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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有两则关于“千古画帝”宋

徽宗赵佶考画工的典故。

一则是，以“万绿枝头红一点，动

人春色不须多”为寓意。大多数画工

都“妆点花卉”，唯独一人在隐隐约约

的楼房和青翠欲滴的杨柳的相互映衬

中，画了一个妇人凭栏站立、独自望春

之倩影。

另一则是，以“踏马归来马蹄香”为

考题。有人画骑马人踏春归来，手里捏

一枝花；有人则在马蹄上面画了几片花

瓣。唯有一人把笔落在“香”字上：马儿

疾驰，马蹄高扬，几只蝴蝶追逐着马蹄

翩跹飞舞。

应该说，表现春光明媚、春花烂漫，

描绘花草与突出马蹄都不算错误，但明

显灵性不够、缺少创意，使春色落入俗

套。而“妇人凭栏立”“蝴蝶绕马蹄”两

幅作品，之所以脱颖而出，让人眼前一

亮，妙就妙在独辟蹊径，立意巧而意境

深，画龙点睛，以一当十。

作文作画，视角很关键，“一叶落而

天下知秋”；立意是灵魂，“山不在高，有

仙则名”。苏东坡曾把文章、辞藻、事实

比作“市上诸物”，把立意比作“钱”，有

此物便可以买到所有东西。世上不难

得的是物，不易得的是钱，“为文若能立

意，则古今所有，翕然并起，皆赴吾用”。

《板桥全集》记载，作者游江时，由

江向岸看，见竹林茅屋，茶烟飘扬。次

日，由岸向江看，见青江大山，风帆渔

艇，苇洲耕犁。由是感慨：由外望内，是

一种境地；由中望外，又是一种境地。

千古文章之道不出于是，岂独画乎？

一处景色，可以是绘画小品，也可

以是万里江山，只因角度不同，则意境

迥异，各有千秋。郑板桥之所以被称为

“扬州八怪”之一，兰竹画作千古流传，

就在于独具慧眼、独树一帜，自出手眼、

自树脊骨，最终达到“敛之则退藏于密，

放之可弥六合”之境界。

“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

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纵观流传千

古的经史子集、名篇佳作，无不是别具

一格、别出心裁。或是“曲径通幽处”，

或是“少许胜多许”，或是“春江水暖鸭

先知”，或是“一枝红杏出墙来”，常给人

“闲上山来看野水，忽于水底见青山”的

惊喜，也会有“人间四月芳菲尽，不知转

入此中来”的收获。

举个例子。如何描写一位画家的

造诣和水平？多数人会不惜笔墨在

“画”上做文章，而《唐语林》是这样写

的：阎立本善画。至荆州，第一次看张

僧繇旧迹，说：“定虚得名耳。”第二天再

看，说：“犹是近代佳手耳。”第三天又

看，说：“名下无虚士。”并且“留宿其下，

一日不能去”。

同是《唐语林》记载，吴道子去拜访

一位和尚，没有受到礼遇，“遂于壁上画

一驴”。结果，“僧房器用无不践踏”。

于是，“僧知道子所为，谢之，乃涂去”。

两篇短文都没有直接写画本身，而是通

过善画之人的前后变化、僧房器用被驴

践踏两件逸事，让画家高超的绘画艺术

呼之欲出、跃然纸上。

“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满天星

斗，只见一颗芒。”画布有尺寸，纸张有

大小，想要穷尽一切春色美景，是不可

能的。莺儿啼、燕儿舞、蝶儿忙，什么

都想写，可能什么也写不好；桃花红、

杏花白、菊花黄，什么都想画，可能什

么也画不全。“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

指”，这是战略战术，也是为文之道。

全面撒网，容易迷失方向；独辟蹊径，

方能嗅到异香。

“人生如同故事。重要的并不在

有多长，而是在有多好。”全媒体时代，

内容仍然是王道。“你有登场权利，我

有围观自由”，喇叭大、声音高不见得

“粉丝”多，怎样说与说什么同等重

要。“裹脚布”式的长篇大论，没有人愿

意看，也没有时间看。一篇文章能否

行之远、行之深、行之信，关键取决于

是否好看、耐看、有的看。可以想见，

没有点击率谈何影响力？缺乏感染力

哪来传播力？

文章是给人看的，看的人越多，效

果自然越好。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

代、讴歌新时代，要求广大文化文艺工

作者不仅要有“立片言以居要，收千里

于方寸”的水平，还要有“吟安一个字，

捻断数茎须”的认真。只有这样，方能

创作出“有波涛，有悬崖，有奔腾，有冲

动，有激情”的精品力作，真正肩负起启

迪思想、陶冶情操、温润心灵的重要职

责，承担起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

元的光荣使命。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

动人春色不须多
■贾烜铭

“中央印发的政策性文件原则上不

超过10页”“少开会、开短会，开管用的

会”……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

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

的通知》，一场力戒形式主义的攻坚战

在这个春天迅即打响。

世界瞩目中国，在两会这个重要时

刻，党中央下发这样一份“辣味”十足的

通知，充分表明了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

党、持之以恒狠抓作风建设的坚定决心

和良苦用心，鲜明立起了为基层松绑减

负、激励广大干部担当作为的实干导

向。而且，从“基层减负年”的字面也可

看出，以“年”为时间段，足见形式主义

之根深蒂固，基层负担之压力山大。

多少年来，形式主义作为一种“幼

稚的、低级的、不动脑子的东西”，一直

被很多人视为“臭豆腐”，闻起来臭、吃

起来香，乐此不疲、难以自拔。诚然，过

去由于受各种因素影响，事实的确如

此。但经过最近几年的高压整治，如今

这块“臭豆腐”不只是闻起来臭，吃起来

也难以下咽，基层官兵深受其害，更深

恶痛绝。

形式主义是“四风”之首，也是我们

党的“老对手”。习主席见微知著、明察

秋毫，多次强调“要解决一些困扰基层

的形式主义问题，切实为基层减负”“这

种状况必须改变”。回头看看这几年，

从中央到地方，从机关到基层，重拳出

击、精准发力，形式主义犹如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基层官兵对其顽固性、隐蔽

性、变异性更是十分反感。

一份调查显示，基层官兵反映最强

烈的问题就是形式主义，诸如屡禁不

止、花样迭出的“五多”问题，朝令夕改、

毫无意义的瞎折腾，还有“会议连环套、

材料催着要、周末通知到、题多记不牢、

检查怕冒泡”等怪现象。正如一些战士

所言：“我来当兵就是为了打仗，可总是

加班加点写材料、背考题，没日没夜报

数据、整卫生，哪有时间刻苦训练、备战

打仗，不知道这样的忙碌有什么意义？”

然而，明明如此深恶痛绝，为何形

式主义仍然屡禁不止甚至迭代变形、反

弹回潮呢？基层官兵普遍反映，“上面

千把锤，下面一根钉”“上面千条线，下

面一根针”，无论哪一把“锤”都得罪不

起，无论哪一条“线”都怠慢不得。否

则，就可能被追责问责，被“一票否决”，

影响单位建设，耽误个人进步。不得

已，虽然明知不对，但被逼无奈，只能随

波逐流，最终深陷其中。有的还用“裹

挟”两个字来概括，“不能也不敢落于人

后”，可谓一针见血、生动形象。

毛泽东当年曾指出：“有许多假话是

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

愿’，使下面很难办。”这个判断在今天亦

然适用，形式主义这根“毒草”，蔓在基

层，根在机关。试想，没有一些机关过多

过频地检查评比，基层何苦日夜不停地

迎检备查？没有一些机关没完没了地索

要材料，基层何以挖空心思地填表报

数？没有一些机关穿靴戴帽地层层发

文，基层何必装模作样地空泛表态？“一

夫当关，万夫莫开”，只要机关能管住自

己的“手”，该删则删、该撤则撤，该合则

合、该减则减，移文山、填会海，基层就能

少一些压力与阻力，多一些动力与活力。

从严格控制层层发文、层层开会，

到加强计划管理和监督实施；从完善

问责制度和激励关怀机制，到为解决

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提供坚强保

障……《通知》中，“从中央层面做起”成

为一个鲜明主题，也传递出以上率下、

刀口向内的坚定意志。各级机关作为

“基层减负年”的“主语”和“主人”，不妨

多一些“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自省，

深挖细纠、反思拷问，把该担的责任担

起来，把该打的板子打下去，真正还基

层一片知责、尽责、负责的热土。

在回答如何破解形式主义问题时，

一位老前辈说：“成天忙得要命，但工作

确实没有做好。毛病在哪里？在于不

善于使用自己的力量。”说一千道一万，

基层减负最终还要着眼于激发基层官

兵崇尚实干、敢于担当、狠抓落实的精

气神。攻坚方案已经制定，战斗号角已

经吹响，基层官兵只有卸下包袱，轻装

上阵，真正把“自己的力量”激发出来，

基层这池春水才能汩汩流动，七经八脉

才能通畅无阻。

上下同欲者胜。机关与基层双向

发力，拧成一股绳，横下一条心，由上而

下擘蓝图，由下而上抓落实，这场攻坚

战就一定能够旗开得胜。

既然深恶痛绝，就该痛下猛药
—“基层减负年”，打一场力戒形式主义攻坚战①

■张顺亮

“用不打仗的作风干打仗的事、用

打仗的标准干不打仗的事，这是我们的

一大痼疾，必须以零容忍的态度，挤干

备战领域的虚功水分。”备战作风不严

不实虽是一个老问题，但两会上一位军

队代表的发言，仍然引起了大家的热烈

讨论与强烈共鸣。

军不思战，国必生危，热议与共鸣

的背后是强烈的忧患意识与危机意

识。自古以来，“天下无事，不可废武”，

军队由战而生，军人为战而练。可以

说，备战打仗是军队的头等大事，天经

地义；是军人的第一职责，责无旁贷。

很多人都知道血火战场上的生死较量

很残酷，却很少想到和平时期的“时刻

准备”也不易。歌舞升平的消磨，各种

因素的干扰，很容易滋生形式主义、随

意降低标准、遇到困难绕道走等问题，

导致初心弱化、中心偏移。

俗话说，卖什么吆喝什么。军人

干好打仗的事，需要重视的东西很多，

但作风是重中之重。作风连着战斗

力，而且是分量很重的战斗力。训风

实则武艺精，考风正则士气振，演风真

则战力强。没有今天的实备，就没有

明天的打赢，搞虚的、假的、空的，做歪

事、伪事、浮事，别人不服气、部队没士

气、打赢没底气。

我军已经几十年没有打仗了，什么

才是打仗需要的作风？战争有一张不

断变幻的“脸”，也有一根始终不变的

“线”。“一切为打仗让路，一切为打仗服

务”“谁弄虚作假，就处理谁”……无论

战争形态怎么演变，无论作战样式怎么

演进，这种攻坚克难、雷厉风行、精准执

行的战斗作风，这种真抓实备、真训实

练、真考实评的训风演风，永远是打赢

的锋刃、制胜的法宝。

“打仗需要什么就苦练什么，什么

问题突出就解决什么问题。”最近几年

时间，我军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决

心意志，以利斧破冰、劲风除霾的雷霆

行动，对备战作风不严不实问题露头就

打，动真格、下猛药、出实招，一批训风

演风不实、考核成绩不合格的干部，或

被推迟晋职晋衔，或被追责问责处分。

问责有“响雷之威”，作风有“涅槃之

变”，全军训风、演风、考风为之一新，有

力地推动了实战化训练落地见效。

“千万不能让战备训练成为花架子，

不能让军事斗争准备流于形式，不能让

能打仗、打胜仗成为一句空话。”三军统

帅的忧思关切，可谓一语中的，直击要

害。纵览演兵场，只摆问题不解决问题、

调门高落实不力的“问题秀”有时仍在隐

身上演，盲目追求声势、不求实际效益的

花架子、程式化和假把式有时仍然蠢蠢

欲动，陶醉自己、震醒敌人的虚假拔高宣

传仍有生存空间。这种种沉疴积弊，是

备战打仗的头号大敌，正如戚继光曾经

的诘问：“如此操练一千年便有何用？”

徐海东将军说过：“作战为治病之

良药。”备战的不正之风还须用实战的

硝烟战火来祛除。战斗随时打响，天天

临阵对敌，备战紧而又紧，谁还敢用虚

劲、练虚功、采虚名？“稻草人”吓不倒对

手，“耍花枪”赶不走敌人，谁搞那些装

模作样、假模假样的东西，谁就可能流

血丢命甚至一败涂地。执行国际维和、

中外联演、边境管控等急难任务的一线

官兵深有感触：“睡觉都得睁只眼，吃饭

也得留个神，这时候再投机取巧、敷衍

塞责，可能连命都没有了。”这是实战体

验，也是备战箴言。

“除了胜利，我们无路可走。”不严

不实的备战之风不除，胜利就不会向我

们招手。拿起战斗力这把标尺，凡事量

一量、照一照、卡一卡，对备战有益的事

坚决办理，对打仗无用的事果断砍掉。

只有彻底铲掉头脑中的形式主义，毅然

剔除思想上的功利主义，才能清除练兵

上的虚功，挤干备战中的水分，真正以

打仗的要求磨砺打仗的作风，以打赢的

标准锤炼打赢的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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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考评让我们清醒认识到自身

的能力短板，人人都有本领恐慌感，个

个都有充电紧迫感。”最近一段时间，陆

军全面部署展开官兵等级考评工作，坚

持问题导向、强化问题意识，考出了一

些问题，也逼出了一身“虚汗”，激发了

练兵备战的“原动力”。

兵学本质上是“问题之学”，胜战

本领是在解决问题中逐步提升的。问

题暴露在平时比暴露在战时好，暴露

给自己比暴露给敌人好。等级考评不

只是为了证明“我哪里行”，更重要的

是用实战这把标尺量出“我哪里不

行”。直指问题、直击要害，让每名官

兵都看到差距不足、短板弱项，做到练

有动力、考有目标，这是考评本来的意

义，也是必须坚持的原则。正如一位

参考人员所讲：“要做到‘五会’，首先

要弄清楚哪些‘不会’。”

毋庸讳言，当前部队在训练和考评

中还存在不少问题。有的单位隐藏问

题、怕出问题、排斥问题，或揭短怕丑、

治短怕痛，报喜藏忧、欺上瞒下，或降低

标准、偏训漏训，危不施训、险不练兵，

或自我满足、感觉良好，一叶障目、不见

泰山。个别小、散、远、直单位的官兵大

多没有考核成绩，自己训练水平怎么样

不清楚，短板弱项在哪里也不明白。

命中问题比命中目标更重要。今

天训练场上的一个小问题，可能成为明

天战场上的大麻烦。战争实践反复证

明，问题暴露给自己，还有改正的机会；

问题暴露给敌人，就要付出血的代价。

今天你不找问题，明天问题就会找你。

带着问题上战场，无异于给敌人当靶

子，未“出场”就可能要“退场”。试想，

一支问题缠身的军队，靠什么上得去、

打得赢？又靠什么维护国家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

“每一个问题只要它是一个实际的

问题，也就能得到答案。”当然，这个答

案并不是直观显露可以信手拈来，必须

深查细照找准问题背后的“问题”，知其

一也知其二，知其表也知其里。到底是

思想层面的问题，还是能力方面的问

题？是装备问题，还是人的问题？是技

术问题，还是战术问题？只有把这些问

号拉直了，才能找到最突出、最关键的

症结，进而对症下药、有的放矢。

等级考评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的过程，不仅要在“哪里不行”

上有想法、有方法，更要在“怎样才行”

上有办法、有做法。既要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针对问题的大小、难易、轻重、缓

急，准确定位、弄清机理，拉单列条、逐

个销账。同时，还要善于从问题中“走

出来”宏观审视，再“走进去”科学分析，

举一反三、探寻规律，为部队训练考核

提供“面”上的指导。

等级考评问题的个位“归零”得彻

底，备战打仗的百位才能“添一”。我们

应当脑中始终装着问题、眼中始终盯着

问题、手中始终拎着问题，用实战标尺

量长短，用打仗标准补弱项，真正把问

题消灭在战争爆发之前，让战旗在未来

战场上高扬。

等级考评，
“铁标尺”量出“能力差”

■徐 勇

“布谷飞飞劝早耕，舂锄扑扑趁春

晴。”农谚说“麦顶山”，意思是在万物复

苏、生长拔节的季节，即便身上压着一座

山，看似柔弱的麦苗也要把它掀翻。这

种奋发向上、不惧万难的气势，不仅是春

天特有的气质，也是强军备战不可或缺

的精气神。

雄心壮志两峥嵘。逢山开路、遇水

架桥的冲劲，迎难而上、敢打必胜的信

心，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是推动

各项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强军备战是

一场接力赛，也是一场攻坚战，从来不是

一帆风顺，也不会一马平川，总是“一山

放过一山拦”。“夫战，勇气也。”积聚“麦

顶山”的气与劲，激越“攻必克”的胆与

魄，方能抢占一座座“险关”“隘口”，跨越

一处处“雪山”“草地”，一步步攀上新高

峰、赢得新胜利。

“兵者，死生之地。”备战打仗从来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常常是困难几万重，压

力比山大。粟裕指挥淮海战役时，40万

大军兵分三处，相距100多公里，稍有不

慎就可能功亏一篑。一生打仗谨慎的粟

裕压力陡增，“太阳穴的筋鼓得老高老

高”，一量血压二百多。孟良崮战役结束

时，陈毅缓缓舒了一口气：“这三昼夜总

算熬过来了。”犯其至难方能图其至远。

我军正是靠着知难而进、逆流而上的气

概，遇强更强、愈挫愈勇的坚韧，才创造

了过去“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战绩，取得

了今天“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成就。

“凡作事，将成功之时，其困难最

甚。”如今，我军全面发展驶上了快车

道。但也要清醒认识到，船到中流浪更

急，人到半山路更陡，“全靠雄健的精神

才能够冲过去的”。无论是破除和平积

弊，还是解决遗留问题；无论是补齐作战

体系短板弱项，还是打赢改革“第三大战

役”；无论是根治久治不愈的“五多”问

题，还是狠刹不严不实的训风考风，每一

仗都是硬仗，每一战都是恶战，都离不开

坚如磐石的信心、只争朝夕的闯劲、坚韧

不拔的毅力。

电影《百万美元宝贝》中有一句台

词：“如果拳击运动有诀窍的话，那么这

种诀窍就是不停战斗，超越耐力的极限，

超越折断的筋骨、破裂的肾脏和脱落的

视网膜。”强军征途上不能总是幻想岁月

静好，有风有雨、有虎有狼可能是常态，

风雨无阻、风雨兼程应是军人的必备状

态。如果没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

毅，缺乏“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血性，“山”

就会永远横在前面，“河”就会一直挡在

前方，怎能将改革顺利进行到底，又怎能

胜利抵达强军彼岸？

“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生命奔向春

天的脚步。”春风正拂面，种子在翻身。十

年老不了一个人，一天会误掉一个春。只

要每名官兵都像“麦苗”一样，顶住层层压

力，冲破重重阻力，鼓起“闯”的勇气，拿出

“拼”的劲头，铆足“实”的干劲，泰山压顶

不弯腰，风吹雨打更从容，强军兴军就一

定能够走向更加明媚的春天。

（作者单位：武警台州支队）

攻坚当如“麦顶山”
■范立伦

视频短片可以直观呈现工作成
绩与问题，是总结、汇报、展示工作
的一种有效手段。但个别单位不
论大事小事，都要求制作视频汇报
片，不仅增加了一些“特长兵”的工
作量，也影响了基层战备训练秩
序。这种现象不容忽视，必须严格

把关，适量控制。
这正是：
总结汇报图虚名，

大事小事架荧屏。

莫因面子伤里子，

真抓实备谋打赢。

张学士图 李剑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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