的民族复国了，而另一个

能赚钱的民族却消亡了——早已成

为一个历史名词的“粟特人”，曾经

以长于经商而闻名欧亚大陆。在 5至

8世纪，他们利用处于交通枢纽的特

殊地理位置，构建起庞大的贸易网

络，几乎控制了陆上丝绸之路的国

际贸易。在西安至古罗马之间，他

们经手香料、丝绸等买卖，谋利可

达数十倍甚至上百倍。我国史籍描

述他们：“善商贾、好利，利所在无

不至。”

他们充满了商业活力和头脑，

同时也充满了奢侈享乐的欲望。尽

管已经是“生资丰渥，家僮侍妾比

王侯。锦衣珠服，人必珍馐，击钟

鼎食”，但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他

们甚至拐卖中原妇女、贩卖奴隶、

放高利贷……

令人叹息的是，正是这样一个民

族，其财富、土地、文化逐渐消散于

战乱与动荡中，直至19世纪才被考古

学家从历史深处发掘出来。经济学

中，有一个概念叫机会成本，是指因

选择了一个机会而不得不放弃其他的

机会。而粟特人的命运证明，一个不

愿意放弃任何财富的民族，难免被历

史放弃。

美国有本很著名的杂志叫 For-

tune，我们原先译作《幸福》，后来改

译为《财富》。幸福当然与财富有关，

但是我相信，财富永远决定不了幸

福，国家民族如此，个人亦如此。

金钱的“魔方”
■郑蜀炎

某部退役战士在离队之前，打
算将不用上交的军装寄送给亲朋好
友。但 《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
令》 和 《军服管理条例》 明确规
定，禁止擅自出借、赠送军装及其
标志服饰。因此，该部及时制止这
一现象，并要求退役战士妥善保管

个人物资。
这正是：
军装管理有明文，

岂能转手赠他人？

重整行囊再出征，

当把规矩记在心。

洛 兵图 黄书聪文

近年来，“小鲜肉”“花样美男”

走红，带来审美风尚的新变化，也引

发了有关“男性气质”的诸多讨论。

有人将“男性阴柔化”视作病态，认

为那种热衷穿衣打扮、涂脂抹粉的

“精致男孩”，会给青少年造成不良影

响；也有人认为，男性细腻温柔是多

元审美的体现，理性、成熟、包容的

社会应当对之给与尊重。

对男性形象的热议，反映出公众

对于青年一代成长的高度关切，也折

射出当下对于“应当涵养什么样的男

性气质”的反思。虽然舆论莫衷一

是，但存在一个基本的共识：不论外

在的形象如何，刚健勇毅的气质、自

省自强的品格，都是时代的“刚需”。

这样的共识，体现了公共讨论理性的

一面，也为探讨如何构建符合时代需

要的男性气质提供了一个切入点。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中，虽

然男性阴柔化审美取向一直存在于戏

曲表演、私人生活等领域，但主流审

美推崇的大体都是热血男儿形象。其

中，军人的血性、阳刚、勇毅，往往

是一个时代精气神的投射。不论是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的壮志豪情，还是“壮志饥餐胡虏

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英雄气概，

抑或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

意气昂扬，这些男性形象，之所以能

代代流传、深入人心，原因就在于其

所体现的正气、大气、阳刚气，为社

会注入了正能量，化作了民族气质的

一部分。

近年来，受到商业炒作等影响，

阴柔成风是客观事实。但倘若因此就

断言，中国男性变“娘”了、中国人

丧失血性了，恐怕有失偏颇。舰载机

飞行员张超深知每一次升空便是一次

生死考验，纵使喋血长空也要一飞冲

天；90后潜水员官东，危急时刻挺身

而出，将生的希望留给被困人员；去

年8月份，在一起边境冲突中，解放

军战士将对方一脚踹飞，受到网友如

潮点赞……以军人为代表的一大批青

年，他们身上的勇气、坚强和担当等

气质品格，依然是主流审美不可或缺

的内容。

涵养现代社会所需要的男性气

质，不在于外表外貌，关键要塑造一

种有勇气、有担当的内在品格。如何

塑造？摒弃矫揉造作的风格、扭转娱

乐至上的倾向，固然是一方面；但更

为重要的，是要以“优质的榜样”给

青年成长提供更多的精神养料，提供

正向的精神引领。如果军人的正义之

举能激发更多公众的感动认同，带来

社会广泛的响应行动，那么，关键时

刻挺身而出、坚决捍卫公共利益，就

会成为更多人的道义坚持和行为自

觉，成为更多人崇尚的“男性气质”。

近年来，从王威、杨明鑫等军人

以阳光硬朗的气质被公众熟知，成为

名副其实的“网红”，到《战狼》《我

是特种兵》 等影视作品引发收视狂

潮，一批“硬汉”形象受到追捧。这

些现象说明，以军人血性激荡昂扬向

上的时代风尚大有可为。公众的精神

文化需求，呼唤更多优质作品的供

给，呼唤新时代革命军人发挥更为重

要的作用。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气

质。置身转型发展时期，需要砥砺攻

坚克难的意志品质，担当起我们这一

代人应有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讲，

破除病态的审美乃至“审丑”、锻造时

代的钢铁脊梁，需要我们每一个人贡

献力量。这是讨论“男性气质”的更

大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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