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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简意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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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 心 录

方 法 谈

●很多调查研究最终变为“空
中楼阁”，就是形式主义在背后作
祟，只做表面文章，不解决实际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中

说，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

“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但实

际工作中，有一些领导干部开展调查研

究，却是“镜里看花”不深不细，搞形式、

走过场，导致工作脱离基层实际，影响单

位建设发展。

当年，焦裕禄在刚刚调至兰考任县

委书记时，没有急于在第一时间提出解

决灾荒的方案，而是成立了除“三害”办

公室，抽调120名干部、农民和技术员组

成调查队。他亲自带领这支队伍深入

基层调研，度过 120个昼夜，跋涉 2500

多公里，跑了120个大队。当时 ,焦裕

禄的肝病已经相当严重。许多同志劝

他不要下去，只要在家里听汇报就行

了。他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

为了查清风沙的底细，他和调查队员一

起步行，一段路一段路查，一个地方一

个地方查，经常越过县界和省界，一直

追查到沙源和风源所在地。干旱季节，

他亲自用舌头辨别盐碱的种类和土壤

的含碱量……

经过在风里、雨里、沙窝里、激流里

的长期调查研究，焦裕禄摸清了兰考“三

害”的底细：全县有大小风口84个，大小

沙丘1600多个。他和队员们对这些风

口、沙丘一个个丈量、编号、绘图。兰考

的大小河流，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

涵闸……他心中也清清楚楚。在基本掌

握了水、沙、碱发生发展的规律之后，焦

裕禄和县委的同志们共同绘制了详细的

排涝泄洪图，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改造兰

考自然环境的规划。也正是在调查过

后，焦裕禄才有底气推行一系列的除害

方案。到了 1965年，全县 2574个生产

队，几乎都有了自己的储备粮，实现了粮

食自给。

做好调查研究，就要不怕吃苦受

累，做到扎实深入。焦裕禄能够在身患

重病的情况下，忍住病痛，深入田间地

头走访调研，俯下身子用舌头去判断土

壤含碱量。然而现实中，却有一些党员

干部官僚主义思想严重，干工作一味图

清闲，不愿深入基层搞调研，即使到了

基层也只是听汇报、看展示、走“规定路

线”，这样怎能准确了解掌握基层实

情？只有真正走进基层，走到战士中

间，围绕调查主题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查

走访，把情况摸清、摸透、摸准，才能为

下一步工作开展打好基础。

做好调查研究，就要努力锤炼拨云

见日的功夫。我们在进行调查研究时，看

到的多是表面现象，想要云开见日，抓住

事物本质，就必须对现象背后的原因进行

找寻和判断。针对具体问题，既要听官兵

的意见，也要综合考虑各方面情况，充分

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综合分析，透过现象

找到问题根源，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

做好调查研究，还要保持一抓到底

的韧劲。进行调查研究的最终目的是

解决实践中的各种问题。很多调查研

究最终变为“空中楼阁”，就是形式主义

在背后作祟，只做表面文章，不解决实

际问题。所以，我们既要力求调查研究

的真实、有效，也要不断加强自身发现

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特别

是要解决长期制约基层建设的瓶颈问

题，想方设法为基层排忧解难，始终与

基层官兵在一起，把立足基层搞调研作

为开展工作的重要方法路径。

（作者单位：69230部队）

调查是解决问题的基础
■张斯琦

新春佳节临近，处处洋溢着欢乐
祥和的气氛，对许多家庭而言，春节也
是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日子。然而，
对于军人而言，过年却有着另外一种
含义，那就是节日不忘战备，把岗位责
任尽到，把该做的工作做好，守护万家
安宁。

国不可一日无防，军不可一日无
备。纵观古今中外战事，很多是在节
假日里降临的。春节有假期，备战却
没有休息日，而且在节假日容易出现
人员思想不集中、部队管理不严格、战
备落实不到位等情况，是需要加强警
惕、严加防范的关键节点。军人是为
打仗而生，在维护国家安全上每时每
刻都不能大意，一丝一毫也不能松懈，

只要军装在身，就要使命在心，保持
“箭在弦上、引而待发”的战备状态，保
持“朝食不免胄、夕息常负戈”的敌情
观念。

高度戒备方能高枕无忧，保持清醒
才能不被惊醒。演兵沙场，红蓝激烈对
抗；千里边防，巡逻迎风斗霜；茫茫大
海，舰艇深蓝远航；广袤夜空，战鹰执戈
翱翔……正是因为有了军人警惕的双
眼，时刻在履行职责，神州大地的新春
夜色才更加美丽，万家灯火的幸福相聚
才如此祥和。身为军人，就要把枕戈待
旦当作一种常态、一种责任。坚持战备
教育一以贯之，战备物资一应俱全，战
备值班一丝不苟，方能在任何情况下都
不负祖国和人民的重托。

佳节勿忘“战”
■刘振宁

临近过年，民间有年终大扫除的
习俗，各家各户要对居住场所、生活设
施等作一番彻底的卫生打扫，清除污
垢，扫去尘埃，以家居洁净迎接新春的
到来。由此想到，在把外部环境打扫
洁净的同时，我们也需要除一除心中
的杂念、扫一扫自身的尘埃，规范言
行，维护形象。

当前，作风建设取得长足进展，
“逢节必有禁令”已成常态。然而也不
可否认，春节等传统节日期间，依然是
“四风”问题的易发期和高发期，党员
干部如果把持不住自己，容易发生违
规违纪行为。对此，就要从自身做起，
思想上高度重视，严格自律，注重加强

自身的保“洁”。要扫一扫“盛情难却”
的人情风，对不该参加的吃请，坚决予
以拒绝，不能感情用事越底线、因为吃
喝损形象；扫一扫“不成敬意”的小心
意，注重慎独慎微，不因事小而小视，
管好自己的小节；扫一扫“偶尔为之”
的侥幸心理，严格要求不放松，扣好廉
洁的“第一粒扣子”。

过节是快乐的，但需要以守纪为
前提，尤须思禁知畏，知道自己什么可
以做，什么不能做；哪里可以去，哪里
不能去。时刻心怀遵规守纪的“紧箍
咒”，筑牢拒腐防变的“防火墙”，护住
洁身自好的“安全阀”，真正过一个安
宁、祥和、洁净的节日。

过节当保“洁”
■丁福辉

●无论是高级将领还是基层
带兵人，都应走进一线、走近官兵，
带着温度和感情去带兵，多解官兵
之所难、多急官兵之所急、多帮官
兵之所困，积极创造拴心留人、建
功创业的好环境

“将之求胜者，先致爱于兵”。古往

今来，为将者真诚地关爱官兵，让官兵切

身感受到军队的温暖，催生的是满腔赤

诚，凝聚的是强大战斗力。战国名将吴

起，见有士兵患恶性毒疮，他不顾毒疮又

脏又臭，亲自用嘴巴吮吸毒疮，士兵感动

得热泪盈眶，军心得以凝聚、士气得以大

振，后来吴起率领魏军连连击败秦军。

南宋名将岳飞，士兵生病时亲自为他们

熬药，士兵远赴疆场为他们写家书，士兵

战死沙场为他们抚养孩子，带出了“撼山

易，撼岳家军难”的精锐之师。红军长征

经过天全县时，周恩来不顾大病初愈，坚

持把自己的马让给一名负伤的战士，与

大家一起蹚冷水过河，战士说：“我伤好

后，一定要奋勇杀敌！”这种真诚的爱兵

情怀和带兵之道，凝聚起“勠力向前”“与

之俱死”的巨大力量。

“不爱征戎儿，岂可执帅印”。为将

者若是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盯着马

儿跑”却不关心“马儿能不能吃上草”，

终将带来恶果。“士者，将之肢体也”。

平时不注重关心官兵的冷暖，官兵就会

心寒气馁，军队岂有战斗力可言。一支

军队只有让官兵充分体验到关爱，体会

到温暖，官兵才会有归属感，才能激发

出潜能与斗志，甘于奉献，勇于牺牲。

关爱官兵切不可只说在嘴上，要把爱兵

举措一条条列得清清楚楚，落实起来不

打折扣；更不可走形式做样子，“动作”

“活动”搞了不少，官兵却不“买账”。不

可否认，有的单位关爱官兵还存在一些

不和谐的音符，或者不深入官兵内心，

不了解官兵真实需求，或者缺乏应有的

关心爱护，在官兵眼里成了“熟悉的陌

生人”……长此以往，带兵的威信就会

慢慢被销蚀，官兵的热情就会逐渐变

冷，部队内部关系也会出现问题，军心

就容易涣散。

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很多人对

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

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

（或根本宗旨）问题。这话一针见血，

说到了问题的实质。几个世纪前，滑

铁卢大败后的拿破仑反思原因时，发

出了这样的喟叹：“好久没有和前线的

战士一起喝汤了！”可见，官兵相离者

必败。当年在红军队伍里，官兵们生

活虽然十分艰苦，但同穿粗布衣，同吃

红米饭，同住茅草房，官兵关系非常融

洽，不但没有被敌人打垮，还吸引了越

来越多的人加入队伍，完成了两万五

千里长征。粟裕同志曾风趣地说，那

时对于白军最有号召力的宣传就是

“红军官兵平等”。淮海战役打完，面

对数量庞大的俘虏兵，解放军把他们

放到各个班，规定班里不能歧视虐待

他们，行军的时候班长替他们扛枪，宿

营的时候班长给烧洗脚水，很多俘虏

兵主动投诚，解放军队伍不断壮大。

现在虽然生活条件好了，但是带兵人

应当问问自己：有多久没有和一线士

兵一起吃饭了？作为士兵的“主心骨”

“老大哥”，应当不摆“官架子”，多掏

“心窝子”，始终把士兵装在心中，与他

们同甘共苦，用实际行动温暖他们。

让人感到温暖，集体才有力量。关

爱士兵重在保持“平时和点滴”的常态。

朱德元帅每次行军打仗前，总要抽空打

好几双草鞋，看到哪个士兵的鞋磨破了，

就取出给他换上，诚如他所说：“给战士

站岗、盖被子，这些不起眼的事情包含着

中国革命的成功。”小事不可小视，心想

得越细，事办得越体贴周到，官兵越会有

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基层有这样一

句话：“吃得好、牢骚少，玩得好、违纪少，

住得好、矛盾少。”作为带兵人，应该像朱

德元帅那样，从点滴做起，从事关官兵切

身利益的每一件小事做起，时时、处处、

事事为士兵着想，生活中多和他们聊聊

天，掌握他们的思想动态和困难需求，及

时帮助他们理顺情绪，切实将关心关爱

落到实处。给予官兵更多真诚关怀，集

体就会凝聚无穷力量。

《孙子兵法》中讲：“上下同欲者

胜。”这是提高部队战斗力不能忽视的

重要因素。用兵之要，贵得人和。无论

是高级将领还是基层带兵人，都应走进

一线、走近官兵，带着温度和感情去带

兵，多解官兵之所难、多急官兵之所急、

多帮官兵之所困，积极创造拴心留人、

建功创业的好环境，真正做到深知兵、

真爱兵、诚为兵，让官兵充分感受到部

队的温暖，感受到大家庭的呵护，感受

到亲如兄弟的战友情谊。唯有如此，方

可心心相印、上下同欲，更好地激发和

催生官兵报国的热情与斗志，凝聚起强

军兴军的强大力量。

（作者单位：武警青海总队政治工

作部）

让人感到温暖，集体才有力量
■赵振鸿

伴随着改革强军战略的扎实推

进，军事政策制度改革涉及的各方面

工作陆续展开，有的已经给部队官兵

带来看得见的实惠，身为军人的我体

会到了明显的获得感。我和身边战

友普遍感到，“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

崇的职业”导向愈加鲜明，党和国家

的厚爱让我们感受到了军人职业的

荣誉感和自豪感，感受到了身为军人

的体面和尊严。

然而同时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

如何把军人在物质层面的获得感转

化为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工作动力？

这个问题具有普遍性，是摆在每名官

兵面前的一道重要思考题。

我们欣喜地看到，党的十八大以

来，在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进程中，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维护保障军人权

益，在全社会营造尊崇军人的良好氛

围。在政策层面上，出台了一系列保

障军人权益的法律法规；在组织体系

上，组建了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为退役军人提供政策支持和制度保

障，使退役军人有了更强的组织归属

感，也为现役军人解除了后顾之忧；

在荣誉标识方面，开辟全国运输服务

业“军人依法优先”通道，为军属和退

役军人悬挂“光荣牌”等举措，都体现

了国家、社会对军人履行使命的肯定

和褒奖。方方面面举措，有力提升了

军事职业的比较优势，也在全社会营

造了关爱国防、支持国防的浓厚氛

围。

习主席明确指出：“军人是最可

爱的人，让军人受到尊崇是最基本

的。”这昭示全社会，军人的荣誉是国

家的荣誉，军人的尊严是国家的尊

严，军人的社会地位事关国家安全。

在我军统帅的倡导力推下，一件件惠

军政策的出台，一桩桩利兵举措的落

地，都像春雨润物一样，鼓舞着部队

官兵，温暖着军人家属，同时也强化

着全社会关心国防、铸造国防的意

识。这些既是党和人民对军人所担

负的职责使命和牺牲奉献精神的肯

定褒奖，也是全社会对让军人受尊崇

氛围的培植呵护，是“富国与强军相

统一”战略深入民心、振奋军心的一

个生动体现。

社会越发展、开放越扩大、人民

越富有，越需要强大的军队来保卫。

军人的神圣职责是能打胜仗，最高荣

耀也是能打胜仗。从这个意义上，让

军人受尊崇，既有党和国家对军人保

家卫国职能的厚望，也有对军人担当

作用的信任和期许。“信任是最高的

奖赏”。面对信任和重托，在体会获

得感和军人职业荣誉感的同时，我们

每一名官兵都应当认真想一想自己

的担当，主动用“能打胜仗”的尺子量

一量自己的本领、找一找自身的差

距，自觉把信任转化为奋斗动力。

体面尊严是要靠过硬表现赢得

的。在当前，我认为至少要激发“三

个动力”：一是“知不足而奋发”的求

知动力，瞄准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

队，努力提高现代军人应具备的综合

素质，不断缩小知识能力与岗位素质

要求的差距；二是“撸起袖子加油干”

的工作动力，自觉以“只争朝夕”的精

神，强化工作质量标准，提高战备水

平；三是提高打赢能力的履职动力，

人人立足本职，苦练岗位本领，确保

每个战斗单元、每个战斗要素都过

硬、都给力。一旦党和人民需要，确

保拉得出、用得上、打得赢。这样，才

能真正用忠诚品质和过硬本领铸起

国家安全、人民安宁的坚强盾牌。

（作者单位：某信息通信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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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织需要与个人“规划”
不一致，甚至发生“冲突”时，自
觉把组织需要放在第一位，一切听
从组织召唤，服从组织安排

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
养》一书中写道：“我们的党员，不但
要在艰苦的、困难的以至失败的革命
实践中来锻炼自己，加紧自己的修
养，而且要在顺利的、成功的、胜利
的革命实践中来锻炼自己，加紧自己
的修养。”“党员就不应该有个人地
位、个人名誉、个人英雄主义……”
当年刘少奇同志的谆谆告诫，今日读
来，依然令人开悟，发人深省。

现实生活中，有少数党员视个人
“规划”第一，甚至把个人“规划”置

于组织需要之上，斤斤计较，挑肥拣
瘦，凡是符合个人“规划”的事，就
满心欢喜；凡是违背个人“规划”的
事，就满怀怨气，甚至和组织“顶
牛”。这种行为与刘少奇同志的谆谆告
诫背道而驰，与党员身份格格不入，
与党性要求相去甚远。

不可否认，人生在世，都有自己的
“规划”，比如工作方面的“规划”、事
业方面的“规划”、家庭方面的“规
划”、生活方面的“规划”等。人生有
“规划”当然是好事，有“规划”目标

才清晰，方向才明确。可以说，个人
“规划”既是一种奋进的驱动力，也是
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环节。但是，这种
个人“规划”必须符合实际，并通过自
身努力才能得以实现。就共产党员而
言，这种个人“规划”也必须符合组织
要求、符合党性要求才行，在组织需要
与个人“规划”不一致，甚至发生“冲
突”时，自觉把组织需要放在第一位，
一切听从组织召唤，服从组织安排。这
是检验党性坚强与否的关键所在。

当前，部队正值改革转型期，涉

及个人切身利益的因素增多，同时个
人“规划”也随之增多，且比以往显
得更加迫切、更加突出。越是在这样
的关键期，越能体现出党员的觉悟和
本色，越能检验出党员的党性和修
养。共产党员应该自觉站在讲政治、
顾大局的高度，不断提高政治站位，
正确对待个人得失，正确对待升降转
留，用党性原则检验和矫正个人“规
划”，任何时候都把党性原则高高举过
头顶，为部队转型重塑作出应有贡
献，书写无愧无悔的人生。

个人“规划”服从组织需要
■李 轩 门建新

训练场上，几名全副武装的士兵

正奋力攀爬绳网。落日的余晖洒到他

们身上，形成一道充满活力的剪影。

攀登的过程是艰难的，士兵们不

仅要在晃动的绳网上找准支撑点，克

服自身重力影响向上爬，还要努力战

胜心理上的恐惧。但是，攀到顶的心

情是喜悦的，会让人更加自信地迎接

困难和挑战。

人生也是一个不断攀登的过程，并

且往往不会一帆风顺。只有认定目标，

咬紧牙关，勇往直前，始终向上攀登，才

能在压倒困难中书写精彩的人生。

勇往直前——

攀登无止境
■叶 红/摄影 张 龙/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