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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瞭望

八一时评

玉 渊 潭

谈训论战

翻完的日历，让我们领略时间的飞

驰；深入的盘点，让我们看清梦想的脚

印。2018已成过去，2019已经拂面。这

个时候，人总会在不经意间思索时间的

意义、触摸时间的痕迹。

“‘复兴’列车在时光的轨道上奔

跑，速度真快”“去年此时移防忙，现在

部队骨更壮”“被评为优秀士兵了，吃的

苦化作了糖”“边防哨所又一年，给自己

点个赞”……官兵回望的目光，有注视

国家民族的，有聚焦军队变化的，也有

思考个人人生的。理所当然，我们为那

些收获而喜悦，为那些成就而喝彩。

时间是个充满变数的常数。加入

人的梦想和奋斗，匀速流动的时间就会

成为有着起伏快慢和生长节奏的历史，

从而构建起一个“意义的世界”。不然，

时间就只是“逝者如斯夫”的自然变

化。从烽火岁月的“为了新中国，前

进”，到建设时期的“没有条件创造条件

也要上”，再到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

来”，正是凭着梦想与奋斗，中国开创了

一个个奇迹迭出、世人惊叹的时代，把

时间变成了厚重的历史。

恩格斯说过，人们创造历史的活

动，如同无数力的平行四边形形成的一

种总的合力。历史的宏大叙事，离不开

个体的踊跃参与；实现伟大梦想，更是

需要人人拿起时间这把刻刀。当年动

员参军、参干、参加国家建设，有一句常

用的话：“当你白发苍苍、回首抗美援朝

时，你的孙子问你：‘爷爷，当年你在哪

里？’你将怎样回答？”就是在这句话的

激励下，无数祖国的好儿女离别家乡，

义无反顾地奔赴抗美援朝战场以及天

南海北的战斗岗位。面对那段历史，那

一代人可以无愧、可以自豪，因为他们

在雕刻自己梦想的同时，也把自己刻进

了国家和民族奋起的图景中。

在时间的地板上留下足印，不是容

易的事。青年官兵正处在创造力活跃、大

有可为的人生阶段，趁着梦想的火炬势

旺，更应抓紧时间学知强能、练好本领，有

一分热，发一分光。须知，世上最快而又

最慢、最长而又最短、最平凡而又最珍贵、

最容易被人忽视而又最令人后悔的，就是

时间。我们的光阴足够蹚路，却不够浪

费。把握不住现在，就会像鲁迅说的：“因

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

未来不仅是未曾到来的时间，更是

等待着人们去创造的可能性。而值得

期待、硕果满枝的“未来”是坐等不来

的。这些年，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

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不仅震撼了别人，

也震撼了我们自己。回望来路，我们看

得更加清晰：无论个人梦还是强军梦，

实现任何值得期待的“未来”，都要靠汗

水、意志和智慧铺路。现在，又有新的

历史等待我们去创造、新的可能性等待

我们去实现。

被非凡意义标注的时间，那里必定

有万钧的担子、如山的责任。今年，我们

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

想想，新中国的成立，那是多少人用鲜血

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该如何向他们致

敬？往前看，实现战略安排“2020年”

“2035年”“本世纪中叶”的三个目标，哪

一个不需要跋山涉水，我们怎样才能如

期抵达？如果说，革命先辈用时间的刻

刀，雕琢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那么，为

下一代人跑出一个好成绩，就是我们义

不容辞的责任。

“我要纵身跳入时代的奔走，我要纵

身跳入时代的年轮：苦痛，欢乐，失败，成

功，我都不问，男儿的事业原本要昼夜不

停。”这是诗剧《浮士德》中的一句名言。

置身东风浩荡的新时代，青年官兵必须

攥紧时间这把刻刀，向着梦想的方向奋

进不辍。因为，只有进行了激情奋斗的

青春，只有进行了顽强拼搏的青春，只有

为军队作出了奉献的青春，才会留下充

实、温暖、持久、无悔的军旅回忆。

愿人人都有一个激情燃烧、成绩更

大的2019。

时间是一把梦想的刻刀
■邓佑标

因军事训练考核要求落实得不好，

某部一名年轻干部受到记过处分。他

情绪低落、意志消沉，担心前途受影响，

多次想到转业或调离。领导和战友知

情后，主动靠上去做工作，帮助他从跌

倒的地方爬起来。现在，这名干部干得

很好，多次因工作出色受表扬。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难免会

犯错误，对待错误，我们必须坚持原则、

是非清楚，半点含糊不得。然而，对待

犯错误特别是犯轻微错误的同志，也应

该有正确的态度。同志之间是要帮助

的，没有犯错误的要帮助，犯了错误的

更要帮助。好意对待犯错误的人，可以

得人心、团结人。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

出的：“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究竟是采取

帮助的态度还是敌视的态度，这是区别

一个人是好心还是坏心的一个标准。”

干部都很看重自己的政治生命。

即便错误并不很严重、完全能改过来，

但一个人受到警告、挨了处分之后，其

内心还是难免失落、敏感，工作生活提

不起劲。这个时候，大家伸一把手，既

帮助他找准病根、反省改进，又鼓励他

放下包袱、轻装前行，不仅能让他感受

到组织的温暖、战友的真情，也能促使

他快速打好“翻身仗”。如果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戴着有色眼镜甚至对其避而

远之、冷嘲热讽，本来能够挽救的干部

就很有可能一蹶不振。现实中，这样的

情况是存在的。

部队培养一名干部殊为不易。一

名干部从起步到成熟，凝结了组织的大

量投入。有什么过失担什么责，这是理

所应当的。“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

过。”就像得过伤寒病的人可以免疫一

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错得不深、并善

于从错误中取得教训，也可以减少犯错

误，成为好同志。从这个角度讲，帮助

他们跌倒之后爬起来，有利于挽回损

失、建强队伍。

如何让干部更加信赖组织、依靠组

织？如何更好落实监督执纪“四种形

态”？如何让我们的队伍更团结更纯

洁？这是各级组织都该思考的问题。现

在，改革转型、备战打仗任务繁重，高质

量完成任务，既靠厉行法治、令行禁止，

也靠内部团结、温暖有力。坚持“惩前毖

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严管的同时有厚

爱，我们的队伍就会充满凝聚力战斗力。

帮助跌倒的同志爬起来
■彭 柯

练习擒拿格斗，常有以声助威、喊

杀震天的场面。训练中，教练员也会严

厉纠正“嘴上喊得响，手脚不用劲”的问

题。这是因为，一招一式不贴实战、不

用实劲，喊得再凶也是花架子。这样的

问题，在练兵场上必须杜绝。

练兵备战唯一的指向，就是能打

仗、打胜仗。练兵场上，一枪一炮都是

杀敌武器、一令一动都是战前准备。提

高练兵质量，光喊口号是不管用的，关

键要出实招用实劲。只有紧贴实战标

准、紧跟打仗要求练兵备战，才能每端

一次枪、每上一次训练场、每搞一次对

抗演练都取得好的效果，使打赢能力扎

实提升。如果流于形式，战备训练走虚

走空，就上不得战场，更打不了胜仗。

练兵掺不得半点水分，正如名将戚继光

所说的：“武艺不是答应官府的公事，是

你来当兵防身立功杀贼救命本身上贴

骨的勾当……若不学武艺，是不要性命

的呆子。”

军队是要打仗的，而战争是最严酷

的审计师。1932年，为应对国民党军

队新一轮“围剿”，我军发布《关于军事

政治训练的训令》。训令提出，部队训

练要力求射击准确、刺杀熟练，以及抛

掷手榴弹的命中，“万不可耍无聊的花

样”。那个年代，不像打仗那样练，就要

死很多人。正因为练兵贴近实战，所以

我军在战场上总是打有底气、招不走

空，“剑出鞘、即见血”，屡屡让强敌吃尽

苦头。

这几年，随着战斗力标准大讨论

深入开展，实战化练兵导向鲜明树立，

战训一致的原则在部队扎了根，练兵

场的实战味越来越浓。但要看到，少

数单位虽然营区内、练兵场悬挂了实

战化练兵的字幅，虽然会议上、操练时

说惯了实战化练兵的口号，实际上却

存在诸多不严不实的情况。比如，降

低标准练、瞄准过去练、只挑考核课目

练，等等。他们把实战化“喊得凶”，是

跟着形势走的“不得不如此”，实际上

成了掩盖练兵不严不实的一道幌子。

热热闹闹地敷衍和应付，练兵岂能有

质量？

练兵只是“喊得凶”，这种表态化的

不良作风决不能有。要知道，唱高调、

落实差不仅会败坏训风，还会给打赢留

下致命短板。当前，各单位要结合总结

讲评，结合抓训练落实，认真查摆纠治

类似问题，努力把真抓实备、真打实练、

真考实训的帆鼓起来，让练兵备战的航

船犁深致远。

“喊得凶”更要用劲实
■王 正 程晋一

清代昭梿的《啸亭杂录》，记载了一

则“私造假印案”。嘉庆年间，工部书吏

王书堂私刻假印、冒支国帑，在国家大

型工程维修项目中，捏造大员姓名，重

复支领钱款，每年达数十万两银子。久

后为某工头告发，王书堂才被治罪。

支领银两，须得掌管营建的官员签

字，随后通知财务部门，财务人员查核

无误，然后发放。相关规章制度本是很

详细、很缜密的，只因各部官吏夤缘为

奸，他们专挑大员谈笑会饮的时候，把

需要签字的文案送去。大员无法一一

过目，“手画大诺而已”，更有请幕友代

为签画的。正因此，奸蠹胥吏得以肆其

奸志。

胥吏，《清稗类钞》中解释：公家所用

掌理案牍之吏也，各治其房科之事，俗称

之曰书办。清代部院衙门的胥吏，由于

分工不同，有堂吏、门吏、都吏、书吏、知

印、火房、狱典之别。晚清的郭嵩焘说：

“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东汉与太监、

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

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由此可见清代

时胥吏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

胥吏的权力不大，但各部上至堂

官、下到司官都离不开，“一切案牍皆书

吏主之”。每办一案，堂官委之司官，司

官委之书吏。书吏对比律条、援引成

例，呈给司官，司官略加润色，呈给堂

官，堂官若不驳回，则此案定矣。然而，

堂官长期在一个部里任职的，能有几

人？即便在部里任职时间较长，但对成

案条举清清楚楚的，又有几人？司官也

是一样。

书吏则不同，他们以钻研成例为

业，代代相传、窟穴其中。正因此，他们

能“执例以制司官”，而且司官也奈何不

得，一些书吏则趁机售奸致富。晚清

时，京城有“东富西贵”的说法，就是因

为书吏住在正阳门东与崇文门外，这里

多豪宅，司官则大多住在宣武门外。

“六部之胥，无异宰相之柄。”胡林

翼是晚清中兴名臣，论及胥吏执柄的由

来，他说：“大清律易遵，例难尽悉；刑律

易悉，吏部处分律难尽悉。”因例案太

繁，光绪皇帝曾派御史陈璧挑选一批焚

毁。陈璧到户部后，书吏把例案资料全

部摆出来，竟与屋檐同高。陈璧对书吏

说：“把重要的挑出来保存。”书吏回答：

“都很重要，若非要挑，请您自己挑吧。”

陈璧无可奈何，只能拣一些残缺的烧

掉，交差作罢。

据记载，福康安平定西藏后到户部

报账，有书吏向他索要万金。福康安怒

斥：“你竟敢向我索贿？”书吏说：“不敢，

这是为您考虑。中堂大功告成，圣上很

高兴，理应迅速了账上奏。然而，部书才

10多人，账牍太厚，没有两年办不完。办

完后交部核议，还不知道会出什么状

况。因此，早点办完好，但这需要多请

人、多花钱。”明知是索贿，福康安也只得

送出万金，事情也在旬日之间办好了。

除了售奸致富，有的胥吏还伺机愚

弄上官。光绪朝，永平知府游智开好标

榜“微服私访”。一日，他来到一家茶

肆。肆中坐满了人，其中就有府中胥

吏，他们假装不认识游智开，聚在一起

大赞知府清廉，天下无双。游智开故意

说：“此官虽好，然自某观之，亦尚未尽

善。”其中一个胥吏忽然站起来，给了他

一个耳光，说：“游公青天，汝一小民，敢

谤清官耶！”游智开听罢，不知其侮，反

而大喜。

明代海瑞就曾谈道：“见一人偶以

吏书而祸，遂谓无赂则不可；见一罪偶

得吏书而免，遂谓有赂则可。”人们的腐

败观感其实大多从“蝇祸”中来。小权

力与百姓关联密切，如果任性而为，贻

害更甚。让权力系统健康运行，让百姓

看到风气向好，就必须管好扼咽喉的小

权。这个过程中，领导干部也应瞪大眼

睛、敢管敢严。只有了解得越多、警惕

得越多，权力的神经末梢和毛细血管才

可能被光亮照到越多。

管好扼咽喉的小权
■铁 坑

人们的腐败观感大多从“蝇祸”中来。小权力与百姓关联密

切，如果任性而为，贻害更甚。让权力系统健康运行，让百姓看到

风气向好，就必须管好扼咽喉的小权。

微信是熟人社交平台，朋友圈转
发的信息是否真实，人们往往不去质
疑。正因此，有人利用微信散布钓鱼
链接，通过优惠活动、游戏领奖、银行
服务、爱心捐助等方式，窃取用户信
息和财产。不久前，某部一名战士就
被“为退役军人爱心筹款”的一个钓

鱼链接欺骗。
这正是：
网络欺诈变形快，

钓鱼链接叩门来。

固牢心防善识破，

以免自身受其害。

周 洁图 潘 斌文

“只有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应变，主动求变，才

能与时代同行。”习主席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

会上的重要讲话，给强军带来深刻启迪：要实现引

领时代，必须得努力洞察时代、积极把握时代。

晚清的陈其元曾在“泰西制造之巧”这篇文章

里，写出了“迟到国”的好奇与焦虑。他说，铁船渡

海曾被认为是“必无之事”，现在外国的铁甲船开到

了吴淞口……机器局冯竹儒观察曾买船铁一片观

之，计银一千五百两，因为耗费太多，因而尚不能学

制。又说：“西方有大气球，其内可分作五六间屋，

用机器运转，则上升数十丈，东西南北，无不如意所

向。来而仿制，则江河失其险矣。”

落后挨打，时局逼人。那时候，面对列强强

加的屈辱，中国一些开明之士已经开始审视时

代、观察世界，探寻自强之道。左宗棠在奏开船

政局的疏中说：“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

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这番话说得比较委

婉，曾主持中国海关近半个世纪的英国人赫德就

很直接了，他说：“中国害的是‘时代病’。”简而言

之，就是跟不上时代，落后于潮流。

“时代病”百年不治，为害甚重。民国时期，

国防战略理论家杨杰曾列举：现在是“科学”的时

代，而我们事事都不合乎科学；现在是“机器工

业”的时代，而我们还靠着农业和手工业来生产；

现在是“战斗”的时代，而我们还在赤手空拳地，

想用和平的手段打倒强权。杨杰认为，要根治这

“时代病”，两件法宝决不可少：一件是天文台上

的望远镜，一件是实验室里的显微镜。

端起“望远镜”，才能看清时代大势，高瞻远

瞩谋长远、定大计，防止僵化封闭、得过且过；用

好“显微镜”，就是要一锤一锤地敲，一点一点地

干，防止敷衍了事、懈怠松劲。我们党之所以能

带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不仅仅因为有崇高信仰

和坚定信念，还因为我们善于用好“望远镜”和

“显微镜”。比如：洞悉新中国面临的威胁、封锁

和阻碍，克服千辛万苦造出“两弹一星”；准确判

断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果断作出改革开放的

伟大决策，等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多次从历史和现

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际等多个维度，阐明事

业发展的“经纬”，并提出“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辨方位而正则。”知道所处位

置和前进方向，既是保持头脑清醒、增强战略定力的前提，也是保证发展路径、举

措与实际相符合的关键。高铁探路、天眼探空、蛟龙探海、嫦娥探月……为什么

“中国赶超”的奇迹会不断涌现？为什么未来学家称中国“可以引领下一次全球变

革浪潮”？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坚持与时代同行。

哲人说，仅仅盯着镜子里的向好镜像，是不够的。每个人的工作都是强军事业

的组成部分。无论是国防科技创新，还是提升练兵质效；无论是加快战场建设，还是

优化规模结构，只有各个领域都往前沿走、向一流去，人民军队才能实现“引领时

代”，赢得比较优势和竞争主动。否则，就会在骄傲自满、固步自封中落于下风，在犹

豫不决、徘徊彷徨中迟滞脚步。要知道，在军事领域，弱者的骄傲是最不堪一击的。

参与“引领时代”的伟大奋进，是我们人生的大幸、光荣的使命。现在，我们没

有歇一歇的时间、等一等的余地。只有既站在历史的峰峦上洞察时代风云，又加满

油、把稳舵、鼓足劲，将实干进行到底，我们才能将中国梦强军梦写在历史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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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观澜

如果说，革命先辈用时间的刻刀，雕琢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

那么，为下一代人跑出一个好成绩，就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读者，您好！“八一评论”专版成

长有您、珍惜有您。是您的关注，让

字里行间充满激情；是您的支持，让

飘香油墨浸透思想。新年新气象，

专版也将以新的风貌与您见面。我

们在继续办好“长城瞭望”“八一时

评”“谈训论战”“跨界思维”“玉渊

潭”等原有栏目基础上，还将开设以

下栏目：

“辣评”：针对部队普遍存在的

现实问题，采用杂文的写法，激浊扬

清、扶正祛邪。

“热闻评说”：聚焦热点事件，一

事一议、快速反应，弘扬主旋律、汇

聚正能量。

“基层观澜”：关注基层官兵的

期盼与忧思，反映基层官兵的心声

与智慧，引导机关转变指导方式，提

高精准抓建能力。

专 版 投 稿 信 箱 ：jfjb81pl@163.

com。

期待我们勠力同心，并肩前行。

新年致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