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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观澜

玉 渊 潭

八一时评

某部为给官兵提供便利，购置了一
批支持“指纹支付”功能的自动售货机，
放置在营区内。但由于担心暴露部队
信息，“指纹支付”功能一度处于关闭状
态。近日，该部与厂家沟通，在加强安
全技术保障的前提下，开通了“指纹支
付”功能，赢得官兵点赞。

这正是：

一禁了之虽容易，

如此岂是长久计？

求稳还须知图变，

安全便利两相宜。

洛 兵图 张冰瑶文

长城瞭望

特别策划：新时代“基层建设十问”之五

近日，某部拟提拔副团职干部名

单公示，其中多数来自基层任务一

线；某部任命10余名表现突出的排长

直接代理连主官；某部破格提拔3名经

过联演联训、备勤驻训等大项任务检

验的优秀连主官担任营主官……给想

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基层官兵以

足够多的机会、足够大的舞台，正成

为各部队人才队伍建设的一个重要着

力点。

近年来，全军各级坚决贯彻习主席

重要指示，树立注重基层、注重实

干、注重官兵公认的导向，全力推进

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有力促进了

基层人才队伍建设，基层官兵成长路

径更加明晰、干事创业更有奔头、拼

搏斗志更加昂扬。

所谓“根深则叶茂，本固则枝

荣”，强调的是根深本固的重要性。对

部队官兵来说，在基层扎根的深度，

往往决定着向上发展的高度，这是人

才成长进步的一般规律。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

“根深叶不茂，本固枝不荣”，则是违

反常理的；同样地，如果官兵向下已

扎深了根，向上却仍难以发展，也是

违背规律的。

近段时期以来，一些官兵反映，在

经过了多年的基层历练、积累了丰富的

基层经验之后，却发现晋升通道狭窄、

发展空间不足，过早地进入“瓶颈

期”，甚至触到了“天花板”。比如，一

组来自基层的调研报告显示——

某部营连主官中，任现职满5年以

上的占 48.7%，但受干部编配比例限

制，他们在短期内仍无望晋升，“提不

了、走不了、卡在中间动不了”；

某部借调干部中，有不少是曾经

的基层骨干、现在的业务中坚，但现

单位人事调整冻结，原单位又将其纳

入编余，想留下很难，想回去也难，

陷入进退维谷的处境；

某部业务尖子中，有超过3成经历

了跨行转岗，随即成为新专业、新岗

位的“门外汉”，“我擅长的不需要我

干，需要我干的我不擅长”；

某部的“兵工匠”“兵师傅”，素

质都很过硬，但受晋升名额限制，其

中大部分只能止步军衔“低段位”，无

缘强军“后半程”……

周恩来同志曾说过：“对于工作岗

位，不要只看今天，还要看到明天。”而

上述官兵遇到的问题，正是难以看到自

己军旅生涯的“明天”。他们在“根深本

固”之后，本应进入“拔节生长”的关键

期、干事创业的黄金期、职业发展的定

型期，但如果这段时期受困受阻受挫，

就可能深刻影响之后的人生走向。

习主席反复强调，各级“要满腔

热情关爱官兵，想方设法为他们排忧

解难，不断增强官兵的获得感”。而

官兵的获得感中，“职业发展的安全

感”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如何让基层

沃土培养出来的“千里马”“老黄

牛 ” 们 ， 能 够 解 决 掉 “ 成 长 的 烦

恼”、看得到未来的希望、感受到组

织的温暖，是各级当前无法绕开、无

法回避的问题。

问题，是改革的起点而非终点。

改革中遇到的问题，需要在继续深化

改革中解决。当前正处于改革调整的

过渡性时期，那么，能否出台一些过

渡性办法、过渡性举措，让基层官兵

成长进步不受阻、“厚积”之后能“薄

发”？这，检测的是各级的能力水平，

考验的是各级的责任担当。

近 日 ， 中 共 中 央 办 公 厅 印 发

《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规定》，一

个重要目标就是“畅通职级晋升通

道，拓展职级晋升空间，促进公务

员立足本职安心工作”。或许，这能

为我们解决基层官兵成长进步面临的

问题提供有益启示。我们坚信，有党

中央和中央军委的亲切关怀，有政策

制度的不断细化完善，基层官兵的荣

誉感、归属感、获得感会越来越多，

全军将士的凝聚力、战斗力、创造

力会越来越强。

根扎下去了，为啥向上难成长？
■魏 寅

随着全民健身热潮的兴起，“每天

行走 1万步”作为一种健身的口号，

得到很多人响应。但是也有人提出质

疑：为什么我每天都坚持走 1万步，

甚至 2万步、3万步，却并没有瘦下

来？或许原因就在于，你只是“走

了”，却并没有“走好”。

应当认识到，以减肥为目的的健

步走，与消遣式的散步、溜达，存在

本质区别。它不仅对行走的步数有要

求，对步幅、步速、体态、时长等也

有要求，其中有些要素的重要程度甚

至超过步数。如果只把注意力放在步

数上，却对别的要素不关心，“走得很

多而体重没减”就不足为怪了。

然而在现实中，不少人是抱着应

付的态度“凑步数”，或者出于虚荣的

心理“晒步数”。搞这种“走路不走

心”的形式主义，对减肥没有任何作

用。仔细想想，这其实挺亏的——既

已下定决心减肥，并已付诸实际行

动，只是因为没有“走好”，最终落得

个“白走”，岂不可惜？

走路是这样，干工作也是这样。

有的人看似每天都在干活，从来没有

闲着，也确实留下了不少工作“痕

迹”，但终究没有干出多少实事、干出

什么成果，原因就在于重“痕”不重

“绩”、留“迹”不留“心”。如此这般

的忙，只是空忙；如此这般的干，只

是白干。究其实质，与有数量没质

量、有苦劳没功劳的“1万步”又有

什么区别呢？

马克思曾说过：“如果形式不是内

容的形式，那么它就没有任何价值

了。”所谓痕迹，是干工作的一种表

征，是办事情的一种手段，归根结底

只是一种形式，而实绩才是内容。如

果处处留痕而没有实绩，甚至把痕迹

当成实绩，岂不是本末倒置、买椟还

珠？由此可见，“痕迹管理”可以有，

“痕迹主义”却不能要。正如走好每天

的1万步，关键在于“走好”，而不是

“1万步”。

进一步讲，一口吃不出一个胖

子，也不可能一天走成一个瘦子。走

好每天的 1万步，另一个要点在于

“每天”。事实证明，但凡成就一番事

业的人，无不是有恒心、有毅力的强

者。葆有坚持不懈的精神，蓄积水滴

石穿的韧劲，作之不止、久久为功，

方可成就不凡的业绩。

另一方面，有些打基础、利长远

的事，尽管付出很多汗水，也可能一

时显不出什么绩效。对于上级部门来

说，就不能简单地看记录、查文件，

而应该问口碑、观长远。如果上面只

把关注点放在“1万步”的数字上，

只会把下面带跑偏，不仅牵扯大量时

间、耗费大量精力，还会助长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为害不浅。

行进在新时代的强军征程上，新

的气象需要我们去创造，新的使命等

待我们去担当。对每名官兵而言，不

妨从走好每天的“1万步”做起。

（作者单位：武警部队政治工作部）

走好每天的“1万步”
■郭 斌

跨界思维

第24个“世界读书日”即将到来。

有人调侃说，这个关于“读书”的节日，

已经成了反思“不读书”的节日。从某

种程度上说，的确如此：对于真正热爱

阅读的人，每天都是“读书日”；相反，

一年到头也读不了几本书的人，再重

视“读书日”也意义不大。

然而，一年到头也读不了几本书的

人，或许每天也在“阅读”：有人订阅的

微信公众号，达几十上百个；有人关注

的微博账号，有数百个之多；有人是各

大门户网站、论坛、贴吧的忠实用户；还

有的更加“佛系”，手机推送什么就读什

么，随手刷出什么就看什么……

诚然，数字化阅读降低了阅读的

门槛，但当我们在芜杂的信息中流连

忘返时，有限的阅读时间就会被零落

的片段充斥，沉潜的体悟探索就会被

短暂的快感冲淡。正如作家王蒙所担

忧的，“浅层次阅读会不会从此代替专

心致志、费点劲儿的思考”，从而导致

我们看似读了很多，实则收获有限；看

似无所不知，实则无一精通；甚至读得

愈多，内心愈惶惑、情绪愈焦虑……

其实，“浅阅读”不是数字化阅读的

唯一选项，毕竟，互联网也能提供“深阅

读”的内容，只不过人们往往避重就轻、

避难就易，倾向于选择“浅阅读”而已。

换句话说，即便身处“浅阅读”的时代，

也有选择“深阅读”的权力。

现在有个流行词叫“硬核”，用以

形容“专业化、门槛高”的事物，或者

“极专注、极热衷”的人物，或者“与众

不同、令人震撼”的行为。那么，“硬

核”这个词能否用在阅读上呢？如果

可以，什么才算是“硬核”阅读呢？

从内容上看，应当是某一领域的权

威书籍、广为认可的经典原著，是成体

系的知识、有深度的理论。像《资本论》

《战争论》这样的“大部头”，如果能“啃”

下来，自然算是“硬核”阅读。正如培根

所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

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

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使人善辩”，如果在

这些领域进行“硬核”阅读，就如同与伟

人和智者对话，能让思维变得敏捷，让

心灵变得崇高，让精神变得富有。

从方法上看，应当是循序渐进、刨

根究底、循环往复的阅读，因此，也应

当是比较辛苦、比较吃力、比较麻烦的

阅读。但是，获得知识就如获得物质

成果一样，不入深山不得猛兽，不入深

海不得蛟龙。通过“硬核”阅读，建立

个性化的知识谱系，读过的书就会一

直“活”在你的生命里，成为你探索与

理解世界的工具。

有人说：“我要是爱读书，就不会

选择来当兵了。”若持此种看法，恐怕

是对军人这个职业存在误解。当以武

器装备为主导的硬实力达到一定水平

后，军人的文化素质等软实力就成了

关键因素, 胜利总是偏爱“学习型”军

队。如果搞不懂这一点，就可能在走

上未来战场之时，“像没有文化的工人

无法从事第三次浪潮工业生产一样，

不知何去何从”。

也有官兵认为：“每天那么忙，哪有

时间读书？”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

指挥打仗忙不忙？但就是在那种情况

下，他能做到在吃饭、开会甚至上厕所

的时间间隙，抓起书就看。他在延安时

曾说：如果再过10年我就死了，那么我

就一定要学习9年零359天。有了这样

的认知，即使再忙，其奈阅读何？

提倡“硬核”阅读，就是要提醒大

家，即便做不到古人那样发愤忘食、皓

首穷经地读书，也应当在纷繁复杂的信

息中“独善其身”，不断提升阅读的品位

和品质，提高与强军兴军相适应的能力

素质。如此，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新时

代革命军人，挑起重担、不负重托。

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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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

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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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近年来，随着消费级无人机在全球

热销，无人机“黑飞”、恐袭等问题，成为

新的安全威胁。虽然反无人机设备也应

运而生，但往往价格昂贵，用以对付无人

机未必“划算”。近日，俄罗斯研发出一

款反无人机设备，其外形如同一支“装了

翅膀的枪”，可以依据设定的航线，自主

飞抵目标空域，发射霰弹射击目标。由

于设计原理简单、制造成本较低，而实际

效用却不差，这款设备被称作“神器”。

“霰弹枪+无人机”的组合，竟能发

挥类似于激光武器、电子干扰仪、弹炮

合一防空系统等高科技设备的作用，颇

有点“大道至简”的意味。由此可见，装

备的实际价值，并不是取决于“它原本

有什么用”，而是“你拿它做什么用”。

只要找到正确的“打开方式”，再普通的

装备也能变成“神器”。

对部队官兵而言也是如此，武器装

备的改良创新未必是多难的事情。正

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只要勇于

打破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桎梏，多一

些天马行空的想象、自觉自主的创新，

或许就能制造出唯我独有的“神器”，使

胜利的天平向我们倾斜。反之，如果囿

于经验、刻板僵化，部队的战斗力就难

以实现大的跃升。

未来学家托夫勒曾指出：“丰富的

想象力和深刻的洞察力，远比百分之百

的准确性更为重要。”当前，军事技术的

发展、战争形态的演进，为创造性运用

武器装备提供了广阔天地，每名官兵都

应砥砺造“神器”的智识和胆魄，为制胜

战场积蓄更多底气。

造“神器”也未必难
■刘 锐 李浩爽

近日，西安火车站一名90后售票

员走红网络。她将全国铁路接算站

807个站名全部熟记于心，1年之内为

乘客推荐换乘方案近2万次，因而被誉

为西安火车站“最强大脑”。在她看来，

售票员的工作看似简单，实际上颇有学

问。尤其是换乘，一种方案行不通，还

可以推荐其它方案，关键是能否在站点

之间找到恰当的“连线”。

这仿佛一个隐喻。我们做一件事

情，能够“直达”目标固然好，毕竟两点

之间直线最短。但现实情况往往是，两

点之间存在难以突破的障碍、无法逾越

的鸿沟。这时，就需要选择一条“次优”

路线，也即，选择通往目标的其它“站

点”，并将之“连线”。

军事领域亦是如此。毛泽东同志

就说过，不要老想着走“一”字，要善于

走“之”字。长征途中，红军有时向东、

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正因为在行军的“站点”之间画了一条

出敌不意的“连线”，红军既取得了战争

主动，又为完成战略大转移打下了坚实

基础。

这说明，“连连看”是个技术活儿，

而不只是个益智游戏那么简单。能否

把这个游戏“玩”好，可能关乎一场战斗

的胜负，甚至一支军队的存亡。这给我

们的启示是，在开展一项工作、完成一

项任务的过程中，需要设计一条合理路

径——对需要经过哪些“站点”，做到胸

有全局、心有底数；对如何将之恰当“连

线”，做到不落俗套、灵活变通。谁善于

把这件事做好，谁抵达目标的办法就更

多、路子就更广。

（作者单位：31605部队）

善“连线”者出路多
■王成军

1884年，清军在中法战争中溃败，

慈禧一怒之下罢黜了奕为首的全部军

机大臣，罪名是“萎靡因循”。这板子

当然没打错，安于恬嬉、畏葸偷安等一

连串的呵叱之句，言之凿凿。但是，这

板子却漏掉了大清官场最为丑陋的、已

然成为惯性的恶习——说谎。

在晚清这台锈蚀的机器上，毫无

顾忌地编瞎话、说假话，已是官场通

例。鸦片战争开始后，清军面临英国

侵略军攻城略土的危局，经过长时间

的筹备，从各地调集了10倍于敌的军

队和大量火器弹药，并由天潢贵胄的

奕经为统帅，进行浙东反击战。令人

不堪的是，清军在主战场上仅打了4个

小时便溃不成军，整场战役一仗未

胜，一城未下，一“夷”未毙。

更为荒唐的是，仗都打得惨成这

样了，奕经“报捷”的奏折居然还是

一个又一个地送到京城，甚至还有洋

洋 4000余字的战场描述，把“取胜”

的过程写得绘声绘色，让道光帝着实

陶醉了一下，以为胜利在望了。

大清官场的这种虚假之风，其实

在所谓“康乾盛世”便已日炽成风。

乾隆喜欢挑剔下属的错别字，以显示

自己的才华。纪晓岚为了投其所好，

编《四库全书》时故意在样书里留下

一些“笔误”供其“御批”。没想到，

乾隆后来对挑错别字没了兴趣，这些

错误就成为书中的“地雷”，一直遗留

至今。

如果说这种弄虚作假还仅限于

拍拍马屁而已，那么后来与英国使

节交往时采取的欺骗手段，就是拿国

家外交大局开玩笑了。18世纪，英

国曾派爵士马戛尔尼使华，带来的除

了一些礼物外，更重要的是英王的信

函。然而，清廷的翻译竟将以外交礼

仪表述的行文，改为臣属上呈的奏

文，在其中加了许多“天朝恩典”

“纳贡称臣”“叩祝圣安”之类的卑

恭之语……

这或许涉及翻译功夫的问题，但

更重要的原因，或许是为了讨好乾隆

而不惜炮制假话。谎言意味着欺骗，

这一番甜言蜜语，使得乾隆对英吉利

人的“崇拜臣服”深信不疑，还真以

为他们经过训诫后“颇知悔惧”，准备

归顺输诚了。乾隆曾经说过：“士习可

验于文章。”可他偏偏被朝中之士的造

假恶习、虚假文章给蒙骗了。谎言的

泡沫终归是要破灭的，大清在列强环

伺的世界格局中的种种隐患，便由此

埋下了。

大清名臣李鸿章，也熟谙“瞒”

的官场文化。1896年 5月，被闲置多

年的李鸿章作为清廷“钦差头等出使

大臣”，前去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

冕典礼。在典礼进行时，莫斯科霍登

广场突发踩踏事故，亡者达 2000余

人。李鸿章与俄罗斯总理大臣维特见

面，自然要问及处理情况。他听说此

事已经禀报了沙皇，连连摇头，说：

“你们真没经验，我任直隶总督时发生

鼠疫，死了上万人，但依然上报平安

无事。”

这番话把维特伯爵说蒙了。他后

来在回忆录里写道：“在这次谈话后

我想，我们毕竟走在中国前面了。”

时至今日，读及沙俄官员的这番戳

戳指指，仍令人唏嘘。平心而论，

李鸿章在当时还是开明有识、做事

担责之人，可连他都没把掩瞒重大

疫情视为耻辱，还那么坦然地作为

经验之谈夸耀宣扬，遑论他人。可

见当时欺上瞒下已然相沿成习，俨

然成为“官场秘籍”。

那个颟顸腐朽的朝代终结了，但历

史的余声并没有戛然而止。应当记住萨

特的那句话，并以之为警醒：“既然它

发生过，那么它就可能再次发生。”

当谎言沿袭成为“官场秘籍”
■郑蜀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