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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瞭望

遵统帅号令 练精兵劲旅④

“科长都没走，我怎么好意思下班

呢？”于是，科长凌晨1点走，小张就1点

零5分走。

“我必须去办公室一趟，即使把灯

打开，看个电影也行，因为主任家就住

在办公楼后面。”小王为了让主任看到

他的“勤奋”，每天晚上都“加班”，甚至

把灯开一夜。

“大家都加班，自己不加班多不好

意思。”于是，小强放缓工作节奏、降低

工作效率，把事情拖到晚上来干。

诸如此类，都是加班的“套路”。

对军人来说，24小时都在战备，加班

也是常事。如果是为完成工作、为扩容能

力、为提升战斗力而加班，值得提倡。倘

若是为了做给领导看、为了证明自己“勤

奋”、为了刷“存在感”，那倒大可不必。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有紧急的工

作任务，需要加班理所当然，甚至加班很

晚也不为过。如果工作不急，也需要调整

身体、放松身心，以应对更加艰巨繁重的

任务。那些喜欢在加班上搞“套路”的人，

不仅效益不高，还损害身体，实在不可取！

一般来说，加班有两个目的，一个是

完成工作，一个是提升能力，绝不是为了

做给领导看的。人人都有自己的工作，任

务完不成，必须加班处理；能力有欠缺，工

作很吃力，加班补课也值得提倡。如果认

为自己加班到凌晨一两点，领导就会高看

一眼，那是大错特错。领导看重的不是你

加班多少，而是你工作完成的质量如何、

日常的精神状态如何。工作能在8小时

内保质保量完成，又何需加班呢？

还有人认为，加班多表明自己工作

勤奋。果真如此吗？少数干部加班，并

不是用在工作上，而是用在闲聊和打游

戏上，所谓的工作勤奋也是“伪勤奋”。

工作勤奋不勤奋，能力是重要检验。倘

若能力素质长时间在原地打转，那就要

问问自己到底是怎么加的班了！

时间就是胜利，效率就是生命。坚

持雷厉风行，充分合理利用时间，全面

提升能力素质，才能有效应对工作，积

蓄胜战本领。倘若在加班上耍“小心

思”、搞形式主义，只能导致空转虚耗、

劳心劳身。

有人喜欢做“猫头鹰”，有人喜欢做

“百灵鸟”。对领导干部来说，绝不能把

干部加班多少作为评判优劣的依据，而

应看工作能力、看任务完成质量。从这

个角度出发，领导干部多珍惜兵力，不搞

“功力唐捐”，套路化的加班也许会少些。

加班不能“刷存在”

画里有话

【故事】前不久，武警某部进行野外
拉练时，路过无锡市阳山中心小学，正
值夜晚，官兵们就借宿在学校。第二天
天未亮，他们早早起来整装出发，临行
前将教室里的桌椅摆放整齐，把地面打
扫干净。因为带的饮水已喝完，而夜里
周围无商店营业，他们喝了教室饮水机
里的水，走时留下了 20元钱，表达了深
深的歉意。教室的黑板上，他们写下了
对学生的深情寄语：“你们只管好好学
习，祖国由我们守护！”
【点评】

“你们只管好好学习，祖国由我们守

护。”这是官兵们对莘莘学子的殷切期

望，也是他们的青春誓言。为了这一誓

言，他们必将经受苦累的磨练、血火的历

练、生死的考验。但写下这句话的时候，

他们心里是甜的。因为，“军人”二字里

有他们的初心和使命、光荣和梦想。共

和国军人，永远为守护家园而幸福，为保

卫和平而自豪。

朋友，当你和家人晚饭后聊着天看

电视时，他们可能正带着一身尘土、浑

身伤痕，唱着战歌打靶归来；当你与同

学在网红餐馆聚餐时，他们可能正在收

拾行装、冲进黑暗，开始又一次的夜间

训练；当你带着精心挑选的礼物归家

时，他们可能正顶着风暴、沐浴风沙，勇

敢地巡逻在边境线上……他们不畏艰

辛，他们自豪自己是人民的子弟兵、祖

国最忠实的守护者。

雷锋说：“自己活着，就是为了使别

人过得更美好。”在“为了谁”这件事上，

中国军人从来没有含糊过，“守护”早已

融入到他们的使命、内化为一种本能。

正是有了这种使命和本能，张超把岗位

当作战位，为逐梦蓝天献出 29岁的生

命；李道洲3次冲入火场救出两位老人，

再也没从烈火中走出来……他们有愧

于家人，却无愧于祖国和人民。

中国无战事，守护有牺牲。子弟兵始

终“以精血肝胆报国”。在西藏军区某边

防六连巡逻的边境线上，30多年来，已经

有14名官兵牺牲在值勤途中，他们护佑

的是岁月静好，更是家国大义；在中越边

境云南段已扫雷场移交仪式上，官兵们手

牵手蹚过雷场，用这种特殊方式向老百姓

兑现安全的承诺。无数军人群体，选择以

生命的名义践行着守护的意义。

在文章开头这则热闻下面，有无数

网友的留言：“感谢子弟兵！你们的负

重前行，守护着万家灯火！”其中还有一

条学生稚嫩的留言：“解放军是我们的

骄傲，未来的我们一定不让你们失望，

以后换我们来保护你们。”这，也许是对

祖国守护者最好的致敬！

感悟拉练官兵的寄语
■狄伯文

热闻评说

文/叶 杏 图/胥萌萌

改革先锋、注重企业管理创新的优

秀企业家张瑞敏，有一条成功秘诀：始

终坚持自我否定、自以为非。他说：越

成功就越要“自以为非”，而不能“自以

为是”。

张瑞敏常说，要以时代为师、为是，

以自己为非。他认为：只有时代的企业，

没有成功的企业。市场和体育赛场一样，

所有第一名都是被自己打败的，要跟上时

代的步伐，就必须学会颠覆自己传统的观

念，用创新穿过面前的“墙”。

胜人者力，自胜者强。亚马逊也有

一个生动的比喻：“领导者不认为自己

或者自己团队的体味是香的。”如果企

业不善于打破固有模式、更新成功经

验，就很容易被同行所超越、被时代所

淘汰。曾经的手机巨头诺基亚被收购

时，其董事长就说了一句发人深省的

话：“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但不知道为

何，就是这么输了。”

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

者，而将更多机遇留给勇于和善于改革

创新的人。“自以为非”体现的就是否定

自我、改革创新精神。只有那些锐意进

取、敢为人先的人，才能适应时代、跟上

时代、引领时代。

企业如此，军队更是如此。战胜不

复，知变为大。回顾人民军队的光辉历

史，我军之所以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各级指挥员注重克

服“自以为是”，打败仗时深刻汲取教

训，打胜仗时坚持分析不足，力争打一

仗、进一步。

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我军过去能

打胜仗，不代表现在能打胜仗，更不代表

将来能打胜仗。尤其要清醒地认识到，

当前世界新军事革命飞速发展，战争形

态较过去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对指挥员

的能力素质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如果因

循守旧、不敢创新，脑中装的是机械化战

争思维，研究的是过时战例，演练的是老

旧战法，只会成为苏联话剧《前线》中那

个固步自封的戈尔洛夫。

练兵备战，不进则退。行进在“新

体制时间”，很多过去管用的方法不顶

用了，过去总结的经验不灵便了，只能

靠创新创造驱动转型建设、靠否定自我

取得进步、靠摒弃惯性开辟新路。这就

要求各级指挥员一定要学会用时代的

眼光审视自己，越是发展顺利的时候越

要“自以为非”，越是取得成绩的时候越

要查找漏洞。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思维

僵化、观念滞后，保持深透洞见、敏锐远

见，真正在未来战场上获得主动权、赢

得制胜权。

（作者单位：96785部队）

越成功越要“自以为非”
■皮祖峰

跨界思维

向战而飞，为胜而练；云端砺剑，矢

志打赢。近段时间，媒体集中报道了空

军航空兵某旅旅长郝井文的先进事迹，

引起广泛关注。

作为首届“金头盔”获得者、空军

“王牌劲旅”的领头雁，郝井文从不满足

于已经取得的成绩，始终以一种生死存

亡的危机感、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盯着差

距练兵，铆足了劲与差距叫板，带领官

兵不断突破装备性能极限、生理心理极

限，锻造出一支敢于亮剑的精兵劲旅。

“二流的部队盯着成绩看，一流

的部队盯着差距干。”能够找到差距、

敢于正视差距、善于与差距较劲，是

一个单位和个人不断进步提升的动

力之源，更是一支军队矢志打赢应有

的胸襟气魄。

善于与差距较劲，方能奋起直追、

后来居上。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始

终瞄着国际一流水平，在正视差距中不

断奋进，在努力追赶中缩小差距，才取

得了辉煌成就，创造了“中国奇迹”。实

践反复证明，只有常怀“差距意识”，敢

于和一流比差距，善于缩小差距，才能

跻身一流、比肩一流。

山外有山，人外有人。百舸争流的

时代，差距无处不在。即使拥有先进的

装备、一流的战法，也会有自身的弱点

和不足。如果看不到差距，沉湎于已有

的成绩裹足不前，差距就会越拉越大，

甚至造成“时代差”，以至于当战争真正

来临时，仗还没开打胜负已分。到那

时，悔之晚矣！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军事上的差

距总是悄无声息地到来，而落后的局面

一旦形成，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将是致命

的。当前，“两个差距”“五个不会”等问

题，依然很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对于

军人而言，只有聚焦差距，克服“鸵鸟心

态”，敢于正视问题，学会反思不足，有

效弥补差距，上了战场才有和强敌较量

的底气。

围墙里的冠军不算数。在汹涌澎

湃的世界新军事变革大潮中，只有具备

全球眼光、对手意识，才能找到真正的

差距。当前，有的单位在演习演练中打

了几场胜仗，就觉得自己天下无敌；有

的在内部比武考核中拿了名次，就敲锣

打鼓庆功贺喜，放慢了备战打仗的脚

步；有的为存在的差距找客观理由，认

为不是自己主观不努力导致落后，心安

理得地居于人后；还有的把今天的战斗

力建设同过去比、与弱敌比，比出了骄

傲自满……凡此种种，不知强敌，视野

狭窄，盲目乐观，对战斗力建设有百害

而无一利。

差距不除，必留隐患。提高备战打

仗能力的过程，也是发现差距、缩短差

距的过程。坚持问题导向，紧紧盯住备

战打仗方面存在的差距短板，做到不遮

不掩查摆问题、深挖细究找准症结、拉

单对账研究对策，才能推动备战打仗能

力有一个大的提升。

弥补差距，奋斗以成。一流军队不

是等得来、喊得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

来的。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

陡。越是身处变革的时代，越需要保持

知难而进、逆流而上的气概，以遇强更

强、愈挫愈勇的坚韧，勇立潮头、奋勇搏

击，把短板变成我们的优势，实现由跟

跑后到并跑、领跑的转变。

“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正

视差距，是一种居安思危的清醒，也

是一种精益求精的自觉。让我们向

“时代楷模”郝井文学习，以“不须扬

鞭自奋蹄”的精神练打仗、谋打赢，攻

克新长征路上的“娄山关”“腊子口”，

为推进新时代强军事业贡献智慧和

力量。

（作者单位：军委办公厅）

善于与差距较劲
■刘德成

八一时评

一些单位在部署新年度工作时强

调，要善于做好减法，对影响干事创业

的工作，“彩头”再大也要减。这一工作

理念，立起了实打实精简事务性工作的

鲜明导向，受到官兵普遍欢迎。

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

步激励全军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

作为的实施意见》指出，要“推动形成气

顺劲足的干事创业环境”。只有具备良

好的创业环境，少些“不打粮食”的事务

性工作，才能让干部队伍有活力、有干

劲、有奔头。

不少干部在反思工作时总感慨：

忙！到底忙了些什么呢？细细梳理发

现，无谓的事务性工作占据了相当大比

重。比如，名目繁多的检查考核、用处

不大的会议培训、多头重复的整训整

改、“稿来稿去”的材料报表……这些问

题既占用干部大量时间、耗费大量精

力，又助长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累坏

了干部、折腾了基层，使机关和基层都

陷入忙乱。

那么，这些“人人烦、个个怨”的事

务性工作是从哪里来的呢？说到底来

自于传统的思维模式、陈旧的工作理

念。随着军队改革深入推进，结构优化

了、人员精简了，一些领导和机关却是

“新瓶装旧酒”，筹划工作的理念没变、

指导工作的思路没变、落实工作的方式

没变，以文件传达文件、以会议落实会

议，文山依旧、会海难平，老“五多”改头

换面，新“五多”粉墨登场，“没有油盐”

的事务性工作并没有实质性减少。这

就是造成一些单位忙而无功、忙而无效

的重要原因。

自古安心者方成大艺。习主席曾

指出，“凡是成功的企业，要攀登到事业

顶峰，都要靠心无旁骛攻主业”。企业

如此，军队又何尝不是如此？军人不能

专心致志于主责主业，而整天被一些俗

务杂务缠身，备战打仗也是不可能精进

的。古人云：“人不明于急务，而从事于

多务、他务、奇务者，穷困灾厄及之。”意

思是说，一个人不能专心于主业，而专

注那些无关痛痒的事，灾难必定接踵而

至。如果干部整日遨游于文山会海、沉

湎于遣词造句，被层出不穷的事务捆住

手脚，战斗力建设怎么能够快速提升

呢？要知道在真刀真枪的战场上，靠那

些“不打粮食”的事务性工作，是赢不来

胜利的。一旦战场失败，再华美的文字

也无法粉饰。

转型建设任重道远，备战打仗任

务艰巨，等不起、慢不得，需要广大干

部把全部心思和精力投入到主责主业

上去。笔下留“痕”，不如战场留“绩”；

浮言再美，不如实干。营造良好的干

事创业环境，把干部从一些无谓的事

务中解脱出来，让他们在“真落实”上

下功夫、在“真谋战”上用力气，应成为

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迫切需要解决的

现实问题。

（作者单位：火箭军政治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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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论坛

战争是真刀真枪的搏杀，没有真功

夫、硬本领，胜利就是一句空话。要跨

越训练舒适区，提升训练层次，让每一

块铁都锻造成战场利刃，别无他法，唯

有多练、苦练、精练、巧练。

正因为如此，习主席在签署的2019

年开训动员令中指出：“坚持刻苦训练、

科学训练，弘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

战斗精神，不畏强敌对手，不畏艰难险

阻，锤炼血性胆气，苦练杀敌本领，练出

精兵劲旅。”

“舒服的日子只有昨天”，这是很多

部队训练的座右铭。如同跑步一样，如

果一直停留在舒适区，自然会感到很惬

意，也不会有什么风险，但不勇于突破

自我，不经受一番煎熬，就难以提高速

度，奔向更为广阔的天空。在训练领

域，舒适区培养不出血性虎气，也锻炼

不出强大战斗力。只有跳出舒适区、适

应区，才能提升练兵的层次和境界。

言武备者，练为最要。一支骁勇的

军队，必定由善战的将士组成，必然靠

艰苦的训练造就。刘伯承元帅有句名

言：“须知没有平时很好的练兵，战时就

不能很好的用兵。”军队的胜利，由习武

精武换取；军人的功勋，在摸爬滚打中

铸就。近年来，各部队非常重视实战化

军事训练，不在训练的舒适区停留，增

加了训练的强度和难度，体能强化日、

魔鬼训练周、野战生存月、风沙驻训季

等司空见惯，催生了一大批强军先锋、

备战标兵。空军警巡东海、战巡南海，

前出西太、绕岛巡航，就是打破舒适区

练兵的生动实践。

然而，也有少数单位和官兵存在精

神懈怠、安于现状，不愿勤练苦练的现

象。有的把安全底线放得过低，不愿涉

足险难课目；有的怕苦怕累，只求过得

去，不求练得精；有的训练课目设置过

于简单，好像“过家家”，很难把自己逼

到绝境、练到极致；还有的总是练习过

去习惯的课目，在训练创新上还不够，

跟不上明天战场……诸如此类，都是不

愿跳出训练舒适区的表现，与“刻苦训

练、科学训练”的要求相距甚远。

练为战，练兵是为了打仗。反过

来，战场环境的艰苦性、残酷性，要求

训练必须远离舒适，敢于挺进陌生地

域，经受艰苦环境的考验。蔡锷将军

曾指出：“战争之事，或跋涉冰天雪窟

之间，或驰驱酷暑恶瘴之乡，或趁雨雪

露营，或昼夜趱程行军；寒不得衣，饥

不得食，渴不得水……其精神、其体

力，非于平时养之有素，练之有恒，岂

能堪此？”要想成为战场上的利刃，就

要在风雪中、血火中接受锻打磨砺，用

“陌生系数”增添打赢底数。如果练兵

的功夫下得不深，经受的复杂考验不

多，别说临阵杀敌，恐怕连战场环境都

适应不了。

要想打赢战争，没有绝招不行。而

绝招决不会轻易得来，它往往是极限训

练的馈赠，是练到极致的成果。“三栖精

兵”何祥美，在承受巨大身心压力下持

续下潜，创造了全队潜水极限纪录；“飞

鲨”第一人戴明盟，在完成超负荷、大密

度、高难度科研试飞400多架次，绕舰飞

行数千架次之后，终于探索出航母飞行

的一条新路……他们正是敢于打破禁

锢，勇于突破禁区、突破自我，才刷新了

训练纪录，提升了训练空间。练兵，没

有止境。要想战胜对手，只能比对手训

得更苦、练得更强。练不出过硬的战术

技术、制胜招法，就不可能铸就虎狼之

师、威武之师、胜利之师。

现代战争，是血与火的对抗，更是

科学与科技的较量。跨越舒适区，不仅

是体能技能上的，更是智力智能上的。

北部战区某特种作战旅不仅以“魔鬼训

练”闻名，而且以“科学练兵”出名；不仅

传统武器练得精，而且现代高科技兵器

也用得溜。面对即将到来的智能化战

争，更加需要我们用脑练兵、科学练

兵。倘若不掌握现代作战思想，不了解

前沿知识，不熟悉信息化装备，做不了

明天战争的明白人，就不可能有效指导

训练，甚至会使训练失去方向。

一日练一日功，一日不练十日空。

2019年业已开训，让我们闻鸡起舞，挥

洒汗水，投身火热训练场，多练苦练巧

练，治心治气治力，强能强技强智，锻造

出一把把制胜未来战场的利刃！

舒服的日子只有昨天
■丁来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