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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瞭望

跨界思维

据报道，某部排长到基层任职之
初还未踢出“头三脚”，却不料得到班
排战士们取快递、洗衣服等“无微不
至”的“保障”。深挖原因发现，原来是
战士觉得把排长“保障”好了，以后就
能得到关照。洞悉原委后，这名排长
主动向战友们说清利害关系，叫停了

这种庸俗交往。
这正是：
排长有手又有脚，

洗衣何需兵代劳？

庸俗观念要不得，

友谊还是纯洁好。

胥萌萌图 高旭尧文

谈训论战

基层观澜

玉 渊 潭

千头万绪抓基层，九九归一党支

部。

我们常说，连队要走上坡路，关键依

靠党支部。事实证明，党支部的自主抓

建能力强，连队建设才能芝麻开花——

节节高。反之，党支部缺乏造血功能，总

是依靠上级帮带，连队建设就难上台阶，

也不可能成为战斗力的“刀尖子”。只有

把党支部自主抓建能力提上去，基层建

设才能有稳固基础和长远发展。

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基层的“神经

末梢”，担负着掌握和建设部队的重要

责任。基层组织坚强有力，部队建设

才能根深叶茂。推动基层建设全面进

步、全面过硬，关键要把基层党组织建

坚强，真正提高党支部一班人的自主

抓建能力。

近几年，部队各级党委对党支部尤

其是支部书记的培训、帮带、指导不可

谓不多，也不可谓不经常。然而，效果

如何？据部分官兵反映，上级输血不见

少，基层党支部自主抓建能力并未提高

多少，以致基层建设经常出现这样那

样的问题。

有的输血不精准。基层有所需，机

关有所帮。这个“帮”贵在帮到点子上。

有些上级党委机关对基层党支部输血，

往往是供给侧与需求侧不匹配。基层党

支部需A型血，上级却输成了B型血。

比如，基层需要提高动中抓建能力，上级

教导的则是静中抓建能力。如此扎不到

穴位，看似输血不见少，对提高基层党支

部自主抓建能力帮助并不大。

有的培训简单化。调研了解，很多

培训的内容过于简单，不是学习应知应

会的党务知识，就是掌握如何填写各种

报表资料，如何应付上级各种检查考

核。这些内容只能满足应对一般性工

作，无法有效提升党支部解决自身问

题、领导单位全面建设和带领官兵遂行

任务的能力。

有的帮带不到位。“给钱给物，不如

帮建个好支部”，这是全军上下的共

识。上级党委机关大都制定了帮带基

层党支部的计划，各级领导干部也都纷

纷下到基层蹲带指导。然而，很多领导

干部到基层却蹲不住，搞所谓的“神仙

帮带”，仅是虚晃一枪，问一下基层有没

有困难就“打道回府”，基层党支部存在

的深层次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党支部自主抓建能力不强，有上级

党委机关的问题，也有基层党支部自身

的问题。比如，有的党支部一班人尤其

是支部书记能力素质欠缺，明明发展有

短板，却不主动学习、弥补漏洞；有的党

支部只把眼睛盯在上面，仅满足于应付

上级各种检查考核，搞“简单化落实”，

结果议训也议了，却难有训练方法创

新；谈心也谈了，却不掌握官兵真实思

想；教育也讲了，却没有什么实际效果。

“濯足长流，抽足再入，已非前水。”

今天，随着部队全面改革和转型发展的

深入推进，基层建设发生了很多变化。

譬如，有的基层单位力量编成更加复

杂、动态分散特点越来越明显，有的大

项任务繁重、临时性任务越来越多，有

的信息技术手段大量应用、官兵结构成

分越来越多样……这些都对基层党支

部自主抓建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

求。现在是“小机关、大部队”，机关不

能像以前帮带那么具体深入，很多工作

要基层党支部科学把握、灵活处理。如

果没有较强的自主抓建能力，不仅经常

性基础性工作落实质量不高，遇到复杂

严峻的局面更是难以应对。

输血的目的是帮助基层党支部造

血，输血不精准就无法提升基层的造血

功能。火箭军某基地培训基层党支部

坚持供给侧与需求侧对接，不仅点打得

准，还坚持全程考核、全程研讨，全方位

提升培训效益。经过这样的培训，党支

部书记都感到很有收获，也倒逼自己在

平时就自觉提升工作能力。这也提醒

各级党委机关，无论是培训，还是帮建，

都要树立问题导向，瞄准基层需求，不

搞“大呼隆”，真正让基层党支部具备强

大的造血功能。

带头人强则班子强，班子强则自主

抓建能力强。调查发现，基层党支部

“新书记带老支委、新党员管老党员”具

有普遍性，“工作行政化、决策简单化、

落实制度形式化”的问题不同程度存

在。这就要求上级党委，必须选准配强

正副书记，扎实做好“帮建支部、帮带干

部、帮抓骨干”工作，突出解决好坚持集

体领导、落实基本制度、抓好班子团结、

发挥党员作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能力的提升离不开上级的输血，也

离不开自身的实践砥砺。现在，少数基

层党支部抓建基层，大部分精力都用在

召开各种会议、填报各种资料上了，没

有太多精力研究按纲抓建问题。上级

党委机关要全面反思这一问题，下大力

减少各种干扰，全方位为基层减负，切

实让基层党支部一班人把主要心思和

精力用在自主抓建上，真正搅活基层建

设的一池春水。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军事管理学院）

输血不见少，自主抓建能力是否上去了？
■刘海涛

抬高横杆再起跳。一定意义上讲，检

验军事人才素质，考核是重要标尺。考核

的横杆有多高,决定指挥员的军事素养

有多高。

前不久，陆军组织了军事训练等级

考评。在陆军机关参谋考评中，“烧脑”课

目成为主角。一位任职9年的作战参谋

举例介绍说：“兵力兵器的对比中，增加

了一些战损条件，不再像以往的题目，只

是单纯的数字对比。”“烧脑”课目的大量

出现，让考核的知识量、含战量持续提

升，极大地激发了指挥员研究军事、研究

战争的内生动力。

欲得其上，必求上上。考核的难度有

多高，人才的层次就有多高；考核的课目

有多新，人才的素质就有多新。为培养素

质型人才，近几年的高考题，大量增加了

应用题、分析题、主观题。同样，为培养未

来的指挥作战人才，也要多增加些“烧

脑”课目，促使人才在开动脑筋、调动心

思中解决“五个不会”等问题，努力提升

打赢现代战争的能力。如果总是考核一

些过去考过的课目，不着眼未来，不紧跟

科技，不瞄准对手，不聚焦实战，考核出

来的人才自然上不了战场。

考核，不仅要“烧卡路里”，更要“烧

脑”。实际工作中，仍有少数单位在考核中

不能与时俱进，导致考核的形式和内容与

时代脱离、与新体制脱轨、与新型军事人

才要求脱钩。有的总是考一些题库上的内

容，脑子好使的都能考出好成绩；有的老

是选择考核易考易组织的课目，次次都把

体能射击作为主考课目，考核内容过于单

一；还有的仅仅考核武器装备操作，对网

络互联、新技术运用、装备维护保养等涉

及很少。诸如此类，看似考核的次数不少，

但军事人才的思维观念、联合素质、新质

作战力量运用、战场应变能力等方面仍未

能得到很好的检验和评判。

背题型人才适应不了战争，应用型、

联合型人才方能掌控未来战场。能打仗、

打胜仗本身就是一门“烧脑”的艺术，没

有复杂课目的锻炼和检验，一旦战争来

临，如何取得智能优势、制胜优势？

未来战争中，一体化联合作战成为

主要作战样式。制胜未来战场，对指挥员

的能力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标准和要

求。这就需要我们在平时考核中多增加

一些“烧脑”课目。例如，可以增加高新技

术运用课目，让指挥员提升技术理解和

判断能力；可以增加联合作战排兵布阵

课目，让指挥员在筹划联合战争中增强

联合素养；可以增加战略判断课目，让指

挥员在正确战略思维中指挥作战行动；

还可以增加一些网络攻防课目，让指挥

员提升多维空间指挥作战的能力。如果

一名指挥员能在各种“烧脑”课目考核中

达到优秀，才可以说其具备了指挥现代

战争的“资格证”。

（作者单位：武警恩施支队）

让考核多些“烧脑”课目
■魏 涛

“孟夏之日，万物并秀。”五月，正是

游历、调研的大好时节。

一个人成长成才的途径，不是单一

的，靠读书，也靠游历；靠学习，也靠调

研。正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悟万

般理，远足方能增才干。

为什么说行路可以增长才干？包世

臣在其文《小倦游阁记》中给出了答案，

原来行路是有“道”的：“遇山川，则究其

形胜厄塞；遇平原，则究其饶确与谷木

之所宜；遇城邑，则究其阴阳流泉，而验

人心之厚薄，生计之攻苦；遇农夫野老，

则究其作力之法，勤惰之效；遇舟子，则

究水道之原委；遇走卒，则究道里之险

易迂速与水泉之甘苦羡耗，而以古人之

已事，推测其变通之故”。

古人善于“格物致知”，一路走来，

都会用心考究、小心求证，以弥补自身

不足，同时与贤明人士辩论切磋，所以

游历越频繁，见闻越广博。可以说，行万

里路可以经风雨、明道理、长才干。

宋濂《送陈庭学序》一文，也讲述了

行路与才干的关系。浙江台州的陈庭

学，能为诗，善游历，“英雄俊杰战攻驻

守之迹，诗人文士游眺饮射、赋咏歌呼

之所，庭学无不历览。既览必发为诗，以

纪其景物时世之变，于是其诗益工”“越

三年……其气愈充，其语愈壮，其志意

愈高，盖得于山水之助者侈矣”。我们常

说，向山借强，向河借奔。陈庭学文章的

变化，得益于蜀中山水和蜀中经历。

多行路，往往能学习到书本上难以

学到的东西。唐人柳宗元，之所以写下

名垂千古的“永州八记”，离不开他深刻

地阅读人生、阅读地理。宋人苏轼，“黄

州、惠州、儋州”，一路走来，留下大量脍

炙人口的游记散文，离不开他独特地观

人观事观自然。明人袁宏道，文章空灵

隽永，独抒胸臆，在文坛上立起“公安

派”的名号，同样离不开他善于观察、善

于游历、善于实践。

行路，也是一种探求、一种调研。通

过行路增长才干，关键在于一个“善”

字。同一个地方，善游者可以留下万千

感悟，写下不朽名篇。而有的人匆匆游

览，不加考证，不加体悟，不加辨析，只

是看一眼而已，并未留下什么印迹，也

就谈不上见识和才干了。

包世臣还专门批判了游之无“道”

的现象，“今之游者则不然，贪则谋在稻

粱，富则娱于声色。其善者乃能于中途

流连风物，咏怀胜迹，所至则又与友朋

事谈燕，逐酒食。此非惟才易尽也，而又

长恶习”。此种行路者，丧失了求知精

神，流于走马观花、声色犬马，所以不仅

不会增长才干，还会使才华耗尽，甚至

增长恶习。

现在，交通日益发达，出游十分方

便，很多党员干部利用假期时间，在“行

万里路”中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考察

一个地方的人文特色，到访革命老区体

悟红色文化魅力，沐浴山川美景体验生

态文明之美，甚至深入田间地头体验稼

穑之苦。这些都可以作为成长进步的营

养、升华精神的钙质。

窝在办公室一团麻，走出去全是好

办法。然而，也有少数党员干部不善行

路，轻视实践这一课堂。有的外出游览，

沉迷于“打卡”，满足于到此一游；有的

下基层调研，甘当“过路神仙”，蜻蜓点

水，浮皮潦草，不愿蹲下来解剖麻雀；有

的身临一线，不愿拜群众为师，不愿在

广袤大地上汲取养料。诸如此类，可视

为不懂“游之道”，看似东南西北地走，

却丰富不了思想，看不到时代变迁，探

求不到发展规律，只能成为一个“过

客”，自然也不会有才干的增长、生命的

体悟、境界的升华。

今天我们处在深刻变化的时代，很

多时候，单靠阅读书本已很难洞察世界

的脉动。这就需要我们多行路、多调研、

多观察、多思考。只有把书读够、把路跑

足，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真

正了解基层、了解服务对象、了解时代

风貌，才能以不凡的才干创造属于新时

代的业绩。

（作者单位：75310部队）

行路方能增才干
■罗词凤

看到一个故事，颇有意思。

作家纳博科夫有一次在美国讲俄国

文学，他站在漆黑的屋子里打开墙角的

一盏灯，说“这是普希金，普希金是俄罗

斯文学的第一盏明灯”。接着，他又打开

房间中间那一盏，说“这是果戈理”。然

后，又打开一盏灯，说“这是契科夫”。

最后，他大步走到窗边，扯开窗帘，

让阳光照进房间，大声喊：“这才是托尔

斯泰。”在纳博科夫心中，托尔斯泰是“掀

开窗帘的人”。我们都知道，普希金是诗

人，果戈理是幽默作家，契科夫是短篇小

说大师，而托尔斯泰则是通才，无所不

能，他的文学成就最高，以至于可以“掀

开整个世界的窗帘”。

由作家联想到军事指挥员。战争是

“最不确定性的王国”，是“一种自由的精

神活动”。要想在未来战场上破除迷雾、

赢得胜利，就需要大批“掀开窗帘”的指

挥员。

纵观我军指挥员，可以分成两种类

型，一类是专才，即有某些方面的专长，

是专家型人才，这在高科技战场上十分

管用，也十分重要。另一类是通才，具有

丰富的知识体系，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精通百科、融会贯通，也就是能够“掀开

窗帘”的人。

军事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一

定意义上讲，军事无学，“有上千种精神

和物质因素在里面起到不同程度的作

用”，什么专业都可能用于未来战争。只

有成为通识型人才，才能有效应对复杂

多变的战场。二战期间，朱可夫让坦克

部队在沼泽地实施突破并获得成功；第

四次中东战争中，埃及高参提出“水枪战

法”并一举摧毁巴列夫防线……这些指

挥员之所以能走出困境、克敌制胜，是因

为他们不仅精通军事专业，还熟悉物理

学、生物学、气象学等各学科知识。战争

很少打“堂堂之阵”，也不会按照直线思

维进行。没有综合性学科的支撑，在关

键时候揭不开迷雾、掀不开窗帘，就会面

临困境，难以取得胜利。

在我国历史上，涌现出很多儒将，比

如诸葛亮、谢玄、王阳明、范仲淹等，他们

都可以说是“掀开窗帘”的指挥员。在别

人看来很难的战场指挥，他们却能轻松

应对，决胜千里之外。探究起来，这些儒

将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博学多才，通

古知今，是不可多得的“知识家”。他们

一旦身临战场，知识便转化为智慧，敌人

未动，已看透对方举动；敌人一变，早已

想好破解之招，故他们能在战争的自由

王国里“畅游”，他们成了战争的“主宰”。

开国领袖毛泽东更是“掀开窗帘”的

指挥员。自1948年下半年以来，毛泽东

指挥了著名的三大战役，前后经过142

天，消灭国民党军队173个师，共154万

多人。胜利后，警卫员李银桥发现毛泽

东头上有一根白发。毛泽东看着警卫员

拔下来的白发，风趣地说：“白了一根白

发，胜了三大战役，值得！”毛泽东同志如

此自信，与他丰富的知识、高超的智慧、

灵活的头脑是分不开的。

今天，我们面临的战争越来越复

杂，更加需要指挥员具备卓越的本事。

然而，仍有少数指挥员身陷材料堆里、

汇报稿里，拘泥于抠字眼、找出处，又怎

能有时间和精力研究百科、精通军事？

这样的指挥员，真不知他们到了战场如

何应对！

现代战争呼唤“掀开窗帘”的指挥

员。对广大指挥员来说，只有持续不

断掀起头脑风暴，一刻不停地用知识

武装自己，用现代技术开拓视野、更新

观念，才能成为一名通识型人才，决胜

未来战场。

（作者单位：中部战区某训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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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什么事情，理应利于工作、利用效

率、利于战备。背离这些原则，那就值得

考虑。

据了解，现在少数单位在抓安全工

作、保密工作过程中，存在“掩耳盗铃”

的现象。有的单位要求营院的橱窗、展

板不能体现军种特色，即火箭军营院不

准有导弹图片，空军营院不准有飞机影

像。还有的单位要求一个营区设置一个

集中打印室，有时打印一张纸都要耗费

一个多小时。我们不妨分析一下，火箭

军有自己的军种服装，明眼人一看就知

道是火箭军营区，决不是拿掉橱窗的导

弹图片别人就不知道了，况且有些导弹

是可以对外宣传的。诸如此类的要求，

不仅背离科学管理，还降低工作效率、

影响兵心士气。

安全事关大局，保密事关打赢。我们

深知安全工作和保密工作的重要性，但抓

安全、抓保密一定要科学务实、方法得当。

难怪有官兵说，一遇到安全保密检查，便

很难正常开展工作。提高安全保密意识，

防止失泄密问题发生，管住文件和电脑很

重要，但管住官兵的头脑更重要、更管用。

习主席指出，党中央制定的政策好

不好，要看乡亲们是哭还是笑。要是笑，

就说明政策好。要是有人哭，我们就要注

意，需要改正的就要改正，需要完善的就

要完善。各级党委机关在制定政策、实施

管理时，一定要实事求是、遵循规律，绝

不能头脑发热、脱离实际。否则，就会出

现一些“掩耳盗铃”的现象，既不利于开

展工作，还会降低自身威信，损害战斗力

建设。

掩耳盗铃为哪般
■王 鹏 李 季

机关参谋干事抱着夹子在领导门口

苦苦等候，寻找时机请领导签字，这样的

场景在不少单位都不鲜见。有的机关干

部坦言：“签字如过关。”

部队开展各项工作，免不了呈报审

批，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然而，在审批

过程中，如果过度依赖纸质办公，流于当

面呈批程序，层层设置签字权限，无形中

便降低了办事效率。譬如，有的单位机关

干部经办一个呈批件，需时刻关注领导

行程，没有一周办不下来。有不少基层官

兵感慨：纸质文件流转慢，不知多少时间

被蹉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战斗力建设，

这样的办文方式何时才能休？

部队工作方式最讲究雷厉风行，也

最应该注重效率。然而，有些单位总是守

着老传统，不善于利用科技手段，沉浸在

时间冗长的纸质承办文件中“不能自

拔”。我们看到，不少地方单位大力推行

办公自动化系统，不仅避免了浪费纸张，

而且快捷方便效率高，凸显出信息化时

代崭新的工作特点。

古往今来，兵贵神速，尤其是现代

战争已进入“秒杀”时代，倒逼部队必须

争分夺秒、提高效率。这就要求部队各

级在呈文办事时，一定要利用好科技手

段，推进无纸化办公；一定要优化程序，

精简环节，压缩时间，努力与未来战争

的节奏相适应、相匹配。否则，一旦上了

战场，更没有纸质办文的条件了！

纸质办文何时休
■陈杭江 赵 禹

特别策划：新时代“基层建设十问”之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