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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个人成长进步，希望站上更

大的舞台、成就更大的事业，是人之

常情，也是一种积极进取的表现。但

是，如果对职务晋升的渴求太过强

烈，以至于超出了常规、偏离了正

轨，甚至产生“职务恐慌”，那就不可

取了。

所谓“职务恐慌”，是指因个人职

务未能如愿提升，而引发的纠结、不

安、焦虑心态。一旦沾染上这种情

绪，往往就会食不甘味、坐不安席，

牢骚满腹、怨天尤人，患得患失、进

退失据，严重影响干事创业的状态。

“职务恐慌”之所以产生，主要是

受“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在封建社

会，“官”作为身份、地位、权力的象

征，是一些人的终极追求。时至今

日，依然有人认为，“官”是个人价值

最鲜明的标志、最显著的标准。对他

们而言，一旦个人职务达不到心理预

期，心态失衡就在所难免。

殊不知，一定的职务总是对应着

一定的能力。能力够强，职务晋升就

有了底气，通常情况下是无需恐慌

的；能力不足，别说“金饭碗”“银饭

碗”，连“泥饭碗”都端不稳，再怎么

恐慌也没用。

古人说，“天下有三危”，其中就

包括“才下而位高”。对领导干部来

讲，倘若本领不足，担不起重任、干

不出成绩，甚至捅娄子、拖后腿，让

上级失望了，恐慌不恐慌？让同事瞧

不起，恐慌不恐慌？让群众不服气，

恐慌不恐慌？

尤其是军队领导干部，是要带兵上

战场的，“才下而位高”的危险更大。

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后，得胜而归的

美军前线指挥官施瓦茨科普夫，出人意

料地提出了退役，理由是“我已经不适

应下一场战争了”。相较之下，那些身

无尺寸之功、只想谋得高位的人是否想

过，自己能否适应下一场战争？如果在

战场上吃了败仗、背了骂名，恐慌不恐

慌？

“就怕比你优秀的人，还比你努

力。”百舸争流的时代，原地踏步会落

伍，前进速度慢了照样会落伍。如果

不注重能力升级，而你的对手却在加

速前进，差距就会越拉越大。如果等

到战争来临时才发现，你的实力已被

对手甩开太远，以至于还没开打就已

分胜负，恐慌不恐慌？

由此看来，与其为提升职务而恐

慌，不如为增强本领而恐慌。只要有

本事，不愁没位置；本事不换代，早

晚被淘汰。正所谓“绠短者不可以汲

深”，只有牢固树立凭素质立身、靠能

力进步的观念，努力完善知识结构，

不断提升能力素质，才能避免陷入

“绠短汲深”的窘境，不断攀上新的事

业高峰。

尤其是在当前，新体制、新职

能、新使命对每名军人的素质提出新

的更高的要求。过去熟悉的技能，现

在过时了；过去掌握的知识，现在

“折旧”了。如果意识不到差距、感受

不到危机，就会像毛泽东同志所说

的：“好像一个铺子，本来东西不多，

一卖就完，空空如也。”如此一来，就

难免陷入少知而迷、不知而盲、无知

而乱的困境。

反之，如果把军队转型重塑的过

程，当成素质升级、能力扩容的过

程，抓住一切时机学习新知识、掌握

新本事，从而跟上时代步伐、踏准时

代节拍，真正解决“两个能力不够”

“五个不会”的问题，就可能迎来事业

发展新的“窗口期”，取得更大成就、

赢得新的荣光。

把责任看得重些，自己才能跟着

“重”起来。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理

应少一些对职务的渴望，多一些对职

业的敬畏，牢记“靠本领立身”的道

理，砥砺“功名马上取”的志向。如

此，才能成为有潜力、能担当、堪重

用的“顶梁柱”。

（作者单位：武警上海总队政治工

作部）

“职务恐慌”岂能大于“本领恐慌”
——在严抓练兵备战中推动积弊纠治走深走实⑦

■王 刚

霜降已过，立冬将至，天气日渐转

寒。可以想见，再过一段时间，各部队

的领导机关为基层官兵“送温暖”的举

措就会纷纷见诸于报纸上、材料中。

这不禁让笔者想到一个问题：“雪

中送炭”诚然是好事，但是“送炭”非要

在“雪中”吗？更何况，一些边疆地区

“胡天八月即飞雪”，现在已经很冷了，

“送温暖”又何必等到年关来临之际，或

是大雪封山之时？

“雪中送炭”，是应对已经出现的问

题；“雪前送炭”，则是把握规律、未雨绸

缪，把工作做在问题出现之前。显然，

“雪前送炭”效率更高、效果更好，因而

也更受基层欢迎。实际上，如果把官兵

冷暖挂在心头，就理应把工作想在前、

做在前，让服务更细致、更贴心。“不等

战士开口，实事办到心头”，才能把好事

办得更好。

现实中，有的领导干部也能做到倾

听基层呼声、了解官兵诉求，但多是属

于“应激”式的。至于主动地、经常地了

解基层的问题和困难，则往往做得不

够。殊不知，“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

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

不亦晚乎”。如果“哪里漏了堵哪里”，

总是被动应付，就难免“按下葫芦起了

瓢”，搞得手忙脚乱。如此一来，就难以

尽好领导机关的服务之责。

要做到“雪前送炭”，光是坐在办公

室里看“天气预报”是行不通的，需要经

常深入基层，及时发现、尽快解决基层

存在的各种问题和困难。实际上，要做

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它需要一种勇于任

事、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一种“凡事预

则立、不预则废”的工作作风，一种把握

规律、敢为人先的能力素质。

毋庸讳言，个别领导干部之所以喜

欢“雪中送炭”，无非是把“雪”当成背

景，做做应景文章，显得场面好看。他

们但凡为基层做点什么事，总是喜欢挑

日子、讲排场，不是逢年过节不做，主要

领导没空不做，声势不够壮大不做。这

种做法，自然是不可取的。

也有一些人，之所以不愿意“雪前

送炭”，是因为在他们的眼里，防患于未

然的工作是潜绩，出了问题再解决则是

显绩。他们送出去的“炭”，只是捞取政

绩的一种工具，与其说是要温暖官兵，

不如说是显摆自己。这种做法，就更加

不可取了。

当然，领导机关想得再细，也会

有照顾不周的地方。“雪中送炭”总比

下雪了还不想送炭、不会送炭要好。

对基层真关心、对战士真动情，干工

作一年四季都保持“恒温”，才能得到

大家的认可和点赞，达到暖兵心、提

士气的效果。

不待下雪先送炭
■林昕翔

基层心声

清代褚人获的 《坚瓠集》 记载，

汝河流域有一个放生池，在池中捕鱼

是被禁止的。一次，有个书生在池边

垂钓，被巡逻的人逮捕，送到官府。

官员得知他是个读书人，就让他现场

赋诗一首。那书生沉思片刻，吟道：

“投却长竿卷却丝，手携蓑笠赋新诗。

如今刺史清过水，不是渔人下钓时。”

这里的“渔人下钓”，不只是字面

上的意思。将之与“刺史清过水”联

系起来，就不难发现它比喻的是行贿

者投机牟利。正所谓“非造物之钓

饵，即人世之机阱”，以“钓鱼”形容

行贿，再贴切不过。

宋代邵雍在《渔樵问答》中写道，一

个樵夫问一个渔人，鱼钩上不放鱼饵，

能钓到鱼吗？渔人答，不能。樵夫说，

可见钓到鱼的，是鱼饵啊。这仿佛一个

隐喻。古往今来，形形色色的“渔人”在

“鱼饵”上可谓花尽心思，为的不就是让

“大鱼”上钩吗？

明代严嵩父子贪婪成性，中外百

司以及九边文武大小将吏，逢年过节

都会向他们馈赠礼物，名曰“问安”；

凡勘报功罪以及修筑城墉，必先克扣

银两，向他们纳献，名曰“买命”；升

官履任，即搜索库藏、剥削小民，收

集金帛珍玩供他们消遣，名曰“谢

礼”。在清代，更是陋规盛行，“炭

敬”“冰敬”“别敬”“程仪”“节寿

礼”等等，花样繁多，让人眼花缭乱。

在这些“鱼饵”的诱惑之下，不

少“大鱼”都难以自持。据《云署聊

编》记载，甘肃布政使王亶望见钱眼

开，如果谁想巴结他，是有“资费标

准”可循的：“一千见面，两千便饭，

三千射箭”。试想，只要出得起大价

钱，要把这个“大鱼”钓上钩，应当

是十拿九稳的事情。

有些“鱼饵”是有形的，有些则

是无形的。就好比文章开头那个故事

里，官员对书生的诗很满意，随即放

了他。为何？恐怕是“如今刺史清过

水”这一句，让他听了十分受用，以

至于“无视”书生违反禁令这一事

实，直接把他放了。可见，如果经不

住“夸”、耐不住“赞”，就保不准咬

上了语言贿赂这个“鱼饵”，在不知不

觉中上了钩。

应当认识到，在贿赂腐败的链条

上，行贿是源头，是开端，是起点。

对于行贿的人，如果“板子”举不起

来、打不下去，就难以从根本上消除

贿赂现象。坚持堵住源头、严查严

办，让行贿者得不偿失，才能树立起

“行贿同样可耻”的鲜明导向，让大家

不搞“潜规则”。

不可否认，在封建社会，为了惩

治“渔人下钓”的行为，统治者也作

出过不少努力。《宋刑统》明确规定，

行贿者要挨板子。《元典章》中，也有

惩治“与财者”的专门条款。但由于

体制原因，行贿之风延续了上千年，

始终没有禁绝。

然而，“不是渔人下钓时”这句诗

用在今天再合适不过。党的十九大报

告明确指出，“坚持受贿行贿一起

查”。这一论述，既是党内规矩，也有

刑法依据，更是群众期待。除此之

外，中央连出重拳，严惩“渔人下

钓”的行为：从查办行贿犯罪的人数

来看，较以往增幅极大；行贿犯罪档

案网上查询，也正在推广普及；已开

始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明确规定，对涉嫌行贿犯罪的涉案人

员，监察机关可以采取留置措施。

这些举措，对行贿行为形成强有

力的震慑。可以想见，越是往后，执

法只会更严，惩治只会更重，各类

“渔人”的生存空间只会越来越小。奉

劝那些企图“下钓”的人，少动些歪

脑筋，否则“机关算尽太聪明”，到头

来只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不是渔人下钓时
■周建红

玉 渊 潭

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退役军人

事务部联合部署开展“最美退役军人”

学习宣传活动，并公示了20名“最美退

役军人”候选人名单及简要事迹。

此次入围候选人名单的，有参与中

国海军亚丁湾护航的“北大女兵”宋玺，

有退伍后严守部队秘密隐姓埋名37年

的一等功臣吴洪甫，有一辈子做11万

多件好事的已故退役军人沈汝波，有在

病故后将器官捐献给5位患者的退役

军人胡晨……离开军营，他们“散如满

天星”，在各条战线、各个领域闪耀着璀

璨的光芒。

“最美”一词，是民众对于道德楷

模、时代标杆的热情赞誉。近年来涌现

出的各种“最美”人物中，从来不缺少这

样一个群体的身影，那就是退役军人。

在“美颜”“美图”“美拍”风靡全国的今

天，脱下军装、告别军旅的他们，用自己

的言行展示了“美”的另一个维度。

近日，在某短视频平台上，一个粉

丝量只有个位数的账号发布的一条短

视频，竟然“火”了：在火车上，一名刚刚

退伍的女卫生兵为一名突发急病的婴

儿实施抢救，帮助其脱离生命危险。网

友们称赞，这名退伍女兵是“火车上的

最美女孩”。

近期的另一个热点话题，也与退伍

女兵有关：86岁高龄的中国首位女空

降兵马旭，将毕生积蓄1000万元全部

捐给了家乡。当年，她与黄继光在同一

部队，先后参加了辽沈战役和抗美援朝

战争，多次立功受奖。成为一名空降兵

后，她在20多年间跳伞140多次，创造

了女空降兵的多项“中国之最”。

这两名退伍女兵，与那些高颜值的

“网红”相比，“美”得有些与众不同。她

们之所以被称为“最美”，不是因为她们

拥有姣好的相貌、精致的妆容，也不是因

为她们掌握了自拍的技巧、修图的诀窍，

而是她们的人品之美、道德之美、精神之

美，真正打动了亿万人的心。这样的美，

才更有质感、更有内涵、更有分量。

对军人来说，只要“生命里有了当

兵的历史”，就一辈子打上了军人的烙

印。不管身在军营还是离开部队，不管

走了多远、身处何方，忠诚可靠、牺牲奉

献、使命意识等特质，已经融化在他们

的血脉中、深植于他们的骨髓里，使他

们身上始终透着那种军人特有的“美”。

这些年来，抗洪大堤上“最美睡姿”，

火灾现场中“最美逆行”，长江浊流里“最

美潜游”，见证了军人本色、彰显了军人

风采。而就在前不久，在国家某重点试

验平台出现险情的紧要关头，退役军人

宋月才、姜开斌为保护国家利益，不顾个

人安危、冲向风暴中心，让军人本色充分

体现于对国家和人民的大爱之中。

当今社会，正能量人人向往，负能

量也客观存在。有不少人怀疑、愤怒、

抱怨，甚至有人以“审丑”为乐，让本已

存在的负能量不断扩张蔓延。须知，越

是承认丑恶的存在，越是需要“美”来与

之抗衡。以心换心的真情付出、守望相

助的道义坚持、赠人玫瑰的慷慨无私，

这些更高层面的“美”，才是我们这个时

代的刚需。

军人作为“时代的标杆”，是弘扬正

能量的中坚力量。不论是正在服役，还

是已经退役，只要勇于坚守本色、充分

发扬本色，就能激发更多向上向善的力

量，让正气充盈成为社会的主流生态。

每名官兵都应做一颗“美”的种子，以自

己的行动诠释担当、奋斗、爱国、奉献等

时代精神，向社会输出更多的正能量。

（作者单位：66322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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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讲，“打赢未来战争”。但是，

未来战争是个什么样子，似乎又没有多

少人想得清楚、讲得明白。可见，喊口号

轻松，做起来却难。不必说未来战争，能

把昨天的战争研究透彻，已经不容易了。

未来，并不在过去和现在的延长线

上。我们研究经典战例、回顾光荣战

史，“让历史引导现实”“让历史告诉未

来”，固然可以获得启示。但正所谓“胜

战不复”，从近几场战争来看，作战方式

的“一次性效应”表现得愈来愈明显。

如果固守过时的理念、过去的战法，用

上一场战争的经验指导下一场战争，难

免要吃大亏。因此，战备训练当有“将

来时”的忧患，在求变中应万变。

然而，正如俄罗斯军事理论家斯里

普琴科所说：“时常由于种种原因，他们

所准备的往往是过去了的战争。”现实

中，这样的人依然存在，他们嘴里喊着

“打赢未来战争”，实际上准备的却是

“过去了的战争”。

比如，有的单位训练演习前瞻性不

够、针对性不强，预案方案更新速度慢、

缺乏“想象力”；有的反复强调联战联

训，实际却是反复“攻山头”，大讲学用

信息系统，实际却是只看“米秒环”……

我们不妨扪心自问，假如“未来战争”真

的来临，敢不敢按这一套去打仗？如果

答案是否定的，那就该早点作出改变。

不可否认，有的人连想都没想过这个问

题，那就更加可怕了。

实战化训练，是“实”在过去，还是

“实”在将来，这是一个必须认真审视的问

题。不清楚未来战争的图景，不识别未来

战场的方向，训法战法再多，也结不出实

果；练得演得越多，就可能离实战越远。

未来并不遥远，明天的战争可能随

时打响，今天的备战必须快马加鞭。粟

裕将军说过：“我们必须改变墨守成规的

老皇历，纠正保守思想，具备新的现代化

作战的思想，才能适应新的情况，走向现

代化。”目光盯紧明天而不是昨天，让每

一个步骤都与未来战争的需求对表，让

每一个环节都与未来战场的要求对接，

才能以实际行动回答好“胜战之问”。

打赢未来战争，不能说说而已。应

当切实强化信息主导、体系支撑、精兵

作战、联合制胜等观念。在设计未来战

争上，应当舍得花心思、舍得出力气，既

进行广泛深入的钻研，也敞开天马行空

的想象。如此，才能推动练兵备战结出

新果、结出实果、结出胜果，锻造出适应

时代、攻防兼备、能打硬仗的精兵劲旅。

（作者单位：沈阳联勤保障中心）

别总盯着“过去了的战争”
■陈文新

谈训论战
近期天气逐渐转凉，某部的个别官

兵在常服之内穿上非制式衣服。但是，
有的衣服颜色较为鲜艳，而且下摆外
露，违反了《内务条令》的相关规定。为
此，该部严格组织军容风纪检查，督促
相关同志加以改正。

这正是：
时入深秋天转凉，

添衣保暖理应当。

莫忘着装有规范，

军容严整意气扬。

洛 兵图 廖 航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