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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论坛

基层观澜

玉 渊 潭

长城瞭望

谈训论战

日前，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重

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为请示报告制度

再添“利器”。《条例》对请示报告工作进

行了系统规范，指出了请示报告不全面、

不彻底等深刻问题，同时也为我们该如

何严格落实该项制度指明了方向——请

示报告关键在“交底”。

何为“交底”？一言以蔽之，就是“实

事求是说话、忠实尽责履职”。对组织

“交底”，就是把相关工作的实际问题一

五一十地向组织请示，把所在单位的实

际情况一五一十地向组织汇报。陈云同

志曾经面对两个党员对党隐瞒的事情有

感而发：“党员对党隐瞒应该向党报告的

事情是极端错误的。我们共产党不允许

党员有这样的行为。”隐瞒就意味着不坦

诚，而对党不坦诚，就是不忠诚。

追溯历史，严格落实请示报告制度

是我党我军从革命战争年代延续至今

的一项优良传统。早在1923年，中央就

对地方执行委员会的请示报告程序提

出过要求；1928年，毛主席《井冈山的斗

争》一文成为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典

范；1948年1月，中央制定并发出《关于

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对报告制度的

内容提出明确具体的要求……习主席

强调指出：“请示报告制度的建立和执

行，有力推进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

保证了政令军令畅通，为解放战争胜利

提供了重要保障。”可以说，从过去到现

在，请示报告都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小

事，而是涉及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涉

及对党忠诚，甚至直接关乎军队战斗力

建设的大事。

然而，现在个别党员干部在落实请

示报告制度上却屡屡“大打折扣”。有

的向上级汇报工作不客观、不真实、不

全面，报喜不报忧、报功不报过、报结果

不报过程；有的召开重要会议、作出重

大决策、下发重要文件时不按规定请

示，把自己主管的单位或分管的领域当

成“独立王国”；有的对婚姻变故、家庭

财产、子女出国留学等情况隐瞒不报；

更有甚者用“报告一些问题”代替“报告

重要问题”，故意避重就轻、化大为小，

企图瞒天过海，断尾求生。这些对组织

不“交底”的行为，尽管动机各异、程度

不同，但都是对党不忠诚的表现，都违

背了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请示报告关键在“交底”。能否做到

对组织“交底”，是检验一名党员干部是

否合格的试金石。“领导干部要有组织观

念、程序观念，该请示的必须请示，该报

告的必须报告，决不能我行我素，决不能

遮遮掩掩甚至隐瞒不报。”当前，严格落

实请示报告制度对于贯彻民主集中制、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依法治军具有

极其重要的意义。我们每一名党员干部

都必须如实地向组织请示和报告情况，

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真正做

到对党负责、对军队负责、对自己负责。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

请示报告关键在“交底”
■张冰瑶

近日，某部一名战士在调整到新的
战位后，为了在同学群里炫酷，便请战
友帮他拍一张用某型导弹做背景的照
片，战友不仅拒绝了他，还提醒他务必
严格遵守保密规定。随后，该部针对网
上泄密隐患增多的实际，再次对官兵开
展了一次保密教育。

这正是：
保密规定如山，

必须牢记心间。

岂能为了炫酷，

铁纪丢到一边。

周 洁图 刘含钰文

迪士尼为何有那么多令人叫绝的

动漫人物和开心笑话？它的老板是怎

么做到的？

一天，一个男孩问迪士尼的创办人

华特：“你画米老鼠吗？”“不，我不画。”

华特说。“那么你负责想所有的笑话和

点子吗？”“也不，我不做这些。”华特摇

摇头。

“那么你到底都做些什么呢？”看着

男孩困惑的眼神，华特回答：“很多时

候，我只是给每个人打打气，我猜，这就

是我的工作”。

“给每个人打打气”，华特幽默的回

答中，道出了作为领导的核心要素——

激励每个人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聪

明才智。

华特的这个方法很有用，但它并不

是新观点。比如管仲早在《管子·君臣》

就提出：“智能聪明者，下之职也；所以

用智能聪明者，上之道也。”战国的韩非

更是以此来确定领导层次：“下君尽己

之能，中君尽人之力，上君尽人之智。”

战国七雄争霸时，秦为何最终胜

出？历史学家分析指出：秦穆公做到了

“人之有技，若己有之”“士不产于秦，而

愿忠者众”，结果换来的是“六王毕，四

海一”。

与秦穆公一样，刘邦也是用人高

手。在称帝后的一次大宴群臣时，刘邦

“谦虚”地说，我这不如谁谁，那不如谁

谁，但对人才，“吾能用之，所以取天下

也！”话尾，“力不举鼎”的刘邦还替“力

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总结出失败教

训：“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

我禽（擒）也。”

“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这个

道理当领导的恐怕无人不知，为何秦穆

公和刘邦用人所长用得好？史书中也

给出了答案。对秦穆公的用人，古书记

载，“穆公，竭尽其智而厉（励）”。而对

刘邦的用人诀窍，《资治通鉴》中写道：

“知者竭其策，愚者尽其虑，勇士极其

节，怯夫勉其死。”不难看出，他们二位

用人的共同特点是“尽其智”。

管理大师杰克·韦尔奇在谈到对管

理的理解时说，管理者不能当经理，因

为经理的角色更多是控制者、约束者；

而要当好“领导”，因为“领导”的核心功

能是解放、激励。

可惜的是，在用人上不能“尽人之

智”的管理者，古今中外还有不少。

毛遂思路清晰，口齿伶俐，是有名

的辩才。公元前257年，他一番口吐莲

花的陈述，感动得平原君大呼人才。像

毛遂这样有明显特长的人才，当时赵国

还有很多。按说，如果赵孝成王能因才

而用，努力把人才资源变为发展资源，

赵国强大起来应该不是很难。可赵孝

成王就是犯糊涂，比如他非得让任谏议

大夫的毛遂去当抵御燕国进攻的将

军。结果，舌头硬拳头软的毛遂很快惨

败，毛遂自荐最后变成了毛遂自刎。

国外一家通信公司曾是全球著名的

通信巨头，其衰败的原因很多。2016年，

皮尔·莫奈在经过3年调查后，在他的

《人力应用策略》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引进的很多专家因感觉到自己的才华

得不到重视、发挥，都找理由离开了。”

“很多”是多少？皮尔·莫奈给了数据：47

人。

手下的人有什么“金刚钻”，领导一

般都知道。可为什么还是不能做到“尽

人之智”？调查显示，不能“容人之长”

是其中一条主要原因。这样的领导，就

像当“武大郎”，拒绝“高个子”进门；也

像“白衣秀士王伦”，嫉贤妒能，恨不得

让“杨志”“林冲”都下岗。殊不知，领导

能“尽人之智”，那才是大智。

这个方面，曹操是个好榜样。陈琳

本是袁绍的部下，曾替袁绍起草檄文，

骂了曹操祖宗三代。袁绍失败后，陈琳

被俘，曹操爱惜他的才干，不仅不计前

嫌，还重用他。在曹操统一北方的军事

行动中，陈琳立下很大功劳。

军队是要打仗的，能否“尽人之智”

事关战场胜败。兵书有云：“兵家之用

人，非一途也。贵在因能而器使之，使

智使勇，使贪使愚，使才使艺，惟视其

长，尽归擢用”。在新时代的人民军队，

怀揣各种绝活的人才越来越多，“录长

补短，则天下无不用之才；责短舍长，则

天下无不弃之士。”试想，当各级领导都

能“尽人之智”，当全体官兵都能施展聪

明才智，强军目标怎能不可期？怎能不

实现？

多做些“尽人之智”的工作
■高旭尧

3月 14日，某部参谋比武落下帷

幕，6名在比武中能根据敌我情况快速

提出科学建议的参谋被评为“谋打赢

高参”。总结会上，一名领导叮嘱大

家：“参谋不能光练起草文电、标图这

些技术活，还必须勤练谋略这个脑力

活，没有‘高人一筹’的谋划和谋略，不

是高参。”

参谋是“中军帐”里的重要成员，

是“智囊团”的关键人才，其谋略水平

的高低，事关战场打赢。“参谋强了，司

令部就强了；司令部强了，指挥就灵

了。”陈毅元帅曾说：“参谋工作是部队

的灵魂。每一个团有几个好参谋，比

多几个连还要好”。国民党军败退台

湾后，其一名将领在反思失败时总结

了8条教训，其中一条是“共军参谋的

水平远高于国军”。

现代战争某种意义上是“司令部

之间的战争”，对参谋的谋略水平提

出了更高要求。然而个别参谋还有

只“参”少“谋”的现象：有的淡化了自

己的身份，在作战时没有自己的意见

建议，当起了指挥员的“传话筒”；有

的偏移了自己的主业，在训练时练技

术多练战术少，当起了指挥系统的

“操作员”；还有的把心思用在了办文

办会上，误认为“材料高手”就是“参

谋能手”。等等这些，都与参谋的职

责不相符，必须坚决纠正。

尤其要看到，从军区到战区，指挥

体制之变呼唤适应联合作战新体制的

参谋人才素质之变，联合作战需要更多

能超越兵种界线、具备信息化素养的参

谋人才。而“脖子以下”改革落地后，基

层部队的作战模块、兵力构成、装备种

类和合成程度大幅提高，对大量精通谋

划的参谋人才也翘首以盼。参谋人才

的数量、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练兵

备战的质量。

一位军事家曾说：“为什么一个团

能打、而另一团不能打，除了团长能力

有差别外，参谋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

素。”要让这个“很重要的因素”重要起

来，就得学起来、练起来。广大参谋只

有务谋、思谋、练谋、用谋，注重“人脑”

与“电脑”合谋，才能以科学谋划让合

编部队产生“化学反应”，才能在未来

战场拿出“奇谋高招”。各级在考核参

谋中，也要通过观念之变立起能参善

谋新标准，通过考卷之变提升用数据

打胜仗的能力，通过选手之变补齐体

系作战人才链，从而引导广大参谋按

照新体制要求谋划练兵备战，瞄准未

来战争出谋划策。

（作者单位：31628部队）

“少谋”参谋非“高参”
■龚辉军

“做的让人佩服，说的才能让人信

服。”那些个人形象好、群众威信高的政

治工作干部，官兵们信任的原因，大多

是“我们信他这个人，所以信他说的那

些话”；那些言行脱节、表里不一的政治

工作干部，官兵们不认可的原因，则集

中在“我们不是不认他讲的理，就是不

服他这种人”。

习主席在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师座谈会时，提出加强思政课

教师队伍建设的6条要求，其中第一条

就是“政治要强”，并明确强调“让有信

仰的人讲信仰”。这对我们如何更好地

搞好政治工作和铸魂育人工作具有很

强的启示性和指导性。

坚定的信仰、崇高的理想，是革命

军人的灵魂和安身立命之本，是克敌制

胜、拒腐防变的决定性因素。坚持用党

的科学理论武装官兵，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强军

思想铸魂育人，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时代

课题，也是固本培元的战略工程。强军

必先强心，强心重在铸魂。当前，固根

与拔根的较量、铸魂与蛀魂的拉锯一刻

也没有停歇，迫切要求领导干部特别是

政治工作干部，带头诠释信仰之理、传

递信仰之火、深扎信仰之根。

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是政治工作

干部的特殊职责所决定的。政治工作

干部肩负着确保党从思想上政治上组

织上领导和掌握军队的重大责任。“师

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我军的政治

工作干部不是一般的“传道”，而是要用

党的创新理论教育官兵；不是一般的

“授业”，而是要培养“四有”新时代革命

军人；不是一般的“解惑”，而是要直奔

官兵的现实问题和活思想，把理想信念

在全军牢固立起来。政治工作干部只

有做到对党绝对忠诚、聚焦打仗有力、

作风形象良好，才能算得上是“有信仰

的人”。

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是思想政治

教育的客观规律所要求的。行不率则

众不从，身不先则众不信。人们相信自

己的眼睛，远甚于相信自己的耳朵。官

兵不是看你怎么说，关键看你怎么做。

官兵是否听党话、跟党走，很重要的是

看领导干部和政治工作干部是否坚守

信仰、践行信仰。教育者先受教育，否

则就没教育人的资格。讲信仰，自己要

有信仰；讲道德，自己要有道德。如果

自己不真懂不真信，如何教育官兵真懂

真信？如果自己不真学不真做，怎么要

求官兵真学真做？

战争年代，我军许多政治工作干

部并没有深厚的理论功底，也讲不出

多少高深的道理，但是从者如云、一呼

百应，靠的就是言行一致、以身作则、

以上率下。比如，红 18团在长征途中

四易政委，其中余秋里、杨秀山两位身

负重伤，董瑞林、周声宏两位相继牺

牲。我们坚信，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

来，政治工作干部的表率作用都是最

好的政治工作。

个别政治工作干部威信不高的原

因，不是讲话水平不高，而是自身形象

上出了问题；不是官兵“眼睛里容不得

沙子”，而是自己“揣着明白装糊涂”，台

上台下不一样、人前人后不一样。像

郭、徐、房、张那样，管灵魂的出卖灵魂，

管反腐的带头腐败，管干部的带头卖官

鬻爵，讲艰苦奋斗的带头贪图享乐，即

使调门唱得再高，口号喊得再响，可能

在一个时期蒙蔽一些人，但最终只会遭

到官兵的不齿和不屑。

“经师易得，人师难求。”新时代的

政治工作干部，应该是信念坚定的党代

表、能打胜仗的指挥员、传播真理的播

火者、表里如一的老实人，应当属于罗

曼·罗兰所赞颂的那种“以心灵而伟大

的英雄”。领导干部特别是政治工作干

部，只有真学真信真用党的创新理论，

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

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

定，“讲自己所信的、做自己所讲的”，才

能在知行合一、笃志躬行、勇于担当、率

先垂范中塑造自身的良好形象，使政治

工作成为太阳底下最神圣的事业。

（作者单位：63672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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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治沙劳模王有德在谈起治沙

经验时说：“治理沙害，就是要老老实实

从种活一棵树一株草做起。”其实，给基

层减负也是一样，从一文一会抓起，从

一人一事改起，就能在“日拱一卒”中

“功不唐捐”。

翻翻泛黄的报纸不难发现，给基层

减负并不是一个新话题。可为什么减

负的口号喊了那么多年，减负的文件出

台了那么多份，基层依然“压力山大”？

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形式主义具有很

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这决定了破除形

式主义，既是一场攻坚战，也是一场持

久战。如果不从具体人具体事抓起，没

有持之以恒地抓下去，“一阵风”过后，

原来的负担就会屡除不尽、故态复萌。

从一文一会抓起，从一人一事改起，

既是一种工作方法，也是一种思维方

式。俗话说，一具体就深入，一具体就有

效。对于文山会海等形式主义问题，能

不能找准病灶、直击要害，能不能从一件

件具体事抓起，从一个个具体人改起，见

智慧更见胆识，见行动更见境界。

谁都希望减负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但一口吃不成个胖子，一镐挖不出口深

井，最好的方法是具体，最快的脚步是坚

持。给基层减负，既需要豪气万丈的雄

心，也需要驰而不息的耐心。想靠出台

几份文件，搞几场利斧破冰、劲风除霾的

雷霆行动就“毕其功于一役”，做不到也

不科学。只有像“蚂蚁啃骨头”那样，一

点一点地啃，再硬的骨头也能被啃掉。

“能治得了不良作风这个老大难

吗？”中央八项规定公布之初，不少人心

里都有这个问号。在抓落实中，中央从

月饼、贺卡、年货等这些小事开始，一个

节点一个节点地抓，一个歪风一个歪风

地刹，步步为营、久久为功，最终刷新了

党风政风，净化了社会风气，提振了军

心民心。这也启示我们，给基层减负

时，只有抓细抓小、落细落小，才能积尺

寸之功，收穿石之效，防止前紧后松，避

免反弹回潮。

如何让基层的负担不再反弹？调

研中，一位基层干部这样支招：“让减负

举措多些刚性，少些弹性。”这名基层干

部用减少会议举例说，在倡导少开会、

开短会、开管用的会的基础上，要想让

基层从层层开会、无效陪会的“会海”里

上岸，就该对哪些会该开、谁该参加、该

开多长时间等都做出明确规定，并严格

执行。这样，就会逼着机关取消、精减、

合并会议，从而让基层渐渐脱离“会海”

这个“苦海”。

黑格尔曾有过这样一个自问自答：

“一根稻草可以压趴一头毛驴。为什

么？因为这根稻草是在临界点上增加

的。”调查显示，基层的一些累、忙、苦，

就来自于这一根根看似很轻的“稻草”：

今天你多下一个无谓的通知，明天他多

发一个无用的文件……正是这些“稻

草”的叠加，让基层不堪重负。为基层

减负，就要多做“减法”，把那积重如山

的稻草卸下来。

机关杂念不除，基层负担难减。

不搞个试点哪能引起上级关注？不考

核一下怎能显示我的权威？不多些官

兵参会怎能显示会议的重要……机关

诸如此类的杂念不除，就会给基层负

担埋下祸根。正所谓“房檐下的冰溜

子——根子在上头”，要解决这些问

题，说到底要从纠正机关的功利心和

政绩观做起。

“很多时候，抽鞭子胜过嘴皮子。”

对那些为了出风头、争彩头而给基层添

负的机关干部，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其

“触霉头”。“严刑重典者成，弛法宽刑者

败。”试想，如果对基层添负的苗头露头

就打，若是对每一个导致基层忙乱的行

为都严惩不贷，谁还敢向基层随意伸

手、胡乱张口？

邓小平同志曾说：“我们的事业总

是要求精雕细刻，没有一样事情不是

一点一滴的成绩积累起来的。”今年是

“基层减负年”，打好这场攻坚战，就

是要咬定青山不放松，积小胜为大胜，

积跬步以至千里，从而久久为功、成风

化俗。

从一文一会抓起 从一人一事改起
——“基层减负年”，打一场力戒形式主义攻坚战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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