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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是在解决问题中提高的。”新

年刚过，某部就着眼打赢“脖子以上的

战争”下发了10条铁律，引导官兵在强

化打仗意识中，激发备战打仗新动力。

该部领导说：“打仗意识不强，备战质量

难高。脑子里有了硝烟，脚底下才会是

战场。”

打仗意识强不强、牢不牢，事关部

队战斗力强弱。“从组建到丧失战斗力

大抵就30年左右。”这是一位学者对近

百年中国旧军队研究后得到的“衰败周

期”。而对于衰败的原因，这名学者指

出：胜利后不思打仗造成的作风涣散和

腐败，最终埋葬了自己。

有人说，军人备战就像农民务农和

工人务工一样天经地义。其实，说一样

也不一样：农民有农闲期，备战无间隙

期；工人难免造次品，战场则自古无亚

军。因此，军队备战历来反对时紧时松，

永远强调强弓满弦。而备战打仗时刻的

“在状态”，离不开打仗意识的“在心中”。

如何让打仗意识永驻心间？美军

的做法是——打仗。据统计，在美国20

世纪以来参与的数十场战争中，绝大多

数是美国主动发起的，有的甚至是“自

找的”。对于为何要“找着打仗”，美国

国家战争学院一名教授的解释是，“军

队长期不打仗，军人就不想打仗了。”

不可否认，战场上的硝烟，最能点

燃“心头的狼烟”。然而，我军作为维护

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不可能穷兵黩

武，通过打仗来强化打仗意识，既不可

能，也不现实。有人说，我军一些官兵

打仗意识的淡化，是因为缺乏真实情况

刺激。然而，应该看到，我国当前安全

环境复杂，周边热点增多、燃点降低，个

别对手想尽花招对我们使绊子、下套

子、找茬子，明目张胆地对我们磨刀霍

霍，我们有什么理由以天下无贼自欺，

又有什么借口忘战怠战！

解放前夕，针对一些官兵准备过日

子的思想，我军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整

风整训，重点纠治打仗意识淡化的问题，

教育官兵“决不能从思想上解除武装。”

近年来，我军通过开展战斗力标准大讨

论、坚决破除和平积弊等一系列活动，实

现了打仗意识的回归，也逐渐把新时代

军事战略思想立起来、把新时代军事战

略方针立起来、把备战打仗指挥棒立起

来和把抓备战打仗的责任担当立起来。

一位哲人曾说：“问题的复杂性，通常

不是来自于问题本身，而是因为解决问题

的方法，远离原点的缘故。”令人可喜的

是，近年来，一些部队在引导官兵强化打

仗意识中，并没有只在教育上反复打转

转，而是从创新方法上入手，给“思想上的

武装”加几道锁，取得了良好效果。

比如，某部借鉴瑞士“细化战备标

准保障战备水平”的做法，针对各单位

担负的使命任务，按照打仗要求重新裁

定平时的练兵备战，取消了24条“原则

规定”和11项模糊界定，对所有岗位、所

有人员平时的日常行为制定出了更精

确的刚性标准。该部有官兵感叹：“打

仗意识，就在平时这标准化的实战化训

练中，自然养成了。”

“对一个集体来说，领导的意识就

是集体的意识。”强化打仗意识，领导是

重点、是关键。粟裕把打仗意识作为终

生意识，这才尽打“神仙仗”。战争年代

“抱着电话睡觉的参谋长”李达将军，在

和平时期随身也必带地图、指北针、放

大镜“老三样”。今天，只有领导带头、

以上率下，带头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

究打仗，带头进入战场、进入角色、进入

情况，才能在强化打仗意识中，立起新

时代指挥员的好样子。

上世界80年代，德国教育家赫墨尔

斯在对50名老师的教育方法跟踪研究

后得出结论：及时严格的惩罚，能为学

生培养出更有竞争力的思维意识。古

人云：“罚当其罪，足以禁非。”近年来，

我军对照“训风演风考风督查清单”，加

大训练检查监察，强力纠治训练场上假

大虚空的“花架子”，一个个“杀威棒”抡

向备战打仗中的假大虚，打仗意识在问

责中进一步确立。

“意识是行动的原动力。”打仗意识

既是演绎战争活剧的力量基点，又是促

进备战打仗的强大推手。打仗意识不

是一个口号，而是一种习惯；不是一项

要求，而是一种素养。我们坚信，只要

官兵自觉点燃“心头的狼烟”，人民军队

就一定能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

之必胜。

（作者单位：68216部队）

如何点燃“心头的狼烟”
——在解决问题中聚力推进备战打仗①

■杨建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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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思维

据《中国国防报》报道，前不久，某
部官兵在执行紧急任务途中，车辆不
慎压坏了王某饭店停车场的一些砖
块，由于当时官兵们随身都没有携带
钱款，就给王某写下欠条，答应执行任
务结束后立即赔偿。可王某坚决不答
应，并强行拦住官兵近半小时，耽搁了
紧急任务的执行。近日，当地法院依

法审理后，判决王某犯阻碍军人执行
职务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

这正是：
军务紧急烧眉毛，

却因意外被阻挠。

不听解释仍刁难，

定当受刑进囚牢。

周 洁图 刘含钰文

如何听到真话、在倾听中赢得尊

重？罗荣桓元帅任总政治部主任时，曾

这样给即将下基层调研的干部支招：

“倾听时，请让官兵把话说完。”

罗帅这句“请让官兵把话说完”的

提醒，也是很多基层官兵的呼声。1月

6日，在某部组织的“如何提高机关基

层恳谈会质量”网上调查中，74%的官

兵希望机关干部“在恳谈会上尽量不要

打断基层官兵的发言”。在《怎么听，孩

子才肯说》一书中，“不轻易打断，你耐

心听孩子才会掏心说”，也被作者列为

亲子交流的方法之一。

然而现实生活中，随意打断官兵叙

述的情况很常见。细细分析不难发现，

打断的原因不外乎两种：一是“我知道

了，你别再说！”这是抢先打断，认为“官

兵对情况不了解，说话有片面性，是乱

放炮，应该马上给予解释”；另一种是

“刚才你还那样说，现在你又这样说！”

这是滞后打断，认为“官兵发表意见东

拉西扯，说不到点子上”，于是就来句

“你的意思我们理解，别说了”，不让人

继续讲下去。

歌德有言：“等待别人把话说完，是

一种能力，也是一种修养。”我党我军历

来提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

闻者足戒。在倾听官兵意见和心声时，

耐心专注地听，是尊重官兵的体现。倾

听时，即便官兵说的话有偏差，或者一

时说不到点子上，粗暴地打断也不合

理。如果动不动就不耐烦地打断，如何

显示听的诚意？如何激发说的积极性？

更何况，有时候，轻易打断别人的

讲话，打击的既是对方，也可能是自

己。在国外某电视台一档讲故事栏目

中，当一个小孩绘声绘色地讲到，如果

他驾驶的飞机突然没油熄火了，他会叮

嘱乘客系好安全带，然后他迅速跳伞

时，主持人愤怒地打断了他：“我们节目

不欢迎自私的胆小鬼，下去！”后来，当

这名主持人得知小孩是“跳伞下去拿燃

料，然后再回来”的想法后，真诚地向这

名天真的孩子公开道歉，并在个人网站

上忏悔：“我粗暴地打断伤害了孩子，也

羞辱了自己。”

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曾要求各级

干部，“到人民大众中去，把方方面面的

意见听全听明白。听还要虚心，不要老

打断人家。”交谈既是信息的交流，也是

感情的沟通。有时候，当真诚地把对方

的话听完了，问题可能就解决了。全国

模范法官宋鱼水在审理一起案件时，原

告就一个问题反复述说。担任审判长

的宋鱼水没有打断他的陈述，而是神情

专注，耐心倾听。事后，这位当事人对

她说：“你是第一个完完整整听完我讲

话的人，你对我的尊重让我信任你。”最

终促成了案件的和解。

当然，不打断并不是毫无回应。在

倾听时，通过点头、微笑等一定的肢体

语言，适时作出会心的呼应，能形成良

好的交流气氛，会让对方更愿意交心。

如果在倾听时面无表情，无动于衷，对

官兵的诉说没有任何表示赞同、理解的

意思，近乎“木头人”一个，如此索然无

味，就会使人感到“话不投机半句多”。

当然，倾听的目的是为了全面了解

情况，真正解决问题。如果意见听了，

态度也很好，对反映却没有回应，下次

交流时官兵就会认为“说了白说，不如

不说”，从而关上心门。在倾听时，对能

够解决的问题，当面给官兵一个明确说

法。对那些受客观条件限制一时难以

解决的问题，或者情况复杂、涉及面广、

在现阶段确实不好解决的问题，耐心讲

清楚、说明白，这样的态度，官兵岂能不

欢迎？

（作者单位：32377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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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西方情人节的临近，网络上这

几天关于爱情的“鸡汤”渐渐多了起

来。这让人想起先前读过的几位革命

家的情书，如今翻出再读，觉得他们的

爱情，确实“不一样”。

“我的右手写字的本领已经恢复得

不错了，只是吃饭、穿衣、拿东西等等运

动还是不行得很……”1939年 10月 13

日，在莫斯科接受治疗的周恩来，在信

里给妻子邓颖超讲了自己的康复情况。

周恩来与邓颖超一生有数百封书

信往来，在这些书信中，上面这封信的

前一封，最让邓颖超感动。因为那封

信，是周恩来用左手写的。

1939年夏天，周恩来从马上摔了下

来，右臂骨折。由于当时延安医疗设备

简陋，折骨没有接好，石膏拆下后他的

右臂仍不能伸直，造成书写困难，党中

央安排周恩来到苏联治疗。临出国前，

为了周恩来便于工作，组织上给他派了

一名书记员，他口授，由书记员记录、抄

写、整理。当时，周恩来给各方面写了

不少信，但只有一封信他没有让书记员

代笔，而是他自己用左手写的，那就是

给在重庆工作的邓颖超的信。收到周

恩来左手写来的这封信，邓颖超落泪

了：“看到那些不熟悉的笔体，我能想象

得出他写字时有多难。”

晚年时，谈起与周恩来的一封封书

信，邓颖超说：“我们之间的书信，可以

说是情书，也可以说不是情书，我们信

里谈的是革命，是相互的共勉。我们的

爱情，经历了几十年也没有任何消减。”

再惨烈胶着的战场，也有战地黄花

的芬芳；再铁血丹心的英雄，也有柔情

万丈的时刻。那一封封革命情书，即便

说的是家庭琐事、碎语闲言，也有穿透

人心、跨越时空的力量。

“小箭含昭初出岗，似是欲绽蕊露

黄。娇颜高雅世难觅，万紫千红妒幽

香。”这首名为“赞春兰”的情诗，是当年

陈毅写给妻子张茜的第一封情书。

而这封情书，是张茜“主动”拿走的。

当时，陈毅喜欢小名叫春兰的张茜，但不

敢表白，于是请战地服务团团长“朱老妈

妈”出面当红娘。为了给两人创造机会，

当排练一部话剧需要一身司令员的服装

时，“朱老妈妈”便安排张茜去向陈毅借。

谁知张茜借到衣服后，便看到了衣服兜里

这首还没来得及修改的情诗。

岁月让伟人的多彩人生泛白，时光

使情书的笔迹褪色，但情书中那些感人

至深的文字，让永恒的爱情再次鲜活，

让无情的岁月变得温柔。那些情书的

味道，把爱人的思念落墨于笔端，在信

笺上汩汩流淌。

“志珍同志，我在很久的时候就想

和你说一段私话，因为环境及其他种种

原因总是找不着一个好机会……在以

上等等的原因下，我今天向你有一个提

议——我们亲密地携起手来结成一个

异性朋友，好吧？同意吗？盼你给我一

个答复。”这是杨成武写给赵志珍的第

一封情书。

1994年重阳节，是杨成武的80岁生

日，生日宴会上，妻子赵志珍给他备了一

个特殊礼物：“成武，祝你生日快乐，我送

你一件生日礼物。”杨成武打开礼物后惊

呆了：那是56年前自己的第一封也是最

后一封求爱信。56年啊，辗转流离，几死

几生，可赵志珍却把这两页薄纸永远珍

藏，这份真情，刻骨铭心，天荒地老。

我们中国人有敬惜字纸的传统，对

于诉诸文字的东西，看得格外庄重。就

像情书，笔画成字，字字成文；书为心

话，言为心声，“展开的是你的字迹，叠

不起的是我的心绪”，信纸上的白纸黑

字，无论风雨的冲刷，还是岁月的洗礼，

都无法将书信的内容磨灭。

情书，既是信息的传递，也是情感

的表达。革命情书之所以让人感动，是

因为它契合了我们对真爱的渴望。它

也启示我们，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

天，爱人间的交流方式可以改变，但只

有像革命前辈那样，与爱人志同道合、

相互理解、保持爱的初心，才能始终“让

心和爱一起走”。

（作者单位：武警内蒙古总队锡林

郭勒支队）

品读革命情书
■王 涛 陈 崧

去年6月，以色列管理学家斯坦尔

莫在一次论坛上给参会的企业家提醒：

当由团队投票决定某一事项时，要防止

跌入“群体迷思”的陷阱。斯坦尔莫所

说的“群体迷思”，是指群体在决策中为

了追求高度一致，忽视并抵制少数人的

观点，从而酿成错误决策的现象。

俗话说，两人智慧胜一人。一般情

况下，集体决策因为能够集思广益，所

以大多时候可以做出正确决策。然而

不可否认的是，真理有时候掌握在少数

人手中，如果对少数人的异议不进行科

学论证，而是一味少数服从多数，则很

可能陷入“群体迷思”。

在部队，有时候也有“群体迷思”的

现象。某部党委在研究信息化改造项

目时，一名新进班子的常委提出，目前

流行的系统尽管很成熟，很可能将被更

先进的系统取代，建议只对少数装备的

系统进行更换。然而由于仅他一个人

投了反对票，部队所有装备的系统最终

还是得到了更换。结果事后不到1年，

他们更换的系统就被淘汰了。该部领

导反思说：“更慎重地对待反对票，才能

避免集体犯错。”

善听异议、博采众长，是确保决策

科学的重要保证。有时候，方案高票通

过，并不代表方案尽善尽美，既可能是

大家还没有发现问题，也可能是持不同

意见的人迫于形势而选择了人云亦

云。为防止“群体迷思”，有必要对方案

进行再次论证。“无异议时慎决策”，是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一条规定。一次，

该公司总经理见大家对某一新方案没

有任何争议，就宣布休会，并将会期延

长到能听到激烈辩论为止。

防止“群体迷思”，并不是否定集体

智慧，更不是反对民主集中制。恰恰相

反，他提醒人们在决策时，与其追求“高

度一致”，不如冷静分析潜在风险。为

什么说“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

谔”，因为这一人的“谔谔”里，或许有真

知灼见，或许有独到见解，这也正是民

主集中制中要求“认真对待每一条不同

意见”的原因。

部队是要打仗的，任何一项决策失

误，带来的后果都可能是致命的。这就

要求决策时，多些民主意识，鼓励合理

冲突，同时，还应多请“局外专家”对班

子成员进行决策前辅导，并在形成决策

后安排“第二次机会”，使提出异议的成

员能够将保留意见表达出来。只有这

样，才能防止“三个诸葛亮”，不顶“一个

臭皮匠”，使每一项决策都更科学，更符

合客观实际。

（作者单位：陆军特种作战学院）

决策谨防“群体迷思”
■陈星宇

公权力姓公，也必须为公。习主席

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要求领

导干部，带头建立健康的工作关系，不

把管理的公共资源用于个人或者单位

结“人缘”、拉关系、谋好处。这番告诫

语重心长，令人警醒。

各级领导和干部手中的权力，都

是党和人民赋予的，而不是个人私有

财产。尤其是权力集中、管钱管物的

部门，领导干部和机关可以掌控和调

度的公共资源更多。但党员干部必须

牢记，手中的权力须为人民服务、对人

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只能

“忠实地为他们办事”，而不能以权谋

私、损公肥私，搞“靠山吃山、靠水吃

水”那一套。

清代史学家总结历代贿赂的现象

后，得出一个结论，叫“贿随权集”。放

到现在，意即越是有油水的地方，越容

易出现拿公共资源来结“人缘”、拉关

系、谋好处的现象。他们有的吃拿卡

要、雁过拔毛，物资采购时收回扣、拿红

包；有的在工程建设、项目合作、人事安

排中搞暗箱操作、利益输送；还有的“前

门当官，后门开店”，让家人跟着自己大

发横财，套取巨额利益。原因皆在于，

这些人把权力当作了寻租设租的工具，

慷公家之慨，谋个人之利，不仅造成公

共资源的流失，还严重污染一个单位的

政治生态。

“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

花；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

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许多革命前辈

都能做到公私分明、克己奉公，不该伸

的手不伸、不该张的口不张。毛泽东

同志一家为中国革命牺牲了 6位亲

人，却几次拒绝为亲属安排工作，从来

不搞以权谋私那一套，真正做到了“恋

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

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方志敏的

妻子缪敏不幸被捕入狱后，同志们极

力营救。作为丈夫的方志敏，当时手

上正拿着为革命筹集的公款。但他力

辞众人花钱营救之意，坚持“占公家便

宜的事儿一点儿都不能做”，哪怕妻子

也是为了革命。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邓小平同志

就告诫全党：“我们拿到这个权以后，就

要谨慎。不要以为有了权就好办事，有

了权就可以为所欲为，那样就非弄坏事

情不可。”党员干部必须珍惜权力、管好

权力、慎用权力，不仅要管好自己，而且

要管好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职

位越高，越要自觉按照党提出的标准严

格要求自己，按本色做人、按角色办事，

自觉做到“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

取”，永葆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和高尚

品格。

（作者单位：中央军委审计署兰州

审计中心）

别拿公共资源结“人缘”
■杨高一

内容更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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