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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论坛

基层观澜

玉 渊 潭

长城瞭望

八一时评

“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这是法国革命家罗兰夫人在两个多世

纪前发出的感叹。足可见，“假汝之名”

的现象由来已久。前不久，中办有关人

员在答记者问时提到，一些形式主义通

过高调表态披上“政治正确”的外衣。

这即是“假汝之名”的新表现。

应当承认，表明立场、亮出态度、显

示决心，本身也是抓工作的一部分，只

要运用得当，就能凝聚兵心、提振士

气。但是，如果口号喊得震天响、行动

起来轻飘飘，那就另当别论了。在一些

单位，有的人爱说套话，听起来句句都

在理，实际上毫无操作性；有的人爱立

“flag”，定目标时心气高，落实起来就抓

瞎……这些人以为，调门拔得高些，是

一种“政治正确”——讲些大而空的原

则、提些高而远的愿景，能犯什么错？

不仅没错，还是再安全不过的。

不只如此，在他们看来，唱高调还

有很多“好处”：表现自己“政治立场坚

定”、强调自己“工作认真负责”、鼓吹自

己“业绩十分突出”，上级听了，就能让

自己政绩加分；讲经验头头是道、讲成

绩天花乱坠、讲前景一片大好，群众听

了，就能让自己形象加分。

殊不知，只要揭下这些唱高调者的

外衣，就不难发现其形式主义的本质。

对上面唱高调，不就是一种政治包装、

邀功求赏吗？对下面唱高调，不就是一

种政治作秀、拉拢人心吗？可见所谓的

高调表态，不过是“假汝之名”的把戏，

既不“讲政治”，也非“真正确”。

还有一种人，表面唱高调、背后唱

反调，就更是大错特错。河北省委原书

记周本顺曾有颇多“反腐金句”，如“‘全

家腐’必然是‘全家哭’”之类，结果自己

恰恰栽倒在腐败问题上；南宁市委原书

记余远辉曾多次在媒体发表文章，大谈

忠诚、清廉、担当，孰料自己正是因为不

忠诚、不清廉、不担当而落马……事实

证明，如果说得到却做不到，不论调门

唱得多高，最终都只会徒留荒腔走板、

落得身败名裂。

唱高调者一旦被人揭穿了本质，往

往会被嫌弃。李卜克内西在《纪念卡尔·
马克思》中写道：“他（马克思）痛恨吹牛拍

马的人，谁在他面前夸夸其谈，谁就会倒

霉。”我们党历来反对唱高调的行为。试

想，一名党员干部，说得那么动听、表态那

么坚决，实际却不顾原则、毫无底线，对群

众的心理冲击有多大？对政治生态的破

坏有多大？对党的形象损害有多大？

对军人而言，战场上的胜利是靠真

刀真枪拼出来的，不是靠唱高调唱出来

的。只有从难从严施训、一招一式苦

练，才能为打赢明天的战争攒足底气。

反之，如果把练兵备战当“唱戏”，真等

上了战场就必然“没戏”。而战场打不

赢，是最大的“政治不正确”。因此，必

须扭转工作中求虚不求实、图名不图事

的风气，形成强监督、实问责的势头，让

那些借“政治正确”之名唱高调的人无

法遁形、无处施伎、无所立足。

“调门”关乎作风，作风关乎成败。我

们要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全面建

成世界一流军队，就必须巩固来之不易的

作风建设成果，不讲虚言、不行浮术，真正

做到把“调门”定准、把“油门”踩实。只要

以实干为舟、以奋斗作桨，一个节点一个

节点坚守、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我们

就一定能勇往直前，驶向胜利的彼岸。

岂能借“政治正确”之名唱高调
—“基层减负年”，打一场力戒形式主义攻坚战②

■魏 寅 洪 治

政府工作报告多次提到“退役军

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将

《退役军人保障法》列入今年的立法规

划……今年全国两会，退役军人的服

务管理、培训就业、待遇保障等，成

为会场内外关注的热点话题。随着退

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和相关政策制度

的不断完善，退役军人一定能如愿走

进“春天里”，获得感、幸福感和荣誉

感一定会不断增强。

“要关爱退役军人，他们为保家

卫国作出了贡献。”习主席在2019年

新年贺词中的这一殷切嘱托，温暖

了无数现役和退役军人的心。退役

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

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不仅

对退役军人自身和家庭具有“安神

定心”作用，也有利于吸引更多高

素质人才积极投身国防和军队现代

化建设事业。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中央

军委和习主席高度重视退役军人就业

安置和服务保障工作。从出台退役军

人安置优惠政策，到大力支持退役军

人就业创业；从组建退役军人事务

部，到设立退役军人管理服务中心；

从全面开展悬挂光荣牌活动，到评选

“最美退役军人”……“让军人成为

全社会尊崇的职业”日益深入人心。

但也应看到，一些地方存在安置政策

落实不到位、对退役军人创业扶持力

度不够大等问题，亟须拿出更多刚性

的措施和更加务实的行动。

让 “ 退 役 军 人 之 家 ” 名 副 其

实。国家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已于日

前挂牌成立，6级退役军人服务中心

（站） 也将在上半年组建完成，这些

机构是各级党委、政府联系退役军

人的桥梁，是“退役军人之家”，有

望为广大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

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

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此前，促

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提高抚恤补助

标准等政策已经实施。下一步，以

《退役军人保障法》等政策法律为主

干，一系列涵盖退役军人就业安置、

抚恤优待、荣誉激励等方面的政策法

规也将逐步建立和实施，更多政策红

利将惠及广大退役军人。

让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做好退役

军人的就业创业、服务保障工作，是

一项系统工程，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责

任。应当充分发扬“人民军队人民

爱”的优良传统，调动各方面力量共

同推进，为退役军人更快融入社会、

更好干事创业提供有力支持。

只有干出来的精彩，没有等出来

的辉煌。广大退役军人应发扬人民军

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保持军人

本色，珍惜军人荣誉，迈好工作转

轨、事业转型、人生转身的关键一

步，在人生的“第二战场”上勇闯新

路、再立新功。

让退役军人走进“春天里”
■陈 蕾

近日，某部组织爱心捐款活动，帮
助一名家庭突发变故的战士。然而，
有的人虽然家境一般，捐款额度却不
小，原因是怕“丢面子”；也有人认为，
捐得多才是“够意思”“讲感情”。为
此，该部及时组织教育，引导大家正确
看待捐款活动。

这正是：

扶危济困献爱心，

战友情谊贵在真。

莫让捐款成负担，

力有几分使几分。

洛 兵图 李剑峰文

在控制论中，有个概念叫“衰减效

应”：90%离 100%只差 10%，但若 5个

90%相乘，就只有59%了，连“及格线”都

达不到。同理，在一个环环相扣的责任

链条中，如果每一环节都打点儿折扣、

掺点儿水分，责任传导的力度就会逐层

递减，甚至“沙滩流水不到头”。

备战打仗，是各级党委的第一要

务。这个责任能否担当起来、落实下去，

是检验政治立场的重要标准，也是衡量

工作成效的重要尺度。只有充分发挥各

级党委的功能作用，形成一级带一级、一

级抓一级的工作格局，层层传导压力、层

层落实责任，才能确保“第一责任”的链

条自始至终不弱化、不衰减、不断裂。

党委领导备战打仗，是我军的优良

传统。早在古田会议上，就强调红军必

须实行党委制，坚决防止和避免“党与

军事分离”“党不能领导军事”的危险。

我军之所以历尽千难万险而不溃散、不

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坚持了党委对备战打仗的有力领导、对

“第一责任”的层层落实。

但从现实情况看，一些单位的党委

在落实“第一责任”的过程中，某种程度

存在“温差”“落差”“偏差”现象。比如，

有的谋战不深、备战不实、务战不力，对

抓什么、怎么抓思路不清晰，领导备战

打仗本领弱化；有的只强调抓下级、不

严格抓自身，落实议战议训制度不经

常、凑次数、重形式；有的选人用人突出

备战打仗不够，存在“反正不打仗、用谁

都一样”的错误倾向；有的对备战打仗

重点工作的进度和成效不掌握，对不落

实、不到位的追责问责不严……

诸如此类问题，如果不及时发现、

彻底纠治，就可能导致责任落实的衰减

甚至失控，又何谈能打仗、打胜仗？正

所谓“房檐下的冰溜子——根子在上

头”，要解决这些问题，说到底要从各级

党委焊牢“第一责任”的链条做起。

党委的“带”是最好的“领”，党委的

“行”是最好的“抓”。各级党委必须充

分发挥示范先行作用，真想打仗的事

情、真谋打仗的问题、真抓打仗的准备，

让备战打仗的标准严起来、本领硬起

来、工作紧起来；对于中央的部署、上级

的指示，必须深刻领会好、认真梳理好，

细化任务分工，搞好对账落地。

要把责任“接过来”，还要把责任“传

下去”。压紧压实“第一责任”，需要健全

突出主责主业的党委工作考评体系，重

点考评议战议训和组织开展实战化训

练、遂行军事斗争任务、解决备战打仗突

出问题等情况，形成更加鲜明的用人导

向、工作导向、评价导向和激励导向。只

有紧盯不放、一抓到底，上下联动、共同

发力，把“第一责任”层层传导至每一个

神经末梢，才能不断增强对备战打仗的

领导力、组织力和执行力，把政治优势、

组织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

随着军队使命任务的拓展和强军

兴军事业的推进，对党委领导打仗的

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但应当坚信，

只要严抓狠抓、压紧压实各级党委的

“第一责任”，确保全方位领导不断层、

实战化训练不断档、战斗力生成不断

线，党委领导备战打仗这一条，就永远

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法宝。

（作者单位：武警某部第九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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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强

近日，某部召开民主生活会，虽火

药味浓，但情真意切，党支部书记在总

结时说：“今天大家都红了脸、出了汗，

火药有时比蜜甜啊！”此话值得深思。

曾有一段时间，“讲问题”是一件让

人纠结的事。如果有谁真刀真枪地讲

问题，会被一些人看作是“不利团结”

“让人泄气”。殊不知，就算是“泄气”，

也要看“泄”的到底是什么“气”。1959

年庐山会议，起初定的议题是总结经验

教训、纠正“左”的错误，当时有人主张

“少说缺点，以免泄气”。对此，张闻天

的看法是：缺点要讲透，才能接受教训；

泄掉虚气，实气才能上升。

可见，“泄气”未必是坏事。那些虚

伪客气、表面和气，那些骄娇之气、浮夸

之气，还是尽早“泄”掉的好。否则，就

会让一些人飘飘然、昏昏然，想不清、看

不透，以至于延误了“治病”的时间，错

失了改正缺点的机会；如果任其肆意蔓

延，还可能在政治生活中形成严重的

“雾霾天”，使清风正气被挤走、军心士

气受侵蚀。倘如此，岂不是越担心“泄

气”就越会“泄气”吗？

所以说，真讲问题、讲真问题，没

必要担心“泄气”。将不好的“气”泄

掉，好空气才会进来，好风气才会形

成。我们需要的，是真团结而不是假

客套，是真和谐而不是和稀泥，是老实

人而不是老好人。如果敢讲问题、不

怕“泄气”的人多了起来，我们解决自

身矛盾、促进团结进步的能力定会明

显加强，清风正气上升、军心士气提振

的氛围定会越来越浓。

讲问题别怕“泄气”
■耿 阳

胡乔木在谈到读书方法时，特别强

调了“思考”的重要性：“……经过这么

一番思考，等于给你的记忆打了一个

‘结’。思考得越深越细，那个‘结’打得

就越大越牢，就不容易丢失了。”

读书如此，工作亦是如此。正如

习主席所说，“抓工作不能狗熊掰棒

子”，我们每办完一件事、解决一个问题

都要思考和总结一番。哪些工作干成

了，哪些没干好；干得好有什么经验，没

干好的原因和教训是什么。学会“打

结”，既有助于经验积累、增长才干、避

免重蹈覆辙，又能推动工作迈上新台

阶、进入新境界。

在部队建设中，我们从不缺乏各种

各样的总结、复盘、梳理、反思，这些当

然都算“打结”。然而，这一个个的

“结”，打得质量如何，是不是够“大”够

“牢”，就不好说了。比如，有的对待总

结不走心，把往年的材料拿来直接套

用；有的反思教训不认真，把别人的材

料拿来照猫画虎。此种行为，实质是一

种形式主义，打得“结”既不“大”也不

“牢”，自然激发不了内在动力，增加不

了工作实效，甚至可能陷入“年年栽树

年年荒，年年栽在老地方”的怪圈。

当下，改革发展生机蓬勃，国际风

云变幻多端，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矛盾

层出不穷，迫切需要一批深谋远虑、足

智多谋的人，把“打结”的方法用好，加

强学习、善于总结、勤于思考。如此，我

们就一定能充实解锁方法的“百宝箱”，

不断攻坚克难、闯关夺隘。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干工作学会“打结”
■邬 丹 徐 越

中国自宋代始，出现铜铁铸钱为

主、纸币为辅的买卖方式。这时出现的

纸币虽说是“为辅”，但却是世界上第一

次真正使用纸币，那一张神通广大的

纸，凝结着中国“四大发明”的两项——

造纸术和印刷术。

元朝在夺得天下后，极有见识地将

宋朝的纸币“交会”转换为元朝的“交

钞”，既保证了铁骑征战欧亚战场的铸

剑制矢、人吃马嚼，也没让老百姓手中

的财富因朝代更替而过期作废。所以，

纸币开始在民间有效流通。在马可·波

罗的游记中，对纸币有详尽的描述，并

将其印造使用过程惊叹为“点金术”。

历史验证着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

的名言：“纸币不是替代金银的空中阁

楼。”好景不长，统治者扩张的狂热，佞

臣的贪婪和无知，竟使纸币堕变为掠夺

民间财富的工具。以每年增加几十倍

的速度滥发的纸币，无可挽回地导致了

经济崩溃的发生。元末，物价开始飞

涨，仅米价就涨了上千倍。当时纸币撒

在路上也无人去捡，并非路不拾遗，而

是这纸头已经失去了价值。

据说那时不管是起义军还是土匪，

都只劫军粮不劫军饷——因为满满一

牛车的纸钞换不来一袋米；而农民起义

最有号召力的口号之一，就是让铜钱白

银回到老百姓的口袋中。

至明朝，货币系统已经混乱不可收

拾，纸钞早就臭大街了，老百姓交易“惟

用金银”。在这种“钞壅不行”的情况

下，1436年，朝廷决定让纸币退出流通，

“朝野率皆用银”。不论是朝廷赋税还

是市场买卖，银子构成了实际上的唯一

硬通货。由此，中国开启了白银作为主

导货币、流通市场几百年的历史。

经济的发展并不取决于使用什么

形式的货币。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在

其学术专著《白银资本》中指出，1400-

1800年间，中国在以白银为货币的过程

中，取得了世界贸易体系首屈一指的地

位，一度呈现出“钱过北斗，金银遍地”

的盛境。然而，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

是，这种繁华的状况和领先的地位为何

突然就丧失了呢？

这当然有白银储量不足、市场调控

不力等问题，但正如王阳明先生指出

的，最大的弊端在于“白银崇拜”造成的

人格分裂，使得“相轧以势，相争以利”

成为普遍的官场风气。“功利之毒，沦浃

于人之心髓”，各种巨大的矛盾与冲突

带来的急剧变化和无序状态，已经远远

超出经济和金融问题。当时的河南巡

按姚思仁就曾上疏道：“如此，虽倾府库

之藏，竭天下之力，亦无济于存亡矣。”

明代无论正史还是稗闻，与“白银

崇拜”相关的故事不仅多，而且刺心蚀

骨。《明史》认为，明朝之覆亡，实兆于

此。

正德年间的大太监刘瑾敛财堪称

一绝，所谓“天下之财半入私室，半归公

帑”。就连一直被他哄得团团转的皇

帝，见其纳贿深藏，“金银累其数百万，

其它宝货不可胜计”后，也眼红忿言：

“瑾负朕也。”于是，刘瑾被诏磔于市，枭

其首。当时全国的田赋收入，每年征银

为 1460万两，而这个擅权仅 5年的太

监，所藏银子就达2.5亿两，相当于朝廷

17年的收入。

还有一个著名的官二代——嘉靖

皇帝的首辅严嵩之子严世藩，其人虽貌

丑体肥且眇一目，可着实嘚瑟张扬。某

日，他突发奇想，搞出一个财富排行榜

（比福布斯早了近600年），拥有白银50

万两者，方有参评资格。最终有17人入

选，而他自居第一。更嚣张的是，他敛

财存积的银子数量每增加100万两，就

要开盛大的酒会派对庆祝，拢共开了5

次。如不是被皇帝砍了脑袋，估计还得

再开下去……

这些古时的事，让人想起三毛的

话：“世上的喜剧不需要金钱就能产生，

世上的悲剧大多与金钱脱不了关系。”

她说得很文艺，但谁又能否定其现实意

义和深刻之见呢？

从“白银资本”到“白银崇拜”
■郑蜀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