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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时评

谈训论战

近日，某部一名领导在基层检查
时发现，个别班的全班战士午休时
都不盖被子。这是为啥？原来，这
些班的班长担心午休后战士仓促之
间叠不好被子，便规定战士在午休
时把之前叠好的被子挪到一边，在
床上和衣而睡，确保“内务流动红
旗”始终留在本班。这名领导立即
纠正了这种做法，引导大家叠好被

子更要盖好被子，不能影响官兵健
康。

这正是：
睡眠盖被本应当，

岂能让兵把冻扛？

为了面子损健康，

如此“争先”太荒唐。

周 洁图 刘含钰文

一张光盘很轻，但它却重重地“砸

醒”了某旅一名干事和该部的全体官

兵：“虚假比不合格更可怕，军事考核

作弊，就相当于还没上战场就自毙！”

事情是这样的。11月 27日，在

该部的年终军事考核中，这名干事

为了通过网上战术标图课目考核，

偷偷用提前刻录有常见题及解答过

程的光盘辅助考试。监考人员发现

并报告旅领导后，旅领导不仅当即

宣布这名干事的成绩为0分，还经党

委会研究，对其做出了严重警告和

取消年底晋升资格的处分。

军事考核是检验战斗力的基本方

法，是促进训练水平提升的有效手

段。考什么是指挥棒，怎么考是风向

标。考风纯正，就能考出战斗力，考

出积极性，给部队训练标注出为战而

训的路标。如果考风不正，在发现

弄虚作假时当“老好人”，在发现作

弊替考时当“稻草人”，在发现歪门

邪道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么不

仅达不到考核目的，还会把训练引

入歧途。

尽管考风的重要性人人都懂，但

考风不正现象不仅没有绝迹，还不断

有新变种。有的临阵磨枪、突击刷

题，在考核前专门搞“迎考训练”“热

身考核”；有的考前“拜访”出题方，

在“套”出考核范围后还提前踩点，

搞“模拟考试”；更有甚者，有的在考

核前故意“安排”成绩弱的官兵出差

休假，或把成绩好但正在探亲休假、

外出学习的官兵“召回”参考，搞所

谓的“不违法违规的作弊”。

端正考风，光靠教育不行，还必

须通过创新考核方式，来堵塞可能作

弊的漏洞。在这方面，不少部队的做

法值得借鉴。比如，海军某基地在组

织军事考核中，通过引入“电子判

官”，不仅杜绝了“人情分”“熟人

哨”，还实现考核客观精准；再比如，

信息工程大学在考核中使用条形码进

行身份识别，倒逼官兵把功夫下在平

时，确保不管啥时考、谁来考、考什

么，都能考出真成绩。

古人云：“赏一人而天下知所从，

罚一人而天下知所避。”个别官兵之所

以见别人受罚而自己不避，与缺乏监

督机制以及惩处力度不足有密切关

系。在减小作弊几率的同时，增加作

弊成本，让抡向作弊者的“杀威棒”

更狠些，这样有作弊想法者才不敢轻

易以身试法，才能让考场与战场贴得

更近，接得更实。

（作者单位：陆军某炮兵旅）

虚假比不合格更可怕
■宗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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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随着全国退役军人和其他

优抚对象信息采集工作进入最后一个

月，几则有关退役军人去登记个人信

息的新闻让人温暖、令人感动。

吉林长春，随儿子长住深圳的84

岁退伍军人何振华，乘飞机回到老家

填报个人信息。当儿子帮他填写完要

代他签名时，在战场上失去两个指头

的何振华拒绝了：“剩下的指头还能捏

住笔，我写上，我高兴。”

11月26日，正在陕西榆林打工的

退役军人邓海波准备回乡填报个人信

息时，一个工友问他：“回去不领补助

不说，一来回路费还要花去你近三分

之一的工资，值吗？”邓海波回答：

“组织召呢，再难也必须回！”

开展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信

息采集工作，就是拿几个证，填几张

表，重要吗？重要！重要在何处？退

役军人事务部新闻发言人说，做好这

项工作，是摸清全国退役军人和其他

优抚对象底数和基本情况的重要途

径，是建立精准服务全国退役军人和

其他优抚对象大数据平台的重要步

骤，为的是更好服务大家。专家对这

项工作的解读是，这项工作顺利完成

后，历史遗留问题清零有望，现实诉

求合理反馈有路，冒顶冒领优抚现象

有治。而一名名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

对象，把这项工作看得更重：“被国家

惦记着的感觉真好，下辈子还当兵”

“见自己的名字入了表，一下子有了归

属感”……

毫无疑问，这项工作是暖人心的

工作，是让退役军人有归属感和荣誉

感的工作，可以预料，随着为退役军

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悬挂光荣牌、为其

建档立卡等后续工作的跟进，这项工

作的综合效益还会不断溢出。

当然，要把这项暖人心的工作做

得让人心暖，并不是那么容易。从媒

体报道的一些情况来看，个别工作人

员在做这项工作时，还不是很有细

心、耐心和爱心。

诚然，实现对5700多万名退役军

人信息采集“一个不漏”和绝对精

确，难免会遇到证件丢失难补回、户

籍更改难核实、各表信息不一致等诸

多难题，坚持细、实、严、准的工作

标准是必须的。但正如“樵夫”廖俊

波所言：“只要心里对人民满怀敬意，

就能耐得住烦，千方百计把百姓关心

的事办好。”

深思信息采集中许多暖心事不难

发现，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在

提供材料时或许固然有不全、不准

或前后不一致的地方，但只要心里

想着退役军人，想着国防建设，就

会满腔热忱为大家服务，竭尽全力

为大家解难。比如，重庆市江津区

的工作人员上门为行动不便的退役

军人提供信息采集服务，河南汝阳

县工作人员主动为年老的优抚对象

办理证明材料，一些工作人员说：

“他们是最可爱的人，也是最可敬的

人，给他们做点事，舒坦。”

一位军事家曾说：“如果一个国

家的国民都对退伍兵充满热爱，那

么他们的军队是很难被战胜的。”据

退役军人事务部领导介绍，今后，

退役军人社会保险接续、困难退役

军人帮扶援助、退役军人教育培训

等一件件让退役军人有归属感的工

作还将不断推进。我们相信，随着

人民群众国防意识的进一步增强，

各级一定能让退役军人感受到党和

政府的温暖，从而激励更多有志青

年投身军营、建功军营。

（作者单位：31666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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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机关干部在谈起自己的工作

心得时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现在

预算和经费使用管理严格，我们一般

都是能不花钱就不花钱。”置身改革转

型期的当下，这种“多一事不如少一

事”的心态值得我们警惕。

进入“新体制时间”，我们发现不

少人出现了各种“不适应症”。有的守

着一摊子工作，却只想着只要不出事，

宁可不干事；有的面对新体制推进过

程中遇到的矛盾问题，能推就推、能拖

就拖，就是不想办法解决，甚至将矛盾

上交……细心留意会发现，这些人都

有一个共同的口头禅，那就是“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

深入了解这种“多一事不如少一

事”心态，背后的原因不乏以下几个方

面：新体制运转下，监督检查力度大，

执纪问责严，为了避免多做多错，不如

少做或不做；人手少、任务多、压力大

成为工作常态，光是手头的工作已经

应接不暇，哪会愿意再“揽活”？虽然

有容错免责机制，但心里还是不踏实，

不如先看一看、等一等。诸如此类为

官不为的做法，不仅有损领导干部在

基层官兵中的形象，更会迟滞部队改

革转型发展进程，影响战斗力建设。

问题不会因为绕道而行就不存

在，矛盾不会因为不触及就自然化

解。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没有一点

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

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

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

业。”进入“新体制时间”，需要每一名

官兵刷新思想认知、提升行动能力，勇

于探索、敢于创新，这样才能趟出一条

新路。如果总是因循守旧，思维和工

作模式还停留在过去，无法接轨新时

代、适应新体制，一时还可以蒙混，但

迟早要被岗位淘汰、被时代丢弃。

“良农不为水旱不耕，良贾不为折

阅不市”。在什么位置上就要干什么

事。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情况、新

问题，需要领导干部既要把准政策导

向、吃透政策内涵，又要掌握科学的工

作方法；既要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又

要善于总结经验、举一反三。遇到问

题不回避、不推诿，积极想办法、找对

策，才是各级党员干部面对工作应有

的正确态度。

“风不难化也，自上及下而风行。”

随着国防和军队改革向纵深推进，各

级党委应带头创建“敢破敢立、敢闯敢

试”的环境，面对一些干事创业者的担

忧，可以树立一批被容错的改革干将

的典型，用看得见的实例鼓励各级干

部干事创业的信心。同时严格按照规

定，让那些“为官不为”者“下”，“勇于

担当”者“上”，对那些敢担当、善作为、

实绩突出的干部，该重用的重用、该提

拔的提拔，切实树起有为才能有位的

正确导向。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真是个事
■陈晓杰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重视取名。名字

包含着长辈对下一代的殷殷期许、美好

祝福，甚至是整个家族家风的传递。

海外一位研究中国人名的学者

说：“在中国偶然捡起一张人名录，肯

下功夫玩索，其中告诉你的东西，也

许比一篇历史文物的报告还要丰富。”

一部《红楼梦》，既是中国封建社会晚

期走向衰败的风情画卷，也荟萃了中

国人名的精华。书中的老爷、太太、

公子、小姐、丫鬟、佣人的名字或简

单、或深奥，或高贵、或低贱，或粗

俗、或典雅，细细品味一番，便不难

从名字中看出他们在大观园的地位和

身份，感到每个人的名字都是社会文

化背景的折射。

北宋进士出身的吕蒙正，宋太

宗、真宗时曾三次入相。他为人正直

忠诚，不苟私情。在用人上不偏私，

先前卢东逊为相时，其子雍起家即授

水部员外郎，后遂以为常。吕蒙正深

感此举不妥，多有不服，即将宰相之

子止授九品京官，遂为定制。在朝敢

于仗义执言，“蒙正……以正道自持，

遇事敢言，每论时政，有未允者，必

固称不可，上嘉其无隐……”后人仰

慕吕蒙正的人品官德，给予他：“名与

实符，其身正也”的赞誉。

从古至今，长辈给晚辈取名，要

图吉利，讲血统，寓希冀，论世次，

是断然马虎不得的。取名中所寄寓的

期许和寄托，不仅表现在环境、身份

上，还受制于时代和地域。旧时在农

村，取名满囤、铁牛、风顺、秋菊等

极为普遍；小商小贩多取大富、良

贵、永福、茂林、顺达等名；读书人

则多以占魁、广智，自强、书成、学

儒冠名……名字毕竟是要伴随自己一

生的，取个好听的有内涵的名字，以

寄寓美好的希冀、激发奋进的动力，

俨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亮点，

更是家国情怀的一个缩影。

从传统习惯来说，名字大都是由

父母所取的，然而，是让自己的名字

熠熠生辉还是黯淡无光，是擦亮自己

的名字还是辱没自己的名字，就全靠

自己了。毛润之把自己的名字擦亮，

成了毛泽东；周树人把自己的名字擦

亮，成了鲁迅。还有张思德、雷锋、

焦裕禄、谷文昌、杨业功、杨善洲、

廖俊波……他们的名字铿锵响亮，妇

孺皆知，不仅仅是因为名字取得好，

更重要的是他们用不懈的追求和崇高

的人格，把自己的名字擦得亮亮的。

据史学家考证，自夏朝始，古人名

字符号的意义就开始被重视了，以至形

成“赐姓”制度，就是皇帝通过圣旨

（诏书）的方式，郑重地将某个姓氏赏

赐给某个臣下，作为一种至上的精神奖

励，此举在加强封建王朝的君臣凝聚力

方面起的作用有时远远大过物质赏赐。

当然，有奖即有罚，古代还有赐“恶

姓”的惯例。南朝梁元帝萧绛在位时，

武王萧纪举兵造反。萧纪兵败后，元帝

令其改姓“饕餮”，饕餮是传说中的一

种贪残怪物。先秦古人里最让人不解的

人名，大概就是著名的“大阴人”嫪毐

了。“毐”是品行不端之义，很难想象

嫪毐是其本名，更像是根据其性格和所

为被人取的诨名及外号。可见，一个人

如果不珍惜自己的姓氏及名字，做了有

违道德、有辱门风的事，最终只会背上

骂名和受到精神惩罚。

近年来纷纷落马的“老虎”“苍

蝇”，几乎没有一个是不追求美名的。

然而，随着他们贪腐丑行的暴露，昔

日高贵的名字，变得一文不值，甚至

带有几分讽刺的意味。原辽宁省委书

记王珉之“珉”，本义指像玉般的美

石，所谓“人君德美如玉，而明若

烛”“言贤者德高，如金如玉”，即称

赞玉的品德温润、纯洁无瑕。而王珉

虽然名中有玉，实则与玉的美德背道

而驰，其所作所为完全丧失了做人为

官的品德和操守。昆明市原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李喜，曾一路喜事连

连、仕途通达，顺利地当上了厅官，

然而就在他任现职不足4个月时，看似

坦途的仕途却戛然而止，因贪迹累累

而中箭落马，人生也由“喜”转为

“悲”。这些昔日的“大人物”，名字曾经

无时不见诸于公众视野。然而，当他们位

高权重而不自持，面对诱惑而不自律，任

凭贪欲吞没自己的良心和尊严时，留下的

只能是自取其辱、“名落千丈”。

要想不辱没自己的名字，让它在

历史的长河中留下痕迹，就要以忠

诚、干净、担当的生命之光，去擦亮

自己的名字，将它融合于我们伟大的

事业之中。

擦 亮 自 己 的 名 字
■向贤彪

年底了，各单位都要搞个总结，

把一年的工作梳理梳理；官兵们也会

做个盘点，把一年的得失扒拉扒拉。

如何让总结“有意义”、有“含金

量”？历史告诉我们，那些从实践中归

纳出的对以后发展大有益处的总结，

才是好总结。

“一年三百六十日，军旅万事多劳

苦。”在即将过去的这一年里，全军官

兵为了强军大业实干苦干，艰辛已成

平常。年终总结时，来个回头看，把

成绩摆一摆，让大家享受奋斗带来的

喜悦；列个一二三，对未来望一望，

让官兵了解来年的工作计划，这些都

很有必要，而且应该做好。但仅仅做

好这些还不够，还必须从已做的工作

中总结出些道道来，如此才能“在总

结经验中不再走弯路，在经验指导下

取得新的进步”。

有这样一句谚语：“总结好比榨

油，榨不出油就是重复昨天。”然而令

人遗憾的是，个别单位在年终总结

时，在“榨油”工作上做得还不够

好。这些单位的总结报告，要么是

“摆土豆”，开了几个大会、搞了几项

活动、解了多少难题，只见“原材

料”，不见“深加工”；要么像“复印

件”，总结报告像是从模具里出来的，

除了时间、数据和事例与往年不同，

其它的都“似曾相似”；要么是耍“笔

杆子”，报告里四六句很多，排比句不

少，文采很好，但营养很少。这样的

年终总结，给人的感觉像吃膨化饼

干，轻飘飘，不耐饥。

菜籽不经过压榨，是出不了油

的。同样的道理，实践不经过提炼，

也出不了经验。正如马克思所说：“人

的才干增长依赖于实践和学习，但并

不是在实践和学习中自然而然地增长

的，必须加上不断地认真总结反思经

验教训。”高标准做好年终总结，就是

应静下心、沉住气，多从实事中求出

“是”来，多从实践中榨出“油”来。

一年来，全军部队做了大量工

作，不少单位还是某一领域的试点单

位，一些官兵还在国际国内赛场取得

佳绩。“知道鲜花为什么绽放的人，才

能永远嗅到芳香。”年终总结时，对完

成好的任务重新回顾，对当时的过程

再次复盘，既搞清楚取得了哪些进

步，又弄明白进步在何处，这些成功

的经验，就是榨出的“油”。

我们常说，“吃一堑、长一智”

“跌个跟头，捡个明白”。意思是说，

要善于从失败和挫折中吸取教训。抗

战时期，陈毅曾对黄克诚说：“毛泽东

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不贰过。”为什

么能不贰过？毛泽东自己给出的答案

是：“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

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

得好一些。”训练成绩为何没达到预

期？合编了为何没有“化学反应”？工

作运行为何还不够顺畅？干部工作动

力为何提升不明显？年终总结时，对

这些问题打破砂锅问到底，在悟错、

研败中既知其一也知其二，既知其表

也知其里，既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

就能从失败中榨出教训的“油”来，

这样失败才可能是成功的母亲。

总结时的“回头看”，是为了更好

“向前看”。承前是为了启后，继往是

为了开来。历史承载着过去，也蕴含

着对于未来的启迪。如果说过去一年

的生动实践是“上篇文章”，那么其中

蕴含的重要启示就是“下篇文章”。年

终总结时，防止“置四海之困穷不

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花更多

心思归纳出“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

来”的启示，这也是从一年工作实践

中榨出的“油”。

“摸着石头过河”，是改革开放之

初我们的基本方法。“摸”，就是边摸

索前进，边总结经验。40年过去了，

我们创造出了让世人惊叹的奇迹和传

奇。当前，强军事业正处于“新体制

时间”。新，意味着希望，也意味着面

临很多未知。像竹子一样每进一步生

一个节，像著书一样既求“序”的精

彩，也求“跋”的深刻，这样的年终

总结，才能为来年部队建设的发展进

步攒足劲、加满油。

（作者单位：海军南海舰队某部）

“回头看”是为了更好“向前看”
■刘天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