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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部队调研，很多官兵谈到信任的

话题，并反复强调带兵人与官兵之间高

度信任对打赢的意义。

的确，部队作为一个战斗集体，最

需要讲团结，讲协作，讲生命托付，信任

的重要性怎么讲都不为过。

有信任才能托付生命。战斗影片

中，一名军人要冲锋了，会向身边战友

大喊一声“掩护我”，然后冲进枪林弹

雨。“掩护我”是一种铁血友情、一种生

命相托，包含着战友之间的高度信任。

特战精英刘珪当连长时，连队的战士

说：“战场上，我们愿意为连长挡子弹！”

这发自肺腑的“我们愿意”，是一种千金

难买的血肉深情。有了这种信任，官兵

才会把自己的后背大胆交给战友。

有信任才叫战斗队。“人在一起不

叫团队，心在一起才叫团队。”什么是心

在一起？那就是信任，是互不设防的协

作、毫不保留的支持。一支部队要打造

成坚强的战斗队，离不开诸多因素，最

基本的一条就是官兵同舟共济、同甘共

苦、同生共死。可以说，没有信任就不

叫战斗队。

信任是最高明的指挥艺术，“信任指

数”关乎“战争胜数”。当年，毛泽东指挥

战争，大的战略指导确定之后，就放手让

指挥员临机处置。依靠这种信任，我军

多打胜仗。相反，蒋介石不信任下属，凡

战皆“亲临指挥”，结果处处被动挨打。

现代战争，无联不胜，背后考验的也是信

任度。带兵人与官兵之间相互信任，就

能激发“可与之赴深溪、可与之共患难”

的热血情怀，形成“奋一战而胜百战、联

万心而作一心”的战斗合力。

徐向前元帅说过：“信任也是战斗

力。”建强战斗队，离不开相互信任；打

赢未来战争，更不可缺乏相互信任。我

军有相互信任、相互团结的优良传统，

上下级之间、官兵之间一直保持着牢固

的信任基础。然而，兵员结构的变化、

工作方式的改变、生活节奏的加快、信

息技术的运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

部队的“信任指数”。

信任不会自动生成，点击即来，而

是一条双向流动的河，既需要带兵人的

努力，也需要广大官兵的协力。实际生

活中，有少数带兵人的带兵方式过于简

单，作风不够过硬，处事不够公平，整天

想着自己那点事，没有把主要心思用在

基层建设和官兵成长进步上，自然得不

到大家“心上的任命”。同时，也有少数

官兵个性较强，有着强烈的个人意识，

不愿接受带兵人的“修枝打杈”，对严格

的管理教育产生抵触，有的甚至抓住带

兵人的某些言行不放，添油加醋、越级

告状，因此使得一些带兵人不敢放手管

理。前不久，地方媒体有则关于教育的

报道称：“‘犯了错没人敢管’是学生的

悲哀，请把惩戒权还给老师。”这同样值

得基层官兵反思。

信任问题的背后，是情感问题。感

人心者，莫先乎情。有一首歌唱道：“战

友战友，亲如兄弟。”这里面包含的是一

种大爱深情。“官爱兵、兵尊干”，不仅是

一种规定要求，更是一种情感自觉。带

兵人把官兵当兄弟来爱，官兵就会把生

死置之度外。无论何时，和谐融洽的官

兵关系都是部队开展工作的重要基础，

生死相依的战友情谊都是战斗力生成的

坚固基石。带兵人只要用心用情用功做

工作，就一定能提高部队的“信任指数”。

信任问题的背后，是思想问题。观

察那些官兵关系处得不好的单位，有一

个共性，那就是带兵人和官兵之间工作

在一起、思想却不见面。倘若一名战士

不愿和带兵人谈心交流，这只能说明他

还不信任你，跟你还有一定的距离。带

兵人只有紧跟官兵思想脉动，用真心付

出抢占官兵“屏幕时间”，坚持做到“四

个跟上、一个知道”，多关注他们的成长

要求、利益诉求、生活需求，既解决思想

问题，又解决实际问题，才能让官兵敞

开心扉，赢得官兵信任，成为他们心中

的“自己人”。

信任问题的背后，是方法问题。方

法是过河的桥和船，不解决方法问题，

官兵之间的相互信任就难以良性生

长。现在少数带兵人在带兵育人方面

跟不上时代，缺乏先进有效的管理经

验，又不自觉学习跟进；把握不好“网生

代”官兵特点，又不主动研究创新，结果

出力不少，官兵还不买账。对带兵人来

说，把握好情理法的结合，坚持以人为

本与严格管理并重，努力把工作做到官

兵心坎上，何愁不能做到“上下同欲”，

打造出“如臂使指”的战斗队？

没有信任就没有一切。信任是灵

魂里的清泉，要汩汩流淌在每名官兵的

心中。今天，深入推进改革攻坚、加快

部队转型建设，全面提高备战打仗能

力，更加需要官兵之间的信任和协助。

广大官兵只要发扬好我军优良传统，肝

胆相照、彼此信任，心往一处想、劲往一

处使，共同谱写新时代的“官兵友爱之

歌”，就一定能做到平时同甘共苦，战时

同生共死，铸就钢铁般的战斗集体。

（作者单位：西宁联勤保障中心）

有信任才能托付生命
■李 钊

前不久，南部战区陆军云南扫雷大

队战士杜富国，以全国自强模范的身份，

再次走上荧屏、走进人们心中。

心胜，则一切皆胜。从英雄战士到

自强模范，杜富国实现了浴火重生、凤凰

涅槃。很多战友都说，是他内心的光明

照亮了自强之路、前行之路。

我们都记得，去年10月11日下午，

杜富国在作业时突遇一枚加重手榴弹爆

炸，身负重伤，失去了双眼和双手。从

此，他再也不能拥抱亲爱的妈妈，再也不

能看见心爱的妻子，再也不能和战友并

肩征战雷场。

很多人在赞颂英雄杜富国的同时，

也难免担心：阳光男孩能否从黑暗中站

起来，雷场英雄能否成为生活的强者？

而杜富国努力战胜失去双眼和双手的痛

苦，始终保持着一个无比坚强、无比阳光

的英雄战士形象。

我们听到，他唱起《当个英雄》。“没

有谁天生英勇，风雨后才有彩虹；让梦想

登上最高山峰，要勇敢向前冲……”这是

唱给别人，也是为自己加油。

我们看到，他举起残臂敬礼。在“感

动中国2018年度人物”颁奖典礼上，杜

富国以残臂之礼向人们致敬，满怀信心

迎接未来。他坚持学播音、学盲文，将来

传播扫雷故事、讲述军旅人生。

危急关头，杜富国用“惊天一挡”展

示了榜样的力量；挫折面前，杜富国用

“阳光心态”展现了自强精神。他在人生

道路上的勇敢前行，给当代青年留下颇

多思考和启示。

青年在成长和奋斗中，会收获成功

和喜悦，也会面临困难和压力。“强者，总

是从挫折中不断奋起、永不气馁。”一个

人只要内心有光明、胸中有志向，顺境逆

境都会成为财富而不是包袱。

从我们党的历史看，很多青年的成

长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大革命时期，尤

其是1927年到1928年，很多革命青年惨

遭杀害。但那一代青年没有被困难所吓

倒，他们以革命成功、民族复兴为己任，

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

好同伴的尸体，不怕牺牲、接续战斗，直

至换来一个新中国。

新中国建设和改革时期，尤其是研制

“两弹一星”年代，很多热血青年不恋闹市

钻山沟，豪饮孤独当美酒，把青春和生命献

给祖国，为国人扬眉吐气作出了卓越贡献。

一代代青年的坚强挺立，源于内心光

芒的照耀、理想信念的召唤。“无论是知识

底子还是精神底子，内心要有一个光明的

底子。”当代青年走好正确的人生道路，最

需要内心光明的指引。部队有无数像杜

富国那样内心充盈、信仰坚定的青年，这

是推进强国强军事业的基础和支撑。然

而，也有少数青年官兵，满足于“小确幸”，

追求“安稳生活”，甚至信奉“不做不错”。

诸如此类，缺少的正是光明的底子。

内心的光明是一种理论之光。列宁

说过，“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

念”。理论犹如一面旗帜，旗帜立起来

了，一个人就知所趋赴。当代青年要不

辱使命，铿锵前行，首先要保持理论清

醒、理论自信。对青年官兵来说，深刻理

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

“好”等重大问题，才能超越小我，成就大

我；超越今天，走向明天。

内心的光明是一种党性之光。党员

姓党，党性是青年党员立身、立业、立言、

立德的基石。青年官兵不忘初心听党

话，不看说的，而看做的。经常加强党性

锻炼，用青春做桨、梦想做帆，像海绵吸

水一样汲取知识，像雷达探测一样保持

敏锐，像种子生长一样不惧压力，就一定

能唱响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内心的光明是一种道德之光。人无

德不立，品德是为人之本。当代青年打

牢道德根基，在人生道路上才能走得更

正、走得更远。杜富国之所以“为任务敢

拼命，为战友不惜命”，就在于内心有崇

高道德的引领。青年官兵走好人生道

路，不仅能力要强，精神也要强。如此，

才能明辨是非，大道直行。

“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是英雄，绚烂过

后依旧坚强、不忘初心更是英雄。”从杜

富国身上，我们看到了“四有”新时代革

命军人的精神风貌，看到了习近平强军

思想的强大威力。新长征路上，青年官

兵只要像杜富国那样内心光明、胸怀澄

澈，任务面前“让我来”，遇到挫折不失

志，昂扬奋进勇向前，实现中国梦强军梦

必定前景可期、未来可待。

（作者单位：32137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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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战术手语，特战队员马上分

开行动，有的负责警戒，有的用抛绳

器发出矛钩，拉紧绳索，队员依次攀

崖，完成后收起工具，继续向下一个

任务点前行……亲历“特战奇兵-

2019”考核比武现场，特战队员的协

同意识让人印象深刻。

特战小队昼夜连贯考核项目，是

“特战奇兵-2019”考核比武备受关注

的焦点之一。这一项目要求特战小队

在复杂的丘陵地域渗透近20公里，对

目标实施打击并安全撤离。考核共有

13个课目，必须在限定时间内完成。

“相对于以往比武侧重看单兵能力素

质，这次特战小队考核不仅考个人的

体能、技能、智能，更考队员之间的协

同配合。”副总裁判长刘永茂介绍道。

现代战争，特种作战力量成为作

战体系中很重要的一环，而特战小队

又是特种作战的基础力量单元。信息

化战场，特战小队多有不俗表现。

2015年10月，俄特战小队在20天内3

次实施大规模夜间敌后侦察破袭，摧

毁叙反政府武装数十套反坦克导弹系

统。面对困难多样、任务艰巨、环境复

杂的特种作战，要实现一招制胜、全身

而退，需要特战队员默契配合、善于协

作。做到这一点，离不开千锤百炼、深

度磨合。只有相互之间练就高度的战

场默契，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才能瞬

间释放出巨大的作战潜能。

翻阅特战小队考核比武规则，“组

织准备”课目的评分构成中，组织战斗

协同部分权重最大。据考核比武相关

负责人介绍，这种设定源于实战需要，

是战场上用血的教训换来的。当年，

俄罗斯特种部队在处置别斯兰劫持人

质事件过程中，就因为现场指挥混乱、

协同不到位，造成人质和参战部队的

重大伤亡。可见，到了战场，如果没有

默契，就很难完成任务。

“如果满分是100分，你对整个小

队这次比武考核中的团队协作打多

少分？”面对提问，有两个小队长仅给

出75分。“崖壁攀登时，由于没有互相

提醒，路径选择不好，耽搁了些时间”

“牵引横越中，前后节奏过密，导致对

岸接应队员手忙脚乱”……完成考核

比武的小队已经展开复盘。“从北到

南，适应陌生地域气候环境当然是个

挑战，但这次对我们最大的考验就是

队伍的团结和协同。知道了自己的

短板，今后练起来会更有针对性。”某

旅特战小队长杨振测如是说。

军事理论家蒋百里解释“运用之

妙，存乎一心”时认为，此“一心”乃

“精神上的一致”。而这种“精神上的

一致”，正是一个团队、一个体系默契

无间、高效协同的密码。现代战争尤

其是特种作战最讲究联合性、协调

性、整体性。在群众性练兵比武活动

中，只有始终坚持实战实训、联战联

训，苦练协同、声气相通，才能在未来

战场上增加更多胜算。

练就战场需要的默契
■陈晓杰

张居正在《论时政疏》中写道：“才

者，材也，养之贵素，使之贵器。”意思就

是培养人才贵在经常，使用人才贵在发

挥其特长。

翻阅史书，养才之道广博精微，使才

之论璀璨似锦。不论是《汉书》里的“马不

伏枥，不可以趋道；士不素养，不可以重

国”，还是王充的“采玉者破石拔玉，选士

者弃恶取善”；不论是《晋书》里的“人才异

能，备体眷寡”，抑或是庄元臣的“虽有良

剑，不锻砺则不铦；虽有良弓，不排檠则不

正”，无一不是精辟阐述了其中的道理。

“君要花满县，桃李趁时栽。”人才培

养贵在经常。张居正从平民子弟走上内

阁首辅，离不开他两位老师的培养。13

岁的张居正聪颖绝伦，在第一次参加乡

试时却名落孙山，就是因为呼其为小友

的湖广巡抚顾麟，为抑其自负而故意为

之；23岁的张居正初进翰林院，便写了一

篇著名的《论时政疏》，却被委以国子监

司业的闲职，就是因为位居内阁次辅的

徐阶，为抑其锋芒而专门“雪藏”之。

培养人才的落脚点，终究是要在人

才的使用上见实效。全面优秀的人才

固然最佳，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十全

十美的人才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是没有

的。很多人在彰显长处的同时，也会暴

露出自己的短处。正如鲁迅所说：“孔

雀开屏的时候是很美的，但同时也把最

丑的地方——屁股露出来了。”

“猿猴错木据水，则不若鱼鳖；历险

乘危，则骐骥不如狐狸。”用人的最佳方

案就是避其所短，用其所长。《谐铎》里

“壮士缚虎”的故事留给世人不少启

示。陕人焦奇，威猛神勇，遇虎辄手格

毙之，负以归，如是为常，甚至一日连毙

两虎。而他在富家会宴时，却缚不住邻

家登筵攫食之猫。不管他怎样击之、怒

之、逐之，就算把“座上肴核尽倾碎”“窗

棂尽裂”，猫总是安然无恙。

函牛之鼎，未必能烹小鲜；千金之

弩，不可以中鼷鼠。以凤司晨不若鸡，

用违所长适足怜。世间堪怜之事，在于

有用之才的错位。“曹沫奋三尺之剑，一

军不能当，使曹沫释其三尺之剑，而操

铫耨与农夫居垅亩之中，则不若农夫”，

说的也是同样的道理。

养才贵素，使才贵器。我党深知其

理，在全面抗战爆发后的极困条件下，为

培养人才，先后在陕甘宁边区创办了抗

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中国女子大学等

20多所干部学校，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

供了人才支撑。1950年初，毛泽东同意

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刘伯承主持

军事科学院工作，就是因为他清楚刘伯

承在军事教育方面的才能和特长。

然而，现实中一些领导干部却似乎

不太明白其中的道理。有的认为多一

事不如少一事，只要种好自己的一亩三

分地就行了，在人才培养上漫不经心，

总觉得这些看不见的工作不是自己的

“主阵地”；有的则把培养锻炼与一味地

压担子画等号，不提供平台、不指点迷

津、不教给方法，只会在讲求效果上说

狠话；有的不知“才”之长短，打着全面

培养的旗号，不是赶鸭子上架，就是乱

点鸳鸯谱，让人才错过了发挥才干的

“黄金期”。

“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

也；一树百获者，人也。”在养才上，有什

么样的育人智慧，便有什么样的人才收

获；在用才上，有什么样的科学方法，便

有什么样的人才效用。领导干部只有对

人才精心培养，用其所长，才会让人各居

其位、各显其能，避免在关键时刻、危急

关头出现无才可用的尴尬局面。

（作者单位：信息工程大学）

养才贵素 使才贵器
■范承达

某部积极开展“提职补短、主动揭

短、随机找短”活动，努力补齐单位和个

人短板，实现了战斗力不断提升。这提

醒每名官兵：补短板工作什么时候都松

不得。

短板不除，必有祸患；短板补齐，强固

体系。在部队战斗力建设中，如果短板问

题不解决，就会出现“短板效应”，弱化整

体效能。从辩证的角度看，短板既是薄弱

点，也是增长点。尽快补齐短板，增强弱

项，就能拓展本领空间，增加打赢胜算。

人人皆知补短板的重要性。现实生

活中，仍有少数单位存在知短不补短的现

象。有的遇到短板“等”，一旦短板积累到

一定程度，再想解决就更难了；有的遇到

短板“拖”，能拖一天是一天，到了关键时

候就会掉链子；还有的遇到短板“躲”，把

问题藏起来，结果藏出了大隐患。

补短板是循序渐进的工作，既要勇

于突破，又要善于从具体问题出发，一项

一项解决，一个一个加长。只要敢于向

短板叫板，以钉钉子精神全力破解，就一

定能积小胜为大胜，化短板为发展和成

长的契机。

补短板工作松不得
■刘 迪 王 翔某连指导员忙着细化连队战备方

案，买东西、取快递、寄包裹之类的事
情，都找战士小罗来办。结果，指导员
的私事成了小罗的一大“包袱”。作为
基层带兵人，偶尔一两次让战士帮忙可
以理解，但长此以往不仅会降低自身威
信，还会占用战士大量时间，影响练兵

备战主责主业。
这正是：
快递来时不去取，

甩给战士成难题。

他人时间少占用，

公私分明须牢记。

胥萌萌图 李浩爽文

长城瞭望 八一时评

现场评论

基层观澜

玉 渊 潭

传达不在形式在实效。前不久，中

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解决形式主

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中专门

强调，“不搞照本宣科，不搞泛泛表态，不

刻意搞传达不过夜”。

部队是要打仗的。那些战备训练、

重大任务、事关打仗的通知文电，耽误不

得，必须做到随到随传达。但对于那些

学习教育、经验介绍之类的文件，则要具

体问题具体分析，没有必要非得连夜召

开会议、组织传达学习。

对上级文电的重视是应该的，也是必

须的，但重视应建立在实事求是、追求实效

的基础上。那种空泛式传达的做法，表面

上看是对上级文电的重视，实际上是借以

造势，口头表态，应付了事。在这些人看

来，只要把文件第一时间传达，就算“有效

落实了”。上级如果检查追问，自己也组织

传达学习了，就可以交差了。殊不知，对上

级文件没研究透，还没有结合单位实际拿

出具体措施，就召开会议连夜传达，看似落

实了，实则入耳不入心；看似开会了，实则

扎扎实实走过场。我们痛恨的“N次方文

件流传的弊病”，我们反对的“表态化浅表

化功利化的学风”，往往就是这样造成的。

今年是基层减负年。为基层官兵减

负，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严格控制层层发

文、层层开会。对各级党组织来说，只有

坚持从小事做起，不刻意搞形式上的、空

泛式的传达，凡事多考虑官兵的承受能

力和接受效果，才算真正为基层着想，切

实祛除形式主义。

空泛式传达不可取
■李 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