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八一评论 E-mail:jfjb81pl@163.com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０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桑林峰 陈晓杰

长城瞭望

谈训论战

据报道，某部上尉小林因妻子来
队无家属房可住，通过扫描二维码向
单位反映了相关困难。很快，他们的
住房问题就得到解决。据悉，该部根
据新时代官兵特点，打造二维码监
督和服务平台，官兵只需扫一扫，即
可匿名或实名反映单位风气、个人
需求等实际问题。这种善于利用科

技手段的工作方式，深受基层官兵
欢迎。

这正是：
家属来队无住房，

扫码发帖诉愁肠。

点赞解难贴时代，

高效便捷人欢畅。

胥萌萌图 史建民文

八一时评

长城论坛

玉 渊 潭

到基层调研，很多官兵都说，现在

是部队深化改革、转型建设、练兵备战

的关键阶段，工作忙些累些是一种常

态。多数官兵表示，为战斗力建设而

忙，为基层全面建设而累，汗水没有白

流，心甘情愿为之付出、为之奋斗。

有位基层干部讲述了这样一件事：

某中队在野外驻训半年多，驻训地位于

大漠边缘，条件极其艰苦。临近老兵退

伍，中队认为，经过如此艰苦训练，留队

转士官人数一定会有所下降。结果大出

所料，这些在野外驻训的士兵，几乎都写

了留队申请。相反，一些未去驻训、深受

“五多”干扰的士兵，很多产生了退伍的

打算。那些驻训的士兵，身处艰苦陌生

地域，不受各种干扰，整天战斗着装、操

枪弄炮，感受着练兵备战、当兵打仗的荣

光，心中充满了军人的自豪感和使命

感。可以说，正是实战化的磨砺、重心在

战的导向，让他们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

意义。他们选择留队，根本在于可以一

心一意谋打仗、心无旁骛攻主业。

人生需要奋斗，奋斗要有价值。倘

若一个人活没少干、汗没少流，却忙而

无功、累而无获，就会缺乏成就感。当

前，官兵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就是每天

忙忙碌碌，付出却无法与成就和价值成

正比。

有的官兵吐槽，机关指挥棒乱舞，

今天一个电话，明天一个通知，后天一

个活动，我们整天就是接电话等通知，

不知自己到底该干啥。再看看连队周

计划表，筹划得非常细致，但多数没有

真正落到实处，有的即使落实了，也是

忙完机关布置的临时性任务后，加班加

点应付了事。像这样“白+黑”“五+二”

“八+X”地忙碌，干的大都是迎检、报

表、留痕之类的事，能力上没有提升，业

务上没有突破，到哪里去获得成就感！

基层官兵汗水没少流，为啥缺乏成

就感？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是忙而无序。兵以律出，师以

法治。部队是一个战斗集体，最应该讲

法治。然而，有的领导缺少法治思维，

工作指导比较随意，仍停留在突击式、

运动式抓工作的低层次上；有的机关指

导不科学，工作节奏把控不好、结合渗

透不力、指导帮带有偏差，片面强调自

身工作重要，导致基层忙乱乱忙。结

果，往往是基层交了上级的差，却荒了

自己的田。

其二是忙而无当。有的机关不体

恤基层，动辄要求基层上报各种材料，

甚至同一数据反复报不同部门，产生大

量重复性工作。还有的机关统筹不力，

“千条线”都想同时穿过“一个针眼”。

譬如有个单位，周五上午参谋部规定搞

安全教育，后来保障部又规定周五上午

为“车（炮）场日”时间。两家工作打架，

基层咋干都是错。

其三是忙而无效。倘若干一项工

作，有效率、有效益、有效能，官兵自然

会有成就感。然而，基层官兵干的很多

工作，很难产生实际效果。比如，有的

苦于应付检查评比，拿扫把、扛铁锹就

占用大量时间；有的参加会议过多、过

长，许多官兵抱怨，“不是在开会，就是

在开会的路上”。诸如此类，看似整天

忙个不停，都与战斗力建设关系不大。

“不作无补之功，不为无益之事。”

成就感的获得，其实很简单。很多老基

层谈到，如果连队没有上级太多干扰，

按照纲要自主抓建，各项建设有效推

进，官兵就普遍感到生活很充实、工作

有价值。这启示我们：机关坚持厉行法

治抓基层，按条令条例办事，让基层聚

精会神搞建设、心无旁骛谋打赢，官兵

就会拥有更多成就感。

今天的基层已非昨日，专业分工更

加多样，组织结构日益复杂，建设任务

异常繁重，更加强调标准化、规范化、精

细化、法治化。倘若上级机关不依法指

导、科学管理，不尽快建立快捷、高效、

简洁、精准的工作机制，“一个将军一个

令”，就会严重干扰基层秩序，让基层疲

于折腾、劳而无功。

没有哪一种轨道比法治更可靠。

部队每年都会召开党委会安排部署全

年工作，机关各部门也会下发工作指

示，再加上基层建设纲要、条令条例等，

这些都是基层建设的“法”和“令”。机

关各部门用心用情用功，搞好科学统

筹、分类指导，突出重点、精准抓建，基

层就不会忙乱乱忙，官兵自然会心满意

足地干本职、练打仗。

实践证明，部队秩序越正规，连队一

日生活制度落实越有力，越能激发基层

建设的内生动力。各级坚持全面从严治

军，严格按条令抓秩序，按大纲抓训练，

按纲要抓经常；党委机关各部门之间日

常多沟通、多提示、多提醒，处理好大项

任务与经常性基础性工作的关系，安排

部署工作充分考虑基层承受能力，不搞

层层加码，不提过高要求，留给基层抓落

实的时间，切实减少部队忙乱、卸下基层

负担，必定能搅动基层建设一池春水、催

生蓬勃向上的无限活力。

（作者单位：武警河北总队）

汗水没少流，官兵是否有成就感？
■陈维旭

近段时间，解放军报“爱国情·奋斗

者”栏目，向我们介绍了很多为国奋斗的

热血军人。

学习他们的先进事迹，最让人感动

的就是他们的人生选择。在他们身上，

有种选择不凭兴趣凭爱国。

中国工程院院士、火箭军工程大学

教授黄先祥就是他们中的典型代表。“我

们这代科研人中，有不少同志并不是根

据个人兴趣去选择专业。祖国和军队的

需要，才是我们的第一选择！”黄先祥原

本学习的是机械专业，因教学工作需要

改为瞄准专业。研发新装备，必须从零

学起。那几年，黄先祥一边夜以继日地

自修光学、电子学、自动控制等专业知

识，一边没日没夜地进行科研论证。几

年后，他终于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战略

导弹半自动瞄准系统，使导弹发射摆脱

了单纯依靠人工操作的落后瞄准方式。

选择最能考验一个人的品性、操守和

情怀。如果能凭兴趣选择专业，当然是人

生的一大幸事。然而，当国家需要和个人

兴趣发生矛盾时，能否把国家利益放在第

一位，更见大我、见党性、见担当。

不仅黄先祥，国家和军队的很多科

学家在面临人生选择时，都坚持把强国

强军事业放在第一位，不凭兴趣凭爱国，

不讲条件讲报国。当年，留美博士邓稼

先归国后，中央安排他做“国家大炮仗”

工作时，他毫不犹豫地表示，“听从组织

安排”；著名核物理学家王淦昌，在国家

需要他舍弃个人研究方向时，他坚定地

回答，“我愿以身许国”；中国“稀土之父”

徐光宪因国家需要，曾多次变更研究方

向，均取得杰出成绩，他的世界“祖国最

大”；“火炸药王”王泽山选择了极其冷门

的火炸药专业，他坚定地认为，“国家需

要就是我研究的方向”……他们都是心

系祖国、不计得失的大写之人。

对于一个人尤其是科学家而言，放弃

个人兴趣，变更研究方向，意味着推倒重

来、另起炉灶，意味着付出更大的艰辛、更

多的汗水，这是怎样的一种割舍！然而，

在祖国利益和强军事业面前，他们毅然作

出了抉择。在他们看来，被国家需要是一

种幸福，为祖国奉献是一种价值。正如钱

伟长所说：“我没有专业，一切从国家的需

要出发，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

“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如

何选择，最能照见大我与小我。计利国

家和军队者，总能放弃个人兴趣，“眼放

长空得大观”。倘若总是计利小我，把个

人得失看得很重，只会“汲汲于名利”，很

难有大的作为。

军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也是一种特

殊的职业，其人生选择大都不能凭兴趣，

而应把祖国利益、强军需要作为第一选

择。在改革强军的时代潮流中，很多军人

改换了专业、转隶了岗位、调整了身份，有

的甚至要从零干起，但他们都做到了“革

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体现了

强烈的服从意识和担当精神，也表现了博

大胸怀和坚定党性，无愧于新时代最值得

尊崇的人。相反，如果不愿接受祖国和军

队的选择，总是追求“自我设计”，稍不如

意就撂挑子，必然难以实现人生价值。

当前，军队正处于转型建设的深入

推进期，对广大官兵来说，必然会面临一

次又一次的人生选择。只要我们像黄先

祥同志那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强

国强军需要为第一选择，抛开心中“小算

盘”，胸怀强国强军“大棋盘”，把小我融

入大我，把个人梦融入中国梦强军梦，敢

于担当、勇立潮头、苦干实干，就一定能

创造属于新时代的光辉业绩，在奋力奔

跑和接续奋斗中成就梦想。

（作者单位：92510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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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做人为官,

得有人格、有风度,明德惟馨、握瑾怀瑜。

张九龄是唐玄宗时期有名的贤相，

不仅文章功业一流，而且心系天下、举

止风雅，人格高尚、气度不凡。自张九

龄去世后，唐玄宗对宰相推荐的各类人

才，总要问“风度得如九龄否”。可见，

张九龄已成为那个时代为官者人格和

风格的标杆，“风度得如九龄否”也成为

当时选拔官吏的一个标尺。

张九龄一辈子忠耿尽责，秉公守则，

直言敢谏，选贤任能。他清正自守，对国

家尽责、对百姓尽心，敢于同恶势力做斗

争，为开元之治作出了积极贡献。

他不唯上、不谄媚。一次唐玄宗过

生日，文武百官“多献珍异”，唯九龄以

《千秋金鉴录》作贺礼，劝玄宗励精图

治。可见，他真是官场上的一股清流。

他能识人、严法度。张九龄明察秋

毫，颇有识人之道，很早就看出安禄山是

奸诈之徒,断定此人日后必会作乱。一

次适逢安禄山冒犯军法，被押送京城。

张九龄毫不犹豫地在奏文中上表，建议

为严肃军纪，将安禄山斩首。奏文明确

写道：“穰苴出军，必诛庄贾；孙武行令，

亦斩宫嫔。守珪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

死。”唐玄宗最终未能批准，将安禄山释

放。“安史之乱”后，唐玄宗奔走蜀方，因

追思张九龄的卓见而痛悔不已，遣使至

曲江祭奠张九龄，追赠其为司徒。

人格要正，有人格，才有吸引力。正

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

令不从”。选拔官吏更应重视一个人的

人格魅力。为官者心有真宰、言有品格、

行有风格，才能受到伯乐的青睐。

姚鼐曾写有《朱竹君先生传》一文，

其主人公朱筠也是一位品格高洁之

人。朱筠先后受到刘统勋、于敏中的提

携，并同朝为官，但朱筠对他们二人并

非言听计从，而是坚持真理，多次与两

位恩师据理争辩，深得时人钦佩。

不仅如此，朱筠为人，外刚内柔，多

成人之美，“内友于兄弟,而外好交游。

称述人善，惟恐不至；即有过，辄复掩

之。后进之士多因以得名”。朱筠不仅

为官公义，不阿私情，而且诚恳待友、提

携后进，其人格风度影响后世。

繁华落尽见真淳。纵观历史，那些

青史留名的为官者，大都品格高尚、品

行高洁，譬如杨震、范仲淹、王安石、于

谦、于成龙等。“风度得如九龄否”，这不

仅应成为选官考核的标准，也应成为历

史检验的试金石。为官者只有具备良

好的人格品格，才能赢得生前身后名。

否则，即使一时进入官员队伍，也会因

为品行不洁、人格不端而被扫进历史的

垃圾堆。

为政之道，修身为本。我们党选人

用人，最讲究人格和政德。人格是一个

人精神修养的集中体现。光明磊落、坦

荡无私，是共产党人的光辉品格，也是干

部应该锤炼的品质修养。焦裕禄、谷文

昌、杨善洲、杨业功、廖俊波等一大批共

产党人之所以能成为党的好干部，不仅

在于他们有才干，更在于他们讲大德、严

公德、守私德；不仅在于他们有政绩，更

在于他们讲品格、讲操守、讲风度。

共产党人干事业，一靠真理的力量，

二靠人格的力量。现实生活中，仍有少数

党员干部在人格锤炼、品格修养上还有欠

缺。有的心胸狭窄，看不得别人好，总喜

欢搞诬告陷害那一套；有的表面不说，背

后乱说，不敢公战、只敢私斗，一副“两面

人”的做派；还有的不讲风度，不是争你高

我低，就是争蝇头小利。诸如此类的党员

干部，不从党的队伍中清理出去，对党的

事业百害无一利。

“风度得如九龄否”，这是古人选官的

告诫。今天，我们党选人用人也要注重人

格第一、知行合一，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

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事业为

上、公道正派。对一名党员干部来说，要

做到有人格、有风度，就要坚守精神追求，

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处理好公和

私、义和利、是和非、正和邪、苦和乐的关

系；就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保

持平和心态，看淡个人进退得失，心无旁

骛努力工作，为党和人民做事。

（作者单位:江西省军区）

风度得如九龄否
■李晓亮

西部战区空军雷达某旅运用大数据

理念，让官兵用特制的数据便签采集战

斗数据，集纳成战斗数据库并加以分析

运用，大大提高了雷达情报质量。新疆

军区某红军团坚持对人体机能、作战行

动、作战环境、装备性能、后装保障5大

类126类数据不断采集运用，从而使某

型反坦克导弹列装未满一年就具备实战

能力。这启示我们，数据用起来、跑起

来，才能很好地助推练兵备战工作。

数据被喻为 21世纪的石油和金

矿。对军队而言，数据则是炮弹和子

弹，它在平时的战备训练中是各系统运

行的重要保障，在战时则是联合作战的

重要支撑，能为复杂多变的战场提供有

效决策。“让数据多跑路，人就能少跑

腿。”得到数据只是前提，用好数据方能

得胜利。若仅有数据而不用，则犹如有

弹药而不发射一样。只有把数据用起

来才能形成大数据，才能有助于提升新

时代备战打仗能力。

毛泽东曾说：“对打仗要做到心中

有数。”信息化时代，心中有数不能只靠

经验，而是要靠数据支撑。然而，目前

我军大数据建设还存在很多问题。有

的虽然对数据越来越重视，但很少建立

数据系统，仍是各自为战式的“信息烟

囱”；有的采集到很多数据，但不善用数

据作定量分析，无法作出精准判断；还

有的人为设置障碍，不愿实现数据共

享，等等。这背后固然有数据保密的原

因，但如果不把数据用起来，它就永远

无法发挥功效。

大数据不是图画，而是工具；不是

花瓶，而是弹药；不是工艺品，而是制胜

法宝，它的价值就在于跑起来、用起

来。比如新兵教育，有的单位不善于对

新兵数据进行分析归纳，只依靠经验来

管，很难做到因材施教；还比如同一兵

种训练，有的单位仅局限于一个旅团的

数据，难以形成规律性的东西，也就难

以有效改进和创新训法战法。相反，有

的部队十分注重数据采集与分析运用，

就能让数据在教育、训练、管理中发挥

重大作用，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战争是一个庞大的数据系统。目

前，数据的较量已不局限于战场，而是

贯穿于备战打仗的方方面面。这提醒

各级指挥员，必须把数据用起来，尽快

发挥大数据功能，努力使我军在战争准

备中走在时代前列。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

用起来才能发挥大数据功能
■张冰瑶

前不久，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解决

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

明确指出，发扬“短实新”文风，坚决压缩

篇幅，防止穿靴戴帽、冗长空洞。这一重

要通知，再次提倡实事求是的文风。我

们常讲，有破有立。只有改掉坏文风，才

能立起好文风；只有破除“空心文”，才能

产生“实心文”。

文风是一个人的精神徽章。所谓

“空心文”，就是长得一副好皮囊，却言之

无物、言之无理，空有文字堆砌，难有思

想观点；只见叠床架屋，不见筋骨血肉。

表现在脸面上，四六成句、排比成堆，看

似工整对仗，却是“整形”整出来的，没有

个性，没有特点，只有正确的“废话”；表

现在形体上，块头很大，洋洋洒洒，大标

题套小标题，却是东拉西扯，不知所云；

表现在用途上，名曰文章，实则“四不

像”，教育别人则误别人，指导工作则误

工作，从中捞不着一点儿干货，稍微一挤

就“瘪”了下去。

我们党反复强调，要“转作风改文

风”。文风改了一波又一波，缘何还屡屡

出现“空心文”？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形式

主义的顽疾未除。有些人讲话、写文章，

只讲领导喜欢听的话，讲有出处的话，讲

“完全正确”的话，讲报喜不报忧的话。

如此一来，自然就有大量“空心文”滋生

蔓延，它们除了块头大、肚子圆、“语气

盛”之外，毫无问题性、针对性、指导性。

要知道，文章也是一种领导方式和

工作方式，实心装填才有力度。而在“空

心文”作者那里，它则成了用来讨好上

级、鼓吹成绩、曲意逢迎的一种手段。这

种坏作风不除，“空心文”就难以根除。

只有下大力纠治形式主义，才能让文风

实起来，让文字短下来，让文章发挥其应

有的功效。

劝君莫写“空心文”
■洪 治

“打卡”意为一种记录。自媒体时

代，很多人都喜欢“打卡”，在陌生地、旅

游区、出差地等，留下“到此一游”的痕

迹。对地方人员来说，“打卡”无需禁

忌。但对军人来讲，“打卡”事关保密，万

万不可沉迷其中。

谋于密，败于泄。三军之事，莫重于

密。战争年代，保密就是保生存、保胜

利；和平时期，保密就是保安全、保发展、

保战斗力。军人沉迷“打卡”，看似是个

人行为，实则关乎军事秘密、关乎国防安

全。有人喜欢到处“打卡”，到处晒朋友

圈。殊不知，你和武器装备、部队阵地、

演习现场、阵地建设的一张合影，就存在

很大的安全隐患。一旦造成失泄密问

题，个人受到处罚事小，对军事安全造成

的危害则是无法弥补的。

机事不密则害成。现实生活中，我

们反复强调保密问题，但有些同志总认

为失泄密离自己很远，什么时候也轮不

到自己，把“打卡”作为一种生活习惯。

有的跑步要留“痕”，在营区也开启记录

软件；有的出差要留“影”，一路走来一路

拍；还有的演习训练要留“酷”，经常和装

备一起出镜。诸如此类的“打卡”，一旦

上传到朋友圈，就可能造成失泄密问题，

带来的风险危害难以估量！

毛泽东说过：“必须十分注意保守

秘密，九分半不行，九分九也不行，非

十分不可。”在智能穿戴设备日益流行

的今天，军人必须更加自制，时刻绷紧

保密这根弦，决不能为了自炫、为了点

赞、为了虚荣心，而忘记保密这个天大

的事。

沉迷“打卡”不可取
■容宝宁

特别策划：新时代“基层建设十问”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