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国大作家巴尔扎克在《欧也妮·

葛朗台》里讲到一个小镇的人们：怕风、

怕雨、怕旱，一忽儿要雨水，一忽儿要天

时转暖，一忽儿又要满天上云，在天公

与尘世的利益之间，争执是没得完的。

天有阴晴，月有圆缺，这是自然规

律。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这只是人们

的美好愿望。如果为官从政者也这样

想当然，不切合实际，不体察民情，不因

地制宜，而是一厢情愿地乱发令，异想

天开地瞎指挥，只能是难了部属，苦了

百姓，误了事业。

《容斋四笔》记载，乾道九年秋，赣

州、吉州连降暴雨。赣州郡守洪迈立率

百姓防汛，“方多备土囊，雍诸城门，以

杜水入，凡二日乃退”。此时，上司却无

厘头地下令要求祈雨，洪迈拒不执行，

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上报。

面对滑稽的旨意，吉州是怎么做的

呢？“小厅设祈晴道场，大厅祈雨。”问起

原因，郡守曰：“请霁者，本郡以淫潦为

灾，而请雨者，朝旨也。”并就此感慨道：

“其不知变如此，殆为侮惑神天，幽冥之

下，将何所据凭哉？”

“作天莫作四月天，蚕要温和麦要

寒。秧要日时麻要雨，采桑娘子要晴

干。”防洪须祈晴，旨意要求雨，这真是

难为了风伯、雨师。正如苏东坡诗云：

“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

若使人人祷辄遂，造物应须日千变。”

“日千变”当然是不可能的，两难之

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倒是官场的

惯用之道。俚语《笑林》里讲，两商人入

神庙祈祷，“其一陆行欲晴，许赛以猪

头，其一水行欲雨，许赛羊头。”怎么

办？神顾小鬼言：“晴干吃猪头，雨落吃

羊头，有何不可。”

《笑林》里的故事，可以一笑了之。

但自古以来，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

这个“察”，是广听民声、多察民情，是深

入基层、明察秋毫。凭经验办事、拍脑

袋决策，工作就失去了依据，就容易南

辕北辙，出现方向性错误。察实了，察

透了，察准了，制定的政策才能顺乎民

心、合乎民意，制定的措施才能落地生

根、开花结果。

《菽园杂记》里的周忱，体情察物，大

小必录，“每日阴晴风雨，亦必详记”。比

如，某日午前晴，午后阴；某日东风，某

日西风；某日昼夜雨，等等。有一天，一

百姓报告说运粮船被风刮走了，周忱问

其失船为何日？午前午后？东风西

风？结果，“其人不能知而妄对，公一一

语其实”，最终“诈遂不得行”。这正应

了那句话：世事洞明皆学问。

“民之所忧，我之所思；民之所思，

我之所行。”如果对百姓的“忧”和“思”，

不懂、不问、不察，而盲目地去作决定、

出主意，就可能造成疏漏、产生错觉，不

仅劳民伤财，还会闹出笑话来。《古今谭

概》里有一个河南令，看到农民种麦子

费劲，就用一亩地来试验“长锥刺地下

种”之法，结果“自旦至暮，不能遍苗”。

又值蝗灾，责令百姓养鸡，且颇为得意：

“不惟去蝗之害，兼得畜鸡之利。”百姓

按期把鸡交来时，“群鸡既集，纷然格

斗，势不得止；逐之飞走，尘埃障天”，最

终传为笑柄。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

行。”我们党一向注重“拜人民为师，向

人民学习”，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

中去”的工作路线，强调问政于民、问计

于民、问需于民。正是坚持深入基层、

深入群众，拉家常、问冷暖，听民声、解

民意，体察民情、掌握实情，想群众之所

想，急群众之所急，才做到了“比较正

确、比较完整地反映人民的意志、人民

的感情、人民的要求，根据这些正确的

反映制成比较完备的体系和路线”。

毛泽东曾针对机关不深入实际察实

情，反复向基层“要数字”的现象，讲过这

么一句话：“你瞎指挥，我就乱报。”直到

现在，仍有一些党员干部调研时行程太

匆忙，来去一阵风，蜻蜓点水、走马观花，

场面上的话说得多，掏心窝的话讲得少，

“身入心不至”。如此这般，很容易沦入

“秀场”，也难以求得“真经”，而且还会把

党和人民群众隔开，剪断情感脐带，滋生

政治冷漠，导致决策失误、事业受损。

“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

邦宁。”有媒体曾用“走得远、看得全、问

得细、想得深”四个短语，来概括习主席

的考察特点。这给广大党员干部了解

民意、倾听民声提供了有益启示：“四面

湖山归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方能做

出科学决策，赢得群众信赖。总之，还

是那句老话，百姓的窝头有嚼头，离开

大地的“安泰”是没有力量的。

百姓的窝头有嚼头
■柴秀朝

日前，《习近平强军思想学习纲要》

（以下简称《纲要》）一书印发全军。如

何把这一全面阐述习近平强军思想重

大意义、科学体系、丰富内容、精神实

质、实践要求的基本教材学好用好，往

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是全军首

要政治任务和长期战略任务。

指导思想先进、理论武装先行，是

我们党的特有优势，也是我军的重要法

宝。习近平强军思想内涵丰富、思想深

邃，蕴含着科学的立场观点方法，充满

着政治智慧，闪耀着真理光芒，是时代

精神的精华，是人民军队的强军胜战之

道。《纲要》是习近平强军思想的“精华

版”，展现出独具特色的理论品质和富

有感召的思想力量，理所当然是全军官

兵学习理论的基本教材。

通俗地讲，教材就是课本、讲义，是

老师反复讲、学生天天学的基本内容。

《纲要》作为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的

基本教材，必须全面系统学、及时跟进

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读原著、学

原文、悟原理，倾注精力、投入时间，孜孜

不倦、如饥似渴，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

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真正做到学、思、

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深耕深植、深钻

细研，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才能学好强

军思想，取得备战打仗好成绩。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画出最大

的思想同心圆，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

量。这个力量有多强大？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军之所以能够重振政治纲纪、

重塑组织形态、重整斗争格局、重构建

设布局、重树作风形象，昂首阔步迈入

新时代，向前进有方向、有信心、有力

量，根本就在于习近平强军思想“掌握

群众”，得到全军高度认同、真诚信仰、

坚定追随，具有坚实的思想基础、群众

基础、实践基础。

现在，学习强军思想、干好强军事业

成为部队建设的主旋律，官兵普遍反映

只要学进去了，钻进去了，就有了宝贵的

政治滋养和坚强的精神支柱。但也要看

到，个别官兵学习理论不系统、不深入、

不走心。有的单位喜欢搞这样那样的摘

编手册，提这个“篇”那个“篇”，容易造成

断章取义、浅尝辄止的碎片式学习。一

定要看到，《纲要》系统完整、逻辑严密、

相互贯通，是教科书、营养剂，学深悟透、

学以致用，不仅能为官兵成长筑牢坚实

根基，也能为强军兴军凝聚磅礴力量。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

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回头

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军走过了一段波

澜壮阔的不凡历程。向前看，实现2020

年阶段性目标胜利在望，开启基本实现

现代化、把我军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的新征程仍任重道远。无论是破解国

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还是研究解决发展前行中的新情况新

问题，一刻也离不开习近平强军思想的

指引，都需要把学习《纲要》抓得紧而又

紧，把彻底的理论学彻底。

学贵有恒，学须崇实。《资本论》第

一卷出版后，列宁提醒：“想认真考察和

独立领会它的人，都必须再三研究，反

复探讨，从各方面思考，才能获得明白

透彻的了解。”学习《纲要》也要有这种

精神，把脑子静下来，把身子沉下去，下

一番韦编三绝的真功夫、苦功夫、慢功

夫，带着信念学、带着感情学、带着使命

学，真正认清理论全貌、吃透内在逻辑、

掌握科学方法。

“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学

而不用、学而不行，那就“一分也不算”，

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用《纲要》之

“矢”射实践之“的”，在常学常新中加强

理论修养，在真学真信中坚定理想信

念，在学思践悟中牢记初心使命，在细

照笃行中不断修炼自我，在知行合一中

主动担当作为，我们就一定能够开创强

军事业新局面。

（作者单位：第 80集团军某炮兵

旅）

学好强军思想 干好强军事业
■范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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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 渊 潭

基层观澜

跨界思维

长城论坛八一时评

“带车干部不懂车、不学法，怎么确

保行车安全？”某部针对一起行车安全

隐患，组织带车人员进行集中培训，学

习交通法规，破除懈怠思想，筑牢安全

底线。

“手握幸福通行证，心守安全生命

线。”行车过程中，驾驶员发挥着关键作

用，但带车干部的责任同样重大。部队

用车需求量大，长途机动任务较多，频

繁的出车与疲劳的积累增大了安全行

车风险。如果有人能够在驾驶员身边

及时进行监督、提醒、制止，便可大大提

升安全系数。

然而，个别带车人员基本不懂车、

没有驾驶证，安全意识淡薄、法规知识

欠缺、存在侥幸心理。有的上车打瞌

睡、看手机、玩游戏；有的只是简单提要

求，面对违规驾驶熟视无睹，遇到紧急

情况不会处置。这样的“看客”心态、

“乘客”状态，不仅无法有效预防车辆事

故，难免埋下安全隐患。

方向盘上有责任，安全连着战斗

力。每名坐在副驾驶位上的带车员，都

要时刻反思自己是否绷紧了安全弦，是

否取得了合格证？把预防工作做在前

面，把安全二字放在心中，履好职、尽好

责、守好纪，这是对自己和家人最大的

爱护，也是对单位和战友最大的负责。

带车切不可怠慢
■陆攀登 李恒剑

被誉为“管理学高人”的美国企业

家斯隆，有个著名的理论叫争议决策，

其中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没有摩擦就没

有磨合，有争论才会有高论”。

客观地讲，任何一项决策都很少

有完全一致的意见。兼听则明，偏听

则暗。我党的组织纪律为什么要求

“重大事项须集体讨论决定”，就是因

为通过听取批评意见、倾听质疑声音、

吸纳不同想法，可以更好地集思广益、

辩证分析、择善而从，确保决策的民

主、科学和正确。

广开言路、多纳谏言，不仅是党

性要求，也是政治智慧。对此，邓小平

强调“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然而，

个别单位在决策过程中，视不同声音

为“噪声”“杂音”，视不同看法为“捣

乱”“冒犯”，甚至拒之千里、排斥打

压。“一言堂”“一支笔”，刚愎自用、独

断专行，重大决策、重大事项如何保

证万无一失？

诚然，忠言逆耳、诤言刺耳，但这往

往有助于弄清问题、找准矛盾，有利于

防范重大风险。决策前面红耳赤，决策

后才不会追悔莫及。只有深入调查研

究，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反复

进行讨论，才能提高决策的针对性和实

效性，科学应对各种困难挑战。

争论才会出高论
■王玲杰

前不久，CBA联赛经过季后赛多

轮争夺，广东队最终问鼎总冠军。

NBA联赛正在进行东西部决赛，谁能

笑到最后，悬念重重。

众所周知，相较于常规赛，季后赛

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因为，能杀进季后

赛的球队，基本上没有弱队；每一轮比

赛都不是一锤子买卖，都要进行系列拼

杀；对抗激烈，压力山大，有的球队不适

应，有的则判若两队，甚至上演“黑八”

奇迹。

战场如赛场。其实，每一场大的战

役都是“季后赛”，都要进行多回合较

量。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百团大

战到三大战役，没有一场战争不是“系

列赛”，没有一场战役不是“拉锯战”。

打赢“明天的战争”，我们也要学会打

“季后赛”，敢于打争夺战、持久战、攻坚

战。

季后赛最大的特点，就是“系列”，

考验的不仅是能力和素养，更是综合实

力和持久耐力。未来信息化战争虽然

进入了“秒杀”时代，但仅靠一两枚导弹

就结束战斗是不可能的。叙利亚战争

已经持续多年，但硝烟战火仍在不断蔓

延。这也启示我们，打赢未来战争不要

指望毕其功于一役，必须全面提高综合

实力，做好长期作战的艰苦准备。

季后赛的每一个系列赛都是同一

个对手，双方都没有什么秘密可言，要

想把手中的“牌”打出“花”来，必须善于

因势而变、摆兵布阵。“共产党打仗，没

什么老样。”我军作战向来讲究战法，声

东击西、围点打援，打了不少“神仙

仗”。“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无论战

争形态怎么演变，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仍是制胜的关键。从战略上设妙局、战

役上造强势、战术上布奇阵，因敌变化、

先敌变化，才能掌控战场主动权。

前火箭队主教练汤姆贾诺维奇曾

经留下一句经典之言：“永远不要低估

一颗冠军的心！”为什么这么讲？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冠军球队经过季

后赛的锤炼，取得的最可宝贵的实战经

验，往往在危急时分能够起死回生，关

键时刻可以一锤定音。军事是一门基

于经验的科学，没有一定的实际、实践、

实战等历练，不可能身入险境而不惧、

置之死地而后生，更不可能创造战争奇

迹。经验也是战斗力。平时融入强军

实践，加强实战锻炼，敢与高手过招，战

时才能少一些慌乱、多几分胜算。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未来战争

正在发生几何级变化，有可能直接进入

“季后赛”甚至“总决赛”。要想一路过

关斩将，捧起祝捷之杯，就要练硬钢骨

铁拳，做好万全准备，真正打出默契的

配合、流畅的进攻、强固的防御。

（作者单位：国防科技大学系统工

程学院）

善于打“季后赛”
■李敬源

《内务条令》明确规定：点名由一名
连首长实施，每次点名不得超过 15分
钟。然而，个别连队在组织点名时，经常
由主官、值班员、排长轮流讲，有时甚
至超过半个小时。这不仅挤占官兵的
洗漱时间，还容易引起反感和抵触心理。

这正是：
点名如点睛，

岂能无准星。

言简又意赅，

高效出精兵。

徐 勇文 周振腾图

学哲学有什么用？一位学者讲了

一个化验单的事例：医院胸部透视正

常，医生不会写“没有问题”，而是说“未

见异常”。这其中就有哲学原理：不存

在问题，是对事实的判断；没有发现问

题，是对主体认识能力有限性的确认。

也就是说，处处有哲学，事事用哲学，不

懂哲学可能连一张化验单都看不懂，更

别说其他复杂问题了。

学哲学、用哲学一直是我党我军的

优秀传统、思想武器和制胜法宝。从

“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到“照辩证法

办事”；从“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到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是牢

牢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看家本领，

强化辩证思维，善于战略运筹，中国革

命才从低谷中跃起、在挫折中奋进、从

胜利走向胜利。正如陈云同志所总结

的：“毛主席之所以能够领导我们把中

国革命搞成功，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原

因，也是毛主席非常高明的地方，就是

他用哲学思想培养了一代人。”

“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

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这两

面“镜子”，一面向远处看，高瞻远瞩、因

势利导，“不畏浮云遮望眼”；一面向近处

看，结合实际、因地制宜，“深处种菱浅种

稻”。这两面“镜子”运用得当，现象与本

质、形式与内容、原因与结果、偶然与必

然、内因与外因、共性与个性等逻辑才能

理得清，大与小、进与退、快与慢、增与

减、稳与改、多与少等关系才能辨得明，

也才能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

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

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立地观察事物、处

理问题，达到事半功倍之效。

恩格斯有句名言：“蔑视辩证法是

不能不受惩罚的。”辩证法看似无形无

踪，实则威力巨大，合之则顺应潮流、浩

荡前行，逆之则处处碰壁、举步维艰，甚

至犯颠覆性错误。在这方面，我们是受

过一些惩罚、吃过一些苦头的。从大革

命失败，到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从“大

跃进”掀起“浮夸风”，到十年浩劫颠倒

黑白，主观主义、机会主义、机械主义、

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形式主义等“左”

的和“右”的思潮泛滥，扰乱思想、动摇

人心，使革命事业遭受重大挫折，教训

深刻，必须汲取。

“哲学是统帅，而不是士兵，是乐队

指挥，而不是乐器的演奏者。”然而，现

实工作中，一些同志讲起辩证法头头

是道，可是一干起来就丢在了一边。有

的头脑发热、异想天开，喜欢拍脑袋决

策、拍胸脯表态，出了问题则拍大腿追

悔、拍屁股走人。有的对现实问题熟视

无睹，甚至掩饰回避矛盾，最后积重难

返、养痈遗患。有的分不清先后主次，

弄不清轻重缓急，眉毛胡子一把抓，结

果什么也没有抓好。在这里，“认识论”

“实践论”成了摆设，“重点论”“两点论”

没有用场，付出代价是必然的。

“人需要真理，就像瞎子需要明眼的

引路人一样。”真理存在于辩证法之中。

战争是最讲辩证法的，“以武为植，以文

为种。武为表，文为里”。面对日新月异

的军事变革、深刻演变的战争形态、艰巨

繁重的改革任务，如何认识中国梦与强

军梦、战争与和平、政治与军事、改革与

稳定的关系，如何探索现代战争制胜机

理、寻找破敌之道、牢牢把握战斗力标

准，如何把从难从严与依法治军、按纲施

训、科学管理统一起来，一刻也离不开辩

证法，时刻需要哲学思维。

一位军事家说过，了解对方统帅的

哲学思维，比了解他手中有多少军队更

重要。“上兵伐谋”，“谋”即是哲学。用

兵之道，以计为首；两军对垒，善谋者

胜。广大官兵特别是各级指挥员都要

学一点哲学，懂一点辩证法，坚持学而

信、学而用、学而行，善于透过现象看本

质，学会纷繁之中抓关键，敢于顺势而

为促改革，确保备战打仗取得实效、强

军之路行稳致远。

（作者单位：郑州审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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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要》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相互贯通，是教科书、营养剂，学

深悟透、学以致用，不仅能为官兵成长筑牢坚实根基，也能为强军

兴军凝聚磅礴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