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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观澜

长城瞭望

玉 渊 潭

八一时评

长城论坛

春节期间，一篇题为《这就是军人

的年》的网文成为“爆款”，不仅引起广

大官兵的共鸣，更赢得全国人民的点

赞。其实对于大多数军人来说，“节日

味儿”就是“硝烟味儿”，“过年状态”就

是“打仗姿态”。

兵法说，无日不治兵，无时不备

战。对于练兵备战，官兵就应该日思夜

想、一心一意，视之为中心工作、以之为

当务之急。正如古人所说，练兵备战好

比“鸡伏卵”“炉炼丹”，未宜须臾稍离。

将练兵备战摆在“C位”，是军人理所应

当的选择。

“C位”一词，最早出自电子竞技游

戏，指一个团队的核心关键角色，直接

关系最终之战的胜败。因此，在游戏中

一切资源向“C位”倾斜，一切策略依“C

位”展开，这是个连小学生都懂的道

理。而军队应当把什么摆在“C位”，似

乎是个根本无需讨论的问题。

但正是这样一个“不用讲的道理”，

有少数人却搞不明白，或是揣着明白装

糊涂。有的人口口声声“中心居中”，实

际却是“去中心化”：业务工作分散中

心，大项活动冲击中心，“保底”工程影

响中心，“五多”现象干扰中心……总

之，想方设法与中心工作争时间、争人

员、争场地、争装备、争经费，练兵备战

始终摆不上位、摆不正位、摆在虚位。

这些人不肯将练兵备战摆在“C

位”，归根到底，是为了自己“博上位”。

为了站在聚光灯下、占据舞台中心，他

们对那些能出成绩、能捞好处的工作，

总是趋之若鹜、风风火火。之所以“文

山”移不动、“会海”填不平，花里胡哨的

“工程”层出不穷，原因就在于有些人视

之为臭豆腐，嘴里喊“臭”，吃得却

“香”。究其本质，还是名利心太重、政

绩观畸形。

一个中心为“忠”，两个中心为

“患”。倘若“不是中心胜似中心”的问

题屡禁不绝，“从事于多务、他务、奇务”

屡治不愈，“以打仗标准干与打仗无关

的事”屡教不改，势必会贻害部队风气、

消磨官兵士气、影响部队战力。倘如

此，将来走上生死对决的血火战场，如

何确保制胜强敌、喝到祝捷的美酒，而

不是折戟沉沙、吞食失败的苦果？

据报道，火箭军某旅的这个冬天有

点“不好过”：官兵缺编造成训练人才捉

襟见肘，营房有限以致专业集训缺乏

场地，旅长、参谋长均赴外参加集训比

武……有人建议，能不能向上级报告，

把冬训时间“错峰”？但旅政委心里清

楚：战争面前没法讲困难、谈条件，备战

打仗工作不能等“万事俱备”再推进。

于是，制订计划，协调场地，筹备物资，

训前动员，冬训如期进行。

这 ，才 是 对 待“C位”应有的 态

度。当前，类似该旅的新组建单位很

多，有的缺人，有的缺地，有的缺钱，大

家各有各的难处。但不论是“一穷二

白”，还是“百废待兴”，只要想明白“改

革的战略考虑是啥”“担负的使命任务

是啥”，就应当把第一块砖、第一片瓦

“砌在”战斗力建设上，而不是别的什

么东西上。

强军兴军的步履铿然向前，深化改

革的航船云帆高扬。值此之时，每名军

人都应用心感受时代的潮涌，真正做到

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

用劲，一丝不苟钻研战争、一门心思准

备战事，以“中心居中、重心更重”的务

实举措，积蓄能打仗、打胜仗的底气和

资本。

（作者单位：96714部队）

让“C位”意识树得更牢
——在解决问题中聚力推进备战打仗②

■袁 帅

“人要推着事走，不要事推着人

走。”谢觉哉在《作风漫谈》中写的这句

话，值得品味。实际上，“人推着事走”

还是“事推着人走”，体现出截然不同的

价值选择与行为模式，往往也会导向截

然不同的结果。

人推着事走，是一种自觉自主的状

态，意味着充分发挥能动性和创造力，

“不用点火即能激情燃烧，无需清风也

可梦想飞扬”。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有

积极主动的态度、昂扬向上的精神、担

当作为的品质，面对事关长远的大项任

务时目标明确、思路清晰，面对错综复

杂的情况时敢于拍板、执行力强。如此

一来，就能让各项工作在既定的、可控

的轨道上运行，甚至能取得“未忙先做，

事至却闲”的效果。

但不可否认，人推着事走只是一

种理想状态。现实中，很多人是被事

推着走的。比如，有的对工作缺乏预

见性，亡羊了才知道补牢、失火了才

急忙救火，总是按下葫芦起了瓢，或

者为了“偿付昨天”而“透支今天”，陷

入疲于应付的局面；有的对工作缺乏

掌控感，整天像没头苍蝇一样瞎忙

乎，而最核心、最重要的事情却始终

没有进展；还有的怕担事、不作为，提

起问题时两腮发鼓，解决问题却不拨

不动，甚至拨都不动。凡此种种，皆

是事推着人走的表现。

究其原因，一种是能力问题，只

会下“后手棋”，不会下“先手棋”，无

法在纷繁复杂是事务中辨清主次，不

知道该推着什么事走；一种是态度问

题，明知道该做什么，却不愿承担风

险、不想投入精力，更不肯触动自己

的利益，所以患上“选择性拖延症”，

以为“拖到没了结果就是最好的结

果”。不论是哪一种原因，都会导致

工作效率的降低、事业进程的迟滞，

久而久之，消耗的是官兵的信任和耐

心，受损的是领导的威信和声誉，危

害不可谓不大。

可见，要想让各项工作走上正轨、

见到成效，就不能让事推着人走，而应

当是人推着事走。要做到这一点，首先

要搞明白“推着什么事走”。这就需要

把握工作的核心重点，预见事业的发展

趋势，及早谋划、主动出击。正如毛泽

东同志所说，“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

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

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

的普遍的东西”，推着事走，就是要推着

这样的“东西”走。

更为重要的，是点燃工作的热情、

激活进取的精神、锤炼担当的意识。尤

其是党员领导干部，应当迎风而立、破

风而行，决不能“感而后应，迫而后动，

不得已而后起”。

当然，上级的不合理安排，往往是

下级被推着走的重要原因。有基层干

部反映，一根针对接千万条线，“缝纫机

也忙不过来”。类似这样的问题，在“转

变职能、转变作风、转变工作方式”的过

程中，应当着力加以解决。

（作者单位：武警哈密支队）

“不要事推着人走”
■任柯伊

近日，某部一名战士眼睛出现不
适，通过朋友圈的微商代购了一款外国
眼药水，虽价格不菲，却难辨真伪。在
使用该药水一段时间后，他的眼疾并未
好转，反而出现不良反应。为此，该部
提醒战士，海外代购务须谨慎，避免上
当受骗、蒙受损失。

这正是：

代购渗入朋友圈，

孰料真假难分辨。

理性购物心有主，

莫为洋货遮望眼。

洛 兵图 王 鹏文

近日，习主席签署命令，发布《中国

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监察条例（试

行）》。军委训练管理部领导在答记者问

时强调，贯彻落实该条例需要把握的重

点之一，就是把督导训风整治、破除“和

平积弊”贯穿始终，特别提出：以“零容

忍”态度重拳出击治虚打假。

军事训练监察“监”什么、“察”什

么，体现了查纠问题的指向，决定着解

决问题的效度。把治虚打假作为一个

重点突出出来，可谓切中问题要害、直

击症结根子。军事训练是未来战争的

预演，来不得半点的虚、丝毫的假。把

虚和假的问题解决了，才能推动训风实

现根本性好转，从而促进战斗力水平来

一个大的提升。

说到弄虚作假，近期正有典型的一

例。一位头顶着“高学历”光环的明星

演员，由于在直播中回答网友提问时不

知“知网”是什么，被网友质疑学术不

端、博士学位含金量不高。就连他曾经

的粉丝们也无奈感慨：这位“学霸”的

“人设”崩塌了。

所谓“人设”，是“人物设定”的简

称，既包括某人对自身形象的塑造，也

包括公众对此人角色的期待。“人设”崩

塌了，也即形象毁了、角色砸了。试想，

一位演员的“人设”崩塌，都能引起如此

的舆论风浪，如果军人的“人设”崩塌，

又会造成多大的负面影响？

军人的“人设”，理应是铁骨铮铮的

汉子，是直面生死的勇士，是国境的守

护者，是和平的捍卫者，是受尊崇的人，

是最可爱的人。然而，如果该冲锋的时

候不敢冲，该打赢的战争打不赢，那么，

一名军人乃至一支军队的“人设”，就会

不可避免地崩塌。

这并非危言耸听。回望历史，因骄

奢淫逸丧失战斗力的古罗马军团，因软

玉温香变得娇弱不堪的蒙古铁骑，在醉

享太平中耗尽锐气的八旗清兵，不都是

“人设”从树起来到塌下去的典型吗？

近年来，全军上下掀起实战化练兵

热潮，真难严实的要求日益深化，训风

演风考风明显好转。但不可否认，军事

训练虚和假的问题，在个别单位仍然存

在。程式化、简单化，重形式、走过场，

低难度、低标准……凡此种种，归根结

底是唯上唯考唯稳、守旧守常守成的思

想观念在作怪，是对战斗力建设不负

责，对未来战争成败不负责，对战士的

生命不负责，对军人的“人设”不负责。

以训练监察促战备训练，对训练落

实不力的人和单位“有个说法”，目的就是

校正官兵努力的方向，让大家少些空对空

的折腾，多些实打实的砥砺，使该掌握的

本领真正练好、该积蓄的底气真正攒足，

“当那一天真的来临”，能够从容上阵、决

战决胜，从而守护好军人的“人设”。

破冰须用利斧，劲风方可除霾。开

展军事训练监察，就得拿出整风整改的

勇气，树起“雷霆之威”、保持“震慑常

在”，对训练中一切弄虚作假的行为见

到就批、露头就打，彻底把虚样子、假把

式赶出演训场，从而促进部队练出克敌

制胜的高招。如此，我们才能有信心、

有能力打败一切来犯之敌，才能不辜负

老百姓那一句“厉害了我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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磊

“应知应会天天发，考来考去真头

大”“不怕苦也不怕累，就怕题库天天

背”……有基层官兵反映，当前检查考

核既多且杂，光是背记各类题库就花了

大量时间、耗费不少心神，然而实际效

果却有限。

设计并下发题库，固然是促进官兵

学习的一种方式，但决定效益高低的，

不是题量的多少，而是题目的质量。在

不少单位，题库多年不升级，题型无非

填空简答，学习无非死记硬背。如此一

来，不仅难以激发官兵的学习兴趣，也

难以提升大家的能力素质。

据报道，某中学近日的一次语文考

试中，出现这样的作文题：请在中国历

史中随意选取人物，任命一个“史上最

佳君臣组合”，并说明理由。还有一题

是：法国人都德、中国人郑振铎和老舍，

都写过题为《最后一课》的文章，如果他

们同时接受采访，请起草一份采访提

纲。

不得不承认，与以往相比，这样的

作文题让人耳目一新，也让人由衷点

赞。其所考察的，不只是语文知识，还

包括历史、社会、新闻等学科知识；不只

是文字表达能力，还包括理解、分析、综

合甚至想象的能力。这样的作文题，光

靠死记硬背是写不出来的，只有通过日

常积累提升“硬实力”，才能应付自如。

这一做法值得借鉴。部队是要打

仗的，官兵的考场归根结底是战场。如

果题库设计得不走心、没水平，只要死

记硬背就能拿高分，并以为这样就能打

胜仗，岂不是自欺欺人？只有像设计战

争一样不断升级题库，才能促使官兵像

应对打仗一样全力应对考试，从而充分

发挥以考促训、以考促战的作用，切实

提高部队打赢本领。

题库理应升升级
■李尧天

新年度工作开局之际，各单位的机

关给基层下达指示要求，有的还派干部

下基层指导工作。应当注意的是，基层

工作的主体始终是基层官兵自身，机关

指导工作不能喧宾夺主；如果为了刷存

在感而瞎指挥，就更不可取。

基层是部队建设的神经末端，是机

关指导和服务的对象。指导和服务质量

的评判标准，应当是“到位而不越位、卡

位而不错位”“指导但不主导、服务但不

干扰”。就像在一幕戏剧中，主要演员是

基层官兵，机关干部则是保障人员。

曾几何时，少数单位的机关“不甘

寂寞”，似乎不做点什么就不足以证明

自己的价值。有的闭门造车，热衷出

“点子”、想“创见”，然后让基层按图索

骥；有的反客为主，不顾基层情况随意

拍板决策；有的不顾基层的承受能力，

提不切实际的高指标、高要求。总之，

他们给自己戴上“主角光环”，而基层官

兵却成了配角甚至观众。

为什么有的部队机关抓基层的精

力没少投、时间没少花，却收效甚微？

根本原因就在这里。1961年，毛泽东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了这

么一段话：“过去我们老是要数字，什么

东西种了多少，产了多少，今天积了多

少肥，明天又搞些什么，天天统计，天天

上报，统计也统计不及。横直就是那

样，你瞎指挥，我就乱报，结果就浮夸起

来了，一点也不实在。”

“你瞎指挥，我就乱报”，此话值得深

思。当前，正值新旧体制转换、新旧职能

过渡、新旧模式更替的时期，机关以什么

样的作风和态度指导基层，将直接影响改

革成效。只有靠有理、有力、有水平的指

导，而不是“瞎指挥”，才能真正赢得官兵

认可，真正把强军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指导不是瞎指挥
■高旭尧 李浩爽

宋代曾敏行的 《独醒杂志》 记

载，宋与金发生战事，宋朝京师受到

金人抛石机攻击，有人向朝廷献策

“结索网以障之”。孰料，“朝廷反以为

迂，不肯试一为之”。

以索网挡炮弹，听起来确实很

“迂”。然而，何妨“试一为之”，万一

行得通呢？曾敏行举出一例：当年吴

越将领孙琰守卫苏州城时，就曾用这

种方法拒炮，效果显著，孙琰还因此

被称作“孙百计”。

索网，本是用来捕鱼、捕兽、捕

鸟的，竟也可以用来挡炮弹、退强

敌。可见，一件工具的价值大小，不

在于它原本的用途，而在于你能否找

到正确的“打开方式”，敢不敢“试一

为之”。

在人类几千年的战争史上，类似

这样“试一为之”并产生奇效的例

子，比比皆是——

人人皆知船在水里航行，但茨威

格在《拜占庭的陷落》中写道，攻城

一方的舰队处于外海，无法施展力

量，于是他们利用圆木作为滑板，将

舰队运送过山。最终，整整一支舰队

在对方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翻越山岭、

抵达内港，帮助攻城一方赢得胜利。

火箭筒本是用来打坦克的，但阿富

汗游击队在跟苏军作战时，发现用火箭

筒也可以打直升机。结果，这个“试”出

来的新战法在山地作战中屡屡出彩，当

初的苏军、后来的美军直升机，都在阿

富汗的山谷间吃过火箭筒的亏。

由此观之，武器装备除原有的用

途之外，也可能具有一定的“隐性能

力”。要想发挥这种“隐性能力”，有

赖于天马行空的想象，有赖于“试一

为之”的胆魄。特别是处于劣势的一

方，要想战胜强敌，更需要创造性地

发挥武器装备的效能，正所谓“运用

之妙，存乎一心”。

反之，如果自己没见过便觉得

“不可能”，试都没试过便认定“行不

通”；如果困在庸常思维的高墙之内，

还笑话那些“试一为之”的做法是

“迂”……又怎能奢望在僵局中觅得战

机，在绝境中反败为胜？

“石墙易毁，心墙难拆。”在一定

的环境中待久了，的确容易形成一套

固定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另一方面，

改变现状的确可能引起麻烦、付出代

价。但是，倘若因此就不愿探索、不

敢尝试，甚至因循守旧而不知、自我

设限而不觉，就会在终日的机械重复

中沦为“套路”的囚徒，也就难以打

开未知的空间、遇见更好的自我。

战争形态的演进历程，正是由一

个个“试一为之”的故事串联而成。

当前，新军事革命方兴未艾，更多的

“不可能”已经或正在被无情地证伪。

高超声速作战、非接触打击、发现即

摧毁……曾几何时，这些概念都是天

方夜谭一般的存在，时至今日，不也

正一步步走进现实吗？

未来战场上，哪一只“黑天鹅”

将左右战场局势，哪一头“灰犀牛”

又将影响战争走向，很难作出预料。

正因如此，才应当勇于打破经验主义

和教条主义的桎梏，多一些自主自觉

的“试一为之”，少一些自以为是的

“反以为迂”。否则，就可能败在“万

万没想到”的问题上。

不论在哪个时代，敢于“试一为

之”的人都是少数。因为这不仅需要

挣脱思维的枷锁，还需要迈过胆怯、懦

弱、浮躁、懒散等诸多沟坎。从这个意

义上讲，谁敢“试一为之”，谁就已经走

在了多数人的前面。行进在新时代的

强军征程上，每名官兵都应拿出凌云壮

志、万丈豪情，既敢于挑战对手，更

敢于挑战自己，在未来战场的较量中

发挥出“试一为之”的巨大力量。

何妨“试一为之”
■魏 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