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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节前夕，中央军委科学技术

委员会发布《科研诚信倡议书》，要求

科技工作者做科研诚信的自觉践行

者，共同维护科研领域一方净土。

倡议书的发布，是军队科技界响

应党和国家号召，落实习主席关于突

出抓好科研诚信建设重要指示精神的

实际举措，也反映了广大军队科技工

作者的共同呼声。

不信不立，不诚不行。科学研究

作为一项追求真理、揭示规律的神圣

事业，必须以诚信为根基和命脉。如

果背弃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诚实守

信的基本价值，就不能算作真正意义

上的科研，也难以取得真正意义上的

成果。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科研诚信和

学风建设。毛泽东同志认为科学是老

老实实的学问；邓小平同志强调科学

不允许弄虚作假；习主席曾在全国科

技创新大会上指出，要营造良好学术

环境，弘扬学术道德和科研伦理。长

期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取得的每一

项卓越成就，都离不开科研诚信的有

力支撑。

但不可否认，个别科研人员抵挡

不住名利的诱惑，干出一些有违诚信

原则的事情来。近几年，我国论文多

次被国际期刊大规模撤稿，一家国际

知名的学术出版商曾一次性撤销涉嫌

造假的107篇文章，而论文作者均来

自中国。其中不少作者，是将论文交

给所谓的“第三方机构”，这些机构未

将论文进行同行评审，而是暗度陈仓

作假，最终事情败露，造成恶劣影响。

科研失信行为，不仅损害了科研

人员的个人声誉，而且导致低水平研

究重复、垃圾论文成堆，更为严重的

后果是消解了求真求实的科学精神、

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学术规则，进而侵

蚀科技强国、科技兴军的基石。可以

说，捍卫真实就是捍卫科学的生命，

纵容造假就是损害科学的未来。

“碰运气”“走捷径”是人性的弱

点，科研人员也不例外。事实表明，如

果某些科研人员凭借抄袭造假，发表了

论文、获得了学位、得到了奖励，被发

现后受不到应有的处罚，学术不端行为

就可能像瘟疫一样蔓延泛滥。只有对论

文造假、成果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真正

“零容忍”，发现一起，曝光一起，查处

一起，才能形成有效震慑，守护好科研

诚信这个生命线。

导致学术不端甚至学术腐败的原

因有很多，其中也包括法规制度建设

不够完善、监督管理机制不够健全，

等等。前不久，国务院发布《关于全

面加强基础科研研究的若干意见》，中

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

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相关举措

的密集出台，有利于进一步推进科研

诚信制度化建设，打造共建共享共治

的科研诚信建设新格局。

新时代新征程，军队对科技创新

的需求前所未有，营造风清气正的科

研环境、形成诚实守信的良好氛围，

是时代赋予的命题，是必须答好的问

卷。只要正视问题、对症下药、标本

兼治，真正解决学术不端行为，我们

就一定能涤荡浮躁之气、守住诚信之

本，奏响科技兴军的恢弘乐章。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

工作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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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部组织建制连比武，一连长认
真研究比武规则后琢磨出一条“妙
计”——连队官兵将作训鞋装在挎包
里，途中奔袭时换上作训鞋，奔袭结束
再换回作战靴。结果，连队比武成绩
被取消。该团以此为戒，教育全团官
兵：“平时比武钻空子，战时就要用性

命去填补！”
这正是：
平时训练搞虚假，

战时丢盔又弃甲。

投机取巧埋隐患，

严训实练记心间。

洛 兵图 潘 斌文

国庆假期，天安门广场，“最美男子

天团”三军仪仗队队员们那挺拔的身姿、

铿锵的步伐再次吸引亿万国人眼球。

“阳刚，帅气！”“这精神头，这气质，

赞！”“看见他们，就有了安全感”……

引发网友们如潮赞誉的，正是三军

仪仗队队员们身上那无与伦比的军人

气质。这种气质，蕴藏于每名军人举手

投足间、言谈举止中，积淀于千锤百炼

的打磨、点点滴滴的养成中，凝聚为民

族气质、民族性格的关键元素。

伟大的队伍孕育伟大的精神，刚毅

的品格塑造独特的气质。人民军队从

炮火硝烟中走来，在血与火的拼杀中使

中华民族走出百年屈辱，迈向伟大复

兴。前进的征途上，这支雄师劲旅是中

华民族的精神刀锋。军人气质，是英雄

主义的血性，是集体主义的奉献，是永

不言败的刚毅，是为国为民的担当。面

对复兴路上的诸多挑战，正需以军人气

质激荡中华民族顽强奋斗、自强崛起的

伟力和雄风。

高山景行，人皆仰之。军人气质

因其阳光、进取、向上等特点而具有

天然吸引力，对引领社会风尚、涵养

浩然正气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和

战士一起“晒”肌肉的某特战旅政委

武仲良，到新一代“蓝军”旅长满广

志；从魂归长空的舰载机飞行员张

超，到退役后引发海量关注成为“网

红”的特种兵王威……他们身上那独

特的军人魅力，构成了时代的一道靓

丽风景，擦亮了民族的精神底色。

练筋骨易，磨气质难。军人气质的养

成，要靠日复一日的严格训练和千磨万

击的艰辛淬炼。烈日下的摸爬滚打，寒夜

中的爬冰卧雪，哨位上的默默坚守，硝烟

里的英勇冲锋，让一个个曾经稚嫩的军

人在不知不觉中瘦了肚腩、壮了臂膀、亮

了眼神，褪去了娇气稚气，激发了虎气锐

气。有了这种气质，无论是面对呼啸的台

风还是汹涌的洪水，总会有“逆行”的身

影；无论是面对凶猛的歹徒还是遇险的

群众，总会有挺身而出的壮举；无论是在

地铁上还是公交车里，总会有默默让座

的背影……新时代“最可爱的人”身上那

种气质之美，为浮躁的社会打开了另一

个审美维度，理应引领时代潮流。

而当下，受商业炒作等影响，社

会上渐渐刮起一股“阴柔之风”。一些

“小鲜肉”“花美男”充斥屏幕，他们

看起来弱不禁风却妆容精致，说起话

来有气无力且矫揉造作，没有一丝阳

刚之气，却被扭曲的“眼球经济”推

波助澜。不少人担心，这种反常现象

的泛滥，容易影响大众尤其是年轻人

的审美观和价值观，进而销蚀整个国

家和民族的精神追求。

社会需要包容，更需要倡导健

康、阳光的审美。一个健康的社会，

一个向上的民族，应有昂扬雄健之气

概，敢于开拓之勇力，青春勃发之精

神。如果放任“阴柔之风”劲吹，让

不良文化侵蚀人们的思想，血性阳刚

之气和尚武精神就会消退。改变病态

审美，扭转矫揉造作，不妨给社会多

注入军人气质，把优秀文化品格灌入

以青年为主的大众群体。唯此，方能

塑造刚健勇毅的时代气质和自信自强

的社会风尚。

“气质之美与其说是来自内心的修

养，不如说它是来自一种对美好事物的

欣赏能力。”只有理解“愿为腰下剑，

直为斩楼兰”的执着，才能感受军人许

党报国之担当；只有读懂“忘身辞凤

阙，报国取龙庭”的豪情，才能感受军

人忠肝义胆之气概；只有体悟“朔气传

金柝，寒光照铁衣”的冷峻，才能感受

军人勇猛无畏之血性。当利益的冲刷、

审美的变异考问着时代，我们只有把军

人气质融入时代的血脉与精魂，才能激

扬正气，锻造民族的钢铁脊梁。

梁启超在《中国魂安在乎》一文中

写道：“中国魂者何？兵魂是也。有有

魂之兵，斯为有魂之国。”走在生机勃发

的新时代，让我们用军人气质激扬民族

雄风，使国人多一些阳刚之气，使社会

多一些硬朗之风。须知，一个散发着军

人气质的民族，是不会轻易屈服于任何

艰难险阻的。

（作者单位：北部战区陆军政治工

作部）

用军人气质激扬民族雄风
—国庆之际感悟家国情怀③

■王 宁

据媒体报道，前不久，全国农村土

地改革先行试点、河南省邓州市孟楼

镇，集中流转了全镇6万多亩耕地，消

除沟沟坎坎后，形成了整片的高地和平

地，实现新增耕地1800多亩。而经过土

质改良后的土地，吸引了大批承包者，

不仅盘活了土地资源，还使农民大幅增

收，打破了传统农业发展困局。

事实证明，相对于以前一家一户

的经营方式和田埂纵横的“绺绺田”，

孟楼镇现在的大块田地和机械化耕

作，显然更加省时、省力，也更能提

高土地利用率。某种意义上讲，孟楼

镇的“土地流转”，扔掉的是传统农业

陈旧思维，带动的是乡村发展振兴。

同理，国防和军队改革调整后新组建

的合成部队，因为组成单位不同、训

练水平不同以及思维理念不同，也需

要消除无形的“沟沟坎坎”。否则，你

高我低、彼长此短，难以无缝链接、

精准合成，容易影响战斗力生成质量。

信息化战争是体系与体系的对

抗，胜利的天平最终倒向何方，取决

于哪一方能在作战各个领域更大程度

上形成合力。新编制的合成部队，只

有在诸要素内部和相互之间进行科学

的优化组合，消除内部建设差距，实

现作战力量有机融合、作战平台无缝

链接，方能“合力”赢得胜利。

沟坎在哪里，战场是试金石。潜

力如何挖，实践是推进器。打赢未来

信息化战争，消除战斗力建设的“沟

沟坎坎”，需要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

一的根本的标准，使每一个战斗单元

都向标准最高者看齐；需要持续在清

除“和平积弊”上下功夫，通过贴近

实战的演训实践，不断填平思想观念

上的沟壑；需要抓住战斗力生成的关

键环节，深入抓好指挥员训练、新装

备训练和基础训练，实现重要领域和

关键节点的提质优化、深度挖潜。

当然，消除“沟沟坎坎”，并不是

不讲科学地把每座山峰都削成平地、

把原有平地都抬升为高峰，而是因地

制宜、因需制宜，让适合果树的高地

更集中、适合种麦的土地成规模、适

合养莲的洼地连成片。在长期的战争

实践和建设发展中，每支部队都形成

与众不同的特质与特长，有的能攻、有

的善守，有的好夜战、有的喜穿插。对于

这些特色特质，既要发扬优良传统传承

保持，也需根据任务性质调整提高，使

短板不短、长板更长。这样，才能充分释

放每个战斗单元的潜力，积蓄能打仗打

胜仗的实力底气。

（作者单位：河南省军区）

消除战斗力建设的“沟沟坎坎”
■李光辉

在周恩来故居，有一份特别引人

注目的“家规”。“家规”里，周总理叮嘱

自己的侄辈，“要做个普通学生、普通

劳动者”“要特殊化的话，那只能在工

作上做出特殊的成绩来”。他对亲属

的要求与教诲，体现了一名共产党人

的精神境界。

所谓“特殊化”，就是在法律和政策

规定的范围之外，利用权力搞特殊、谋

私利。对此，邓小平同志曾经警告：“一

个人只有不因为自己的功劳和职位而

骄傲，不用来作为‘特殊化’的资本……

否则，他的骄傲和放肆，必然会把自己

淹死。”前不久，中央军委印发的《关于

加强新时代军队党的建设的决定》，再

次强调要“坚定自觉反对特权”，一个重

要原因，就是“特殊化”严重损害党群关

系和官兵血肉联系，严重影响我党我军

的形象和威信。

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只有“特殊任

务”，没有“特殊权利”。然而，至今仍有

个别领导干部把“公权”当“私权”，把特

殊当正常，他们有的自视“特殊党员”，

热衷于搞家长制、一言堂；有的自享“特

殊待遇”，超标准享受、潜规则行事；有

的自居“特殊地位”，蔑视法纪，恃权自

傲。对这些特殊化现象，他们不仅感觉

不到“极大的耻辱”，反而习以为常，甘

之若饴。很多落马的领导干部，都是从

搞“特殊化”起步，手有小权时滋生小特

权，手握大权时派生大特权，最终一失

足成千古恨。

老一辈革命家谢觉哉结合自己的

观察，剖析过这种特权思想和特权心

态：“很多人感到这是天经地义，我的亲

戚要我帮忙安排工作，觉得这是正常

的。我的孩子也觉得坐我的小车，吃得

比别人好，穿得比别人好，是正常的。

我感到这些对我们党来讲，不正常，危

险。”搞一次特殊，玷污一次形象；耍一

次特权，失去一片人心。领导干部在工

作和生活中哪怕搞一次特殊化，也是很

不正常、很危险的。

共产党员没有搞特殊化的权利，只

有自觉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作斗争

的义务。如果说有什么特权的话，那么

“唯一的特权就是带头吃苦”。各级领

导干部只有强化普通党员、普通一兵意

识，端正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才能永

葆清廉本色，坚守精神家园，不负组织

的期望和人民的重托。

（作者单位：96754部队）

只有“特殊任务”，没有“特殊权利”
■解维鹏

明代思想家邹守益曾讲：“人只思

索其理，而不着实去行，悬空思索，终

是无有真见，不过窥得些影响，做成一

个妄想的人。”脱离实际的思索，乃空

中楼阁、海市蜃楼，纵然有人痴心一

片，最后得来的不过是些虚妄之想。

悬空思索一百年，不值一分钱。

《雪涛小说》 里有个贫士，一天捡了

一枚鸡蛋，便想着“持此卵，借邻人

伏鸡乳之，待彼雏成，就中取一雌

者，归而生卵，一月可得十五鸡，两

年之内，鸡又生鸡，可得鸡三百，堪

易十金。”然而，随着“其妻怒，以

手击卵”，所有的虚幻之想都碎于无

形。脱离实际的浮想联翩，如贫士手

中那枚鸡蛋一样，一旦破了壳，就会

支离破碎。

“龙弗得云，无以神其灵矣。”人

之思索同样离不开实际的支撑，一旦

失其所依，岂能有成？冯梦龙在《古

今谭概》 中讲到一个关于“锥刺地、

鸡驱蝗”的故事：一河南令，好述利

便。以农家艺麦费耕耨，改用长锥刺

地下种（以一亩试之），自旦至暮，不

能遍苗。又值蝗灾，科民畜鸡，云：

“不惟去蝗之害，兼得畜鸡之利。”刻

期令民悉呈所畜，群鸡既集，纷然格

斗，势不得止；逐之飞走，尘埃障

天。百姓见之，相传为笑。

办事讲求便利是应该的，但是基

本的前提是切合实际。否则，想出的

主意不是毫无意义的“屠龙术”，就是

劳民伤财的“烂尾楼”。该县令见农民

种麦、耕地、除草费劲，便想出长锥

刺地下种的“妙招”，却没想到会从早

到晚连一亩地都没种完；欲用群鸡驱

蝗以得两利，便责令百姓养鸡，却没

料到群鸡不是相互打斗，就是群飞乱

舞，驱蝗不成，反成笑柄。

“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

思，无益，不如学也。”悬空思索终

无益，这个道理孔子早就说了出来。

然而，许多人总是你方唱罢我登场，

在历史的舞台上不断演绎着悬空思索

的遗憾。秦始皇为谋子孙帝王万世之

业，“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

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

民”，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

却不料汉帝起于陇亩之中；宋太祖杯

酒释兵权，要求部将“自择善地，各

守外藩，勿议除替”，致使宋朝后期

力弱而易制，子孙困于敌国。不贴实

际的思索，好比“夹板医驼子”之

举，医好的虽是“驼子”，丢掉的却

是“性命”。

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许多

革命前辈都把“从实际出发”当作谋

事的出发点。1961年，陈云同志在上

海市青浦县小蒸公社调研时，蹲点15

天，写了3篇调查报告。其中一篇就主

张“母猪也应下放给农民私养”，因为

他发现“公家养猪的地方脏得一塌糊

涂，大猪、小猪、病猪、好猪都吃一

样的东西，农民家里养的猪干干净

净，还挖泥鳅给猪吃”。仰望老一辈的

“真见”之道，哪个不是在他们千淘万

漉的实践中修筑而成？

“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练

兵打仗最怕悬空思索，不能热衷于提

思路、定规划，今天提一个训练模

式，明天想一个保障方法，说得多做

得少，悬空思索着所谓的捷径；不能

沉迷于提口号、定指标，张口闭口都

是信息系统、实战化，口号喊得震天

响，行动却是“软绵绵”；也不能沉

醉于提方案、定计划，书、册、卷、

本，样样俱全，看似认真细致，实则

缺乏可行依据，最终只能是“决心在

嘴上、行动在会上、落实在纸上”。

提高战斗力，需要真正潜下心来，不

空羡“天边的彩霞”，而关注“脚下

的玫瑰”。

邓小平同志曾讲：“一切从实际

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军队

建设同样如此，必须以求真的态度下

踏实的功夫，在备战打仗上敦本务

实、不做虚功。唯有如此，当打仗的

那一天真正来临时，才能心有真见，

招招制敌，“喝到祝捷的美酒”。

悬 空 思 索 无 真 见
■景 骁 郝启荣

长城论坛

玉渊潭

内容更丰富

下载更方便

欢迎关注“八一评论”微信公众号

跨界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