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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思维

玉 渊 潭

长城论坛

“嘀、嘀、嘀……北京时间×点整。”

国家授时中心的报时，早已被大家耳熟

能详，被视作钟表走时的校对标准。对

于广大党员来说，也需要在思想上经常

“对对表”，以校正前行的方向、踏准前

行的步点、积蓄前行的力量，确保不出

任何问题和偏差。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工作会议上，习主席明确提出，要对照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中央

决策部署，对照党章党规，对照人民群

众新期待，对照先进典型、身边榜样，坚

持高标准、严要求，有的放矢进行整

改。这就像是一种对表对标，只有走心

入脑、落细落实，才能补足精神之钙、筑

牢灵魂之柱，确保思想上始终过硬、政

治上始终过硬。

一次走心的教育，理应是一次精

神的整饬、一次思想的点名。从延安

时期的整风运动，到上世纪八十年代

在全党分期分批开展的全面整党，再

到新世纪以来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

育活动……全党开展的每次集中教育，

都把对表对标作为核心要求，都把锤炼

过硬思想政治作为首要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一优良传统有

了新的传承和发展。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都把思想政治建设

摆在突出位置。“欲事立，须是心立”。

从思想建党入手，让党员干部接受触及

灵魂的思想洗礼，是教育活动取得显著

成效的重要经验。

面向全体的教育，归根结底要对每

个个体起作用。社会学中有个概念，叫

“横山法则”，意谓最有效且有持续性的

约束，并非外在的强制力量，而是内心

的自我控制。对表对标，正是这样一个

自我觉悟的过程。对每名党员干部而

言，教育能不能起作用，固然要看听了

几次授课、记了多少笔记、参加了几场

讨论，但更为关键的是要启发自觉。做

到了这一点，才称得上是“触及灵魂的

思想洗礼”。

观诸现实，那些“出了问题”的党

员干部，教育活动不是没有参加，关键

就在于没有真正启发自觉。比如，有

的上课时没记住几句马列箴言，下课

后却对参禅悟道很花心思；有的讨论

发言时大谈“主义”，脑子里想的却是

利用权力做“生意”；有的学得不深不

透、一知半解，搞出一些“低级红高级

黑”的事情……实践证明，如果接受教

育时没有走心入脑，没有触及“灵魂”

的层面、达到“洗礼”的程度，教育效果

就会大打折扣。

思想政治上的对表对标，不是一劳

永逸的事，重在“不断”。杨善洲曾说：

“多想一想我们的工作怎么样，有没有

对不起党和人民的地方。”的确如此，平

时多想一想，就能警示我们在面临抉择

之时，该作出怎样的价值排序。其中体

现的，正是“常”“长”二字的可贵。

对于一支军队而言，精神才是制胜

的根本。今天，行进在强军征途上，我

们只有通过思想政治上的对表对标，把

根本的东西立起来，纠偏正向、开新前

行，才能铸就打不垮的钢铁脊梁、积聚

稳如山的精神底气，才能确保人民军队

根基永固、优势永存。

“内心的潮湿必须对准阳光，这样

的麦子才配得上一冬不发霉。”只要

我们把对表对标作为一种责任、作为

一种习惯，勤于拂拭心中的明镜、始

终守望精神的高地，让“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内化为价值追求和行为准

则，就一定能让灵魂得以净化、境界

得以提升，从而汇聚磅礴的力量，抵

达梦想的彼岸。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军事管理学院）

对表对标，触及灵魂的思想洗礼
—牢牢把握“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②

■刘海涛

长城瞭望

一位管理学家曾提出一种自我认

知的方法——把自己“客体化”。也就

是说，假设“我不是我，我是别人”，从旁

观者的角度来认识和评价自己。比如，

可以设想：如果我是老板，会雇佣我自

己这样的人吗？会让我这样的人升职

加薪或者独当一面吗？

这种思维方式，并非提倡把“老板

标准”当成绝对标准，它只是强调，在

“推己及人”之外，也应该“由人及己”。

作为老板，同样可以设想：如果我是员

工，会愿意跟着我这样的老板干吗？会

觉得干起来有劲头、有盼头吗？也就是

说，把别人的看法和感受当成一种参照

系，有助于我们更冷静地观察自己、更

客观地评价自己。

现实中，往往是领导干部更需要这

种“客体化”思维。因为在通常情况下，

下级都会在乎领导如何看待自己，反之

则不尽然，有的领导眼睛只盯着上面，

对于下级如何评价自己，不太关心，或

者只是表面上关心。时间一久，下级就

会与自己越来越疏远，甚至产生抵触和

对抗心理，有些工作就难以开展、难以

推进。

感情是一条双向的河。领导干部

只有经常给思想“换个座儿”，多听听下

级的期盼和愿望，多理解下级的难处和

痛处，才能赢得下级的真心拥护支持。

对军队来说，就是要求带兵人经常运用

“客体化”思维，问问自己：你说的话，战

士愿意相信吗？上了战场，战士愿意跟

你冲吗？战士是觉得“遇到你是幸福”，

还是觉得“离开你是解脱”？这样一来，

就能让自己时刻保持清醒、及时校正方

向，才能带出一支正能量充沛、战斗力

旺盛的队伍。

（作者单位：新疆军区某团）

尝试“客体化”思维
■唐 帅

有理论家认为，文学的本质，就是提

供一种“陌生化”的经验，通过增加感知

的难度来更新我们的认知。的确如此，

很多杰出的文学作品，都是在读者自以

为很熟悉的地方，发掘并呈现出不那么

熟悉的东西来。反之，如果读者觉得“随

处符合自己的日常经验”，大多只能算二

流作品。

不只文学领域，其他很多领域也都

如此，需要把对象“陌生化”。如果做不

到这一点，往往难以取得一流的成就。

比如，英国科学家克鲁克斯率先观察到

X射线，却没有留意、视而不见，因而与

伟大成就擦肩而过；日本科学家古在由

直发现了青霉素，却觉得无甚新奇之

处，因而与历史性功勋失之交臂。

我们的日常工作，也是这样。有

人感慨，每天干的都是重复性工作，时

间一长就觉得“熟悉的地方没有风

景”。但其实，这或许是因为感觉麻

木、内心钝化，即便有新的东西出现，

也是熟视无睹。就像上面两位科学

家，不是缺少创新的机会，而是缺少发

现的敏感。

自觉将工作对象“陌生化”，往往是

自我超越、自我突破的开始。再平凡的

岗位、再普通的工作，只要善于开启“陌

生化”视角，让倦怠的眼眸重新清亮起

来，重新审视那些本已熟悉的事物，也

许，就可以找到新的突破点，开掘新的

工作面，让新的风景呈现于眼前。

（作者单位：68303部队）

开启“陌生化”视角
■王建武

清代的王应奎在《柳南续笔》中

记载，有一个叫周璕的人善于画龙，

其画龙时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烘染

云雾，“几至百遍，浅深远近，隐隐隆

隆，诚足悦目”。对此，王应奎的评价

是：“或谓画龙以云胜固为得之，第烘

染太过，犹非大雅所尚耳。”

烘染是一种绘画技法，画家王颂余

在 《中国画技法述要》 中如此描述：

“一支蘸有墨或色的笔，涂在需要浓重

的部分，随以另一支含有清水的笔，向

需要浅的部分润开……”可见，烘染的

目的在于突出“需要浓重的部分”，营

造氛围效果。

烘染一词，也常被引申到绘画以

外的领域。如，《红楼梦》第三十八回

中，探春评价宝钗的诗：“到底要算蘅

芜君沉着，‘秋无迹’，‘梦有知’，把

个忆字竟烘染出来了。”又如，杨朔在

《秋风萧瑟》中写道：“那块写着‘天

下第一关’著名的横匾就挂在箭楼高

头，每个字都比笸箩还大，把这座关

塞烘染得越发雄壮。”这两处“烘

染”，都有烘托渲染之意，都是为了突

出“需要浓重的部分”。

烘染本没有错，但凡事应有度。

正如王应奎所说，如果“烘染太过”，

就未必是好事了。绘画是如此，其它

领域亦是如此，如果为了突出“需要

浓重的部分”，而去刻意铺陈、过度造

势，以至于“用力过猛”，非但不会达

到原本的目的，还可能弄巧成拙。

但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都不

乏这样一种人，就是喜欢“烘染太过”。

他们但凡做了一点什么事情，就当成是

“需要浓重的部分”，就想突出一下、强

调一下，生怕别人不知道，生怕别人看

轻了。他们使了一分的力气，就夸大成

三分；做出三分的成绩，就鼓吹成十

分。殊不知，这种“烘染太过”的做

法，“犹非大雅所尚耳”。

老子的《道德经》中有这样一句：

“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

功，自矜者不长。”意思大体是，越是

自视过高、自以为是，越是夸耀自己的

长处、显摆自己的成绩，就越会适得其

反。的确，我们在现实中不难找到这样

的例子：有些人引以为豪的“得意之

笔”，往往成了“败笔”；有些人竭力打

造的“工作亮点”，最终成了“污点”。

这就是历史和实践的辩证法。

可见，一个人越是水平高、能力

强、功劳大，越要懂得“矜功不立，虑

愿不至”的道理，做到“已之虽有，其

状若无；已之虽实，其容若虚”。唯其

如此，才算做到了清醒明白、知己轻

重，才算把握好为人处事的分寸感。

进而言之，只要自己有“硬实

力”，就不必担心别人“不识货”。是

金子，迟早是会发光的。《独醒杂志》

记载：“东安一士人喜画，作鼠一轴，

献之邑令。令初不知爱，漫悬于壁。

旦而过之，轴必坠地，屡悬屡坠。令

怪之，黎明物色，轴在地，而猫蹲其

旁，逮举轴，则踉跄逐之。以试群

猫，莫不然者，于是始知其画为逼

真。”老鼠画得好不好，猫比人更清

楚。画中的鼠，被猫当成了真鼠，人

们还能不知道画得好吗？这样的“鉴

画”方法，比自我吹嘘画得多么好、

多么真，不知高明多少倍。

近日，媒体报道了老兵张富清的事

迹。这个立过“特等功”、获过“战斗

英雄”“人民功臣”称号的人，是很有

理由“烘染”一下自己的，可是他并没

有这么做。他的卓著功勋，妻子不知

道，儿孙不知道，外人更不知道。直到

2018年底，因国家开展退役军人信息采

集工作，90多岁高龄的他拿出证书奖

章，这才“意外出名”。但正是这种不

愿自我“烘染”的人，一经走进人们的

视线，就会永远留驻在人们的心里。

因此，与其费尽心思推销自己，

不如尽好自己的本分、做好手头的工

作，因为“好油要膏最里边”。只要把

主要精力放在基层建设、人才培养、

战斗力提升上，为强军兴军做出实实

在在的贡献，根本无需“烘染”，也一

定会得到官兵的认可，一定能经住历

史的检验。

不可“烘染太过”
■魏 寅

据报道，某部根据上级指示，着
力压减“五多”，近期以来各种会议
明显减少。但与此同时，部署工作
的各种集合却多了起来。这些集合
虽然与会议名字不同，但本质上并
无太大区别，给官兵造成的压力，较
之以前有增无减。上级了解情况
后，对这种“变相开会”“隐性开会”

的现象予以纠治。
这正是：
会议减少集合增，

负担不降反上升。

改进作风莫跑调，

务实才能赢掌声。

洛 兵图 赵唯杰文

近日，某部开展半年工作总结，针

对前一阶段工作列出了问题清单。但

有官兵发现，清单中的一些问题十分

“眼熟”，确实长期存在，却总也没见解

决。“问题年年讲，年年有问题”，这一现

象值得反思。

“问题清单法”，如今已得到广泛应

用。只要运用得当，这一方法有助于查

缺点短板、明努力方向、增压力动力，从

而推动部队建设发展。但在现实中，一

些单位没有把“问题清单法”理解透、运

用好，以至于成效并不明显，甚至产生

了负面作用。

比如，有的领导干部存在应付心

态，以为问题查列出来了、汇报上去了，

任务就完成了；有的存在畏难情绪，以

为一些问题根深蒂固，解决起来吃力不

讨好，不愿较真碰硬，所以只查不改；有

的存在攀比心态，看见别人晒问题，自

己也晒，成了“为了找问题而找问题”；

有的存在投机心态，通过查摆问题展示

整改决心、工作魄力，把问题清单当成

了捞政绩的工具……

凡此种种，皆是对“问题清单法”的

误用。究其原因，是一些领导干部不敢

担当、不愿负责，是在“坚持问题导向”

之中掺杂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夹带

了私心杂念、个人盘算。殊不知，如此

一来，就会使“问题导向”偏离正确的轨

道、背离原本的目标，出现“导向问题”。

“问题导向”一旦出了“导向问题”，

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还可能制造更多

的问题。试想，如果领导干部把心思花

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问题、无关痛痒的

轻问题、不是问题的假问题上，那么，如

何促使各项工作有起色、建设水平有提

高？如何树立自身良好形象、赢得官兵

信赖支持？细究起来，影响不可谓不

广，危害不可谓不大。

部队是要打仗的，不论是思想政治

问题、作风风气问题，还是战备训练问

题，都关乎战争的胜败。如果只是把问

题列在纸上、挂在嘴上、贴在墙上，而不

去改缺点、堵漏洞、补短板，列来列去，

问题还是在那里，试问于事何补？不只

如此，问题清单越是列得认真、列得详

细、列得全面，就越会把“阿喀琉斯之

踵”暴露给对手，如果不予以解决，一到

关键时刻就难免被对手窥破底数，一旦

上了战场就难免掉链子。

正如“看病”代替不了“治病”，“查

错”也代替不了“改错”。暴露问题只是

起点，解决问题才是终点。特别是在当

前，部队已进入“新体制时间”，即使旧

的问题解决了，还会有新的问题。只有

把那些“问题常客”真正请出问题清单，

让问题清单早一点转化为成效清单，才

能积蓄打赢底气、掌握制胜先机。

相较于“秀”问题清单，“销”问题清

单更见党性、更见本事、更见担当。因

此，各级领导干部应当多花点心思精力

去研究涉及单位建设的核心问题、制约

工作发展的瓶颈问题、基层关心关注的

现实问题，瞄着问题去、追着问题走，即

查即认、即认即改，不见效不收手、不改

好不销号。如此，才是真正地、务实地、

高效地“坚持问题导向”，才能推动单位

建设水平迈上新台阶，把新时代强军事

业不断推向前进。

（作者单位：武警部队参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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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某部邀请一名体育教练为基

层官兵作辅导。针对大家的训练误区，

这名教练强调：一名业余的跑步者，越

是跑不快，越会拼命跑，如此一来，不

仅效果有限，而且容易受伤；而一名专

业的运动员，则会根据身体不同部位的

具体情况，开展有针对性的训练。

可见，业余与专业的一个重要差别

就在于，是仅仅凭着本能和直觉，一味

地使蛮劲儿，还是看透事物的本质，找

到正确的发力点。从表面上看，这是做

事方法的差别，往深处看，则是思维方

法的差别。如果对既定目标的渴求、欲

望超过了合理范围，就容易倾向于选择

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殊不知，这样

做未必高明。

对目标的欲念太强，可以理解为一

种“贪”。唐代围棋大师王积薪，曾总

结出“围棋十诀”，其中第一条就是

“不贪胜”。博弈，固然是为了分个高

下、比个输赢，但胜利这种东西，可

“求”而不可“贪”。太想赢，反而容易

乱了方寸、慌了手脚，露出破绽、犯下

错误，以至于把本该属于自己的胜利拱

手让人。

《星火燎原》第11册中记载，井冈

山时期，毛泽东同志在谈及作战方法

时，曾说：“又要会打仗，又要会打

圈。”在谈及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

时，又说：“要快，但是又不能犯急性

病，要讲究艺术。”这两句话都是在强

调：对于胜利绝不能“贪”。后来四渡

赤水、巧渡金沙江的成功，也都证明：

该避战时就避战，该迂回时就迂回，不

能一味地硬上、蛮拼。

不可否认，今日演训场上，像“越

是跑不快，越会拼命跑”这样的问题，

还一定程度存在。有的片面理解“血

性”，只知一味地猛打猛冲，以至于造

成不必要的损失；有的强调进攻过多、

关注防御较少，搞不清进攻与防御的辩

证关系……凡此种种，都属于“贪胜”

的表现。其对练兵备战的实效，势必会

产生负面影响。

战场上的决策，取决于战场环境态

势和敌我力量对比。“不贪胜”，就是要

在砥砺血性胆气、顽强意志之外，更加

注重锤炼深刻的洞察、高远的谋略，

从而作出高敌一筹的决策。“不贪胜”

的目标，归根到底还是胜利——只不

过，是以科学、理智、专业的方式，去

拨开战争迷雾、掌握战场主动、谋取最

终胜利。

在信息化战场上，打仗的内涵得

到拓展，精打、远打、垂直打、纵深

打等各种战法层出不穷，给各级指战

员带来新的挑战。只有像革命前辈那

样，分清什么是“求胜”、什么是“贪

胜”，对“怎么打”做到心中有数，才

能形成非对称力量优势，牢牢掌握主

动权，进而制胜未来战场、续写新的

辉煌。

求胜而不贪胜
■黄华刚 刘智信

谈训论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