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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瞭望

基层心声

八一时评

谈训论战

“好的方面我就不讲了，主要讲一

讲存在的问题。”当前工作中，有一种现

象值得注意：个别干部在讲评工作时，

过分强调问题意识，习惯讲成绩一笔带

过，讲不足滔滔不绝。这种做法有失偏

颇，需要矫正。

“成绩不讲跑不了，问题不说不得

了。”应该说，总结讲评工作时少谈成

绩、多讲问题，是一种求实作风、科学态

度，值得提倡。但凡事都要有一个度，

一讲评就批评，一总结就训斥，一发言

就指责，会让官兵感到自己的成绩没人

看到，导致挫折感加重、自信心难树，影

响工作主动性积极性。

一位哲人说：“要改变人而不触犯

人或引起反感，那么，请称赞他们最微

小的进步。”褒扬成绩，可以激发一个人

的潜能和激情。基层带兵人讲评工作

时，一定要认真对待、审慎把握，既把缺

点不足讲透，也要把优点成绩讲够。好

的方面也要“好好讲”，不吝啬赞扬之

词，多发现官兵身上的闪光点，通过对

成绩及时地讲、客观地看、公允地评，就

能调动热情、激扬士气、凝聚军心。

好的方面也要“好好讲”
■陈怡梦

某部依据《军队奖励和表彰管理规

定》，优化表彰奖励工作实施办法，明确

将一半以上奖励指标用在平时，让奖牌

带着“热度”助力练兵备战，有效提升了

官兵精武强能的积极性。这一做法，值

得提倡。

兵法有云：“军赏不逾月”，意思是

军队中论功行赏要及时，不能拖得时间

太长。这是因为，军队是要打仗的，战

场情况紧急、战机稍纵即逝，只有对立

功者第一时间实施奖赏，才能鼓舞士

气、激励军心，一鼓作气、取得胜利。如

果表彰奖励总是“慢半拍”，等到年底

“算总账”，就难以产生表彰一个、带动

一片的“倍增器”效应。

我军素有战场立功、火线入党的光

荣传统，使荣誉激励的效果达到最大化，

催生了一大批英勇杀敌、勇立新功的战

斗英模。现在，一些单位训在平时、奖在

年底，使奖赏的效益大打折扣，也容易产

生论资排辈、平均主义等现象。多一些

“趁热打铁”式的奖励方式，更有助于立

起备战打仗的鲜明导向，营造“见红旗就

扛，见第一就争”的浓厚氛围。

有功即赏不要“慢半拍”
■董 鑫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一时一刻也

离不开为人处事、待人接物。古人讲，

“和以处众，宽以接下，恕以待人”，这是

君子风范。一句话，做人要宽厚大度，待

人要宽容和善。正所谓“最爱聪明藏浑

厚”，聪明不失忠厚，宽厚又不失智慧，这

样的处世哲学应成为我们的行为准则。

《史记》里讲，汉文帝时期有一个郎

官叫直不疑，3个人同住一个宿舍。有

一天，“其同舍有告归，误持同舍郎金

去，已而金主觉，妄意不疑”。面对猜

疑，直不疑有口难辩，只好“买金偿”。

没过多久，“告归者来而归金，而前郎亡

金者大惭，以此称长者”。应该说，同事

之间产生误会在情理之中，而直不疑的

做法则是常人难以做到的，无愧于“长

者”称号。

东汉时期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据《后汉书》记载，南阳有一个叫卓茂的

小官员，“性宽仁恭爱”。有一次出行，

有人看到其车马，说是自己遗失的马。

茂问之：“子亡马几何时？”对曰：“月余

日矣。”卓茂养这马已经多年，知道此人

认错了，也不辩解，“默而与之，挽车而

去”，并回头说：“若非公马，幸至丞相府

归我。”过了一段时间，“马主别得亡者，

乃诣府送马，叩头谢之”。

很多时候，面对毫无根据的误解、

空穴来风的猜疑，有过错的人尚且极力

推卸责任，更何况清白无辜之人？而直

不疑和卓茂宁愿背黑锅，也不去声嘶力

竭地解释、面红耳赤地争辩，反过来对

猜疑者“一笑而过”，可见二人真是心胸

宽广、为人豁达。这种“以责人之心责

己，以恕己之心恕人”的品质，更是寻常

人难以企及的。

《南史》就记录了面对同样的“误

解”时，采取不同处理方式的两个人。

刘凝之和沈驎士穿的鞋，都被邻人误认

为是其丢失的，二人也都没有多说话，

“即与之”。等到两个邻人分别找到丢

失的鞋子并送还时，二人的态度却大

相径庭，刘凝之“不肯复取”，而沈驎士

则“笑而受之”。文章的结尾得出结论：

此虽小事，然处世当如驎士，不当如凝

之也。可见，深奥的人生哲理往往体现

在生活的细节之中。

“是非终日有，不听自然无。”有时

候，面对“误解”默不作声、忍辱负重，坐

等真相大白、水落石出，不仅常人难以

做到，而且也并非有效对策。如果能够

通过机智巧妙的言行进行应对，一句顶

一万句，无招胜有招，化解误会，捐弃前

嫌，更值得称赞。

这里还得说到直不疑。因为“状貌

甚美”，有人就听虚责响、视空索影，诋

毁其“盗嫂”，说其与嫂嫂关系暧昧、有

私情。针对这一阴毒的损招，直不疑仅

说了四个字：“我乃无兄。”既无兄长，何

来嫂嫂，既无嫂嫂，“盗嫂”之事又岂能

发生？寥寥四字，一语中的，清者自

清。与直不疑遭受同样污蔑的还有“美

丈夫”陈平，只不过他对“盗嫂”毁誉进

行了无力且不当的辩解，结果越描越

黑。“无兄盗嫂”，这个成语可谓历史上

一语攻破谣言的完美注脚。

诚然，有些谣言会一攻就破，甚至

不攻自破，但有些谗言与诋毁就没那

么简单了，错综复杂、机关算尽，处理

不当可能会丢掉身家性命，必须讲一

点技术和战术。《世说新语》记载，东晋

的王绪、王国宝是从兄弟，都受重于位

高权重的司马道子，二人联合造谣中

伤殷仲堪。殷自然害怕，就求计于王

东亭。王献上“反间计”：“卿但数诣王

绪，往辄屏人，因论它事。如此，则二

王之好离矣。”表面上是“密谈”，实则

是做做样子。果然，王氏兄弟相互猜

疑，谗言终止。

网上有句流行语叫：“人在江湖飘，

哪能不挨刀。”日常生活中，当我们遭人

曲解、被人误解以致“剪不断，理还乱”

时，不妨学学古人的应对态度和做法。

宽容一点、大度一些，退让一步、忍耐一

分，擦亮理解之窗，敞开包容之门，讲求

处理之道，就能洞悉生活之真，弘扬人

性之善，回归生命之美。

最爱聪明藏浑厚
■赵静好

上世纪 70年代，“大功三连”官兵

白天参加国防施工，晚上点着煤油灯在

坑道里学习毛著。如今，这盏煤油灯放

置在连队荣誉室最醒目的位置。这是

三连用党的创新理论建连育人的传家

宝——“煤油灯精神”。

为什么三连这盏“煤油灯”依然闪耀

着真理的光芒？为什么一代代官兵学习

理论的热情始终高涨？答案可以列出很

多，但有一条似乎最为贴切：实践的成果

是最好的理论。

战争年代4次荣立大功；出色完成

华北大演习、国庆35周年阅兵等重大任

务；习主席亲自授予“学习实践党的创新

理论模范连”荣誉奖旗……正是这些实

践的成果，进一步坚定了官兵学习理论

的信心、决心和恒心，推动连队建设全面

协调发展，成为闪亮的“时代楷模”。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

的运动。”我军十分注重用科学理论武

装官兵，从建军之日起就要求“不仅要

武装士兵的技术，并且要武装士兵的思

想”。西方传教士薄复礼在回忆录中这

样描述红军战士：“他们一天只能吃一

顿饭，天天不分昼夜地行走……但这些

身着破衣、草鞋的年轻战士还常常围绕

着人的精神等哲学命题讨论……”这就

是科学理论的无穷魅力。

“那个年代，八路军、新四军肩扛着

最落后的武器，却掌握着最先进的理

论。”更为重要的是，科学理论一经掌握

群众，就会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这个

“物质力量”到底有多强大？这两组数

字很有说服力：8年抗战，抗大向全军输

送10万余名优秀军政干部；也正是这8

年间，我军从几万人发展到 120余万

人。这就是科学理论“掌握群众”的力

量，也是看得见、摸得着、鼓舞人的实践

的成果。

当年，党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

的指导地位。很快，基层部队就提出了

鲜明的口号：擦亮手中武器，在战场上

多杀敌人；擦亮思想武器，掀起学习毛

泽东思想的热潮。这也再次印证：实践

的成果可以激发学习动力，加强理论武

装又会砥砺练兵热情、战斗精神，从而

赢得更大的胜利，二者相辅相成、互促

共进。

理论创新一脉相承，思想武装更要

一以贯之。党的十九大实现了一系列重

大理论创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境界。理论创新推进一步，思想武装就要

跟进一步。广大官兵坚持标准更高、要求

更严，带着问题学，联系实际学，学思用贯

通、知信行统一，普遍反映“越学越爱学，

越学越想学”。

但也要看到，个别官兵学习理论动

力不足、热情不高、态度不正。有的觉

得理论管方向、管战略、管大局，与自己

的工作离得太远，“远水解不了近渴”，

提不起学习兴趣。有的认为基层天天

碰到的都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没有太

多的理论问题，不学理论照样干。有的

感到理论学习是个软指标，学多了也没

见多啥，学少了也没见少啥，学不学无

所谓。有的乐于风风火火抓活动、跑跑

颠颠搞协调，一天到晚闲不住，就是静

不下心来学理论，等等。

理论学习不够，不是“光荣的缺点”，

而是最致命的缺陷。加强理论武装是

管根本、保方向的基础工作，只有理论

上清醒才能保证政治上坚定。理论武

装的深度，决定着政治定力的强度、思

维视野的广度、思想境界的高度。回首

5年多以来的强军实践，人民军队由内

到外实现政治纲纪重振、组织形态重

塑、斗争格局重整、建设布局重构、作风

形象重树，体制一新、结构一新、格局一

新、面貌一新。我们一定要站在时代和

全局的高度，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这些历

史性成就的取得，这些历史性变革的发

生，根本就在于习主席的坚强领导和

习近平强军思想的科学指引。

列宁说过：“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

一切信念。”理论武装越彻底，理想信

念就越坚实，思想就越敏锐，行动就越

自觉。党的创新理论是“大道理”，但

绝不是“空道理”，一旦对接岗位、融入

实践，就会彰显出巨大威力。“大功三

连”就是加强理论武装的一根标杆、一

面旗帜。“来时一块铁，走时一块钢”，

这种底气和自信就源于他们从学习党

的创新理论中尝到了甜头、找到了答

案、促进了发展。“没有理论的人容易

被‘俘虏’。”如果理论学习抓得不紧不

实，就容易产生一些似懂非懂、似是而

非的模糊观念，甚至在大是大非面前、

重大原则问题上无法保持清醒头脑，

不但干不好工作，还可能犯这样那样

的错误。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

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理论

武装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用实践

的成果鼓荡学习的风帆，把学习理论当

作一种生活习惯、精神追求，使理论与

实践良性互动、相互激荡，强军前景一

定会更加绚丽而壮观。

（作者单位：河南省军区政治工作局）

用实践的成果鼓荡学习的风帆
—让党的创新理论走进基层官兵①

■李小平

吃饭的时候，你掐过表吗，最快多

久能吃完？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个问题

似乎有点多余。但对于军人来讲，吃饭

快慢并非一个无足轻重的话题，而是一

个攸关战斗力生成甚至影响战争胜负

的重要问题。

著名的铁血网上曾经有一个帖子，

主题是“在部队食堂，你吃饭要多久？”

回帖的人不少，答案有3分钟、5分钟、

10分钟、15分钟、30分钟不等。吃一顿

饭到底多长时间为宜，条令条例并没有

明确规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吃

饭干净利索、秩序井然，是一支军队时

间观念强、敌情意识重、战备素养高的

表现。

军队的职能是打仗，军人的使命在

战场。战斗随时打响，吃饭没有准点。

兵贵神速，吃饭也要讲究时效。飞夺泸

定桥，红军将士一昼夜飞奔120公里，

哪有时间按部就班地生火做饭、慢条斯

理地细嚼慢咽？血战上甘岭，天上敌机

狂轰滥炸，地上敌人疯狂攻击，别说坐

下来安享大餐，就连喝口水都很困难。

如果平时没有养成“吃饭就是打仗”的

观念，拖泥带水、懒懒散散，怎能适应你

死我活、瞬息万变的战场环境？

有人说，街上行人的步速，某种程

度上体现了国民的时间观念。从这个

意义上讲，“饭速”则体现了官兵的战备

素养。“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

行。”对于真正的军人来讲，吃、喝、拉、

撒、睡都与打仗有关。被誉为“百胜将

军”的粟裕，为什么战争结束多年后依

然坚持观地形、看地图，每晚就寝时仍

将衣服鞋袜摆放整齐？因为他始终坚

守一种信念：只有枕戈待旦才是真正的

“桂冠”。

战争年代，“行军打仗、打仗行军”

“时刻准备战斗”是家常便饭，要想填饱

肚子甚至保住性命，吃饭必须简一点、快

一点。如今，没有了十万火急的行军，也

没有了白刃相接的激战，但吃饭还是必

须要求快。这是一种忧患意识，也是一

种战斗精神。“人是铁，饭是钢。”试想，如

果吃饭拖拖拉拉、满桌狼藉，一旦来了紧

急任务，饭都没有吃饱，怎么能士气高昂

地奔赴战场、体力满格地血战到底？

然而，现在一些官兵在野外驻训、

实兵演习中，吃惯了“四菜一汤”，对单

兵自热食品不大适应，认为分量重且

口感不佳，有的甚至自带零食或到驻

地购买；个别单位对自行式炊事车、炊

事挂车、野战给养器材单元等保障设

备使用不熟练、不习惯，仍然按照营区

标准进行保障。这不仅违反演习规

定，战时还将付出惨重代价。只有平

时将“吃”嵌入实兵演练全过程，让官

兵吃惯“战备餐”，战时才能吃得快、吃

得好、打得赢。

（作者单位：武警揭阳支队）

你吃饭需要几分钟
■蔡 创

“百年事业三更梦，万里江山一局

棋。”国防和军队改革也是一局大棋，一

招妙棋，一盘活棋。

三年前的这个时候，中央军委改革

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外电评论：

“习近平决意彻底改革中国军队。”外

媒猜测：这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军队，

究竟会怎么改？善弈者谋势。这个问

号早已在习主席的运筹帷幄、缜密构思

中，变成了一整套解决深层次矛盾问

题、体现我军特色的宏伟改革蓝图，总

体方略、主攻方向、方法步骤明确清晰。

“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坚定不

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既然是“全

面”，就必须得之全盘、谋之长远，不能

囿于一隅、执于一端。“不谋万世者，不

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有怎样的大局观、战略观，不仅决定着

军队改革有怎样的“目标图”“路线图”

“施工图”，也决定着强军事业的走向和

前景。

“茫茫九脉流中国，纵横当有凌云

笔。”一盘强军大棋局正在酝酿完成：先

动“棋盘”，改革领导指挥体制，重在“强

大脑、健中枢”；再动“棋子”，调整力量

规模结构，重在“强筋骨、壮肌肉”；后动

“棋规”，配套军事政策制度，重在“通经

络、活气血”。这“三步走”，是一个系

统，是一个整体，梯次接续、压茬推进，

步步为营、蹄疾步稳。

“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

则近道矣。”这一轮军改刀锋所向的第

一重棋，动的是“楚河汉界”，立的是

“四梁八柱”。一夜之间，运行了几十

年的总部制走入历史，15个军委机关

部门全新成立。一刻之间，五大战区

开始运转。这一夜，这一刻，分隔的是

一个昼夜，划分的是一个时代。“军委

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领导指

挥体制构建起来，总部体制、大军区体

制和大陆军体制被彻底打破，“大脑”

更灵活了，“中枢”更多能了，人民军队

从此进入了“新体制时间”。

金庸先生曾写道：“象棋三十二子

越下越少，围棋三百六十一点却是越

下越多，到中盘时头绪纷繁，牵一发而

动全身，四面八方，几百只棋子每一只

都有关联。”动“棋子”，不是单纯地撤

并降改，不是简单地加加减减，也不是

局部地小打小闹，而是一次由内到外

的化学反应、体系性的重塑重构重

建。压规模，实现消肿瘦身；调结构，

实现协调发展；精编成，实现结实强

壮，18个集团军调整为 13个，诸多新

型作战力量应运而生，作战部队人员

不减反增，“总的合力”“新的力量”正

在凝聚形成。

经络，能决生死；经络通，则百事

通。强筋健骨不易，疏通经脉更难。我

们习惯了“马走日，相走田，炮打一溜

烟”，如今想要改“棋规”谈何容易。改

革的靴子能否完全落地，这是关键一

役、决胜之战。“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

察也。”军改“第三次战役”的冲锋号已

经吹响，虽然统筹协调难度大、专业化

程度高、影响范围广、立法周期长，内容

涵盖军事实践活动各个领域、各个方

面、各个环节，但开弓没有回头箭，不惧

龙潭虎穴，不怕困难挫折，就一定能够

打赢这场攻坚战。

审视重大历史事件，离不开时间的

沉淀。三年前抬头望，我们纵然有“九

万里风鹏正举”的豪情，多少也会有“一

山放过一山拦”的忧虑；三年后回头看，

我们既有“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慰，更

有“枝间时见子初成”的喜悦。1000多

个日日夜夜过去，经过这场“史上最牛

军改”，人民军队曾经的许多“积重难

返”，变成了如今的“善作善成”；曾经的

“迟疑观望”，变成了如今的“快马加

鞭”。“重塑”“一新”，成为人们嘴边的赞

扬之词。

“历史上的事件与人物，是只过一

趟的，是只演一回的”“此一回的演行，

乃永久存在”。若干年后，我们再次回

首，三年前的军改会议必将是一个里程

碑式的节点，也必将成为“永久存在”，

彪炳强国强军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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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部战士小许体能素质偏弱，在
班长帮带下成绩提高很快。小许看到
班长很辛苦，就给班长泡了杯咖啡。
没承想，班长一句“还是你们城里人会
享受”的玩笑话，让小许感觉自己被贴
上了标签，产生了心理负担。后来经
过沟通交流，班长坦言自己并无恶意，

小许也承认自己有点敏感。
这正是：
战友本来情义深，

戏言不妥也伤人。

说者应当讲分寸，

听者也别玻璃心。

彭佳莉图 黎 平文

玉 渊 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