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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瞭望

【同期声】 一句“回家过年”，牵动
着亿万中国人最温馨的情愫……人们
为工作废寝忘食，为生计奔走四方，但
不能忘了人间真情，不要在遥远的距
离中割断了真情，不要在日常的忙碌
中遗忘了真情，不要在日夜的拼搏中
忽略了真情。

——习主席在2017年春节团拜会

上的讲话

前不久，一部名为 《啥是佩奇》

的短片在朋友圈刷屏。它讲的是：一

位独居山村的老人，在电话里听到孙

子想要“佩奇”作为新年礼物，于是

费尽周折，终于做出了“佩奇”——

一只由鼓风机改装成的小猪。这故事

既没有华丽的剧本，也没有煽情的对

白，却让万千观者“泪目”。原因就在

于它引发了人们对骨肉亲情的“再凝

视”、对家庭文化的“再发现”——尤

其是在这春节临近的当口。

春节是中国人心中最有分量的节

日，而“年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啥是

佩奇》这样饱含亲情的春节故事，书写

的正是国人对家庭共同的精神守望。

“亲情是忍不住时最想拨的号码，是深

夜长坐的那杯清茶，是悠闲时最想见的

身影，是最忙碌时也不忘的牵挂。”逢此

新春佳节，人们对于亲情二字的感受，

往往比平日来得更为浓烈。

虽然“还乡是乡愁唯一的解药”，

但对于军人而言，与家人的团圆从来

就是一种“奢侈品”，来一场“说走就

走”的返乡之旅注定不可能。有的部

队驻地偏远，有的部队任务特殊，官

兵常年见不到家人一面，并不稀奇。

尤其是改革之后，一些单位千里移

防，官兵与家人“二次分居”，“过年

不回去了”成为官兵不得不对家人说

的话。

正因此，军人对思乡念亲的体验

更加刻骨铭心。白发高堂是否康健？

爱妻幼子是否平安？是每名官兵心里

始终装着的牵挂。特别是在万家灯

火、爆竹声声的除夕之夜，头顶边关

冷月、守望万里海空的军人，对至爱

亲人的思念之情就会愈发滚烫、愈加

强烈。

曾几何时，交通不便、信息闭

塞，书信往来是主要交流方式。听到

一声“有你的信”，读到那句“见字如

面”，能给军人排解多少想家的苦闷。

如今，技术发展迅速、通信手段发

达，再不用“寄我片纸慰离情”。语音

通话、视频聊天，微信群里的红包、

朋友圈里的点赞，让官兵与家人之间

的沟通呈现更多时代气息，也让军营

的年味儿更丰富、更淳厚、更多彩。

但不论通信方式如何变化，对亲情的

守望、对亲人的牵挂，是始终不变的

情感内核和精神主线。

亲情，恰如投进湖面的石子，荡

开层层涟漪，形成“由家而国”的自

然辐射，让家国情怀成为中华民族的

鲜明品格。对于军人来说，春节的意

义不仅是与亲人的团圆，更在于对家

国的体认。每名官兵除了牵挂自己的

家人之外，更知道肩上的责任关系身

后的万家灯火，脚下的哨位连着祖国

的万里河山。当好“大家”美好生活

的守护者，或许是军人献给“小家”

最好的礼物。为了守护这大写的亲

情，共和国军人不惧负重前行，不怕

吃苦受累，不畏风险挑战。

“要挂念着家里的亲人，要对得起

肩上的钢枪。”对于坚守在祖国大江南

北、边疆海岛哨位上的广大官兵来

说，祖国的安宁欢乐、社会的和谐稳

定，就是新年里最深情的祝愿、最美

好的寄托。这些祝愿，会像岁月的书

签，镶嵌在我们追梦圆梦的史册里；

这些寄托，会像七彩的祥云，升腾在

祖国万里河山的画卷中。

新年里我们牵挂的人①

心系家国，守望大写的亲情
■魏 寅

长城论坛

一段时间以来，“政治攀附”一词

多次出现在中央纪委通报的违纪违法

案例中。所谓“政治攀附”，就是把个

人的成长进步寄托于所谓的“大人

物”，通过搭天线、抱大腿、找靠山等

手段实现个人目的。更有甚者，“认老

板不认同志”“拜码头不敬组织”，表

现更为突出。

搞攀附，本质上是搞封建的人身

依附关系。这些攀附者往往以为，只

要“跟对了人”“后台够硬”，就能谋

取好处、获得提拔，甚至“好风凭借

力，送我上青云”。归根结底，他们图

的是捞取好处，为的是个人名利。

殊不知，势利之交难以经远，奔

竞夤缘难得善终。清代的钱泳曾专门

为“夤缘钻刺之辈”写了一首诗：

“踏遍高山复大林，不知回首夕阳

沉。下山即是来时路，枉费夤缘一片

心。”古人尚有如此见识，我们共产

党员就更应做明白人。加强党性修

养，增强组织观念，就不会犯“枉费

夤缘一片心”的低级错误。

近年来公布的一批批违纪违法案

例说明，那些自以为“大树底下好乘

凉”的人，往往难逃“树倒猢狲散”

的结局。特别是随着反腐惩恶的力度

不断增加、作风建设的效果不断显

现，那些不干净、乱作为的“大人

物”，被查被纠、倒台落马是迟早的

事。如果攀附于这样的人，不论现在

如何春风得意，也终究会东窗事发。

据报道，安徽省原副省长周春雨

在蚌埠任职期间，其下属赵明伟对其

一味迎合，希望搭上这条“大船”。

周春雨对他也是时常表扬、年年表

彰，将他安排进纪检监察机关。孰

料，周春雨涉案被提起公诉之后不

久，赵明伟也因涉案接受审理，可谓

“拔出萝卜带出泥”。

此外，还有甘肃省原副省长虞海

燕和兰州市委原副秘书长金晋哲，天

津市原市长黄兴国和天津市某企业原

党委副书记段宝森，到最后都成了

“树和猢狲”“萝卜和泥”的关系。

这些现象说明，始终高悬党纪

国法的利剑，攀附者便无所施其

伎，裙带风就难以刮起来。新修订

的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明

确规定，在党内搞团团伙伙、结党

营私、拉帮结派、培植个人势力等

非组织活动，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

销党内职务处分；导致本地区、本

部门、本单位政治生态恶化的，给

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党

纪硬如铁，谁碰谁流血。如果不识

时务，继续拉关系、搞攀附，不仅

成不了事，还注定会出事。

搞攀附，与党的性质宗旨背道而

驰，与党的组织路线格格不入，与党

管干部原则水火不容。应当清醒认识

到，党员只有一个上级，就是党组

织；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是哪个人

的家臣。离开党组织这个根本，个人

的进步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相

信组织、依靠组织、服从组织，是共

产党人的必修课程，也是每一名党员

的基本政治品质。

与其费心思搞攀附，不如下功夫

干正事。应当认识到，成长进步没有

什么捷径，只有相信组织讲公道、依

靠组织走正道，多想想如何练就过硬

本领、作出卓越贡献、赢得群众认

可、获取组织信任，个人的进步才有

机会，长远的发展才有空间。

尤其是在当前，军队改革纵深推

进，涉及的领域更广泛，触动的矛盾

更突出。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越要相

信组织、依靠组织、服从组织，把改

革强军的大局装在心中，把练兵备战

的责任举过头顶。如此，才能推动改

革之船扬帆远航，顺利抵达强军彼岸。

要让党员相信组织，组织就要信

得过；要让党员依靠组织，组织就得

靠得住。贯彻军队好干部标准，坚持

五湖四海、坚持任人唯贤，公道对待

干部、公平评价干部，真正把好干部

选出来、使用好，让干事者脱颖而出、

让攀附者算盘打空，如此，定能换来

风清气正、朗朗乾坤。

（作者单位：武警部队政治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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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家陈省身曾给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少年班题词：“不要考100分！”这

是因为，如果每次都想考100分，须将

每个细枝末节甚至无关紧要的内容都

反复训练，如此一来，又哪有足够精力

去拓展思考的范围、延伸探索的领域？

可见，所谓的“满招损”或许也能这

样解释：拿满分有时也是要付出代价、

造成损失的，如果为了追求“满分”而放

弃更有价值的东西，未免得不偿失。所

以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既努力拿到高

分，又避免“满分损失”。

在部队，其实也不乏“满分损失”的

现象。某部一名士官是老牌的步枪手，

应用射击等基础课目年年是优秀。按

理说，他应当把更多时间用于远距离射

击、快速捕捉目标等中高级训练课目

上。但是按照连队统一的训练安排，他

不得不与其他战士同步，反复练习早已

熟习的基础课目。他的感受是：“年年

都上一年级，就算每科都拿满分，其实

也没什么进步。”

与其抱守“看上去的完美”，不如追

求“实打实的突破”。对于训练而言，只

要花时间、下功夫，有些课目拿满分并

不难。但是另一些课目，由于难度高、

风险大、内容新，别说拿满分，想及格都

难。但正因其难，分数的提升才更有价

值。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些课目“从59

分到 60分”的提升，要比另一些课目

“从90分到100分”的提升更有价值。

军队是要打仗的。作为一名军人，

如果为那些“技术含量”不足、“准入门

槛”不高的课目耗费太多时间精力，并

且小得即满、不思进取，那么一旦遇到

真正的高手，就可能手足无措甚至束手

待毙。毕竟，敌人不会挑你“满分”的课

目来较量。不妨好好掂量一下自己的

所谓成绩，特别是那些靠“一锅煮、反复

炖”取得的成绩，到底是为打仗增加了

底气，还是为备战浪费了时间？会不会

“陶醉了自己、震醒了敌人”？

前不久，某部着眼使命任务要求，

纠治“练熟避生、顾强失弱”等问题，改

进训练模式、提升训练层次，这一做法

值得提倡。正如许世友所说，“学好了

一个之后”就“再转入另一个”，才能达

到“信心日高，胆量日壮”的目的。严格

落实新大纲要求，拿出“更挽藤梢上上

头”的气魄，用更多的精力攻克重难点

课目、高精尖领域，才能使部队战斗力

有一个大的提升。

（作者单位：国防科技大学研究

生院）

警惕“满分损失”
■黄一洪

“立 flag”，是近几年流行的一个网

络词汇，意为“公开树立目标”。对很多

人来说，在新年伊始“立flag”，表达的是

拼搏的决心、奋斗的意志。但也有一些

人，心态虽然积极，行动却跟不上，每年

都“立flag”，却不肯下功夫，以至于到了

年终岁末，目标总是落空，只能发出“明

年从头再来”的喟叹。

殊不知，“从头再来”不只是“把行

动重新执行一遍”那么简单。经济学里

有个概念叫“重置成本”，即按照当前市

场条件，重新取得同样一项资产所需支

付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金额。举个例

子，在物价上涨的情况下，购买同样的

一件商品，今年要花的钱很可能比去年

多，也就是说，此商品今年的“重置成

本”高于去年的成本。

各部队在拟制新年度工作计划时，

不妨梳理一下：去年定下的目标都实现

了吗？如果没有，今年是否准备“从头

再来”？倘如此，是否考虑过“重置成

本”的问题？应当认识到，今年有今年

的既定工作任务，可能还很繁重，要想

弥补去年的“欠账”，难免有心无力；如

果为了完成去年的目标而耽误了今年

的工作，也不值得；如果去年该做好的

没做好，导致今年的工作基础不牢、难

以推进，损失就更大。凡此种种，都涉

及“重置成本”的问题。

那么，如何降低“重置成本”？最简

单的办法，就是避免“重置”。计划完成

什么工作，就落实计划；当年立下什么

目标，就当年完成。哲人说：“对未来最

大的慷慨，是把一切献给现在。”与其到

了年底再无奈叹息，不如把握住当下，

把主要精力放在实现目标上，而不是放

在那些与目标无关的事情上。

特别是在当前，军队改革正向纵深

推进，落实各项改革任务，绝不是把上

面定好的文件照章批转就能完成。无

论是运行模式的改进，还是能力素质的

升级，都需要我们俯下身一步紧跟一步

行、一锤接着一锤敲。反之，如果把日

程表贴在墙上、把路线图挂在嘴上，把

时间和精力耗费在瞎折腾、“翻烧饼”

上，使“重置成本”变得很高，那么，再宏

伟的蓝图也只是虚幻，再宏伟的战略也

只会落空。

对于官兵个人而言，道理也是一

样。那些还没实现的梦想、那些尚未

抵达的远方，都要求我们保持紧迫感、

提升执行力，尽量减少“重置成本”。

应当坚信，只要认准了目标，不慵懒懈

怠、不温吞苟且，以沉稳的心态耕耘、

以铿锵的步履前行，就总会有抵达的

一天。

减少“重置成本”
■余修远 谢 江

“历史无情翻旧账，沧桑有迹认残

灰。”披览那些消散在岁月风烟中的尘

冥“旧账”，总有一些章节让人感到似

曾相识。

武则天时期号称“君子满朝”，先

后任命过70个宰相，上了史书的就有

60多人。其中，成语“唾面自干”的

发明者娄师德，虽然政绩不多，可留

下的故事倒是值得一说。

其时，大约是因曾出家佛门的经

历，武则天多次下令禁屠宰、禁荤腥，弄

得嗜肉者叫苦不迭。一次，娄师德奉命

赴外地考察，吃饭时见餐桌上居然有羊

肉，就装模作样地呵斥为何违反禁令。

官吏说，羊是被狼咬死的，不违禁。娄

师德闻之，不禁脱口而出：这狼好懂

事。接着又端上一条鱼，娄师德再斥

之，官吏还答是狼咬死的。娄宰相急得

直骂：真笨，咋就不会说是水獭咬的。

倘若是普通人，为图口腹之欲诌

几句瞎话倒也罢了，可娄宰相此行，

原本就是来督查“禁屠令”的啊。这

位宰相有个绰号叫“官油子”，油就油

在他把“合情合理”地说假话、听假

话当作一种“涵养”，自有一套将谬言

谎话编得自圆其说的本事。无论当朝

后世如何诟病，他偏偏在包括狄仁杰

等名相都被囚的囚、杀的杀的险恶官

场中，优哉游哉地混了两朝宰相。

“天下多有不平事，世上难遇有心

人。”无论古今中外、江湖庙堂，虚话

谎言、不实之词，从来都是被排列在

种种恶习孽行的前列，从来都是作为

检验人品德行的重要标准。但遗憾的

是，马克思所痛斥过的“虚伪欺人的

江湖话”，以及“两面人”“阴阳话”，

不仅从未断绝，而且长期以来都是仕

途财路的通行证。朱熹当年就很丧气

地对弟子私言之：“千五百年之间，

尧、舜、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

有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

假话的重要特征是大而空，没有

什么实际内容但常常押韵合辙、朗朗

上口，形成了一套“等因奉此”程序

化的术语。就连清朝最后一个皇太后

裕隆 （宣统之母） 被赶下台时所写的

文章，也没有忘记在无可奈何花落去

的窘迫之文里，转一通骈偶之体：“予

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

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

不懿欤！钦此。”通篇皆虚字，据说袁

世凯看后连说“荒唐、荒唐”。

但凡假话，大抵都装扮成了漂亮

话；善假言者，也多为伪君子。就如

罗素所说：“先在下意识中欺骗自己，

然后又想象自己既诚实又有德。”《三

国演义》 中，刘备在被曹操追杀时，

先自逃上了船，见后面赭衣塞路，从

新野一路跟随逃来的老百姓尽在曹兵

马蹄下，于是大哭曰：“为吾一人，而

使百姓遭此大难，吾生何哉！”还“欲

投江而死”。著书人笔下这番浮夸虚假

的描述，显然是为了支持刘备仁德宽

厚的“人设”，但却被鲁迅先生犀利之

笔戳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

按照哲学上“自发秩序”的说法，

人的言与行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种关

联和互动关系。中国古代对官吏有廷

杖（俗称打板子）制度，用以处罚那些

犯了错误的朝臣。可在明朝，很长一

段时期内，官员上朝时居然可以带着

厚厚的棉裤毛毡，挨板子时允许先层

层包裹好，之后才行刑。这样做，看来

很宽厚，可问题是既然“天子之怒”尚

且可以如此随意地“走过场”，满朝文

武难免不与之“互动”，“自发”地默认

和仿效，使得弄虚作假之风成为一种

官场规则。如此一来，明朝吏治腐败

堪称封建王朝之最，也就不难理解

了。难怪后人有此置评：“至其揖让之

礼则从矣，而行事何其戾也？”

旧时戏台有一楹联写得透辟：“为

奸为忠昭然明鉴，入情入理莫作闲看。”

说古当然是为了论今，历史从来都没有

成为遗迹，自然应当“莫作闲看。”

懂事的狼和笨水獭
■郑蜀炎

玉 渊 潭

跨界思维

据报道，某部频繁检查战士的智
能手机，对存储的内容、浏览的痕迹，
甚至与亲人的聊天记录都要“过筛
子”。为此，有的战士将智能手机清
空、封存，转而使用只能打电话、发短
信的“老年机”。上级了解情况后，对
检查内容进行规范，在防范失泄密的

同时保护官兵个人隐私。
这正是：
检查过密又过细，

难怪用起“老年机”。

纪律严明须依法，

尊重隐私莫逾矩。

洛 兵图 高旭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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