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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迎来了思想解放的春天，
也迎来了政治教育的春天。

1998年，我在某集团军宣传处当教
育干事。年初，军区在集团军所属一个
团进行利益观教育试点，我亲历了这一
教育的全过程，启示良多，久久难忘。

改革开放前，在思想政治教育中，
对“利益”二字特别是个人利益问题很
少触及。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了，经济
发展了，人们对利益的关注度越来越
高，对个人利益也不再羞羞答答。当时，
十五大在深化改革上提出了一些新的
举措，引发了一些同志对利益问题的更
多思考，如何看待个人利益，如何看待
军人的得与失，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回避
不了、必须面对的现实课题。利益观教
育试点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展开的。

教育展开前，军区、集团军及师团组
成联合工作组，展开了大面积思想调查。
利益问题不碰则已，即碰即响。调查中，
官兵有说不完的话，问卷调查时，有的同
志把卷子写满了，又附上纸陈述自己的
观点。工作组的同志在“碰”情况时，集团
军宣传处的蒋鹿处长说：“禁锢得越久，
爆发越强烈。”从反映的问题看，关注点
多，有的还比较尖锐。比如，提倡无私奉
献与坚持物质利益原则是不是一致的；
部队要求过紧日子与地方提倡快速致富
过好日子是不是合拍等等。从问题成因
看很复杂。干部战士家庭状况不同，思想
认知不同，对利益的态度和追求也不尽
一致。从工作表现看，一些干部战士把个
人得失的计较迁移到了对待事业和岗位
的态度上。问卷中，在回答如果可以任意
选择走留时，110名基层干部有 62人愿
意转业，占56.49%。一些官兵干工作图回
报的心理比较重，“情况”看好干劲大，
“希望”不大悠着干，甚至个人目的达不
到就闹情绪。

调查摸底搞完了，教育应该怎么搞，
成了工作组和各级领导思考的又一个问
题。大家分析感到，官兵提出的问题大都
没有现成答案，上课应该讲些什么，不很
明晰；在利益问题上，人人都有自己的

“一本账”，一个药方难以包治百病；思想
问题与实际困难相互交织，一味地采取
我讲你听、我打你通的办法，可能通不
了、通不下去，教育必须入情入理、情理
并融。基于上述分析，工作组和师团领导
形成了这样的思想共识，组织官兵进行
自我教育。这个教育的思路是，发动官兵
把心里话讲出来，把思想上的疑惑摆出
来；疑惑和扣子怎么解，让官兵自己找答
案；通过讨论辨析，启发觉悟，共同提高。
在后来的经验总结中，对这一做法概括
了 4句话：问题大家摆，是非大家辨，疑
点大家帮，共同受教育。

这种新的教育模式到底行不行？一
开始大家心里没有底，特别是团领导顾
虑很大：敞开了思想，良莠不齐的东西
摆一大堆怎么办？辨析到最后能不能辨
出我们想要的结果，甚至担心把官兵思
想搞乱了，搞散了。面对这种担忧，记得
当时军区宣传部的李处长讲了三个相
信：相信官兵的基本觉悟，相信这几年
政治教育打下的底子，相信各级组织和
干部的引导能力。最后，时任军区宣传
部的王文宪部长一锤定音：下决心做一
次改革，运用思想辨析代替上大课，发
动群众进行自我教育。

放开并不是放手。辨析讨论前，工
作组的同志梳理了党的领导核心关于
革命利益观的有关论述，发给官兵组织
学习；编写了《革命军人利益观教育动
员提示》，提示看待问题的科学思想方
法；把改革开放和部队建设的成就成效
通过数字、图表等形式搬上橱窗，印发
班排；组织官兵到驻地的徐向前故居、
阎锡山旧居进行参观，通过两个宅院的
对比，认清两个阶级的利益观。

没有禁锢的思想最真实，没有框子
的表达最生动。在辨析讨论中，战士的
肺腑之言引发思想的撞击，给我留下了
很深的印象。

我在一连参加辨析会时，一名战士
讲：领导经常教育我们要顾大局、讲奉
献，而社会上处处都在讲金钱，讲利益
驱动，我们战士只有几十元的津贴，付

出的都是无价的青春年华，难道不该讲
些个人利益吗？

他的话音刚落，立刻有一个同年兵
站起来说，我有不同看法。徐向前一个开
国元勋，战功赫赫，他的故居却是那么几
间简陋的房子。和徐帅相比，我们的付出
不是沧海一粟吗？作为新一代的革命军
人，我们应该弘扬先辈的传统美德。

片刻之后，第三个战士说，对这个问
题我也有想不通的地方。他讲了一个故
事，说回家探亲时，他为了省下五角钱去
坐大车，被中巴车售票员戏称为“穷当兵
的”，感到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说，如果我
一个月拿四五百元，不要说坐中巴，打的
也没问题，就不会这么丢人了。

这个故事如一石激起千层浪，现场
开始热闹起来，大伙儿交头接耳，每个人
都有话想说。这时，又有一名战士站起来
说，我也讲个故事。会场一下子安静下来。
他说，前不久我探家时在火车站订票，有
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大娘冲着人群问谁是
解放军，我跑过去拉着大娘的手说我是解
放军。她用手摸了摸我的衣服和帽子，确
认是解放军后，从口袋里掏出钱塞在我手
里，让我帮她买票。这名战士用自豪的口
气说：“亲爱的战友们，军人在人民心中是
有分量的，当我们穿上军装时，不仅是一
种奉献和牺牲，更是一种荣耀和自豪!”顿
时，会场爆发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接下来的发言中，有讲切身体会
的，有算账对比的，有争论辩驳的。主持
人进行小结时，综合大家的观点和看
法，把思想统一到拥护支持改革上，统
一到军人的奉献“献”有所值上。

部队的辨析讨论热火朝天，工作组
的同志也像在组织一场战役，指挥一场战
斗。白天分头参加辨析讨论，晚上召集会
议综合情况，把辨析讨论的成果梳理出
来。除此之外，军区工作组的同志每天都
要开几个大大小小的“碰头会”，不停地汇
总情况，集思广益，不停地想点子、出招
数，对工作的“上心”程度、严谨作风和不
怕吃苦的精神，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实践证明，这次教育改革是非常成

功的。讨论辨析牵引官兵进行了一次自
发的大学习。由于教育把“一言堂”变成
了“群言堂”，官兵既当学生又当先生，
真正成了教育主角。为了教育自己，也
为了说服别人，官兵们自加压力，认真
学习和思考，有的把前几年的报纸翻出
来，仔细查阅资料；有的到地方图书馆
借来理论书籍阅读；有的走在路上、坐
在饭桌上也在谈论教育内容。

讨论辨析让官兵掌握了认识问题的
思想方法。思想的碰撞所收获的不仅是
现实问题的解决，还积淀了认识问题的
辩证思维、科学方法。用团领导的话说就
是“鱼”与“渔”兼收。大家在利益问题上
站得高了，把个人得失与党和国家的前
途命运联系起来；看得远了，懂得牺牲眼
前和局部利益是为了得到更大的利益；
想得全了，充分认识到军人也是改革的
受益者，消除了一些同志在待遇问题上
的片面认识、失衡心理和埋怨情绪。这种
“高”“远”“全”的思想方法，不仅是解决
利益问题的一把钥匙，也是解决其他思
想问题的强大武器。

讨论辨析激发了官兵敬业奉献的
精神动力。一些觉得付出多、吃了亏、劲
不足的同志，感到过去在利益得失上账
算错了，理认歪了，主动检讨了在敬业
精神、工作姿态上存在的差距。教育期
间，部队自下而上推荐好人好事。点点
滴滴见精神，件件好事扬正气，爱岗敬
业、争先创优的干劲得到有效激发。

讨论辨析还增进了官兵情感。平等
交流让官兵打开了心扉，不仅交流了思
想，也交流了情感，相互之间的理解多
了，信任多了。一些干部听了战士家庭的
困难，感到自己对战士关心不够，积极为
战士办实事、解难题。一些战士理解了干
部的苦衷，主人翁意识也大大增强，更加
关心部队建设，更加支持干部工作，形成
了团结友爱、共谋发展的良好氛围。

这次教育改革使我深深感到，尊重
官兵、相信官兵、依靠官兵，真正让官兵
成为教育的主人、成为部队建设的主
人，确实是我们做好工作的一大法宝。

一场生动的教育改革
■张长春

2018 年 11 月 18 日，习主席就中国
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成立 40 周年作了
重要批示，要求“努力将新版《中国大
百科全书》打造成一个有中国特色、有
国际影响力的权威知识宝库”。这是
习主席和党中央对中国现代百科事业
发展的关怀和勉励。在这一项伟大的
事业中，军事百科全书是其中重要的
组成部分。近 40 年来，中国军事百科
事业伴随着改革开放而起步并发展，
汇聚军事科学各领域专家学者，编纂
出版了以《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为代表
的一系列重要成果，建立起富有中国
特色的军事百科知识体系，为繁荣先
进军事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个人有幸参与了军事百科编纂
工作，在近 20年的时间里，深入了解了
它的创立和发展历史，亲历了其编纂出
版过程，也深切体悟到这项事业的艰辛
和光荣。

回顾中国军事百科事业的历史，我
的脑海里立刻出现了一个时间轴，百科
编纂几个重要的时间点已经永远镌刻
在历史的记忆中。1978 年 11 月，党中
央、国务院做出了编纂《中国大百科全
书》的决定，我军承担了《军事卷》的编
写工作。为进一步适应国防和军队现
代化建设的需要，1984年，中央军委决
定编纂内容更为广泛、详细的专业性军
事百科全书。1986年，时任中央军委主
席的邓小平同志为《中国军事百科全
书》题写了书名。

今天，回顾《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的
编纂历史，逐一点开这些精确的时间节
点，我常常为那背后的一串串数字而感
到震撼。《军事卷》第一版分上下 2卷本，
收入 2924个条目，总计 376万字，历时 9
年完成，参加撰稿的专家学者 3000 多
人。《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第一版共 11个
卷本，收入 1.1万个条目，释文 1500多万
字，历时 11年完成，有 5000多名军内外
专家学者参加了编纂工作。《中国军事
百科全书》第二版出版 19个卷本，有 3
万个条目，3600余万字，1万多名专家学
者参加编纂工作。

军事百科全书编纂确立了中国军
事百科知识体系，并对一些重大的理论
观点、历史事实，以及涉及民族、宗教、
对外关系等敏感问题，报经党中央、国
务院和军委、总部有关部门审查批准，
妥善、慎重地予以解决。如：1986年 10
月，邓小平同志曾明确表示赞成不在我
军军事人物条目释文中加颂扬性评
语。通过撰写“空军”条目，厘清了人民
空军正式成立日期的 3种不同说法，由

空军党委报请中央军委批准，正式确认
1949 年 11 月 11 日为人民空军成立日。
在条目编纂中，还对战争起源、海军战
略、战役的产生、武官的历史渊源等问
题进行了认真考证和深入探讨，得到了
学术界的广泛认可。

在中国军事百科事业创立和发展
近 40 年的历史中，为了保证编纂成果
的权威、科学，为了维护百科全书“工具
书之王”的美誉，很多人始终在默默地
耕耘着、奉献着。

在《军事卷》第一版编纂过程中，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叶剑英、徐向前、
聂荣臻元帅和钱学森、朱光亚等著名科
学家以及 110多位高级将领，都曾撰写
或审定条目。钱学森是“导弹”条目撰
写人，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拟定了 7000
字的条目释文初稿，还虚心听取多方意
见，认真进行修改。为了方便读者查
阅，他还设计了导弹分类图表。在《军
事卷》第二版学科条目审稿会上，曾经
有 7位院士为了一个条目中的一个关键
性数据争论了整整两天时间。参加《中

国军事百科全书》第二版条目撰写或审
改工作的两院院士有 50余名。他们倾
注的心血确保了《中国军事百科全书》
的质量与权威性。

中国军事百科事业的奠基人奚原
主任，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和不知疲倦的
工作精神先后组织领导了《军事卷》第
一版、《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第一版的编
纂工作。在全书准备付梓印刷之时，奚
老坚持他个人不署名不上书。他胸怀
坦荡、不徇私利的崇高境界，激励着一
代代军事百科编纂者殚精竭虑潜心耕
耘在学术殿堂上。他们中有的为了收
集条目资料和配图，风餐露宿跑了一千
多公里的边防线；有的为了查证条目中
的一句话，翻阅学科领域几十万字资
料；有的为了核对条目资料来源，遍览
国内外相关网站海量原文信息；有的刚
刚做完手术就在病床上修改条目……
这是一项需要耐得住寂寞的事业，需要
将青春、学识、心血，凝固成每一个字、
每一个条目、每一本书，熔铸成这座军
事知识宝库的每一块基石。

我曾读过一本书，在讲述一本辞典
的编辑工作时，作者写道：“生命有限的人
类，在浩瀚深邃的语言之海上齐心协力，
划桨前行。虽然忐忑不安，却也十分快
乐。不想停下，为了更加迫近真理，希望
一直乘着这艘船航行下去。”书中向工具
书编纂者表达敬意的这些话，道出了编纂
大型工具书的艰辛和快乐，也鞭策着自己
为了这一事业的传承而继续努力。

潜心耕耘40年
■关 泠

1983 年 8月，我大学毕业后从基层
部队调到解放军军事法院工作。由于接
触许多立法建制、法律法规草案征求意
见工作，使我对军队可否参照国务院的
做法设立一个专门办理法制工作事务的
机构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此，我与同事
们一起写了一篇建议中央军委成立法制
工作机构的内参。其中写道：“近几年来，
随着国家大力加强法制建设，党中央、国
务院和全国人大对军队法制工作的要求
越来越重。为了适应这一形势，我们认
为，军委成立一个领导全军法制建设的
工作机构，是很有必要的。”在这篇文章
中，我们阐释了军委成立法制工作机构
的意义和作用，同时提出了军委法制工
作机构的主要职能和担负的任务。文章
引起了军委机关首长的重视。

1987 年，党的十三大召开，提出了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制建设的目标和任
务之后，国家法制建设的步伐全面加快，
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相继成立或者
恢复法制工作机构，各个领域的立法进
度明显加快，使军事法制建设不适应的
矛盾日渐突出。

为此，我们又重新起草了《建议尽快
建立军队法制机构》一文，刊登在 1987
年 12月 15日的军报内参上。为了增强建
议的可行性，我们还对军队法制机构的
设立提出分阶段、分步骤运作的建议。

让我们喜出望外的是，这篇文章刊
登后，很快受到领导的重视，明确要求有
关部门研究，提出意见。当时解放军军事
法院的领导受领任务后，立即协调有关
部门进行研究论证。1988 年 1 月 22 日，
我们草拟了《关于建立中央军委法制局
的意见》，提交原总政办公会议讨论，而
后上报中央军委。

这一年春节，我正在福建老家探望
父母，接到了军事法院领导的电话。他高
兴地告诉我，春节过后军委常务会议要
开会研究军委法制机构成立事宜，希望
我尽快赶回北京准备一些材料。军令如
山，我假期未满便急匆匆返回北京。根据
领导的当面指示，我收集、整理了外军和
国家法制工作机构的有关材料，撰写了
《建立我军法制工作机构及其分工方案
（草稿）》，对军队法制工作机构设置的必
要性、可行性以及职责分工等作了比较
全面、系统的论证。

1988 年 6 月 8 日，中央军委下发了

成立中央军委法制局的 6号文件，明确
规定了中央军委法制局的职能定位和担
负的主要任务。6月 24日，中央军委法制
局正式启动新印章，全称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法制局”，新印章上
的“国徽”标志格外醒目。

1988 年 8 月 2 日上午，我从解放军
军事法院来到中央军委办公厅所在地报
到，参加了军委法制局首次办公会议。大
家以极大的热情和信心，投入到新机构
的建设和工作开展中。

1988年 7月 11日，根据中央军委主
席邓小平签署的命令，图们同志出任中央
军委法制局首任局长，朱阳明为中央军委
法制局副局长。在军委法制局初创期间，
全局同志艰苦创业、努力工作，贯彻边建、
边干、边学习的方针，在进行自身建设的
同时，参与审查、研究法律法规草案，研究
制定国防和军事立法规划、计划和立法程
序，召开军事立法工作研讨会，培训法制
业务干部，组织全军法规清理汇编、军事
法学研究等工作，逐步打开了工作局面。

光阴荏苒，岁月如歌。30年来，军委
法制局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在坚决贯
彻军委依法治军方针、认真履行军委赋予
的职能和任务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加强
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在军
事法治建设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不可替
代的作用。事实充分证明，军委当年关于
组建军委法制局的决策，顺应了依法治
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大趋势，反
映了国防和军队建设改革发展的客观要
求，是完全正确的，也是非常必要的。

抚今追昔，心潮起伏。我的军旅生涯
伴随着军委法制局的诞生、成长而“一路
豪情一路歌”，直至 2011 年底退休才离
开这一朝夕相处、难以割舍的“娘家”。时
至今日，我对这段时光总是难以忘怀，对
自己能够参与当年的筹建工作，并与历
届领导和同志们努力拼搏工作 20多年
而感到自豪不已。

法治建设的春天
■张建田

这是 20年前，我在西北戈壁荒漠上
所经历的一次演习。

雨点像断了线的珠子，尽情向这无
垠的戈壁荒漠飘泻着，使初秋的塞上平
添丝丝寒意。贺兰山下，昔日的古战场
上，一场现代条件下边境反击作战演习
即将展开。

我作为军区特种大队大队长，当时正
在腾格里沙漠边缘牛首山下的一座野战指
挥所里，眼睛紧紧盯着“902”战场电视侦察
系统从“敌”阵地上传回的实况视频。在屏
幕上，只见我左路特种破袭分队已先期秘
密抵达潜伏地，在“敌”导弹阵地前伪装得
与戈壁沙漠浑然一体；我右路特种破袭分
队已渗透到距“敌”通信枢纽两三百米的有
利地形上。这一群特种兵如大漠之狼，几十
双眼睛死死盯着猎物，只等我令从口出，便
会迅速扑向目标。在前方运用技术侦察手
段传回的画面中，我看到“敌”一辆巡逻车，
满载五六个荷枪实弹的士兵，在其导弹阵
地与通信枢纽之间往返巡逻，严密警戒着
那些重要目标的安全情况。
“我空中突击分队的情况怎样？”我抬

头问身边的杨参谋长。“空中突击分队已
在百公里外野战机场登机完毕。只要气象
条件允许，随时可以升空。”杨参谋长回
答。“气象条件怎样？”我问道。气象中心主
任报告：当前持续中雨，3小时后有望好
转。这个天气向好的报告丝毫没有减轻我
心中的压力。空中特战突击分队的行动不
仅关乎破袭作战的成败，甚至会影响到整
个战役的进程。在这凉飕飕的野战指挥所
里，我的额头上竟不知不觉地沁出了细密
的汗珠。我索性钻出指挥所，抬头透过伪
装网眼，向牛首山方向望去。只见一片片
低沉的乌云翻滚着向我的头顶压来，耳边
只有雨点时紧时松唰唰落地的声音。唉！
这老天像是有意给我们完成任务增加难
度似的。演习地区本来是十年九旱之地，
年平均降水量只有400多毫米，现在可好，
下了十多个小时了，还没有要停的意思。

我感觉肩头的分量又沉重了许多。在
此次战役演习中，上级赋予特种大队的任
务是：组成精锐的特种作战力量，运用多
种方式渗透“敌”阵地，相机破袭“敌”重要

目标，为主力全歼当面之敌创造条件。这
也是特种大队改建一年来的首次“亮剑”。

1994年，我们团奉命改建为兰州军
区特种大队，我被任命为第一任大队长。
我清晰记得部队刚改建不久，一个数九
寒天的夜晚，我穿着皮大衣带着皮帽子
去查铺查哨。路过特战八连的宿舍前，发
现十几名战士竟然光着膀子在练擒拿格
斗。我走上前去轻声询问：你们怎么不穿
上衣啊？为什么这么晚了还不休息？一位
班长回答：大队长，我们在进行耐寒训
练，加班训练是为了早日成为一名合格
的特种兵。多么可爱的士兵啊！我心头一
热。这个连队真不愧是中央军委命名的
“团结战斗模范连”，我们的特种兵使命
感之强、练兵积极性之高，深深地感动着
我、鞭策着我。作为带兵人，我要把士兵
中蕴藏着的这种巨大的潜能与积极性，
通过严格训练、科学管理，使之尽快形成
特种作战能力。这种作战能力到底形成
到了何种程度，一会就要接受实际检验
了。我越想心头压力越大。

此时，距演习正式开始还有整整两
个小时。指挥所内无线电正保持静默，大
家都凝神静气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等待着行动开始的命令。指挥所外风停
了，雨住了。阵地上死一般的寂静。
“天狼注意！开始出击！”当时针指向

16时整，我按计划下达了命令。
此时，我向右前方“敌”阵地看去。当

“敌”巡逻车近前时，一名特战队员腾空
跃起，飞起一脚将驾驶员踹翻车下，数名
队员一拥而上。一名“敌”兵企图逃跑，只
见一名特战队员手起枪响，“敌”应声倒
地，紧接着，这群特战突击队员犹如饿狼
猎食一般扑向“敌”通信枢纽。

再向左前方“敌”阵地望去，我左路
特战突击队员个个像猛虎下山一般扑向
“敌”导弹阵地，他们时而滚翻时而跃进，
时而交替掩护时而隐蔽接“敌”……

继而向“敌”纵深眺望，只见空中朵
朵白色伞花飘然而至，准确落在预定地
点，特战队员脚刚落地便迅速甩掉伞衣，
按照预案向各自目标发起攻击……

霎时，在这狭长的通道阵地内炮声爆
炸声声声震耳，枪声喊杀声嚎叫声混成一
片，仿佛要将这狭长的通道撕裂一般，只
见滚滚硝烟腾空而起，翻滚着弥漫着……
“黄河！我是天狼，我已完成任务！”

无线电波把突击队长的报告传送到我的
耳中。“撤出战斗！”我当即命令。只见后
方三架直升机轰鸣着快速临空，特战队
员迅速登机完毕，直升机迅即翘起尾巴，
轻盈地腾空撤出。
“打得好！特种大队是好样的！”时任

军区首长从观礼台座位上站起，对着麦
克风说道。那洪钟般的声音在牛首山下
久久回荡着，这是对特种大队快速形成
作战能力的褒奖！从此，西北大地上有了
一支真正意义上的特种作战力量。

在返回营区的路上，我情不自禁地回
望着刚刚战斗过的方向，只见夕阳把天际
边的云彩烧得通红通红，刚才的硝烟与彩
云连成一片，犹如一幅恢宏的画卷。在那
画卷中，我似乎看到我们的前辈一代又一
代在抗日烽火中勇击倭寇，在解放战争中
前仆后继，在朝鲜战场上浴血奋战，在边
境作战中奋勇杀敌，我更看到今天的特战
队员气壮如虹的使命担当……

特
战
硝
烟

■
尹
武
平

岁月如歌（水彩画）

关维兴作

明天，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 40
周年的日子。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再次编发一
个整版“亲历与见证——我与改革开放 40 年”征
文，以此纪念那个光辉的日子。每一个作者亲历
的事件都是时代的印记。在这些鲜明的印记中，
我们可以看到时代的变迁、历史的大潮，以及伟大
祖国更加璀璨的明天。

——编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