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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 评

基层观澜

玉 渊 潭

八一时评

长城论坛

据报道，某部的微信工作群里，经
常有人发“今夜继续奋战”“加班使我快
乐”之类的动态。但其中也有些人，是
故意把白天能做完的事拖到晚上，看起
来很勤奋，实际工作效率却不高。该部
领导了解情况后，严肃批评了这种搞
“花架子”的现象，要求及时整改。

这正是：

夜夜点灯又熬油，

看似工作有劲头。

不如多算实绩账，

莫让加班成作秀。

洛 兵图 郭天骄文

“基层减负年”一经提出，立即引

起广大基层官兵的热烈反响、热情拥

护。然而，也有不少官兵在欢呼之后

依然心存疑虑：这次减负，到底能不能

见到实效？今年一过，问题会不会卷

土重来？

这样的疑虑，不是没有道理。回顾

以往，部队上下为了纠治“五多”，办法

没少想、措施没少定，各级领导也是狠

话说尽了、嘴皮磨破了。但是，“五多”

就像倔强的弹簧一样，每次好不容易压

下去，过段时间又弹回来了，从来没有

真正“就范”。也许就在此时此刻，一些

单位忙着摁住老“五多”的同时，新“五

多”还在往上冒呢。日复一日的纠治

“五多”攻防战，不可避免地消耗着官兵

最初的新鲜感和兴奋劲。

应当认识到，“五多”问题的每一次

反弹，都不仅仅是对前一次的简单重

复。马克思在《资产阶级和反革命》一

文中指出：“继发性病症比原发性疾病

更难医治，并且对肌体更加有害。”如果

“五多”对纠治举措产生了“耐药性”，甚

至演化出新的变种，不但以往的纠治成

果会付诸东流，而且以后治起来会更加

困难。

“五多”问题的每一次反弹，还会让

领导机关的威信受损伤，使党员干部的

形象遭破坏。如果这次“基层减负年”

的活动，又被做成了好看不好吃、始终

煮不熟的“夹生饭”，势必会倒了基层官

兵的“胃口”、伤了基层官兵的感情，那

将是很可惜也很可怕的事情。

“五多”让领导很忙、机关很累、基

层很苦，谁都觉得它不对、不好，但同

时，不少同志又对它感到无力、无解。

既然如此，这次纠治“五多”与以往有什

么不一样的地方？靠什么确保这个“弹

簧”压下去就再也弹不回来？

对各级领导机关而言，这是一个尖

锐的问题，也是一道现实的考题。“五

多”可谓多头缠绕，形成起来非一日之

事，破解起来也非一日之功。而且，党

中央发出“基层减负年”的号召，只是着

眼全局的动员令，只是解决问题的“起

手式”。能不能把活动开展好、把问题

解决掉，关键还要看各单位能不能结合

自身实际，找准问题靶子，落细、落小、

落实。

形式主义久治难愈的“病因”，大

体有以下几点：一是缺乏刚性举措，

看似要求严格、态度强硬，但因无法

量化落实而最终不了了之；二是缺乏

恒心毅力，上面要求严了抓一抓，群

众呼声高了抓一抓，时紧时松，没有

形成常态；三是缺乏内在动力，毕竟

有的人是从“五多”中尝到了甜头的，

他们整改只是迫于形势和压力，“不

能、不想”的问题仍未解决。

从根本上讲，治“五多”还是得纠

“四风”，尤其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

风。那些“五多”问题屡禁不止的单位，

如果对待这次活动依然是“作个表态、

建个台账、列个计划、写个总结”，用发

现问题代替解决问题、用表面整改代替

彻底整改，以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

以官僚主义治理官僚主义，那么，“五

多”压下去又弹回来想必是在所难免的

事情。

这次“基层减负年”活动，基层官兵

是睁大眼睛看着的——看是不是言出

必行，看是不是有始有终。因此，各级

必须改变以往“拉锯战”的打法，彻底来

一场“歼灭战”。应当从制度建设抓起，

切实把笼统要求具体化、弹性规定刚性

化，动真碰硬、见人见物，遇到就抓、露

头就打；从“常”“长”二字抓起，不见成

效不撒手、见了成效也不松劲，一桩一

项地改、一月一年地坚持；从思想观念

抓起，影响和带动所有人由“要我改”转

变成“我要改”，焕发出内在自觉和持久

动力。如此，我们一定能走出“压下去

又弹回来”的恶性循环，与“五多”来一

个彻底了断。

走出“压下去又弹回来”的恶性循环
——基层减负年，打一场力戒形式主义攻坚战⑥

■陈 栋

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中记载了一

则趣闻：有一种骨扇，原本是长柄，但是

到了宣和末年，已演变成短柄，名曰“不

彻头”。在古文中，“彻头”有到最后、到

尽头的意思。“不彻头”，意即扇柄只插

至扇半，没有通到头。陆游称这种扇子

为“服妖”，可见是不喜欢它的。

与其说陆游讨厌的是扇子，毋宁说

他反感的是“不彻头”的状态。唐代诗

人罗隐有一句诗，叫“成败终须要彻

头”。这句诗，或许可以从两个角度理

解：其一，是成是败，要到最后才见分

晓，在“彻头”之前，成功了不必骄傲，失

败了也不必气馁；其二，要见到最终结

果，就必须坚持到底，如果半途放弃，就

只是白费功夫。可见，罗隐也是支持

“彻头”、反对“不彻头”的。

一切的成与败都由时间判决，这个

道理已被历史一再印证。当年楚汉争

霸，刘邦先是被打得丢盔弃甲，吃了多

少败仗，但最后一仗，他却给了项羽致

命一击，夺得天下。可见，成功源自永

不回头的坚持、归于一往无前的壮志。

对那些看似不可战胜的强敌，“再待几

年，你且看他”。

反过来讲，项羽之所以自刎乌江，

是以为成败到了“彻头”之时，于是选择

了放弃。但其实，“江东子弟多才俊，卷

土重来未可知”，在他以为遭遇彻底的

失败之时，或许成功的转机也离他不远

了。对此，毛泽东同志也评价说：“我们

要学项羽的英雄气节，但不自杀，要干

到底。”

我们党是历来强调“到底”的。同

一切敌人血战到底，将改革开放进行

到底，把作风建设一抓到底，对环境问

题一盯到底……正所谓“要看日出的

人必须守到拂晓”，不论是一个政党，

还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旦有了

“到底”的意识，往往就能踏平坎坷、百

折不回。

对个人而言，也是如此。常言道，

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有时，甚至

不是看谁笑到“最后一秒”，而是“最后

0.01秒”。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男子

100米蝶泳决赛，美国名将马特·比昂迪

以为自己稳操胜券，于是在冲向终点的

一刹那放松了精神。而几乎就在同一

时刻，安东尼·内斯蒂却以最佳姿态冲

向终点，以0.01秒的优势战胜比昂迪，

获得冠军。

人的一生，何尝不是这样？一时领

先，用不着得意洋洋；一时落后，也无须

垂头丧气。重要的是，找到属于自己的

“节奏感”。正如波斯人萨迪在《蔷薇

园》中所写的：“我在沙漠中曾亲眼看

见，匆忙的旅人落后在从容的后边；疾

驰的骏马落在后头，缓步的骆驼继续向

前。”

但应认识到，“成败终须要彻头”，

绝非“成者为王败者寇”式的机会主义

论调。它固然强调最终的结果，但也重

视“彻头”之前的过程——成功的，要在

成功中保持清醒，才能积小胜为大胜；

失败的，要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才能打

一仗进一步。

“成败终须要彻头”，也非“不撞南

墙不回头”式的顽固主义做派。如果从

一开始就选错了方向，最终的成败又有

何意义？因此，真正需要坚持到底的事

情，必须是真正值得为之一搏的事情。

否则，还是趁早回头的好。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现实

中，稍有成绩就志得意满的人不鲜

见，稍遇挫折就偃旗息鼓的人也很

多，抑或是，有目标却不肯努力，肯努

力却找不准目标……陷入这些问题之

中的人，不妨多想一想罗隐的那句

“成败终须要彻头”——不始勤终怠、

不轻言放弃，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

止，如此，就总有摘得成功果实、痛饮

祝捷美酒的一天。

成败终须要彻头
■魏 寅

近日，某连队接到通知，上级将

组织军容风纪检查，于是要求所有战

士统一理发。然而，有的战士刚理完

发没几天，觉得没必要重新理一遍，

因而发起了牢骚。连队干部了解情况

后，决定理发不再搞“一刀切”，这一

做法受到官兵点赞。

关于理发，还有一则故事。在保

卫南疆作战期间，迟浩田同志赴前线

慰问，发现战士们的头发很长，全无

军容风纪可言，故而心里不高兴。可

与战士交谈后他了解到，不理发是有

原因的：一是山上山下温差大，留着

头发，在山上就暖和些；二是对方看

到我们的战士头发长，知道他们在阵

地上待得久，会心生忌惮……

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打仗，如果

从战士的角度看，一些看似不正确的

事情或许就有了合理性。这件事让迟

浩田很受触动，他感到，这是一次

“实事求是的教育课”。

对现在的一些领导干部而言，这

何尝不是一堂“实事求是的教育课”？

试想，如果在军容风纪检查中发现战

士头发过长，是会耐着性子摸清实

情，还是劈头盖脸批评一顿？对于那

些“刺头兵”“个别人”，是会与其深

入交流、搞清个中缘由、力争对症下

药，还是“吹胡子瞪眼”“得理不饶

人”“恨铁不成钢”？

如果是为了维护纪律、真的出于

公心，倒也罢了。问题在于，少数领

导干部总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对下属

缺乏应有的尊重，喜欢吆五喝六耍威

风，不分青红皂白就骂人。特别是在

他们心情不好的时候，谁要是来“撞

枪口”，一场“狂风暴雨”“狂轰滥

炸”是在所难免的。究其实质，他们

不是为了真解决问题，而是为了图一

时之快。

上述种种做法，不仅难以让官兵

解开思想疙瘩、真正心悦诚服，还容

易使大家的积极性受到打击，情绪日

益悲观、怨气越积越深，甚至走向

“破罐子破摔”的极端。正如某心理学

杂志刊登的一项研究结果所称：领导

经常指责下属，会对组织产生“不易

觉察但却具有毁灭性”的影响。

“花为什么谢了呢？我的热烈的

爱把它紧压在我的心上，因此花谢

了。琴弦为什么断了呢？我强弹了

一个它不能胜任的音节，因此琴弦

断了……”这是泰戈尔笔下的名句。

对于有些领导干部，也应当扪心自

问：战士为什么不愿跟我说心里话

呢？为什么见了我总是绕道而行呢？

为什么我看见问题就批评，问题还是

解决不了呢？

再遇到战士“不理发”的现象，不妨

想一想当年迟浩田是怎么做的。静下

心来、俯下身来，问问战士有什么原因

没有，有什么苦衷没有。如此，才能走

进战士的内心世界，才能更好地消除隔

阂、化解矛盾、推动工作。

问问战士“为何不理发”
■许明武 张桃金

近日，某短视频平台上的“北大最

土女生”火了。视频中的她，不化妆、不

美颜、不做作，说的全是大白话。但正

是这种“土味”十足的风格，让她收获了

几百万的粉丝。有人对此很不解：这么

“土”的人凭什么就火了？她的粉丝这

样回答：她“不装”啊，这多可贵。

作为国内顶尖学府的“学霸”，这名

女生要是想吹牛、炫耀、秀优越感，不是

没有资本。可是她不仅不喜欢“装”，还

故意“俗”给你看：别人喜欢拔高，我偏

就贴着地走；别人装腔作势，我偏说最

土的话。现实中，大家见多了喜欢“装”

的人，突然见到这样一个人，对其产生

好感也就不足为怪了。

“装”作为一种风格，是大家普遍不

待见的，也是我们党历来反对的。早在

70多年前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同志

谈到讲真话的问题时，就专门强调“不

装”——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得就是不

懂得，懂得一寸就讲懂得一寸，不要讲

多了。

但时至今日，“装”的现象不仅仍未

根绝，还产生了不少变种。比如，一些

单位开会时，要么是不懂装懂、夸夸其

谈，要么是套话连篇、空洞无物，要么是

言过其实、过分拔高，要么是言行不符、

表里不一……总之，让人感到不自然、

不真实、不托底。

“装”的本质是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归根到底是作风问题。在当前形势

下，那些形形色色的“装”，既不符合深

化改革的需要，更有悖于强军兴军的要

求，可以说到了非治不可的时候。正所

谓“作假是清谈者的遮羞布，实干是行

动者的座右铭”，我们只有摒弃装模作

样、装腔作势的作风，拿出求真务实、笃

言笃行的劲头，才能交出一份无愧于官

兵、无愧于历史的答卷，才能圆满完成

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

（作者单位：武警北京总队执勤第

十一支队）

说话贵在“不装”
■刘华伟

一位学者在谈论学习方法时，提到

一个概念叫“集邮式笔记”。意思是说，

有的人记笔记时，只是单纯地复制、粘

贴，却不注重理解、记忆，因而让知识成

了邮票一样的“藏品”。如此一来，即使

笔记写得很多，他真正掌握的、能自如

运用的也未必有多少——甚至有时候，

会忘了记过笔记这回事。

可以说，把学习当“集邮”的现象，

在部队也一定程度存在。只不过这“藏

品”未必是给自己看的。比如，有人认

为“课可以不上，笔记一定要记”“人可

以不在，笔记一定要有”，为的就是在各

级检查时能够顺利过关。至于学习知

识、理解知识、运用知识，恐怕就难以顾

及了。

应当认识到，对官兵而言，学习不

是消遣，而是思想武装。既然是一种

“武装”，就必须拿出迎战的状态、打仗

的劲头，就必须带着信念学、带着使命

学。如果记录时照搬照抄、记完了束之

高阁，没有悟深悟透、没有入脑入心，何

谈“武装”？如果因此陷入少知而迷、不

知而盲的困境，何谈能打仗、打胜仗？

记笔记不是一个“收藏”的过程，而

是一个“消化”的过程，是把一段信息拆

开、揉碎，使其与我们脑中已有的概念

建立联系，让其固化为知识网络中一个

节点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时，

不搞机械式的文字搬运，而是充分发挥

主观能动性，记下个人的理解，留下思

考的痕迹，以便加深认识、为我所用。

如此一来，笔记才能成为启发思考、启

迪智慧的“利器”，帮助我们将所学知识

真正转化为强军动力。

（作者单位：32664部队）

学习不是“集邮”
■孙晓锋

春风浩荡，又到清明。不少人将

踏上扫墓祭祖的归程，而缅怀追思英

烈的氛围也日渐浓厚起来。

前不久，退役军人事务部等10部门

联合下发《关于在清明节期间开展“传

承·2019清明祭英烈”宣传教育活动的

通知》。这次活动的亮点在于，以党、

政、军、群10个相关部门联合部署开展，

“其规模和频度尚属首次”。其中，网络

直播、网上祭扫等线上活动，既保留了

传统的内核，又辅以新颖的形式，为清

明节注入更多时代气息，有望引起广泛

的关注，也将触动更多人的心。

清明，不仅是一个节气、节日，也

是一个重要节点，连接着过往与今天，

标注着奉献与感恩。今年是新中国成

立70周年，站在这样一个节点，我们不

能忘记：祖国的每寸河山，都被英烈的

鲜血染红过；今天的静好岁月，都是英

烈用生命换来的。

然而，现在的青年人多数生长于

远离战火硝烟的的和平年代，对他们

来说，革命先烈是不熟悉的“陌生人”，

要想唤起亲人间那种“一在天之涯，一

在地之角”的离情伤绪，或许是一件困

难的事。由此观之，如何让民众通过

清明节活动与英烈建立起“生命的连

接”，是提升国民素质的重要考题。

冰心曾说，清明扫墓“可以训练孩

子一种恭肃静默的对先人的敬礼”。

实际上，这“训练”对孩子有意义，对成

年人也有意义；这“敬礼”应献给亲人，

也应献给先烈。当清明的追思缅怀超

越血缘和亲情，当普通百姓更切近地

感念先烈伟大的情怀、不朽的牺牲，

“慎终追远”才能进入一个更高境界，

“民德归厚”才能达到一个更高层次，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

也才会变得更强。

“当你被生者遗忘，便是再一次死

亡。”曾有一部以墨西哥亡灵节为题材

的动画电影，让很多人感动落泪。但

在现实中，有关烈士陵园被占、被毁、

被扰的事情，时有发生；对英烈嘲讽讥

刺、抹黑玷污、恶搞丑化的现象，屡见

不鲜。殊不知，英烈是我们历史的一

部分，让他们“再一次死亡”，是莫大的

损失，也是极大的罪恶。

正因此，清明时节祭奠英烈，强调

对历史的敬畏、对国魂的护卫，意义重

大。近年来，从烈士纪念日到国家公祭

日，从纪念抗战胜利到纪念长征胜利，

对先烈的深切缅怀追思，使清明节成为

彪炳伟大民族精神的重要时刻。近日，

第六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

正在完成交接，英雄魂兮归来，也让清

明节多了一层肃穆之感与家国意味。

“你活在我们的记忆里，我们奋斗

在你为之奋斗的事业中。”清明的意

义，不只在于感受先烈的崇高，更在于

继承先烈的遗志、续写未竟的事业。

对于新时代革命军人而言，把缅怀追

思的心迹化作勇毅前行的足迹，让中

国的疆土“不再给任何国度的军人提

供创造荣誉、建立功勋的机会”，我们

就能在烈士的灵前问心无愧地致奠：

“先烈回眸应笑慰，擎旗自有后来人。”

清
明
，
与
先
烈
建
立
﹃
生
命
的
连
接
﹄

■
夏
敦
义

李
剑
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