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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有过晕车的经历，但有一

类人很少晕车——司机。有一种解释

是，坐在驾驶位的人掌控着汽车的运

行状态，什么时候刹车，什么时候转

弯，什么时候颠簸，他都会有一个心

理预期，并提前做好准备。而乘客则

不同，对汽车运行状态的变化，往往

只能被动地接受。可见，是主动应对

还是被动接受，差别十分明显。

“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孙

子的这句名言，道出了掌握战争主动

权的重要性。“主动”作为一种特殊的

“权”，是一支军队建立优势的基础、

形成胜势的前提，一旦失去了这种

“权”，离失败也就不远了。因此，力

争主动、力避被动，并尽一切努力迫

使对方失去主动、居于被动，始终是

交战双方博弈的焦点。

有备才能无患，备战务须主动。

回顾历史，强大的德国之所以不敢侵

犯瑞士这个小国，很重要的一点就在

于瑞士人备战意识强烈，“迈出右脚是

一位公民，迈出左脚就是一名战士”。

事实证明，只有切实把“箭在弦上”当

成一种常态，把“从难从严”练成一种

习惯，才能避免受别人欺负。反之，

“若兵无先备”，就会产生“不应卒”“失

于机”“后于事”“不制胜而军覆矣”的

多米诺骨牌效应，造成难以挽回的损

失。

这笔账，丘吉尔算得很清楚：“如

果我们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而战争没

有爆发，我们失去的可能只是黄金。

但如果我们事先没有做好准备而战争

爆发了，我们失去的将是整个大英帝

国。”从纳粹德国闪击苏联，到日本偷

袭珍珠港，再到中东战争以军偷袭得

手，无不印证了这个道理。

然而在现实中，仍有少数单位把

备战模式调成了“被动式”。比如，

有的主动掌握研判情况不够，遇有突

发情况反应迟缓、指挥忙乱、处置不

周；有的作战方案计划“旧、虚、

粗”，满足于“有”而不是立足于

“用”；有的值班力量要素不齐全、布

局不合理、联动程度不够；有的战备

基础建设历史欠账多，战备物资设施

应急才请领、轮战才抢修，遂行大小

任务都要临时调整；有的新改建部队

装备与编制不一致，人员专业对口率

低，物资器材配备缺口大……凡此种

种，皆是“被动式”备战的表现。

应当认识到，我国面临的安全形

势严峻复杂,倘若思想麻痹、精神懈

怠，不主动做好充足的准备，就会有

重蹈历史覆辙的危险。尤其是现代战

争“首战即决战，发现即摧毁”，爆发

突然、进程短促，预警时间极短甚至

没有预警，日常战备水平往往是影响

战争结局的关键因素。只有准备周

全，才能争得主动、谋得胜算；如果

疏于防备，就难免被敌人牵着鼻子

走，甚至落得兵败将亡的下场，那是

要负历史责任的。

“随时准备打仗”绝不是一句简

单的口号，而是要落实到行动上，

必须对备战紧抓、实抓、主动抓。

应当进一步增强“席位就是战位，

值班就是备战”的意识，保持指挥

机构灵敏高效运行，优化战备值班

力量结构布局，论证施行战备任务

周期轮换制度，按实战要求分类量

化战备标准，常态组织战备检查和

能力评估，确保部队时刻保持正规

值班秩序和良好战备状态。

掌握主动、拒绝被动，就能“任

尔东南西北风，我自岿然不动”。只要

各部队始终盯紧未来战场的“灰犀

牛”“黑天鹅”，着眼“突发”做文

章、立足“应战”设考题，把“主动

式”备战模式搞得更加完善，就一定

能打通战斗力的“任督二脉”，练就

“一剑封喉”的胜战本领。

（作者单位：武警上海总队）

尽快扭转“被动式”备战模式
——在解决问题中聚力推进备战打仗⑥

■谢 军

近日，有网友在微博上向一位知

名作家提问：请问如何“跳出舒适

圈”？孰料作家反问了一句：为什么要

“跳出舒适圈”？

一段时间以来，“舒适圈理论”

走红网络。你过得不错，就有人提醒

你“别沉醉其中”；你甘于平凡，又

有人提醒你“要活得精彩”。但是在

这位作家看来，“跳出舒适圈”的说

法本就值得反思：将自己所处的环境

“妖魔化”，将自己取得的成绩“贬值

化”，非得跳出去不可，未必是正确

的选择。

军人是要打仗的，干的是苦活

儿、累活儿、有生命危险的活儿，图

舒服就不会来当兵。但实际上，军人

也面临“跳出舒适圈”的问题。比如

做一件工作，时间长了就容易形成习

惯、产生惰性。尤其是当前，很多单

位转隶、移防，官兵面临陌生的环

境、陌生的任务，一时感到“不舒

服”是正常的。但应当认识到，只有

勇敢跳出以前的“舒适圈”，尽快适应

新体制、新职能、新使命，才能把强

军事业向前推进。

当然，有一些领导和机关干部，

“为了不舒服而不舒服”，就另当别论

了。比如，有的热衷于搞空转虚耗的

乱折腾、繁琐拖沓的瞎忙活，不仅忙

坏了自己，也拖累了部队，搞得大家

都不舒服。如此这般的“跳出舒适

圈”，不仅无益，而且有害，不仅不能

提倡，而且应当杜绝。

也有一些人，喜欢提脱离实际的

“创见”、搞有名无实的“创新”，却对

自己重犁深耕的领域、技艺精湛的绝

活不懂得珍惜、不认真守护，甚至弃

如敝屣，还美其名曰“跳出舒适圈”。

殊不知，有些“舒适圈”是历经磨难

后才得来的，是反复测试后才留下

的，“跳出去而后快”的行为是不理智

的表现，也必然得不偿失。

对 军 人 来 说 ， 应 当 跳 出 哪 些

“圈”、留在哪些“圈”，归根到底要看

是否有利于提升战斗力。把握住了这

个标准，就能心有定力、保持清醒，

不断取得新的成绩、积蓄胜战底气。

否则，跳来跳去看似热闹，却未必能

跳出个名堂来。

从某种意义上讲，与其“跳出舒

适圈”，不如“拓展舒适圈”。毕竟，

吃苦的终点不是吃更多的苦，受累的

目的不是受更大的累，吃苦受累，为

的是摘得胜利的果实、喝到祝捷的美

酒。如果为着这个目标而努力，就能

从苦里品出甜，就会再累也感到值，

从而进入另一个“舒适圈”。

（作者单位：西宁联勤保障中心）

话说“跳出舒适圈”
■李 钊

一位商界名人在谈到企业发展时，

以“跑步机”为喻：你可能跑得非常努

力，跑得满头大汗，跑步机上显示你跑

了一万公里，但是，“停下来你还是在原

地，不停下来你也还是在原地”。

现实中，这种现象并不鲜见。

如，国内一家共享单车企业，曾经意

气风发、动作频频，看似在大跨步地

前进。但由于脱离了企业实际、背离

了发展规律，最终陷入困境。这就好

比在跑步机上奔跑，不仅永远抵达不

了“远方”，还有可能跑到筋疲力尽，

狠狠摔上一跤。

有学者认为，这些企业不断融

资、并购、扩张，为的就是掌握更多

资源，以为这样就能实现发展。但实

际上，他们的辛勤汗水换来的，只是跑

步机上“一万公里”的读数。究其原因，

他们忘了追问“资源”的本质——只有

能被自己转化为实际价值的东西，才

是真正的资源。如果费了很大精力，

弄来的是自己用不好、不会用的“伪

资源”，又何异于在“跑步机”上徒劳

地奔跑？

对于个人而言，道理也是一样。

有的人每天刷微博、读网帖、看公众

号，忙得不亦乐乎，以为这样就能获

取更多的信息资源。但实际上，他们

不仅难有长进，反而变得更加迷茫、

焦虑。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他们把

大量精力花在了无法“为自己所用”

的东西上，跑了半天，还是在原地。

对部队官兵而言，这种“跑步机

陷阱”应当警惕。改革过程中，很多

新组建单位的领导感慨“日子不好

过”：要么缺人才、要么缺场地、要么

缺资金，总而言之，缺资源。但实际

上，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资源的多少，

而是如何将现有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

的战斗力。如果把精力放在摆困难、

要资源上，非要等到“万事俱备”了

再抓练兵备战，就有掉入“跑步机陷

阱”的危险。

从另一个角度看，过分关注外部

资源，反而容易忽略自己所拥有的核

心资源。经济学中有个概念叫“洼地

效应”，意思是说，任何人都能通过自

己的比较优势，增强对各种要素的吸

引力，创造出理想的竞争优势。认清

自己的潜能，发掘自己的富矿，依托

现有资源抓紧练兵备战，让“手中武

器”的价值发挥到极致，远比在“跑

步机”上奔跑有意义得多。

（作者单位：解放军第970医院）

警惕“跑步机陷阱”
■刘成波

近日，某部机关工作组下基层调
研之前，竟通知基层：提前准备好“调
研报告”，并依据“调研中发现的问题
和困难”，拟定好相应的“对策措施”。
上级了解情况后，对这一错误做法果
断叫停。

这正是：
未及播种已得瓜，

此种作风太浮夸。

调研还须实在点，

莫让作秀惹笑话。

洛 兵图 李军学文

“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

匀。”自古至今，咏柳的诗词不可胜

数。那含情脉脉的“曲江柳”，摇曳情

思的“章台柳”，迎来送往的“灞桥

柳”，给“诗家”点燃了多少创作的灵

感，又给我们留下多少绝美的佳句。

然而，爱柳、咏柳者众，“有心插

柳”者却未必多。正如 《增广贤文》

中明白写着“有意栽花”“无心插

柳”，人们似乎更愿意把精力用在栽花

上，对待插柳就不那么用心了，即便

后者的成功率更高。

何以如此？其一，柳树生命力强、

容易成活，随手一插就可绿树成荫，既

然如此，何必太费心思？其二，“花明”

而“柳暗”，花开满园之时必是鲜艳夺

目，而柳树种得再好，也难以引人注

目。其三，栽花见效快，短则一两年、

多则三五年，总能见到成果，插柳就不

同了，“十年树木”的结果，多半是“后

人乘凉”。

然而，笔者还是宁将“无心插柳”

的“无”，易作一个“有”。毕竟，世上

的事成如容易却艰辛，“无心插柳柳

成荫”的事，多半靠运气。倘若一镐

一个坑、一坑一棵树，今天栽之无意、

日后“植”之不理，结果可能是“年年

栽树年年荒，年年栽在老地方”，又有

什么意思？

真想把树种好，终究还须用心。

回顾历史，那些因“插柳”而成名，

受众人敬仰、传千年佳话的人，无一

不是“有心插柳”——

西汉名将周亚夫，治军很有水

平，爱柳也很出名，他率军驻扎在细

柳，又种下很多柳树，使军营从此得

名“柳营”。唐代的文成公主出嫁西藏

时，把从长安带去的柳树种在大昭寺

前，这“公主柳”至今郁郁葱葱，成

为民族团结的不朽象征。柳宗元本就

姓柳，又到柳州任职，还在柳江西岸

种了很多柳树，更成为一段美谈。晚

清名将左宗棠在任陕甘总督期间，带

兵在河西走廊沿途植柳，使“左公

柳”成就了“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

的塞外奇观……

试想，这些人当年“插柳”之

时，必是花费了不少心思、倾注了不

少心血的。他们不会因为柳树生命力

强、容易成活，就种得漫不经心、浮

皮潦草；不会因为柳树不如鲜花明

艳，就忽视种树的真正意义和价值；

他们栽树为的是长远之利、众人之

利，而非一时之利、一己之利。正因

此，他们种树种出了名堂、荫泽了后

世，最终也把自己种成了一棵参天大

树。

有时候，从“无心插柳”到“有

心插柳”，需要一个演进的过程。科索

沃战争中，美军第一架“捕食者”无

人机是在仓促间加入战斗的，当时战

地指挥官并未对其抱太大期望，但效

果之好却出人意料。这反过来又促使

美军加大了研制无人机的投入，获得

巨大成功。实际上，许多成功的事

业，起初未必有缜密的计划，反而

可能是误打误撞，但只要发现了那

缕通往胜利的微光，就必须重视起

来、较真起来，不能再继续“无心

插柳”了。

也有时候，表面看似“无心”，实

则需要“有心”。正如前苏联教育家苏

霍姆林斯基所说：“教育者的教育意图

越隐蔽，就越能为教育对象所接受，

就越能转化为教育对象的内心要求。”

不惟教育如此，但凡需要“影响力”

的领域，都需要经过努力探索、长期

积淀，才能在看似不经意间，以“无

为之事，不言之教”胜“有为之事，

多言之教”，达到“一棵树摇动另一棵

树”的效果。

人生如树，树如人生。延安时

期，毛泽东同志曾以柳树为喻：共

产党员要像柳树一样，插到哪里就

在那里活起来。愿这个世界多一些

“有心插柳”的人，也期望每个人都

能生如柳树，年年增枝添叶，年年

拔节生长。

多些“有心插柳”
■魏 寅

近日，中宣部命名第五批全国学

雷锋活动示范点和岗位学雷锋标兵，

强调要大力弘扬雷锋精神，广泛开展

学雷锋活动，集聚道德建设正能量，

推动形成引领社会进步的文明风尚。

雷锋，作为一个生命个体，其短

暂的一生只有22年；而作为一个精神

坐标，至今已矗立了56载春秋。1963

年3月5日，毛主席发出“向雷锋同志

学习”的伟大号召。自此，这个普通

士兵的名字永远地刻在人们的心头

上，写在每一个春天里。

他没有经历过战火的洗礼，却成

为“道德战场”的一位真英雄；他只

有1.54米的个子，却成为人民军队的

一名排头兵。他用平凡的善举垒成精

神的高山，以终身的行动回答了“为

谁活着，怎样做人”的人生答卷。

我们年年学雷锋，雷锋当年学的

谁？1961年夏天，雷锋送给养猪模范

冯健一张自己擦车的照片，并在照片

背面写上赠言：“冯健姐姐：我永远向

你学习，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1962年，雷锋在一次共青团代表大会

中，认识了勇救落水战友的刘成德，

随后在刘成德的笔记本上写下赠言：

“亲爱的刘成德战友，您是优秀的共青

团员，是我永远学习的好榜样……”

可见，雷锋学习的榜样，不只是

那些英雄、伟人，也包括身边的普通

人。这些人未必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壮

举，但只要身上发出了一丝一缕的

“道德光芒”，雷锋就引为自己的榜

样，从而照亮自己前行的路。

也许有人觉得，雷锋诞生于一个

特定的时代，现在还讲“学雷锋”，有

点过时了。的确，随着“陌生人社

会”的到来，人际关系遇冷的问题似

乎难以回避。每每出现“老人摔倒无

人敢扶”之类的新闻，就有人拖长声

调叹一声“人心不古”，并将之作为

“我也不扶”的理由。其结果，只能让

本已遇冷的人际关系更添几分寒意。

倘若长此以往，整个社会就可能因

“道德贫血”而堕为“霍布斯丛林”。

其实，“老人摔倒无人敢扶”并非

事实的全部，我们身边从不缺乏“敢

扶”的人。像“双手接住坠楼幼儿”

“舍命救助落水少年”“勇闯火海救助

居民”，还有“最美逆行”“最美潜

游”“最美睡姿”，不也频频见诸报道

吗？关键在于，是只看到“不扶”的

一面，还是多看看“敢扶”的一面；

是把“不扶”的人当成标杆，还是以

“敢扶”的人作为榜样。

再遇到“扶不扶”的纠结，不妨

想想“雷锋当初学的谁”。其实，每个

人都有选择“学谁”的权力，这也往

往决定了他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或许是“学雷锋”的另一层意义

之所在。试想，如果每个人都能少一

些形同陌路的冰冷决绝、强势围观的

看客心态、值不值得的精心算计，多

一些以心换心的真情付出、守望相助

的道义坚持、赠人玫瑰的慷慨无私，

我们不就能“遇见一个更好的自己”，

造就一个更美的大家庭吗？

这两年，我国将“国际志愿者日”与

“学雷锋日”结合起来，大力倡导“学雷

锋志愿服务”，让学雷锋活动与国际接

轨，焕发新的生机。据统计，中国的

注册志愿者已经过亿，再加上数量庞

大的未注册志愿者，志愿者的总体数

量已经蔚为可观。无论是救灾抢险还

是扶弱助残，无论是社区建设还是环

境保护，在各个领域都可以看到志愿

者的身影。可以说，当雷锋精神与志

愿服务精神有机结合，就能放射出更

多抵御冷漠风气、抵抗“文明孤岛”

的友爱之光。

雷锋诞生在军队，是我们这支军

队的骄傲。几十年来，在雷锋精神的

影响下，人民军队涌现出一批批先进

典型。习主席勉励雷锋生前所在团官

兵“做雷锋精神的‘种子’”，这既是

对雷锋接班人提出的要求，也是对全

军指战员的殷殷嘱托。实际上，我们

不仅要学雷锋，也要像雷锋那样，学

习身边每一个榜样，从而不断续写

“人民军队雷锋多”的动人篇章。

当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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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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