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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思维

长城瞭望

玉 渊 潭

长城论坛

基层心声

据报道，某部战士被干部骨干拉入
各种“微店商品推荐群”“拼购群”等，不
仅经常受到广告信息的“轰炸”，还老是
被请求“凑个单”“砍一刀”，牵扯了不少
时间精力。战士们或是碍于情面，或是
迫于压力，一般不会拒绝这些请求，但是
心里难免堵得慌，原本纯净和谐的战友

情谊，也蒙上了一层阴影。
这正是：
微信入群本自愿，

强人所难惹人烦。

战友情谊最纯真，

莫让利字杂其间。

洛 兵图 王利兵文

在交响音乐会开场之前，乐队通常

需要调音，以确保各种乐器音调准确、

音律和谐。那么问题来了：乐器有很多

种，调音时应当以哪一种为基准？一般

情况下，这个基准被定为双簧管。

之所以如此，并非因为双簧管的音

调很准。恰恰相反，双簧管是一种较难

驾驭的乐器，其音准表现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演奏者本人，要它去“迁就”其它乐

器是一件很难的事。另一方面，双簧管

声音明亮、有穿透力，表现较为“出挑”，

如果它与其它乐器保持音调和谐，往往

就能带动起整个乐队的节奏，让整个乐

队的表现很出彩。

由此看来，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乐

队中扮演关键角色的不是声音容易被

淹没的乐器，而是音质有特点，甚至容

易“冒泡”的乐器。不仅允许它的存在，

还要让它的优点充分发挥。

不妨由此推想，对于创新而言，如果

有求新求异的人试图进行突破常规的革

新、探索、尝试，大多数人应当怎么办呢？

应当认识到，部队的改革创新，是对

已知的挑战、对未知的探索，机遇与风险

并存。要前进，就要有人敢于蹚出新路

子、开辟新天地。让敢于独辟蹊径、立异

标新的人融入大合奏，最大限度地发挥

其优势，才能最大可能地收获成功。

然而，突破常规的行为往往容易出

现瑕疵，抑或缺陷，也容易得罪人、被误

解，甚至遭非议、受排挤。试想，如果任由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之类的庸俗哲学肆

意蔓延，敢闯敢干者势必会背上沉重的包

袱，创新的尝试也就可能受阻甚至中断。

因此，要做好“调音”的工作，就应

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机制，比如容错纠

错机制、考评奖惩机制、澄清防范机制

等，为敢闯的人“开绿灯”“加把劲”，为

敢干的人“卸包袱”“兜住底”，让他们的

声音被大多数人听到并理解，少些后顾

之忧，轻装大步前行，从而带动整个单

位的改革创新高效推进。

营造敢破敢立的氛围，保护敢闯敢

干的官兵，就能激发更多人敢为人先的

锐气、蓬勃向上的朝气，鼓舞更多人不

畏风浪、不惧雷霆，顶住压力、担起风

险，真正做到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

（作者单位：69250部队）

创新当有“调音”意识
■吴柏亿

“集体”，对于此前的几代人而

言，意义广泛而深刻，甚至影响了很

多人的命运。但对于00后而言，集体

与个体的关系，似乎正在被重新定义。

00后很多是独生子女，又成长于

日趋个体化、原子化的社会，更加追

求个性的张扬、强调多元与多样，不

愿完全遵从“单位”的意志、服从

“多数”的意见。在他们看来，成就

感、获得感、幸福感更多源于个人的

奋斗，而不是集体的赋予。

但是，倘若由此得出00后与集体渐

行渐远的结论，未免过于武断。不论是

网络社交、网络游戏，还是网络购物、网

络直播，借助互联网平台，00后很容易

找到属于自己的“朋友圈”，从而过上一

种“新集体生活”。正如某手游的宣传

口号：“不是一个人的王者，而是团队的

荣耀”，集体意识、协作理念，还是能得

到00后高度认同的。

可见，00后既不缺乏融入集体的

愿望，也不缺乏“建构集体”的本

领，他们愿意为了一致的目标而聚集

起来，为了共同的理想而守望相助。

但与前几代人不同，他们更善于依据

自己的个性，投身“属于自己的集

体”，而不是被动地融入某个集体。

在调研中发现，今年入伍的00后新

兵中，有的是名牌大学的研究生，有的

是海外名校的留学生，有的是创业团队

的领导者……若从个人发展前景来看，

他们除了参军入伍之外，还有不小的选

择空间。但是，他们普遍认为，只要能

在军营实现个人价值，即便牺牲一些所

谓的“个人利益”，也绝不后悔。

由此观之，他们选择成为军队这个

集体的一员，是经过理性思考的自主选

择。因此不难推断，当集体需要的时

候，这些“新生代”战士不会像有些人所

想象的那样，“精致利己”、个人至上，而

是会义无反顾地跟随团队，英勇冲锋。

一些带兵人感慨，现在的兵“不

服管”“不好带”。应当承认，理性、

平等、民主是00后对待集体生活的立

场和态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确

实给部队管理带来不小的挑战。

但实际上，每一代人都是带着自己

的新特质走上历史舞台的。这些新特

质，很可能会让上一代人“看不惯”，但

不能因此就说新特质是不对的、不好

的。不同的特质之间，应当互相接纳，

进而互相融合。毕竟，部队建设发展的

接力棒终究要完成代际的传递。

因此，如何聆听00后的声音、回

应00后的诉求，引导他们处理好全局

与局部、集体与个人的关系，让他们

在心理认同上实现从“我”到“我

们”的蜕变，从而唤起团结一心的力

量、众人拾柴的劲头，才是带兵人应

当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名00后新兵谈到，入伍之前在

很多地方打过工，社会经历很丰富，

但从来没有哪个地方像部队这样，让

他感受到“家”的温暖。跑步跟不

上，战友们纷纷伸出援手；身体生病

了，战友们给予悉心照顾；自己过生

日，战友们送来诚挚祝福……团队中

的互助合作、和谐友善，让00后对部

队这个“大家庭”有了真切的感受、

深刻的体验，也让他们更多地思考集

体之于自己的意义。

“如果集体的成员把集体的前景看

作个人的前景，集体愈大，个人也就

愈美，愈高尚。”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

的名言，今天读来依然很有道理。希

望每一名00后新战友都能在集体的熔

炉中淬炼、在集体的温暖中前行，更

好地践行团结、协作、理解、尊重等

理念，从而成就大写的军旅人生，书

写明日军队的壮丽篇章。

关注00后新兵·集体

团队精神：从“我”变成“我们”
■魏 寅

某部组织一期培训班，拟邀请地

方院校的一名讲师为官兵授课，孰料

最后却不了了之。原来，上级机关认

为，关于培训经费的规定中对副高职

称以下人员的授课费没有明确标准，

所以对该部邀请讲师的费用未予批准。

当前，部队经费使用管理日趋严

格规范，但在少数单位也有“矫枉过

正”之嫌：不是着眼实际使用经费，

而是以“规矩”为理由，没有明确规

定的就一禁了之，有明确规定的也提

高“门槛”，导致很多工作流程不畅、

效益降低。

实际上，规矩只是划定了处理问

题的原则，不可能事无巨细、面面俱

到，对每一种现实情况都作出明确规

定。这就要求，执行规矩应当具体问

题具体分析，把可以办、应该办的事

情办妥办好。

办事情必须守规矩，这是毋庸置

疑的。然而，若把规矩当成“挡箭

牌”，对能办的事情卡着不办、对该干

的工作拖着不干，就不可取了。同时

还应看到，规矩不应该也不可能是一

成不变的。立规矩的目的是促进事物

向健康方向发展，一个时期的规矩侧

重于解决某一方面问题，这就必须坚

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使

规矩能够适应强军事业的发展需要。

规矩的本质，是大家共同遵守的

行事规则。其目的，在于防止权力越

轨、言行失范，以更好地维护正常秩

序，使工作高效运转。如果规矩成了

不干事、不管事的借口，就违背了制

定规矩的初衷，势必会贻误各项事业

的发展。

有一则寓言故事：一位老人去世

前，给3个儿子留下了17只骆驼，并

定下遗嘱：老大可分到骆驼数量的一

半，老二可分到三分之一，老三可分

到九分之一。但是，17只骆驼若要这

么个分法，是难以实行的。阿凡提了

解情况后，把自己的 1只骆驼“借”

给他们。有了18只骆驼后，难题迎刃

而解：老大得9只，老二得6只，老三

得2只。有趣的是，三兄弟分得的骆

驼正好是17只，多出来的那只，他们

又还给了阿凡提。

添了1只骆驼，不仅遗嘱这个“规

矩”得以实行，也没有人损失什么，可谓

皆大欢喜。在现实中，其实有很多类似

的情况：执行某项规矩看起来很难，但

只要“添1只骆驼”，难题就可以迎刃而

解。问题在于，有没有认真思考、努力

尝试。这启示我们，既应当守纪律、讲

规矩，又应当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如

此，才能更好地解决矛盾问题，更好地

推进各项工作。

添一只“骆驼”会怎样
■妙 晔 苏书平

内容更丰富

下载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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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习主席在上海考察时，先后到

陆家嘴金融城党建服务中心、虹口区市

民驿站党建工作站察看，并强调指出，

“要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把资源、服

务、管理下沉基层、做实基层，把每个基

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战斗堡垒。”

管党治党，重在基层。党的基层组

织是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基

层党组织建设能不能全面进步、全面过

硬，关乎党的事业能不能根基稳固、持

续发展。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基层党

组织建设都不是小事，都不可小视。

“心脏强壮，摔打一下皮肉无关紧

要。”毛泽东曾形象地把党支部比喻为连

队的心脏，他说，把连队党支部建设好，让

连队的心脏坚强地跳动起来，才会使党的

血液，流遍我们这支部队的全身。“支部建

在连上”这一伟大创举，成功地把党的组

织与军队的编成有机地、自上而下地嵌合

在了一起，用一个个坚如磐石的支部构筑

了军队党的组织根基，把一个个犹如红色

种子的党员植入了连队并迅速成长发芽。

一位西方军事学者曾说，解放军之

所以战无不胜，一个重要原因是，世界上

没有任何一支军队像她一样建立有如此

严密的党组织。无论革命年代还是和平

时期，无论战争形态样式怎样演变、部队

内外环境怎样变化、军队组织形态怎样

调整，我军“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始终

没有变，“战斗堡垒”的地位始终没有

变。党支部像磁铁一样把官兵紧紧凝聚

在一起，艰苦奋战而不溃散，历经考验而

不变质，党旗更红、军旗更艳。

党的十八大以来，军队各级认真贯

彻党中央指示精神，做好抓基层、打基

础工作，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取得新成

效。但是，一些基层党组织仍然存在

“弱化、虚化、边缘化”的问题。有的正

副书记统班子管党员带部队的功底不

厚实，有的以行政会议代替党的会议决

定重大事项，有的缺乏亲和力，使党员

没有完全从思想上认同组织、政治上依

靠组织、工作上服从组织、感情上信赖

组织，这些都影响到组织功能的发挥。

应当认识到，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

争尖锐复杂，军事斗争准备任务艰巨繁

重，国防和军队建设进入新体制时间，

建强基层党组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加重要和紧迫。如果上述问题不解决，

就难以体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战斗

堡垒作用，就会迟滞党和军队事业的发

展进程。为此，应在提升组织力上下功

夫，强化“三会一课”等制度的执行，保

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在基

层落地生根，真正把基层党建工作的力

度提上去、品质提上去，让党的每一个

细胞都充满生机活力。

结合部队中心任务开展工作，是我

党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也是党的光荣

传统。练兵备战是部队建设的龙头，基

层党组织必须围绕这个龙头来展开工

作，真正把党的建设贯穿于军队“军事

理论现代化、组织形态现代化、军事人

员现代化、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之中，

落实到提高战斗力上。

根本固者，华实必茂。强化党的一

切工作到支部的鲜明导向，切实使思想政

治领导落到支部、组织功能强在支部、党

管党员党管干部严到支部，才能把连队打

造成无坚不摧的“钢刀利刃”，把官兵培养

成英勇顽强的“钢铁战士”，锻造出召之即

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

让
党
旗
在
每
个
基
层
阵
地
高
高
飘
扬

■
邱

波

“孟轲好辩，孔道以明”“荀卿守正，

大论是弘”，韩文公在《进学解》中称誉

孟子、荀子两位大儒“吐辞为经、举足为

法”。一说话就能够成为经典，举手投

足就能够被世人效法，这样的超卓之士

受之自然无愧。

习主席在北京大学与部分资深教

授和中青年教师代表交谈时讲到：“在

学生眼里，老师是‘吐辞为经、举足为

法’，一言一行都给学生以极大影响。”

老师是学生天然的榜样和模范。正因

为如此，师者就一定要重视自身的修

为，不仅要重视自身的学术修为，也要

重视自身的道德修为，严于律己、为人

师表，这样才能真正成为学生景仰的引

路人。师对生如此，官对民亦是同理。

“上者，民之表也”“上行下效，捷于

影响”这样的道理比比皆是。翻阅史书，

那些政绩突出、德高望重的为官者无不

被世人所仰慕。唐代名臣颜真卿被贬为

河北平原太守，受制于胡人安禄山，却独

撑危局；后来身居高位，能够正色立朝，

力斥宰相元载变乱黑白；以76岁的高龄

劝喻叛将李希烈，临难不屈，“唯死而已，

难道能受你辈诱胁吗”，拒绝了求生的可

能；康熙初年，蠡县县令高荫爵上任之

初，面对“岁比不登，民大饥”、朝廷不许

开仓赈灾的情况，以“吾未暇理他政，且

活民”为由而忤上赈灾，甚至以“请解官

去”的手段为民请命。

做官是一时，做事是一生。一介书

生能持大节、蹈大义，“忠精赫赫雷行

天”，为世所敬仰。颜氏书法独重于艺

林，“丹青浩浩披岳河”，世代相传，不是

没有原因的。一个能让《清史列传》记载

的县令，在为官至上的古代社会里难得

一见，用自己的努力生动彰显了父母官

应有的境界。可以说，中华民族的璀璨

文化，都是由无数个贤臣名吏为人做官、

保国护民的史事凝聚而成。他们在历史

长河中闪烁的星光，在各自的时代里都

源源不断地向四周传递着典范效应。

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其实，为官

从政的难点不在于“吐辞为经”，而难在

“举足为法”。宋末的蹇材望在湖州担

任副知州时，元兵将至，其自誓以死殉

国，并作一大锡牌，镌其上曰：“大宋忠

臣蹇材望”。及元军入城，蹇不知所处，

人皆谓之溺死。不久，蹇材望穿着元人

的服装回来，人们这才知道他在元军入

城的前一天就出城迎接、拜见元军了。

“身无道德，虽吐辞为经，不可以信。”说

得天花乱坠，做得一无是处，博人眼球

的言辞不过是一场煞有介事的演戏。

品高声自远，风正一帆悬。党员干

部作为先进者、先行者，就是要率先垂

范，自觉当好群众的教练员、示范员。

周恩来同志在自己 45岁生日这天，给

一群青年作了一场自我反省报告，并在

这天晚上字字千金地订立了著名的《我

的修养要则》；陈毅刚当上海市长，由于

当时实行供给制，为不给国家增加一份

负担，便动员来沪的岳父回老家：“共产

党的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勤

务兵，越是地位高，越要以身作则，起模

范带头作用。”革命前辈就是凭着这种

严格要求的崇高风范，赢得了党心军心

民心。

群众看干部，基层看机关。然而，

一些同志并没有对照领导干部这个称

谓来展现自己应有的样子。有的本末

倒置，找不准自己的角色定位，潜意识

里认为上级、自己才是被服务、被保障

的对象；有的德难配位，说话爱打官腔、

指导爱摆谱，不在为兵排忧解难上下功

夫，却在“五多”上费思量；有的说一套，

做一套，处处用“媳妇”的标准要求官

兵，事事用“公婆”的身份定位自己。如

此样子，怎能成为官兵心中的“样板”？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

天三尺三。”为政的境界没有最高，只有

更高。对领导干部而言，唯有积累殊异

之迹，劳身苦体，把权字认清，把人字写

正，把我字看小，把干字放大，才能在人

生的高度上再续辉煌，逐渐抵近“吐辞

为经、举足为法”的境界。

吐辞为经 举足为法
■郝启荣 陈 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