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八一评论 E-mail:jfjb81pl@163.com２０１９年４月１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张顺亮 实习编辑/董自斌

玉 渊 潭

谈训论战

长城论坛

八一时评基层观澜

调研中发现，个别连队为了应付上级
卫生检查，制定了“书桌上不能放书”“垃圾
桶里不能有垃圾”“抽屉里不能放个人物
品”等土规定。这不仅不利于战备，不便于
官兵工作、学习、生活，也违反了条令条例
要求，必须举一反三，进行整改。

这正是：
垃圾桶里真干净，

原为迎检土规定。

内务标准莫拔高，

条令就是定盘星。

徐 勇文 周振腾图

英国某家报纸曾给读者出了个讨

论题：这世界的问题出在哪里？最简短

的是作家切斯特顿平静的回答：“亲爱

的先生们，在我。”打赢力戒形式主义攻

坚战，也需要这种“在我”的担当精神，

真正要把自己摆进去，把责任扛起来，

让减负措施落地见效。

“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

益，必须躬自入局、挺膺负责，乃有成事

之可冀。”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离不开

每个人的勇于负责、敢于担当。炮火纷

飞的战场上，无论炊事员、卫生员还是

给养员，首先是一名战斗员，人人奋勇

杀敌，才能凯歌高奏。根治形式主义这

场攻坚战，虽然没有硝烟战火，但也阻

力重重，没有人能置身事外，也没有谁

是局外人或旁观者，从上到下都要把

“我”摆进去，问问“我”尽到责任没有，

切实做到真认账、不推诿，真反思、不敷

衍，真整改、“不二过”。

然而，对于形式主义这个问题，人

们总是习惯于指向第三人称，急于跟自

己撇清关系，似乎所有问题都是“他”

的，“我”永远是受害者，“手电筒”只照

别人不照自己。要知道，任何问题的出

现都不是孤立的，形式主义根深蒂固，

原因更是错综复杂，下级有下级的问

题，上级有上级的责任，“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可以想一想，这块“臭

豆腐”，难道只有机关吃起来香？如过

街老鼠，有多少人在真喊真打？既然深

恶痛绝，为何又深陷其中？谁的孩子谁

抱起，谁的问题谁解决，敢于刀口向内，

勇于刮骨疗毒，潜藏的病灶才能得以根

治，滋生的土壤才能得以铲除。

“你期待改变吗？”奥巴马曾以此为

口号，赢得美国大选。可是，期待与改变

之间，隔着一条鸿沟，需要以担当来铺

路，用责任来架桥。“人生所有的履历，都

必须排在勇于负责的精神之后。”如何控

制空耗精力的文山会海，如何刹住名目

繁杂的检查考核，如何消除流于表面的

痕迹管理，每一个具体问题的背后，都离

不开每一名官兵强烈的主体意识、主角

意识、主场意识。如果你不负责，我不担

当，他不尽力，做“甩锅侠”，当“二传手”，

有文件转发一下，有会议传达一下，有问

题推脱一下，减负就可能变成“增负”，松

绑就可能成为“捆绑”。

“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张爱萍

任新四军三师副师长时，参加全师会操

迟到4分钟，操毕时当众宣布给自己“罚

站10分钟”。形式主义的表现在基层、

根子在机关，“基层减负年”的主语和主

角无疑也是机关，有没有这种“给自己罚

站”的决心和魄力，事关“攻坚战”的胜

败，影响“减负年”的成效。只有顶住压

力、扛起责任，时时带头整改、件件较真

碰硬，以行动为号令、以落地为准绳，定

好盘子、理清路子、开对方子，形式主义

方能清零见底、无处遁形。否则，有认识

无决心、有态度没行动、有能耐不担当，

“摁下开始键后等结果”，“等在终点看谁

先撞线”，口号喊得震天响、行动起来轻

飘飘，怎能减负于基层、取信于官兵？

基层官兵是形式主义的直接受害

者，也是减负松绑的最大受益者，理应

冲锋在前，“真刀真枪干一场”。上甘岭

战役激战正酣之时，秦基伟军长与困守

坑道的官兵通电话，刚客套了两句，就

被电话兵毫不客气地打断：“首长，别啰

嗦了！拣要紧的说，先下命令吧！”面对

反弹回潮的“四风”问题、变异迭代的

“五多”现象，如果每名官兵都能像那个

“无礼”的电话兵一样，不当睁一只眼闭

一只眼的“差不多先生”，而做敢于亮剑

勇于斗争的“啄木鸟医生”，该发声时发

声，该斗争时斗争，何愁文山不移，何忧

会海难填！

电影《速度与激情 8》中有一句台

词：“既然你踩到了老虎脖子上，那你最

好不要收脚。”力戒形式主义攻坚战的

冲锋号已经吹响，没有“收脚”的后路与

余地，“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只要

上下同心、双向发力，勤勉履职、惕厉尽

责，就没有闯不过的火焰山、攻不下的

腊子口。

把自己摆进去 把责任扛起来
——“基层减负年”，打一场力戒形式主义攻坚战⑤

■冯 奕

这个三月，江苏响水“响”了。此次

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习主席专

门作出批示，要求“深刻吸取教训，坚决

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事故牵动整个

社会，消防人员向火而行，开展拉网式搜

救；各家医院全力救治，不落一人；各界

群众自发献血，令人动容。

这声巨响，也震出了事故背后的一些

惊人隐秘：事故企业曾被上级督导组指出

13条安全隐患、开具7张罚单，连续被查

处、被通报、被罚款，企业相关负责人仍旧

严重违法违规、我行我素，最终酿成惨烈

事故。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之

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面对多次点名和

罚款，事故企业并没有进行认真彻底整

改，一直在“带病生产”。重槌没有敲在爆

炸声响起之前，是此次事故令人痛心之

点，更是让人痛恨之处。

每当一起安全事故发生，有两个耳

熟能详的定律总会被提及。一个是“墨

菲定律”，如果事情有变坏的可能，不管

这种可能性有多小，它总会发生。另一

个是“海恩法则”，每一起严重事故的背

后，必然有29次轻微事故和300起未遂

先兆以及1000起事故隐患。这并不是

说，量的积累必然导致事故的发生，但如

果对每一个“量”都置若罔闻、漠然视之，

那么发生事故就是必然的结果。从天津

化学品爆炸事故，到连云港车间爆炸事

故，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但都可

以从中找到“量变引发质变”的影子。

“人命关天，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

生命为代价。这必须作为一条不可逾越

的红线。”安全工作是开展一切工作的基

石，安全事故是科学发展的绊脚石。事

故发生之后，救治伤员、查明原因、汲取

教训、追责问责，这些亡羊补牢之举是必

须的，但再多的努力也换不回鲜活的生

命。牢记“防患于未然”的古训，切实把

隐患禁于未萌、止于未发，防止类似事故

再次发生。这才是对逝去生命的最大慰

藉，也是血的代价应该换来的深刻教训。

军队是要打仗的，安全是战斗力前

面的那个“1”，是支撑备战打仗最稳固的

底座。政治安全、枪弹管理、防间保密、

兵力调动、战鹰翱翔、舰艇出海，军事安

全涉及各方面、涵盖各领域，不是全局却

牵涉全局，不是中心却影响中心。军队

是出不起事故也容易出事故的领域，而

且一旦出事，影响和损失都会非常大，无

论是对单位还是对个人，牵扯的时间和

精力无法计算，对官兵家庭、战斗力建设

及军心士气的打击更是不可估量。如果

在战场上，一次事故就可能影响一场战

局的胜负，后果更难以预料。

当前，部队安全稳定形势总体平稳向

好。但也要清醒看到，长期从严、持续紧

绷之下，个别单位的领导产生了麻痹、松

懈、厌烦情绪，一些官兵产生了厌倦感、疲

劳感、抵触感，有的甚至出现“主官急、副

官松”“机关抓、部队看”“干部干、战士瞧”

等现象。响水爆炸的余音还未远去，安全

防范的重槌必须时时敲响，“为之于未有，

治之于未乱”，切忌“好了伤疤忘了疼”。

事故发生后，媒体公布了这样一段

视频：事发前工厂内“安全人人抓、幸福

千万家”“生命只有一次、安全伴随一生”

等标语高高悬挂。然而，一声巨响过后，

“一失成万无”。这也再次警示我们：责

任不落实，安全难落地，“上头暴风骤雨、

下头和风细雨”，必然导致“危险就在眼

前、事故就在身边”。只有积极主动、前

瞻研判，综合施策、标本兼治，凡与安全有

关的事情，都用尽心思、竭尽心力，都见微

知著、深思熟虑，方能把重特大事故的隐

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作者单位：73051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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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

鹭

我们常说健康是 1，其他都是 0。

没有这个 1，后面有多少个 0也是白

搭。正如一句顺口溜所讲：有钱有权有

成功，没有健康一场空。

同样的道理，政治能力是党员干部

的首要能力，与其他能力之间也是“1”

和“0”的关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

政治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党员干部

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加强政治能力训练

和政治实践历练。提纲而挈领，纲举则

目张。政治能力这个“1”立得牢、树得

稳，能力建设就立了标、有了魂、聚了

焦，就能做到善于把握方向、把握大势、

把握全局，政治上毫不含糊、忠诚上纯

粹可靠。

相反，如果没有这个“1”，或者立得

不牢，其他能力建设就会失去准星、散

光跑偏、效果不彰，甚至其他能力越强

反而越危险。我党我军历史上的一些

党员干部甚至是高级领导干部最终身

陷囹圄、滑向深渊，走向人民的对立面，

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政治信仰缺失，

政治观念淡化，政治能力弱化，教训十

分深刻。

反观当下，一些官兵对于发生在身

边的违规套取现金、收受红包礼品、插

手敏感事务、执行禁令不严等问题，片

面地认为是经济问题、作风问题，而不

从政治能力上找动机、论本质、查危

害。这是不正确的，也是很危险的。如

果不廓清思想迷雾、纠正思想偏差，就

抓不住要害、切不中“七寸”，只能是换

汤不换药、治标不治本。长此以往的后

果就是，今天这里解决了，明天那里可

能又出问题；这个时段解决了，过一阵

子又可能旧病复发，形成不良循环。

“政者，众人之事也，治者，管理

也。”这表明，凡涉及管理众人之事都是

政治，政治能力与每名官兵息息相关，

与强军事业紧密相连。政治能力过不

过硬，虽然不能用米、秒、环来衡量，但

也绝不是“假大空”“唱高调”，更不能与

非正常年代的“突出政治”划等号。对

于大多数官兵来讲，坚决服从命令、听

从指挥，坚持立足岗位、苦练本领，做到

信念坚定、作风优良，军事素质过硬、完

成任务出色，这就是政治能力强的有力

表现。

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说：“船长并

非选自那些家庭优越的乘客。”政治能力

也不是与生俱来的，不会随着职务提升、

兵龄增长、年龄增长而自然提高。只有

从兵之初严起，从平时做起，从点滴入

手，制定具体标准，严格考核督导，不断

推动政治能力训练实起来、深进去、常态

化，才能确保政治信仰之“基”更稳、政治

方向之“舵”更准、政治立场之“根”更牢、

政治纪律之“弦”更紧。

立牢政治能力这个“1”
■柯青坡 毛熠星

近段时间，一个喜欢捡拾废品的

上海男人沈巍火了。火在衣衫褴褛的

形象、流离失所的经历，更火在谈古

论今的从容、饱读诗书的自信。这让

人不禁想起那句耳熟能详的诗句：“粗

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

常言道：人不吃饭，饥；人不学

习，愚。读书是一个千古话题，但似

乎总跳不出一个“怪圈”：家境贫寒

时，生活窘迫，时间紧迫，却对读书

梦寐以求；等到生活富足，书本有

了，时间有了，却无心读了。正如古

人所言：书非借不能读也；也如德国

谚语所讲：饥饿是最好的厨师。一位

作家就曾写道：“书的诱惑，全在于

少，就像沙漠之中，身边有一壶水，

你会珍惜每一滴水。”

“少时得书之难，后书多而转无人

读。”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谈了切身

感受：余少贫不能买书，然好之颇

切。每过书肆，垂涎翻阅；若价贵不

能得，夜辄形诸梦寐。为此还做了两

句诗：“塾远愁过市，家贫梦买书。”

及做官后，购书万卷，翻不暇读也。

这好比少时牙齿坚强，贫不得食；衰

年珍馐满前，而齿脱腹果，不能餍

饫，为可叹也。

生活就是这样，缺少时，敝帚自

珍；富裕时，金玉粪土。借的书，连

夜读，有限期也；自己书，落尘土，

备而用也。此乃多数人之通病：穷困

时想，现在没有将来一定要有，积极

拼搏勇向上，有动力；富足时想，过

去没有现在终于有了，自满惰怠不再

前。这真是“书当快意读易尽”，只可

惜“世事相违每如此”。

“昨日邻家乞新火，晓窗分与读书

灯。”对于读书而言，贫困是一种动

力，没有烛，可以凿壁借光；没有书，

可以打工换书。《西京杂记》中载，匡

衡勤学而无烛，邻舍有烛而照不到，于

是“穿壁引其光，以书映光而读之”。

有一大户人家富贵多书，匡衡就“与其

佣作而不求偿”，只为“愿得主人书遍

读之”，最终成为大学问家。有烛的不

读书，有书的不读书，无烛少书的要读

书，破此常规谈何容易。

自古以来，像匡衡一样凿壁借

光、发愤苦读，最终功成名就者不在

少数。晋代人孙康家境贫寒，“常映雪

读书，清淡，交游不杂”。同时代的车

胤也是自幼家贫，“不常得油，夏夜则

练囊盛数十萤火以照书，以夜继日

焉”。南朝的沈约因父被诛而“流寓孤

贫”，但笃志好学，昼夜不倦，“昼之

所读，夜辄诵之，遂博通群籍，能属

文”。发奋图强，勤学不辍，就能改变

命运。

自古寒门能勤于苦事。就连2500

多年前的“圣人”孔子，也曾坦言：

“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其三千弟

子之七十二“贤人”中，出身寒门的

也不在少数。位居众贤之首的颜回，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

忧”，被后世尊奉为“复圣”；被庄子

言为“三日不举火，十年不制衣”的

曾参，由于缺食浑身浮肿，由于劳动

双手长茧，且面带病色，被后世尊奉

为“宗圣”。这也印证了那句话：“不

经冬寒，不知春暖”，正因为出身“寒

门”，所以更懂得“苦读”的含义。

当然，寒门多出贤，并不是说，

只要出身寒门，就会成为贤才。张大

复的 《梅花草堂笔谈》 中有一个书

生，夜间用袋放萤火虫来照明读书，

以显其家贫而苦读，于是“里人高其

义”。可有人去拜访时才知道，此人白

天去捉萤火虫，晚上再借萤光来读

书。萤窗雪案，本是苦读的典范，却

被书生如此炒作，真是可笑可叹。如

此这般沽名钓誉、骗取名声，“寒门”

恐怕只能更寒。

惟有好学，才近智；惟有知学，才

得道。成长、成才、成功，永远不是用

嘴吹出来的，而是用心学出来的、用力

拼出来的。只要下得苦功夫、求得真学

问，勤学、修德、明辨、笃实，有了比

常人更多的付出、更远的志向，无论出

身多么贫寒，无论处境多么窘迫，都可

以凭借自身努力打开一扇窗口，成就一

番不凡的事业。

（作者单位：武警云南总队）

感念“梦买书”的日子
■张 勇

中小学考试时，除基础题之外，常会

有一些附加题，旨在检验基本知识点之

外的能力拓展情况。附加题一般比较

难，有时分值还不算入总分。个别考生

基础题没做好，却在附加题上费心思，导

致考分不高。

这种现象在部队战斗力建设中也有

表现。有的单位为实现“平时一兵多能、

战时一兵多用”目标，提出“会两门、懂三

门、通四门”的口号。“一专多能”练兵活

动本来是利战之事，但在“一专”没有练

精的情况下，片面追求“多能”效果，交叉

流动训、加班加点练，就会导致本职专业

“不专”，兼职专业“不精”。

战场充满未知与不测，两军对垒，技

高者胜，技全者赢。多一把“刷子”，就多

一分主动。“多能”不是不能练，“附加题”

不是不能做，只是要在“一专”的前提下量

力而行，防止出现大呼隆、图热闹现象。

如果本职专业没练精，兼职专业又夹生，

“样样通”变成“样样松”，就算有十八般武

艺又如何能适应未来复杂的战场？

武艺练不精，不算合格兵。未来信

息化战争的专业性越来越强，分工也越

来越精细，而且随着改革不断深化，人员

编制将进一步精简，一岗多能将是一种

常态。先练精本职专业，再选修兼职专

业，不贪多求全，不贪大求洋，做到“基础

题”不失分，“附加题”能加分，战时才能

多一分底气、增几成胜算。

不可偏爱“附加题”
■王迎春 徐翊展

在一些竞赛性项目中，有时会进行

多个回合的较量，最后取最高分或平均

分。有的还进行“附加赛”“复活赛”，仍

有翻盘的可能。但战争是你死我活的较

量，不会有“补考”的机会，也不会取你的

“最高分”。

“兵者，诡道也。”战场上敌我双方，

都会挖空心思找对方的“软肋”、打对手

的“七寸”，绝不会摆出堂堂之阵，经过数

次较量，最终取“最佳成绩”。战争实践

反复证明，首战若不能谋求主动、塑造良

好态势，往往就会陷入被动，甚至影响战

役全局。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第一个

战斗，关系非常之大。”

如今，战争进入了“秒杀”时代，爆发突

然、精准快速、以快打慢，首战即决战，发现

即摧毁。试想，如果战争已经打响，“慢热

型”的你还没有达到最佳状态，可敌人不会

等你“渐入佳境”，首战打不出“最高分”，就

等于得了“零分”。从近几场局部战争可以

看出，先败后胜、转败为胜的几率越来越

小，给指挥员和战斗员的容错空间越来越

窄，首战的胜者往往就是最后的赢家。

首战即决战，决胜于平时。未来战

场上要想掌握制敌的主动权、占据决胜

的制高点，平时就要强化“首战用我”理

念，苦练“首战必胜”本领，把每一次训练

考核当作“生死对决”，把每一次演习演

练当作“最后彩排”，如此方能真正做到

“拉得上去打胜仗”。

敌人不认“最高分”
■李剑锋

没有人能置身事

外，也没有谁是局外

人或旁观者，从上到

下都要把“我”摆进

去，问问“我”尽到责

任没有，切实做到真

认账、不推诿，真反

思、不敷衍，真整改、

“不二过”。

书的诱惑，全在于

少，就像沙漠之中，身边

有一壶水，你会珍惜每

一滴水。

惟有好学，才近智；

惟有知学，才得道。

牢记“防患于未然”的

古训，切实把隐患禁于未萌、

止于未发，防止类似事故再

次发生。这才是对逝去生

命的最大慰藉，也是血的代

价应该换来的深刻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