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玉 渊 潭

基层观澜

长城论坛

八一时评长城瞭望

6八 一评论 E-mail:jfjb81pl@163.com２０１９年２月２７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张顺亮

某部训练督察时发现一种“怪”现

象，不少官兵热衷于补考，有时一次参

考人数就多达几十人。仔细深入核

查得知，真正因为集训、伤病、休假、外

出学习等因素，而不能参加之前正常

考核者还不到一半。

补考为什么这么“吃香”？一名有

过补考经历的战士道出缘由：“首考严，

补考松，基本都能轻松过关。”于是，一

些平时训练基础较差的官兵以各种借

口躲避考核，寄希望于补考过关。有的

则因为首次考核成绩不理想，打算在补

考中“扳回一城”。

补考是为了落实训练标准、补齐短

板弱项、强固打赢基础而设立的一道

“关口”。如果组织不规范、要求不严

格、标准不落实，补考就走了过场、流于

形式。“关口”一旦变为“缺口”，官兵就

有空子可钻，滋生侥幸过关心理，败坏

训风考风，损害部队战斗力建设。

考场连着战场，敌人不会给我们补

考机会。平时训练补考留下的“缺口”，

未来战场上就可能成为流血的“伤

口”。要从平时做起，从点滴严起，鲜明

立起按纲施训、实战实考、严训严考导

向，坚持各类补考与首考程序一样、标

准一致、难度不降、评判从严，坚决杜绝

人为“放一马”的现象。

同时，要严格区分补考人员类型，

对借故躲避考核者要严肃处理，对因考

核不及格而参加补考的，成绩只能记为

“补考及格”或“补考不及格”，并与评先

争优晋升挂钩。只有这样，才能发挥考

核的“指挥棒”作用，考出真实水平、考

出压力动力、考出实战能力。

（作者单位：第80集团军某工化旅）

“扎堆”补考须防钻空子
■张千里

前不久，地方某单位在安全监管履

职量化考评中排名倒数第一，分管领导

仍按“惯例”在考评通报上签上“已阅”，

企图糊弄了事，结果受到严肃处理。

面对不体面的“考分”，本应引起高

度重视，深挖根源，汲取教训，举一反

三，有的人却习惯于当“二传手”，依然

“轮流圈阅”。层层上报、签字、传阅，层

层不表态、不思过、不担当，这是典型的

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对于我们破除和

平积弊具有警示意义。

积习难改，“已阅”成习，这种现象并

不鲜见。传阅的文件不管是问题通报，还

是上传下达，一律不拿建议、不提要求，一

“阅”了之。看起来事事经手了，实际上不

思考、不研究，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

实文件。这种人习惯于有任务布置一下，

有会议传达一下，有情况上报一下，有问

题推脱一下，只考虑把球快速传出去，却

不关心球是否传到位、得了分。

不难发现，“已阅”成习往往是与表

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结伴同行”

的，说到底是不担当、不作为。如果事事

“让领导拍板，让集体决策”，处处“将矛盾

上交，将责任下移”，上级精神就只能在文

件里“空转”，目标任务就只能在会议上

“漂泊”，败坏部队风气，贻误强军事业。

“担责”变“推责”，不可不防，不得

不刹。除了加强干部队伍自身思想作

风建设外，还要加快建立完善问责机

制、激励机制和容错机制，切实唤醒责

任意识、激发担当精神，做到事不避难、

敢抓敢管，负责担责、尽职尽责。

（作者单位：武警后勤学院）

不能签个“已阅”就完事
■张仪璞

“须知国破家何在，岂有舟沉橹独

浮。”一条船沉没了，橹也不可能漂浮太

久。这个道理并不深奥，但打开波涛汹

涌的历史画卷，兴衰更替的悲剧总在不

停地上演。大宋王朝这场大戏，把这一

规律演绎得淋漓尽致。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

灭！”这是何等的悲惨屈辱，这是何等的

痛彻心扉。然而，此时的宋高宗在干什

么呢？《坚瓠集》记载，宋高宗好养鹁鸽，

并亲自放飞。一位士人赋诗讽之：“鹁

鸽飞腾绕帝都，朝收暮放费工夫。何如

养个南来雁，沙漠能传二帝书。”为什么

不如养一只雁呢？因为鸿雁可以传书，

此时的徽、钦二帝正被囚禁于北方，受

尽折磨，备受虐待。

《宋史·宗泽传》里也讲，宗泽前后

二十多次上奏请求返回东京皆杳无音

信，忧愤成疾，疽发于背。诸将领进帐

问候病情，宗泽说：“吾以二帝蒙尘，积

愤至此。汝等能歼敌，则我死无恨。”众

将泣不成声：“敢不尽力！”第二天，风雨

交加，宗泽连喊三声“过河”而死。而此

时的宋高宗“直把杭州作汴州”，习惯了

半壁江山的安逸，早已忘却了北方沦陷

的家国之痛，怎么会想着“过河”！

南宋朝廷如此苟且偷安，被囚于北

方的君臣又怎样呢？《朱文公文集》里，

金人索取投降表，钦宗不得已，“诏从臣

孙觌为之；阴冀觌不奉诏，得以为解”，

没想到“觌不复辞，一挥立就，过为贬

损，以媚虏人，而词甚精丽，如宿成

者”。无奈之下，被逼而写，孙觌完全可

以草草而就，官样文章，委婉表达。没

想到，孙觌却卖尽力气，极力贬损作贱

宋朝，而且一气呵成，好像早有腹稿。

写降表有如此美好心情，可见早有降金

之心。

“一曲危栏人独倚，江山浑在梦中

看。”南宋之倾覆，不只是君臣的堕落，

而是大多人的灵魂都装上了假肢。高

宗年间，西湖白塔桥，路人印卖去京城

的交通图。有人看后题诗：“白塔桥边

卖地经，长亭短驿甚分明。如何只说临

安路，不数中原有几程。”交通图是描绘

地理疆界的图册，可以折射出人们对国

家版图的意识，看到整个社会的心态。

此交通图上详细标明了去临安的路线，

唯独没有标注到北方中原的路程。可

见，北方已经在交通图上消失了，人们

心目中的国家疆界也只有南方了。

从北宋到南宋，曾经“路入神仙宅，

翠锁梵王宫”的东京梦华，到头来只落

得个“九庙山陵孤塔雨，千年城郭半江

潮”的悲惨结局。令人唏嘘，也让人痛

心。一个朝代的覆灭，往往是精神上的

沦陷；一个国家的灭亡，也是灵魂上的

死亡。且精神上的堕落并非如肉体死

亡瞬间殒落，而是一个“木朽虫生，墙罅

蚁入”的渐变过程。从量变到质变，从

蚁穴到溃堤，最后“船到江心补漏迟”，

最终“樯橹灰飞烟灭”。

精神上的站立才是一个民族真正

的崛起。中国近代以来的仁人志士，无

不为唤醒民众的精神而奔走呼号。秋

瑾英勇就义时喟叹：“忍看眼底无馀子，

大好河山少主人。”陈天华写完《猛回

头》蹈海自尽：“恐同胞之不见听而或忘

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鲁

迅为了医治国人的看客心态、麻木病

态，意识到“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

精神”，毅然弃医从文：“今索诸中国，为

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杨靖宇陷入绝

境时，对劝降的叛徒说：“老乡，我们中

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这句话至

今仍在天地间回响。

马基雅维利有句名言：“造就最强

大国家的首要条件不在于造枪炮，而在

于能够造就其国民的坚定信仰。”中国

共产党在当代最伟大的历史成就之一，

就是再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长

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让群众

看到我们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党，红军

是人民的军队、真正抗日的力量。《义勇

军进行曲》是团结的冲锋号，《黄河大合

唱》是战斗的总动员，毛泽东对抗大学

员说：“我们‘抗大’人，不能有一个是不

抗战到底的！不能有一个是不反对投

降的！”最惨痛的沉沦造就最辉煌的崛

起，战争让中国成为了废墟，同时也让

中国人从精神上获得了新生，这个古老

的民族从此开启新的复兴征程。

“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

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

耸立。”拥抱新时代，阔步新征程，强固

万众一心的精神纽带，激发自强不息的

精神动力，保持中流击水的劲头，涤荡

以梦为马的激情，“中华号”巨轮一定能

够劈波斩浪、扬帆远航，胜利驶向充满

希望的明天。

精神上站立才是真正的崛起
■马兆永 王惠宇

篮球场上，有一种打法叫“错位靠

打”，就是通过挡拆换防，形成以强攻弱

之势，轻松得分。

球场如战场。信息化战争是敌对

双方体系间的对抗、系统间的较量，单

个要素精强、作战单元灵活、各个系统

优化，方能攥指成拳、雷霆出击。然而，

“兵者，诡道也”，犹如田忌赛马一样，体

系对抗不可能是强对强、弱对弱，兵对

兵、将对将。兵无常势、战无定法，“强

胜弱败”是战争的基本规律，“以强击

弱”永远是胜战的不二选择。

如果说冷兵器时代和机械化战争

中还可以“千里走单骑”“一招鲜，吃遍

天”，那么在信息化体系作战中，作战能

力往往由短板决定，某一方面的弱势可

能导致全盘皆输。作战体系中的短板

弱项，往往是对手寻找并攻击的重点，

容易形成弱对强的“错位”，形成一边倒

的局势。一体化作战中，弱点一旦成为

“软肋”“死穴”，就会变成致命的“阿喀

琉斯之踵”，牵一发而动全身，击一点而

撼全局。

纵观近几场局部战争，从“黄金峡

谷”行动到“海王星之矛”行动，从阿

富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胜出一方无

不依靠作战力量有机整合、作战单元

密切配合、作战要素深度融合，而失

败一方则大多是因为作战体系上存有

明显弱点，且被对手精准破袭，导致

指挥系统瘫痪、作战体系崩溃。这也

充分证明，体系短板是最危险的短

板，加强体系建设等不得、慢不得，躲

不开、绕不过。

“兵之胜负，不在众寡，而在分合。”

我军近年来十分注重作战体系建设，牢

牢把握信息主导、体系支撑、精兵作战、

联合制胜的特点规律，以对作战体系的

贡献率为衡量标准，统筹加强各种力

量、各个系统、各类要素建设，重点提高

侦察预警感知、信息共享利用、指挥控

制联动、网络安全防护、精确实时保障、

能力量化评估等关键能力，夯实铸牢了

作战体系的“四梁八柱”。

但也要清醒看到，我军作战体系

中的一些短板弱项仍然十分明显，尤

其是一些阻滞体系形成的瓶颈问题还

未得到根本解决。比如，指控系统网

络化信息化智能化程度低，战场态势

融合差距大，辅助决策功能弱，数据信

息缺乏。再比如，武器装备体系设计

不足，实战化检验不是很到位等等，制

约了作战体系效能。这些体系短板不

在战争打响之前补强，战场上必将付

出血的代价。

“弛一机，万事隳。”过去作战能力

由强点决定，我们一直强调“扬长避

短”。现在是体系对抗，短板是作战体

系的“命门”，必须突出“固强补弱”，防

止出现“短板效应”。军种链路能不能

有效兼容、无缝对接，指控系统能不能

全域联通、全时保通，作战体系能不能

全网互融、末端贯通，信息系统能不能

深度融合、高效运行……这些作战体系

中的“问号”犹如木桶上的短板，只有及

时补齐加固，才能扩大打赢的容积，从

而形成体系优势，实现战斗力倍增。

不可否认，作战体系中诸要素的

地位作用是不一样的，不可能“齐步

走”，一线平推。补齐短板的同时，必

须加固长板，打造作战体系的“拳头”

“尖刀”“利刃”。如果没有自己的“撒

手锏”，即使找到了敌人的软肋，也只

能是有想法没办法，望洋兴叹。战略

预警、军事航天、防空反导、信息攻防、

战略投送、远海防卫等力量，都是作战

体系中的“骨骼”和“肌肉”，必须专注

强项、重点突破，并进一步挖掘扩大长

板的辐射效应，努力锻造新型、新质、

新锐作战力量，增强一锤定音、决战决

胜的能力。

“战争不是神物，而是世间的一种必

然运动。”那么，只要是运动的事物，就一

定有规律可循。战争形态加速演变，作

战形式不断升级，作战体系也不可能一

成不变，每一个要素的变化，都会引起相

应要素的改变。只有坚持体系建设思

想、超前设计理念，紧盯弱项补短板，抓

住强项求突破，协调发展固根基，切实把

各作战要素练强，把各作战单元练精，把

各作战体系练活，坚决纠治自成体系、自

我发展、自我保障、相互掣肘等现象，才

能实现体系作战能力最优化、最大化，形

成强大战斗合力、胜战威力。

（作者单位：陆军某合同战术训练

基地）

有一个软指头就难以攥成硬拳头
—在解决问题中聚力推进备战打仗⑤

■王金龙

结合，意指人或事物之间发生紧密

联系。对这个概念，我们并不陌生，在

一些文电中会经常看到。诸如“结合实

际抓好落实”“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要搞好结合渗透”，等等。

结合是一种思维方法，也是一种

工作方法。如果单从文电来看，“结

合”得是比较完美的。但在实际工作

中，个别同志在思考筹划年度工作时

能够想到“结合”，但在具体落实过程

中却抛在了脑后，“嘴巴”上叫得响，

“手头”上却做不到。从这种现象分

析，一些文电中的“结合”，更多的是一

种思维定势、文字习惯，并没有真正成

为一种思想观念和创新理念，也没有

成为一种工作方法和指导方式。换句

话说，“结合”被当作了“装饰品”，只为

“中看”，而不管是否“中用”。

为什么“结合”能够在文电中运用

自如，而在实际落实时却不如人意呢？

究其原因，一是不良文风作怪。个别同

志追求的是想到了、讲到了、提要求了，

先在文件里写上再说，至于工作中能否

得到落实却不关心，这是典型的形式主

义。二是各级把关不严。落细落小落

实，是我们一贯强调的工作作风和要

求。各级领导和机关理应负起把关之

责，但有的对那些文风不实、虚与委蛇

的行为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之任

之。三是深入研究不够。转改作风要

坚持以“实”为要，不能遇事大而化之，

笼而统之，而要提出具体要求，列出落

实清单，制定详细措施。如果“结合”多

是原则、缺少细则，没有研究实际情况，

没有解决问题的决心，必然导致嘴巴上

喊口号，落实上放空炮。

“结合”是一篇大文章。这不是普

普通通的一个词，也不是可有可无的两

个字，而是我们在推进“三个转变”中应

当确立的一种重要理念，是我们在工作

指导中需要确立的一种工作方法，更是

我们把工作往深处细处实处推进的“下

篇文章”。要想“结合”得好，最关键的

一点就是具体化。一具体就落实，一较

真就有效。列出操作性很强的清单，拿

出实用性很高的招数，就能把“结合”从

文字变成部署，把要求落到实处。

“结合”是一门大学问，不下真功夫、

不用大气力是难以做到的。一项工作与

另一项工作要“结合”，应先看主次，搞清

楚谁要融合谁，然后再看相同点，也就是

“结合点”。这是“结合”的关键点，同则

融，异则分。一年之计在于春，做好“结

合”正当时。只有把不同工作的相同点

搞清楚了、关键点弄明白了，“结合”的工

作才能抓到位、落到底，才能产生互促共

融、相得益彰的实际效果。

（作者单位：山东省军区）

别把“结合”弄丢了
■王洪奇

在央视播出的感动中国2018十大年度人物

颁奖盛典中，多位获奖人物与军队有着不解之

缘。他们是扫雷英雄杜富国、“中国核司令”程开

甲、空降兵某师离休人员马旭、飞行教员转业的

英雄机长刘传健、勇斗歹徒的退伍老兵吕保民，

以及守岛卫国32年的民兵王继才、王仕花夫妇。

“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们给我

最多感动。”感动的潮水仍然在人们的心海激荡，

一个颇具理性的命题引发了军营内外思考：子弟

兵为何一次次感动中国？

2002年以来，共有170人当选为感动中国年

度人物，其中军人、退役军人20多位。杨利伟、梁

万俊、杨业功、华益慰、丁晓兵、孟祥斌、李剑英、武

文斌、何祥美、李文波、阎肃、官东、陈俊贵……他

们当中有精武先锋，有科学巨匠；有许党报国的赤

子，有见义勇为的英雄；有的“干惊天动地事，做隐

姓埋名人”，有的“坚守平凡，创造非凡”。其实，在

全国道德模范、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全国见义勇

为英雄模范等评选表彰活动中，子弟兵都以过硬

的事迹，一次次成为聚光灯的焦点。

“当一只大雁从那片森林飞出，人们会说那

只大雁很神奇；当一群大雁从那片森林飞出，人

们会说那片森林很神奇。”人民军队为何英雄

多？人民军队为何雷锋多？人民军队为何好人

多……我们有必要探寻一下这片“神奇的森林”，

把诸多“为何”的问号拉直。

这是因为人民军队秉承着永恒的红色基因。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在天

南地北的座座军营，活跃着一个个以英雄名字命

名的集体：“杨根思连”“董存瑞班”“谢臣班”“王杰

班”等。人民军队传承红色基因，发扬红色传统，

一次次在国家危难关头和重大历史考验面前，挺

起中华儿女的精神脊梁，展示出中华民族的精神

境界。90多年来，人民军队在党的领导下，不仅一

刀一枪打下了红色江山，日复一日守卫着祖国和

平，而且以模范行动引领着社会风尚，为中华民族

树立了一个个精神标杆和道德楷模。

人民军队历来被誉为培养人的大学校、造就

人的大熔炉。成就大业，首在立人。我军坚持把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作为政治工作的主要

内容，教会官兵立身、立志、立德，在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上始终走在前列。当一茬茬青年官兵

带着青涩、懵懂甚至另类走进军营，经过从“铁”到

“钢”的锻打和重塑，身上的“骄娇”二气逐渐褪去，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逐渐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于是，才有抗洪大堤上“最美睡姿”，火

灾现场中“最美逆行”，长江浊流里“最美潜游”，才能一次次感动你我、感动中国。

“东风露消息，万物有精神。”伟大的事业呼唤伟大的精神。在运筹帷幄的指挥

所，在灯火通明的试验室，在险情频发的巡逻路，在严阵以待的演兵场……到处都有

人民子弟兵战斗的英姿、默默的坚守、无私的奉献、为民的赤诚。“山知道我，江河知

道我，祖国不会忘记我。”在强军新时代，人民子弟兵总是以英雄主义的血性、集体主

义的奉献、“苟利国家生死以”的忠诚、“一剑曾当百万师”的气概，标注出一个民族的

精神高度。绿色军营多英豪，这是人民军队的使命所系，也是中国军人的境界使然。

当年上甘岭战役的指挥员秦基伟曾说：“上甘岭战役既是敌我双方军力的较

量，又是两种世界观、两种价值观、两种思想体系的较量。”这一精辟的结论告诉我

们，当人民军队把我军特有的政治优势和精神优势熔铸为打赢的刀锋，必然会带

给国人更多震撼、带给敌人更多胆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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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营营长在车炮场检查时发现，
大部分官兵对新配发的导弹车保养认
真，对一旁的老式高炮却“视而不
见”。原来，大家认为老旧装备很快就
要列入移交了，没必要花费太多精
力。这种观念是错误的。不论新旧武
器装备，都要精心维护，随时保持其良

好的技术性能和战备状态。
这正是：
第二生命诚可贵，

岂能冷落旧装备。

精心保养莫偏心，

召之即来能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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