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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瞭望

长城论坛

领导和机关听取意见，下级单
位 理 应 把 精 力 放 在 意 见 收 集 上 ，
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然而，
个 别 单 位 却 怀 着 迎 合 的 心 态 ，费
尽 心 思 揣 摩 领 导 喜 欢 听 什 么 、不
喜 欢 听 什 么 ，在 准 备 意 见 时 反 复
拿捏，对问题讲到什么程度、用什
么样的语气、哪里该模糊表述等，

功 夫 下 得 不 少 ，有 的 甚 至 备 上 几
套方案。

这正是：
良药不怕苦，

意见贵在真。

劝君敢直言，

摒弃迎合心。

周 洁图 张冰瑶文

八一时评

谈训论战
玉 渊 潭

特别策划：新时代“基层建设十问”之三

很多人喜欢读史。虽说“古人往

矣，自无忧可担”，但走进鼓角铮鸣的历

史深处，生发些忧情总是难免的。而

且，忧能醒人，并不多余。

西晋陈寿所著的《三国志》，是记载

三国鼎立时期比较完整、客观的史书。

细品不难发现，当各股势力冲突激烈的

时候，总能见到谋士拨云见日的分析、

鞭辟入里的观点，读来令人既惊又喜。

其后是“某某从之”“用某某计”，事则多

成；一旦“某不听”“某不从”，事往往不

利。史家之笔，鉴于往事、资于治道，不

可不深思。

初平三年，青州黄巾军转入东平。

兖州刺史刘岱欲击之，鲍信认为不可，

“今贼众百万，百姓皆震恐，士卒无斗

志，不可敌也”。他观察到，黄巾军虽人

数众多，但并无辎重，提出：“今不若畜

士众之力，先为固守。彼欲战不得，攻

又不能，其势必离散，后选精锐，据其要

害，击之可破也。”这番话，明形势、有办

法，知己知彼，甚为允当。然而，刘岱不

从，最终战败被杀。

战争的舞台向来迷雾重重，“鲍信

们”则是重要角色。他们不仅了解敌方

将领的性格特征、士卒的多寡优劣、部队

的战斗意志、粮草的准备情况，还能把握

时和势，找到战胜的突破口。指挥作战

的将领运筹帷幄，离不开“鲍信们”的参

议，如果仅凭一己之力察形势、作决策，

就会盲目。从这个角度讲，能听善察也

是斗争智慧、斗争本领高强的体现。

曹操与袁绍一同起兵讨伐董卓时，

曾有这么一番对话。袁绍问：“如果起

事不顺利，你准备怎么做？”曹操让袁绍

先谈。袁绍的想法是“南据河，北阻燕、

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客观

地讲，这个思路很清晰。曹操说：“吾任

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话

中气度与格局，明显高出一筹。史家称

曹操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由此可见

一斑。

曹操与袁绍最激烈的一次交锋，当

属官渡之战。这本是一场实力悬殊的

战役，然而，曹袁二人不一样的“耳朵”，

把战争带向了以弱胜强的结局。

袁绍大军进逼官渡时，曹军正面临

短兵缺粮的艰难处境。相持一阵后，恐

惧情绪在曹军蔓延，甚至连曹操都失去

了信心，他给荀彧写信，商议退回许

昌。荀彧看出，这场战役退无可退，是

决定天下大势的关键一战，况且获胜的

因素还是有的，他建议继续坚守、伺机

破敌。曹操虽有万般难，但还是听从了

这个建议。

袁绍寻求快战、急战，帐下谋士沮

授频频拉袖子。“北兵数众而果劲不及

南，南谷虚少而货财不及北；南利在于

急战，北利在于缓搏。宜徐持久，旷以

日月。”袁军为北兵，曹军为南兵，沮授

摆明了双方优劣长短，献“缓搏”之计，

可惜袁绍听不进去。冬天，袁绍派淳于

琼带兵北迎粮车，沮授又提出，应当派

蒋奇带一支部队接应，防止曹兵包抄。

结果是，“绍复不从”。

战争的转机出现了。许攸奔曹，献

袭淳计。曹操大喜，选精锐步骑，用袁军

旗帜，人抱束薪。抵达淳于琼驻扎地后，

围屯放火，大破袁军。从一定角度讲，这

场战役曹操胜在听，袁绍败在不听。

《献帝传》有一个细节，有助于我们

脑补画面。袁绍的军队出发前，沮授召

集宗族的人说：“夫势在则威无不加，势

亡则不保一身，哀哉！”听了这番丧气

话，他的弟弟很不解：“曹公士马不敌，

君何惧焉！”沮授说：“以曹兖州之明略，

又挟天子以为资，我虽克公孙，众实疲

敝，而将骄主忲，军之破败，在此举也。”

沮授确有先见之明。

“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不能

用，闻善而不能纳”，陈寿给袁绍的这番

评价，是极好的镜鉴。信息技术的进

步，大大扩展了我们的视听范围，辅助

决策诸系统也越加成熟。可即便如此，

我们也不能少了“任天下之智力”的胸

怀。在备战打仗中坚持发扬军事民主，

才能不迷失、不盲动，做到乱云飞渡仍

从容。

莫做“某不听”
■铁 坑

关于问责追责，笔者近日听说这么

两件事——

去年初，某连出了个状况：班长体

罚战士。消息不胫而走，处理通报也很

快下发了。后来，这个连在上级组织的

军事比武中拔得头筹，其他各方面工作

也不错。年底，上级决定给他们申报先

进连队。

某技术队也遇上烦恼。去年4月，

一名战士违规饮酒。处理完后，在上级

的大小会议上，此事反复被提及。技术

队主官有些灰头土脸，想到“年初出事

白干一年”，对付着过的工作态度也越

发明显。

上述两件事，包含着基层建设的几

个“问号”：问责追责如何做到精准、力

避泛化？责而不容的现象还有多少？

板子落下后，负面情绪怎么消除？这些

都是基层官兵很关注的问题，解决不

好，压力就难以化为动力。

这几年，基层部队普遍感受到：随

着部队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力度加大，土

政策土规定少了，定责和处理都依据条

令法规，大家的心不再像以前那样悬

着；而对失误错误区分对待，该容错的

大胆容错，更是为充满闯劲的同志壮了

胆、撑了腰。可以说，大环境的变化，基

层已经受益。

可即便如此，谈“错”色变、望“错”

生畏的状况依然存在。一位营教导员

说：“现在部队体量大了，上面三令五

申，我们精神紧绷、步子谨慎，肩上从

早到晚都扛着‘别出事’3个字，仅为此

就消耗掉很多精力，别的工作也打了

折扣。”据了解，“怕打碗而少刷锅”并

非个例，因为他们见识过“碎碗者”的

代价和教训，“既然错不起，不如求稳

当”。

强化追责问责，让失职失责者承担

应有责任，旨在唤醒责任意识、激发担

当精神。然而，在一些单位，问责追责

这个督促手段却没有用好。比如：问责

泛化简单化，急于亮明态度、给个交代，

欠缺精准度、科学性；把处理、通报当结

果，搞“一问了之”，不帮助其甩掉思想

包袱、重拾信心；对被问责者带有偏见，

只见其过错、无视其成绩，甚至以瑕掩

瑜，等等。

落下的戒尺，不仅要有法的严肃，

还要有爱的温度。某旅政委有一个好

比喻：“对待基层要像对待孩子一般，有

了问题，批评并促其改正是必要的，但

关爱和鼓励同样不可或缺。”一些基层

单位出现问题后，主官为什么背着包袱

爬不起来？部队士气为什么难以提上

来？开展工作为什么总是放不开手

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重视去做问

责追责的“后半篇文章”，最终挫伤了官

兵的积极性。

“为负荆者释缚”，这类场景常见

于古时的军队中，负荆者既得了教训

又暖了心扉，往往知耻后勇、临阵无

畏。这方面，我们这支队伍同样有好

的传统。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整

顿党的作风》中提出“惩前毖后、治病

救人”的方针，指出“任何犯了错误的

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

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我们

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

变为一个好同志”。实践证明，把“惩

前毖后”与“治病救人”结合起来，效

果往往好得多。

现在，基层部队任务重、压力大。

管好思想，确保部队安全稳定；练兵备

战，提高新时代打赢能力；夯实基础，释

放改革效能……无论哪项工作，都需要

基层部队全神贯注、开动脑筋、踏实苦

干。我们常说“基层是部队主体”“基层

至上”，既然如此，就该多一些设身处

地，多一些宽容鼓励，真正发挥问责制

度的正向效应，真正体现严管和厚爱结

合、激励和约束并重，不断鼓足新时代

基层奋斗者的干劲激情。

戒尺落下后，压力是否化为动力？
■张 鹏

据媒体报道，不久前，一家人脸识别

公司发生大规模数据泄露事件，事件引

起的人心震动至今余波未止。第四个全

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到来之际，有关专家

提醒：要警惕大数据时代的安全风险。

当今时代，网络提供的个性化服务

周到得让人吃惊。早上出门上班，手机

告诉你到单位需要多长时间；新闻客户

端的头条，都是你关心的话题；多年失

联的同桌，通讯软件推荐给了你……这

些都源于大数据。短短几年时间里，我

们在网上留下了自己的观点、行为、情

感和足迹，自觉或不自觉、自愿或不自

愿地产生着大数据，同时也被大数据所

环绕、笼罩和支配。大数据“比我们自

己更懂自己”，给现代生活增加了更多

色彩。

大数据的妙用在于，通过对关联性

数据的挖掘和分析，可找出事物内在的

规律，进而对研究对象的未来发展态势

进行预测。如今，大数据的运用越来越

广泛。比如，分析气候变化，辅助防灾减

灾；分析经济形势，便于及时调控；分析

治理效果，寻找最优方案，等等。可见，

大数据不仅颠覆了生活方式，还对国家

政治、经济、军事、生态等重大领域有着

重要影响，是国家的重要战略资源。

有人说，大数据时代，人类就像生

活在“玻璃房”里。这句话道出了大数

据时代潜在的安全风险：数据缺乏有效

管理，就有泄露的危险，如果被别有用

心的人利用，就会对个人隐私和国家安

全造成极大危害。正因此，习主席强

调：“要切实保障国家数据安全。要加

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强化国

家关键数据资源保护能力，增强数据安

全预警和溯源能力。”这一要求切中要

害，至关重要。

“一旦战争来临，很多数据都会变

成作战数据”，这个观点绝非危言耸

听。以国家地理信息为例，山河湖海、

道路交通、物产资源等数据我们都在使

用，并在不经意间给予补充和完善。但

是不要忘了，如果这些数据被对手掌握

并用于战争，后果将不堪设想。抗日战

场上，我军缴获不少日本军用地图，其

精度令人吃惊。大数据时代，对手获取

地理信息数据的渠道更多样更便捷，我

们既要防止别人偷窃，也要增强安全意

识，万不可将相关数据拱手相送，稀里

糊涂地帮着对手驱散“战争迷雾”。

去年，美国一款健身应用软件将用

户锻炼数据在网上公布，引起美国国防

部“严肃对待”。这款应用软件叫斯特

拉瓦，美军不少现役军人都在使用。斯

特拉瓦将用户数据做成“热力地图”，该

地图清晰显现了许多美军基地的地理

位置，甚至包括一些秘密基地。斯特拉

瓦“热力地图”事件，虽然是别人的事，

但我们也可以从中获得警示。从安全

角度讲，军事基地、军事设施的暴露，难

道不是“想想就害怕”的事？

确保大数据的“刀柄”握在自己手

中，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国家层

面来说，必须加强政策、监管、法律的统

筹协调，加快对大数据安全管理的法规

制度建设；必须制定数据资源确权、开

放、流通相关制度，做到权责明晰。从

公民个人角度来讲，要增强数据安全意

识，绷紧防间保密这根弦，切莫因一时

之快，让觊觎在旁的虎狼轻易得逞，

从而置个人和国家于险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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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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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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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控制住自己的脾气，常被认为是

修养好。然而，如果在原则问题上低眉

顺目，那就成了好人主义。对此，陈毅

同志认为，尖锐的方式有时是必要的，

不能没了“政治脾气”。

我军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

集团，讲政治永远是第一位的。讲政

治并不虚无缥缈，就是在工作生活中，

遇事多想政治要求、办事多想政治规

矩、处事多想政治影响。党员干部面

对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敢于亮剑、激

浊扬清，既是党性强、觉悟高的体现，

也有利于壮正气、祛邪气。如果脾气

全无、怕得罪人，错误言行就会大行其

道。“杂草易疯长”，正因此，我们必须

有点“政治脾气”。

一位领导说：“见到微信群里出现

偏激、污化的错误言论，我从不参与讨

论。”这种态度很有代表性。在人人都

有麦克风、都注重自身表达权利的时

代，各种各样的错误观点不时冒出，一

些携菌带毒的歪道理传播得很快。持

“唾面自干”的态度，势必导致阵地受

损。苏联解体前，面对各种攻击、谩骂

苏共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苏联共产

党人大多保持沉默、含糊妥协，以至于

闸门打开后，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如洪

水般奔涌而出、冲溃大堤。这个教训极

为深刻。

好人主义，坏就坏在没有原则。

毛泽东同志曾给这类人画像：“因为是

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

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

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

平和亲热。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

不做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对个

人主义、自由主义不作斗争，对圈子文

化、码头文化不拍桌子，政治立场、政

治方向就谈不上“坚定”。立身不稳，

遑论赤诚干事业？

为党奋斗、为党斗争，是党员干

部的分内事。置身价值多元的时代，

各级要自觉把讲政治融入党性锻炼

全过程，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

做到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场不移、

政治方向不偏，使自己的政治能力和

所担负的职责相匹配；要善于从政治

上观察和处理问题，旗帜鲜明捍卫真

理、捍卫阵地，理直气壮地与各种错

误言行作斗争。

还得有点“政治脾气”
■谢增来

“无战不联，无联不胜。”谈到现代

战争，各级指挥员都知道联合作战是趋

势、联合素养是硬功。我们只有增强联

的意识、提高联的本领，才能让联战联

训形神兼备。

军事实践中暗含着分与合的辩证

法。作为一级独立作战单位，师的英

文表述是“division”。这是一个本意为

“分”的词，却被用来称呼一个多种力

量组成的作战单位，军事理论家认为：

“这里面含有很深的意思，因为样样都

有才能独立作战。”现代军队分工越来

越细、也越来越注重联合，研究现代战

争，建设强大军队，必须弄通这种内在

关联。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实现了我军

革命性重塑。编制体制大调整后，部队

把支援、保障等兵力配置于基本作战单

位，精干化、一体化、小型化、模块化、多

能化等特征更加明显。如今，我们完成

作战编组，只需把必要的基本作战单位

纳入进来。相比以往，这个过程高效得

多。从合成营、合成旅到战区，可以说，

我军已经有了“形联”，但实现理想的

“神聚”，还要下很大功夫。

高水平的联合，绝不是垒成一堆

的“积木”。它是不论怎么组合、何时

组合，都能快速实现经脉畅通的战斗

群。联合之难，就难在这里。现在，摆

在指挥员面前的难题不少。比如，如

何加快本领扩容，掌握不同作战力量

的运用规律；如何超越自己的军兵种

身份，结合任务、立足全局搞好兵力配

置；如何顺畅运行机制，实现各种力量

和要素的有机融合，等等。信息化战

争靠的是体系、拼的是体系，这些问题

解决不好，战场上就难有“身之使臂，

臂之使指”的自如。

北部战区一位指挥员谈道：“要特

别注意人才培养和思维转换的问题。”

联合作战指挥人才是联合作战指挥体

系的核心，联合思维是实现形神兼备

的前提。我们要搞好顶层设计、健全

制度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尽快把联合

作战指挥人才培养好；要少一些加减

乘除的“算术思维”，多一些释放潜能

的“化学思维”，尽快把联合作战指挥

能力提上去。

联合不是“垒积木”
■刘日阳

一些基层单位出现问题后，主官为什么背着包袱爬不起来？

部队士气为什么难以提上来？开展工作为什么总是放不开手脚？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重视去做问责追责的“后半篇文章”，最终挫

伤了官兵的积极性。

将领运筹帷幄，离不开“鲍信们”的参议，如果仅凭一己之力察

形势、作决策，就会盲目。从这个角度讲，能听善察也是斗争智慧、

斗争本领高强的体现。

内容更丰富

下载更方便

欢迎关注“八一评论”微信公众号

有人说，大数据时代，

人类就像生活在“玻璃房”

里。这句话道出了大数据时

代潜在的安全风险：数据缺

乏有效管理，就有泄露的危

险，如果被别有用心的人利

用，就会对个人隐私和国家

安全造成极大危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