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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不让用手机”“什么时候才能

用手机”？座谈会一开始，新战友说得

最多的就是这个事了。

“00后”作为新生的一代，适逢黄

金时期与全新时代。他们胸怀理想、

怀揣梦想、追求自我、极具自信。就

像跨出家门与校门时亲朋好友期待

的：在军营这个广阔的舞台，只要不

懈努力，就有“无限可能”。

但从踏入营门的第一天起，他们

就强烈感受到“无限可能”与“有限

约束”的碰撞。上厕所要请假，队列

里要喊报告，吃饭要排队，还有那

“饭前一支歌”……

尽管新战友们对“严”早有耳

闻，并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但当梦

想的画卷徐徐拉开，严格的约束与管

理还是让他们始料未及，一时适应不

过来，有的甚至对自己当初的选择发

生怀疑，沸腾的热血也开始慢慢降

温，心里打起了退堂鼓。

有的新战友还互相传递着这样

的信息：走进大学校门的同学，几

乎 将 家 搬 到 了 学 校 ： 电 脑 、 电 冰

箱 、 洗 衣 机 ， 有 的 还 有 扫 地 机 器

人；24小时 wifi免费使用；除了学

业，还有城市街头、花前月下……

而军营的生活，就像那首 《士兵小

唱》 里唱的：“起床洗脸、吃饭集

合、排队上操场，稍息立正、昂首

挺胸，报告班长……”他们疑惑：

营门里的生活与校门里的生活，差

距咋就那么大呢？

“到部队后，你觉得什么最难适

应？”回答“纪律”的有50%多；“哪

方面的约束，让你感到不适应？”回答

“上不了互联网、不能使用手机”的占

了 70%多。透过这项调查不难看出，

习惯了社会生活的自由与烂漫、电脑

网络的宣泄与乐趣，面对严格的纪律

约束，初涉军营的新战士，表现出了

一定程度的不适应。

从一种环境到另一种环境，暂时

的不适应是正常的。但如果上到岸上

还要过水里的生活，不能与新的环境

同频共振，必然要落伍甚至被淘汰。

“无限可能”往往寓于“有限约束”之

中，有成就的人常常是在束缚中尽展

才华。信手拈来不能随心所欲，仗剑

天涯必须修炼到家。即使在互联网世

界里，轻车熟路也要恪守“网络交

规”。只有将天马行空的能量收束到健

康成长的轨道，志存高远、脚踏实

地，才能把“约束”化为能量，使

“可能”变为现实，不枉时代的青睐和

瞩目。

军营是个特殊的群体，既不同于

一般的个体，也不同于一般的集体。

这种“特殊”，是军队的职能所决定

的，是军人的使命所要求的。军队必

须有高度的统一、严格的纪律。大学

里可以把冰箱搬到宿舍，而部队不

能；社会上可以自由使用手机和互联

网，但部队不能。这里面的道理不用

多讲，就因为“特殊”二字。特殊环

境、特殊任务，要求我们有特殊的约

束、特殊的纪律。如果身在行伍，过

的是社会生活，那军营就不叫军营，

战士就不叫战士了。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毛主席当年为抗日军政大学题写的

校训，正是军营不变的风格。军队

强调纪律，不是没有自主、不要自

由，而是一种“有限约束”。这种情

形，有点像堤坝与河流、风筝与引

线的关系。河流没有堤坝的约束，必

然横流无羁，不能到达广阔的海洋；

风筝没有引线的牵制，必然无法升

起，飞向浩渺无际的天空。没有约

束，就没有精彩、没有成功。对部

队而言，没有纪律，就没有胜利、

没有打赢。

军队的纪律，是严肃性与科学性

的统一。除了学习、训练，一日生活

制度还规定了官兵自由支配的时间。

在这自由的空间，官兵们完全可以放

松心情、调节身心，随意处理自己的

事情。

自由的天地，也会有约束；有限

的约束，才能保证自由。开放，但不

随心所欲；自我，但不放任自流；独

立，但不各行其是；自信，但不个人

至上……纪律与自由，始终会有一个

交叉点。相信每个新战友在不长的时

间里，就能找到这个交叉点。一旦在

纪律的天空下学会翱翔，你就会飞得

更高更远、飞得更加自由轻盈，并终

其一生，受益无穷。

（作者单位：武警兵团总队执勤第

五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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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约束”成就“无限可能”
■王小林

一位领导在谈到工作落实时说：

决策不是儿戏，计划不是摆设。抓好

工作落实，必须改变朝令夕改的不良

作风。

部队建设好比接力赛，需要一棒接

一棒地往前跑，不能今天这样、明天那

样，今天建、明天变，今天盖、明天

拆，就像“七月天、孩儿脸”，说变就

变。凡事最怕折腾，而个别人恰恰喜欢

折腾。为什么要来来回回地折腾？在有

的人看来，折腾之中有“政绩”，来回

变化像“创新”，另起炉灶显“能力”。

但事实证明，朝令夕改、翻来覆去搞

出来的，大多是沽名钓誉、劳民伤财

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

朝令夕改，是工作落实的一大障

碍。改来改去，时间过去了，机遇错

过了，精力消耗了，资源浪费了，只

留下一些纸上的东西，不但工作没有

落实，而且留下一大堆问题。真正干

事业、谋发展，还是要一棒接着一棒

跑，一锤接着一锤敲，一张蓝图干到

底。如果换一届领导就兜底翻，那就

什么事也干不成。

“朝令夕改”当改
■王祉涵

戈壁滩上、发射架下，一枚火箭即

将点火升空。这时，发射号手传来了突

发情况。只见一名佩戴一级军士长军衔

的士官迅速跳上操作舱，三下五除二，

修订操作参数，然后拍着胸脯保证：“没

问题，可以放心点火！”果不其然，导弹

发射没多久，准确命中目标。

这位老兵，就是被誉为“沙场定盘

星”的王权海。他个头不高，脸庞黝

黑，表情腼腆。可一说到训练打仗，神

情立变，双眸发亮，脚下生风。入伍27

年，他亲手指挥、把关发射 20余发导

弹，30多次执行重大任务，百余次参加

合成训练，上千次进行实装操作，次次

精准无误。他说的最多的几句话就是：

没问题，请放心！

对于一个担负导弹发射任务的士兵

来说，最难的事不是按下点火按钮，而

是点火前把所有准备工作都做到万无一

失。一次、十次、一百次，一年、十

年、几十年，永远保持精益求精的工作

状态。做到这样，需要超强的能力素

质，也需要超出常人的事业心和责任

心。敢对自己的岗位说放心，是能力素

质的体现，也是强烈事业心和责任感的

反映。

“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

矣。”求放心，是做学问之方，也是加强

道德修养的重要方法。做人、做事、做

学问，事虽不同，但都需要“求放心”

的态度和方法。做人让人放心，才能成

为一个好人；做事让人放心，才能成就

一番事业；做学问让人放心，学问才能

做得精深、做得纯粹。

每个士兵，都有自己的岗位。岗位

虽不同，但没有一个是虚设的，每一岗

位都关乎胜利、连着打赢。如同这火箭

一样，组成火箭的既有发动机，也有螺

丝钉等，不论大小，离了哪个都不行。

只有每个部件都让人放心，火箭才能顺

利升空，到达预定目标。

对军人而言，任何岗位都是战位。

备战打仗容不得丝毫马虎，不能有半点

粗疏。一丁点粗心与懈怠，都可能像那

只马蹄铁一样，最终导致全盘皆输。所

以，敢对自己的岗位说“放心”，从小处说，是义务、是标准；从大处说，是强

军、是胜利。当兵打仗、练兵打仗、带兵打仗，姓军务军、备战研战、练武精

武，不能有让人不放心的人，不能有让人不放心的岗位，也不能有让人不放心

的工作。

同一件事交给不同的人做，往往会有不同的效果；同一件武器交给不同的

人使用，战斗力也往往会有差别。不同的效果、不同的差别，最终反映的是责

任心之别，是人的能力素质之别。中国不是第一个制造地空导弹的国家，也不

是第一个装备地空导弹的军队，却是世界上第一个用地空导弹击落敌机的国

家。全球一共击落过7架美国U2高空侦察机，其中有5架是中国军队击落的，

最后一架还是我们自己制造的红旗导弹击落的。

“1万小时定律”表明：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至少要付出1万小时持续不

断的努力。在这个漫长过程中，从入门新手到骨干号手，到领域专家，再到

发射场上拍板定案的核心，每一步都不容易，越到最后越难，越往上走越

难。凡事做到让人“放心”的境界，没有不变的毅力，没有坚持的耐力，更

是难上加难。

成就一时之业易，保持不败战绩难。成功后的自满、岔路口上的彷徨、习

惯之后的淡漠，会使人一不留神就跑偏、一不小心就出错。

《国旗升起的地方是祖国——边关纪行》系列报道，使一个个饱经风霜的边

防军人进入人们的视野。尤其是那一句句“这里有我，请祖国放心”的誓言，

更加震撼人心。“请放心！”这是每个军人共同的誓言，是所有军人对党和人民

的庄严承诺。

（作者单位：火箭军政治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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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前，某部推荐基层建设先进个人时，

大家一致呼吁：为做潜功的人评评功。

评优奖先，广大官兵普遍关注。搞好这项

活动，有利于增强大家投身部队建设的热情，

调动广大官兵工作的积极性。只有真正使默默

无闻做潜功的人受到奖励，才能有效激励官兵

斗志，振奋工作精神，激发前行动力。评优，

一方面是把先进单位和个人评选出来，使他们

受到表彰奖励，更重要的是树立注重实绩的导

向，鼓励大家多做潜功，扎扎实实抓基层、打

基础。表彰奖励的导向一旦错误，不但会挫伤

广大官兵的干劲和热情，而且会把大家的注意

力引偏，使工作走向虚、浮、假、空。

显功虽抢眼，潜功价更高。战斗力建设需

要下实功夫、长功夫，容不得半点虚假。这就

像盖楼一样，只有把地基打好，楼才能盖得

高、立得稳，最终实现“功成”的目标。“营

盘”建设的长期性与干部任职的短期性之间的

矛盾，使少数干部重显功、轻潜功，只愿享用

前任作铺垫的红利，不愿投入时间和精力为后

任做打基础的工作。于是，劳民伤财的“政绩

工程”、急功近利的“形象工程”应运而生，而

“竭泽”的后果往往要由继任者“埋单”。

随着风气的好转、积弊的清除，做潜功的

人越来越多。广大官兵扑下身子，摒弃虚转虚

耗、繁琐拖沓的“和平套路”，努力做好“地平

线以下”的工作，打牢战斗力建设的基础，研

战研练者吃香，点菜端盘子的靠边站，正确的

激励导向基本形成。但在少数单位，热衷于做

显功的仍大有人在。他们只想做显山露水事，

不愿做隐姓埋名人；只想干短期内见效的工

作，不愿做长时间打基础的事；只想“乘凉”、

不愿“栽树”，只想“争彩头”、不愿“作嫁

衣”，等等。改变这种状况，一个重要方面，就

是把奖励的导向搞端正，多为做潜功的人评

功，让做显功的人占不到便宜。

正向激励强化打仗导向，负向激励弱化打仗导向。激励导向发生偏差，

就会产生平时不作为、临时抱佛脚的投机行为，最终影响的是战斗力建设。

因此，绝不能让“急功”者得功，使“近利”者得利，而要让“默默”者有

闻、有利、有位。

（作者单位：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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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论坛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言

下之意是，自然对人类的供给应有尽

有，身处什么地方，就会有什么样的

供应。

但不同的地方，其出产也各个不

同。有的地方产铁，有的地方产铜；有

的地方产高粱，有的地方产稻子；有的

地方产葡萄，有的地方产枇杷。水土不

同，物产各异，这是合乎自然的。

南宋的文人罗大经记载：

有一次，杨东山对他说，周益公、就

是大词人周必大，洪容斋、就是《容斋随

笔》的作者洪迈，几个人曾陪侍寿皇、就

是宋孝宗吃饭。吃着吃着，触景生情，

就谈起了家乡的物产。皇帝问洪迈：

“卿乡里出产什么？”

洪迈是鄱阳人，两人都是翰林学

士，又是回答皇帝的问话，所以各展其

能，回答用的都是五言一句的诗，听起

来很有韵味。虽然许多物产今天已不

能确切地知道是什么，但从他们的回答

可以感受到，这都是他们引以为自豪的

东西。

洪迈的回答是：“沙地马蹄鳖，雪

天牛尾狸。”

皇帝又问益公。周益公是庐陵人，

庐陵就是今天的江西吉安。益公回答

说：“金柑玉版笋，银杏水晶葱。”

皇上听了，沉吟并赞赏。

接着，皇帝又问了一名侍从，忘了

他叫什么，只记得是浙江人。他回答

道：“螺头新妇臂，龟脚老婆牙。”

杨东山解释说，这四样东西都是海

产品。皇上听了，为之一笑。

但杨东山认为，这三个人的回答都很

鄙陋。接着，他讲了自己经历的一件事。

那是他在五羊、即今广州当统帅时，

担任海上对外贸易的几位官员，都是福

建和浙江人。他们有次也是在一起吃饭

喝酒，也各自盛称家乡果品鱼虾之美。

几个人夸赞完家乡的物产，问杨东山的

家乡出产什么。杨东山笑了笑说：“也没

有什么出产，只出了一个欧阳子。”

欧阳子，就是当朝文名政事都很高

的欧阳修。这三个人听了，非常惭愧，

都尴尬地笑了。

人，与动植物一样，都是自然的物

产。先是“一方水土产一方人”，然后才

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水土有肥瘠

清浊，所产之物也会有个分别。热带雨

林里没有黄褐色的动植，与沙漠里不会

有青翠碧绿的动植物，是一样的道理。

一地一方出产什么，自然而然、各

有其用，无需分什么高下。与动植物不

同，人乃为万物之灵，生何时、产何地，

虽然没法自己做主，但智愚贤佞，是完

全可以通过后天改造的。所以，从古到

今，什么地方出过什么人物，都是人们

津津乐道的。

“不有君子，其能国乎？”洪迈在他

的随笔中引申道：“古之为国，言辞抑

扬，率以有人无人占轻重。”他的意思是

说：古时的国家，言语间的高低起伏，大

都以有没有人才为轻重。他接着这句

议论，还列举了许多事实。

晋以诈术，骗取了秦国的人才士

会。秦国的大臣绕朝说：“你不要以为

秦国没有人，我们只不过不屑于用这样

的骗术罢了。”

汉代的贾谊，论及匈奴对朝廷的轻

视与侮辱说：“国家倒悬如此，无人能够

排解，还能说国家有人吗？”

列举了这些事实，洪迈说：后来的

人不能做到使别人说“彼国有人”，但在

敌人不可侵犯的时候，都会说一句“他

们有人，未可图也”“一士重于九鼎，难

道不是这样吗？”

好玩的是，洪迈在这里说得头头是

道，但当皇帝问他家乡出产什么时，却

没有像杨东山那样，说出一个人才来，

而说什么“马蹄鳖、牛尾狸”，鬼知道那

是些什么东西！

跟洪迈相比，他前朝的卢肇，就机

智多了。卢肇初次参加科举考试，有的

先辈问他从哪里来。卢肇回答：“我是

袁州人。”有人说：“袁州能出举人吗？”

卢肇答得十分巧妙，他说：“袁州能出举

人，就像沅江能出九肋甲鱼一样，是十

分稀少的。”这个回答，自占身份，回击

了别人对他的轻视。

是的！物产这东西，都是自然赋予

的，有什么不用吹，没什么也不必讳。

但再珍贵的物产，也不能与优异的人才

相比。

这个故事，明代的曹臣把它编进了

《舌华录》。曹臣肯定也认为卢肇对答得

好，所以把这一条列在“俊语第十一”里。

家乡出一欧阳子
■哲 之

某部一位连长，善于训练鼓动，在
所在部队小有名气。一次，连队在丛
林地带训练，气温骤降，天气寒冷，这
位连长又滔滔不绝地讲起来。1 分
钟、2分钟、3分钟……督导人员掐着
秒表，看 7分钟过去了，这位连长还没
有停下来的意思，便当即叫停。事后，
给他算了一笔时间账：每个训练课时
按 50分钟来算，如果每次动员讲话占

去 7分钟，一星期、一个月将会占用多
少？几句话，说得这位连长低下了头。

这正是：
动员讲话贵简短，

长篇大论误训练。

首长请拣重点说，

故事重温有新篇。

洛 兵图 汪泽仁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