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旦期间，上级检查某旅的节日战

备时发现，该旅的战备预案只是把前一

年的预案改了个时间，一些战士的背包

里，装的还是秋季的携行物资。该旅被

通报批评后知耻而后勇，瞄准应急应

战，在反复演练中对节日战备不断完

善。近日，在春节战备检查中，取得全

优成绩的该旅领导说：“真备才能实战，

不然，‘过节’就可能‘遭劫’。”

必须承认，各单位对节日战备的

安排是周到的，都按规定保证了人员

在位率，提前确定了战备分队，也对预

案进行了演练。然而检查中发现，个

别单位对节日战备备而不实：有的认

为节日战备就是关上门、看住人，没有

把备战突出出来；有的觉得能拉得出

就是箭在弦上，对“箭”究竟射向哪里

研究不够、不透；还有的确定战备分队

搞轮流坐庄，而不是根据可能执行的

任务确定战备值班分队。类似这样的

空备、虚备，危害甚于不备。

节日战备不真备，“节”很可能就是

“劫”。1968年春节前夕，驻越美军总司

令威斯特摩兰对部下说：“没有任何东

西，甚至一场决定生死存亡的战争，能

阻止他们庆祝节日。”于是，美军自己也

“入乡随俗”过起了节，把节日战备放在

了一边。侦察到美军战备松懈，越军立

即发动“春节攻势”，打了美军一个措手

不及，威斯特摩兰也因此被解职。无数

的战史警示我们，节日不“喜欢”战争，

但战争却很“喜欢”节日。越是节日来

临之时，越是战备关键之际。

孙子有言：“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

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为防

止敌方在节日期间“乘人之不及”，近年

来，世界各主要军事强国普遍加强了节

日战备。比如，美军在“9·11事件”后每

逢重大节日都提高了安全警戒等级，美

空军更是规定重大节日所有相关人员

不得休假。俄军也自2013年初恢复了

终止20年的大规模突击性战备检查制

度，突击性战备检查已成为俄军强化节

假日战备工作的一大抓手。

对军人来说，军旅人生只有“两个

日子”：打仗的日子和准备打仗的日

子。快过年了，但战争不会等到“过年

后”才开打。各单位只有把战备预案

搞精确，把战备行动练扎实，像“大功

三连”那样，喝水也拿着武器，吃饭也

戴着头盔，方能临危不乱，处变不惊，

让祖国的节日成为欢庆的日子、和平

的日子。

（作者单位：31658部队）

节日战备更关键
■罗云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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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瞭望

【同期声】 在这辞旧迎新之际，无
数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仍然坚守
在工作岗位，不少同胞依然奔波在世界
各地为祖国辛勤工作，许多人民解放军
和武警官兵、公安干警正在履行光荣使
命。我代表祖国和人民，向他们致以诚
挚的问候，祝他们平安顺利！

——摘自习主席2014年新年贺词

“思念时常有，遇节尤是浓。”当火

红的窗花映照脸颊，当喜庆的灯笼高高

挂起，新年与亲人团圆之际，您还牵挂

着谁？

去年除夕，两名武警战士在执勤

返回营区途中，被一对老夫妇拦住。

老人打开保温饭盒，让战士吃热腾腾

的饺子。反复推辞后，两名战士各吃

了一个就跑了。老妈妈追了几步停下

来，手撑着腿气喘吁吁地喊：“过年了，

你们回不了家，吃几个饺子又咋了！”

刚好在路边修车的一名驾驶员把这一

幕录下并发到朋友圈后，引来满屏点

赞，如潮跟帖。

团圆是春节永恒的主题，是春节

最浓的年味，是情感的磁场，是中华

儿女心底里最柔软的守望。老夫妇给

武警战士送饺子的视频之所以打动人

心，是因为它触碰了人们心中的共

鸣：在我们享受团圆的幸福时刻，不

能忘了那些节日期间还奋战在岗位的

守护者。

“思妇楼头月，征人马上霜。”对

军人而言，与父母妻儿不能相聚是生

活的常态。军人也是人，也是血肉之

躯，也懂儿女情长。春节来临，谁又

能不思乡念亲？谁不期盼与亲人“在

一起”？然而，“七尺之躯，已许国，

再难许卿”，绝大多数军人平时不可能

“常回家看看”，春节更不可能“有钱

没钱，回家过年”。哪怕年夜饭里“妈

妈的味道”再刺激味蕾，哪怕爱人电

话里“今年过年回来吗”的呼唤再牵

肠揪心，无数的子弟兵只能期盼团圆

又不得不舍弃团圆。

如果说战争年代军人金戈铁马、

鏖战沙场，节日不能与亲人团圆还能

理解的话，那么和平年代呢？许多想

探个究竟的人们，在新春走军营的记

者现场报道中找到了答案。当恋人们

把恋情化作草地上的行行足迹时，边

防官兵却巡逻在雪域高原；当多少家

庭把亲情化作天伦之乐时，值班官兵

却驾驶着战鹰和战舰驰骋在祖国的海

天……其实，军人的眼睛里不光有无

语的准星，也有孩子的笑、亲人的梦；

军人的耳朵里不光有雄壮的军号，还

有父母的呼唤、爱人的心跳。但是，保

家卫国的神圣职责使他们无怨无悔地

离妻别子，白天与武器相依，夜晚与星

空为伴。正是因为有他们的坚守，春

节的团圆才倍显温馨，节日的气氛才

更加祥和。

“牵挂人民的人，人民也牵挂着

他。”去年春节，在某网站组织的

“最美春节照片”评选活动中，万家

灯火背景下，一名哨兵手持钢枪站岗

的照片摘得“票王”。票投给谁，就

是认可谁、牵挂谁。细细回想，节日

里，人民对子弟兵的牵挂，何止是这

些？每年春节，“猪呀、羊呀，送到

哪里去？送给亲人解放军”的拥军热

潮，还有各级党委和政府数年如一日

为驻军部队办实事解难题的温暖举

动，都饱含着人民军队人民爱的似海

深情。

哨兵的职责与祖国的安全是什么

关系？1月22日，“中国陆军”公众号中

的一组文图给出了答案：“1m2+哨兵=

960万km2”。是的，每一名军人除了牵

挂自己的小家外，更知道肩上的担子事

关身后的千家万户，脚下的哨位连着祖

国的万里河山。正因如此，广大子弟兵

才“寒风裂征衣，飞雪裹战袍”，甘愿做

“一个不回家的人”，用紧握钢枪的有力

双手，让父老乡亲走亲访友的双脚更轻

盈；用紧盯星空的明亮眼睛，让亲人在

节日里夜夜安眠……

前不久，一位妻子在送丈夫回部

队时，在站台上拉着丈夫的手说：“春

节你好好值班，家里有我呢。”列车还

没走远，彼此已经思念。我们每一名

军人，不是在与亲人的相互牵挂中勇

毅前行吗？新年里，让我们珍视这份

牵挂，不负军装不负她，在坚守中奉

献，在奉献中等待，等待祖国和人民军

队的下一个春天，璀璨得像眼前的烟

花！

（作者单位：武警陕西省总队政治

工作部）

新年里我们牵挂的人②

团圆时刻，致敬无私的坚守
■王小平

突出实践实干实效，不简单看学

历经历，更看干成过哪些事、干得怎么

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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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的这一要求，对于进一步立起重实干重

实绩的用人导向非常必要。

一般来说，学历、经历是增长才干

的重要途径。实践证明，更高的学历和

更丰富的经历，确实有助于提高能力素

质。但凡事不可走极端，如果不能正确

理解“不简单看学历经历”中“不”字的

含义，简单把文凭看作水平，把经历看

成能力，不仅落实不好文件精神，还会

造成人才浪费。

事实上，很多有能力的人，学历并

不高。比如，被誉为“教授中的教授”的

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只是中学毕业。

被称为“中国当代最后的大儒”的钱穆，

连中学都没读完。2014年4月，习主席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考察时，听到某型

精密播种机的研制者只有中专学历后

说：“英雄不问出处，谁是英雄，要在‘战

场’上见分晓。”

使用干部时如果把任职经历简单

作为“硬杠杠”，也是对人才的“硬杀

伤”。当年，如果刘备看重基层经历，那

么没当过一天兵的诸葛亮就不可能一

从军就身处高位。去年，针对一些科研

院所在招聘中“应聘者须有至少一年的

海外学习或工作经历”的硬性规定，中

国科学院白春礼院长不无担心地指出，

这种唯出身和经历的规定，会把一大批

人才逼走。

实践是最好的老师，岗位是最好

的大学。不可否认，在一些专业领域，

对学历、经历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有

利于规范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和改善干

部队伍素质结构，但如果因此就唯学

历、唯经历，就难以“不拘一格降人才”

了。现实中，很多素质高、能力强的实

干型、实绩型干部，可能学历低了点、

经历单一了点，却是部队建设需要的

人才。作为党委领导，对这样的干部

应该给予更多关注、创造有利条件，让

他们脱颖而出、担当重任，不能让学历

经历成为他们进步的门槛。

当然，强调选人用人不唯学历和

不唯经历，绝不是降低标准、降格以

求，恰恰相反，它更强调的是唯才是

举。就以任职经历来说，当前作战部

队指挥军官任职资格对岗位经历，特

别是主官经历作了硬性要求，但同时

对因“工作特别需要”和“表现特别

优秀”可以突破任职资格的情形也作

了明确。可以看出，这样的规定就是

告诉各级党委，只要符合相关规定，

对于那些德才优秀、表现突出但经历

缺乏的干部，也要用起来。

需要说明的是，那些简单看学历

经历的现象，并不是制度本身有问题，

更多是理解执行有了偏差。有一名干

部担任团主官期间，因改革调整所在

单位撤编。上级党委在考虑安排他担

任另一单位团主官时，有关业务部门

竟认为他不符合条件，理由是“不具有

下两级中一级主官两年以上经历，或

者两级主官累计三年以上经历”。本

就任过团主官，再任团主官怎会不

行？最后，该党委通过衡量德才表现

和考虑工作需要，坚持把他放在团主

官岗位。

古人云：“南之裸将，刻舟求剑，按

图索骥，是求材必视乎门荫，用人必限

以资格，千古铨政之坏，人才不兴，大都

由此！”部队是用来打仗的，部队也是真

正出英雄的地方，选人用人容不得机械

教条。倘若把文凭等同于水平，把经历

等同于能力，那样很多英雄就很难有用

武之地，这对部队建设是很大的损失，

实不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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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论坛

春节前夕，某旅慰问小分队与当
地人武部的工作人员一起，逐个来到
驻地的老红军或伤残军人家里，送上
慰问年货，耐心倾听诉求，给每家每户
贴对联、送福字，宣讲强军兴军的最新
成就，共祝新年，共享喜悦。

这正是：
时节值新春，

登门慰老兵。

畅谈新变化，

开颜话强军。

周 洁图 汉唐风文

人人都追求幸福，都希望自己的幸

福大些、大些、再大些。这不，春节快到

了，“福”字也洋洋洒洒，铺天盖地，在塞

北蔚县的剪纸上，在冀中藁城的灯笼

上，在延安窑洞的窗花上，一个个“福”

字表达着人们祈福盼福的美好愿望。

那么，什么样的幸福才是“最大的

幸福”呢？对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

答案。

去年8月3日，“中国核司令”程开

甲迎来了自己的百岁生日。那天，家

人问他这辈子最大的幸福是什么，程

开甲回答：“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就

是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和祖国紧紧地

联系在一起。”留学结束时谢绝导师挽

留回国、隐姓埋名 20年搞核试验研

究、一辈子都注重培养年轻人……这

就是程开甲“所做的一切”。那时，程

开甲和战友们“吃窝窝头来搞原子

弹”，终于迎来横空出世的“东方巨

响”。用自己的青春创造了中华民族

的辉煌，用自己的脊梁挺起了中国的

脊梁，这就是程开甲最大的幸福。

2006年7月1日，生命垂危的好军医

华益慰示意探望他的学生扶他起来后

说：“当医生的，如果有病人愿意找你看

病，信得过你，这是最大的幸福。”做过数

千例手术、挽救近百人生命，从医56年，

华益慰不拿别人一分钱，手术不出一个

错，被患者称为是“值得托付生命的

人”。他用燃烧在无影灯下的生命火焰

和闪耀在手术刀上的道德光芒，在群众

心中矗立起了一座高大的人格丰碑。被

群众信得过，是华益慰最大的幸福。

罗曼·罗兰说：“幸福是灵魂的一种

香味。”品味程开甲和华益慰“最大的幸

福”不难发现，利他是共同特点。他们

“最大的幸福”之所以“最大”，是因为他

们把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安危放在了心

中最高的位置。

当一个人做为公和利他的事情

时，确实能提高幸福指数。在这方

面，法国医学家布朗·尼尔斯用数据

和实践做了求证。人在感到幸福时，

身体会分泌一种叫做内啡肽的物质。

布朗·尼尔斯研究发现，当一个人做

好事时，会刺激内啡肽的分泌，而且

分泌的多少与好事的大小与持续时间

成正比。随后，布朗·尼尔斯在街

头、商场和公交车上随机采访了76名

路人。结果显示，凡是给老人让座、

把杂物捡起来放到垃圾桶的人，做这

些事后都有愉悦的感觉。

幸福既是物质生活的概念，更是

精神生活的概念；既是获得的概念，更

是付出的概念。一个人只有多做、常

做为公和利他的事情，才能不断提高

幸福指数，才能使自己“最大的幸福”

更“大”些。相反，如若把最大化的利

己作为“最大的幸福”，那么很可能给

自己带来不幸。

成克杰走上仕途后，把当大官作为

自己“最大的幸福”。他曾私下说，当的

官越大，我就越幸福，为了当官这个最大

的幸福，我就是要挖空心思，就是要不择

手段。结果，成克杰见钱不想党性，不计

后果，最终不仅没有得到“最大的幸福”，

还丢了性命。

作家张爱玲说：“人生最大的幸福

是发现自己爱的人正好也爱着自己。”

诗人顾城说：“人生最大的幸福不是没

有眼泪的生活，而是有一位为你擦眼泪

的知己。”三毛说：“每天收工，喜欢的人

都在路边等我，那是最幸福的事。”如果

说他们“最大的幸福”还有点“小确幸”

的话，那么作为军人，理应把自己的幸

福与职责使命紧紧相连。

2016年3月6日，海军某舰载航空兵

部队歼-15舰载机一级飞行员张超，在

回答记者“抢着执行战斗起飞任务，不觉

得苦吗”的问题时说：“军人最大的幸福

是不辱使命。”张超认为飞行不仅是勇敢

者的事业，更是他的使命所系、价值所

在。为了这个使命，他把29岁的青春化

作了海天“飞鲨”腾飞的英姿。

人民子弟兵肩负着保卫祖国的神

圣使命，只有像张超那样，永葆赤子之

心，不忘奋斗精神，唤起“知其难为而为

之”的责任担当，坚定“虽九死其犹未

悔”的必胜信念，才能在履行使命、不辱

使命中品尝到“最大的幸福”。

（作者单位：32103部队）

品味“最大的幸福”
■刘含钰

某部在春节慰问前请机关征求来队

家属、住院人员、驻地老红军和烈士遗属

的意见，问在领导慰问时最希望带点什么

慰问品。令人意外的是，不少慰问对象的

建议是，“请领导坐下来多问问，多聊聊”。

节日慰问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

统。慰问时，领导一次亲切的握手、一

句温暖的祝福、一场促膝的交谈，都能

让慰问对象感受到组织的温暖。然而，

个别领导在慰问时，“问”的工作做得还

不够好。他们要么“来也匆匆，去也匆

匆”，握个手、照个相，放下慰问品就赶

往下一个慰问点，要么问得粗、问得浅，

既问不到慰问对象的心坎，也听不到慰

问对象的心声。

慰问，顾名思义，就是安慰、抚慰，问

候、询问的意思。“慰问”二字，问是途径，

慰是目的。不问难有慰，想慰就得问。

当前，随着国家对老红军、参战退役军人

以及伤病残军人补助的不断提高，广大

受慰问人员对慰问品已经看得不那么重

了。大家盼着领导来慰问，更多是希望

领导来后能踏实坐下来，给他们讲一讲

部队的新发展，听他们唠一唠心里话，使

心灵得到慰藉。如果慰问时茶还没喝两

口就拍屁股走人，慰问对象还没来得及

倾诉就得无奈地跟领导说“慢走”，那就

背离慰问的初衷了。

慰问时不能坐下来多问一问，原因

是多方面的。比如，有的是由于对慰问活

动安排不合理造成的。但最重要的原因，

还是领导对慰问的重要性认识不够。试

想，如果领导真的把慰问对象的冷暖放在

心上，又怎会不安安心心坐下来，问一问

他们的难处，听一听他们的心声？

慰问时能不能坐下来细心问、静心

听，体现领导作风，折射群众观念。

2017年1月下旬，习主席到河北省张北

县小二台镇德胜村慰问困难群众时，坐

下来后听得认真，问得仔细，让乡亲们

倍感温暖。年关了，希望各级领导干部

在节日慰问时，能坐下来多问问。

慰问，请坐下来多问问
■云利孝

基层观澜

谈训论战

玉 渊 潭

内容更丰富

下载更方便

欢迎关注“八一评论”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