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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 渊 潭

每天发送定位，每周汇报思想，不

定时接受抽查，随时传达上级精神……

一些单位为了加强在外人员管理，想尽

各种办法，可谓用心良苦。有的甚至实

行“一日双查、一日两报”制度，即每天

汇报两次，干部骨干询问两次。如此

“形影不离”式管理，让战士疲于应付、

叫苦不迭。

不可否认，官兵探亲、休假、出差、

外出、培训、住院，历来是部队安全管理

的“老大难”。这些人员远离带兵人的

视线，少则一天半天，多则几个月，容易

形成教育死角、管理盲区，还有可能发

生违规违纪问题甚至安全事故。放飞

风筝扯紧线，安全管理不断线，这是为

官兵的安全考虑，也是预防事故的必然

之举。

但是，凡事须有度，过犹不及。如

果一味地强调从严，“线”扯得过紧过

猛，而忽略战士的感受，缺乏应有的尊

重，就会好心办坏事，损害战士正当权

益，引发抵触情绪。个别战士在朋友圈

里吐槽：“平时把‘战友战友亲如兄弟’

挂在嘴边，咋一休假连最起码的信任都

没有了？”有的家长也打电话到连队：

“我们的孩子是不是在部队表现太差，

让领导这么不放心。”

如此这般，一边用心良苦、一边连

连叫苦的现象，在基层并不鲜见。比

如，互联网是当前泄密的主要渠道，个

别单位就“一刀切”，任何时间、任何场

合都不准网上购物、不准使用智能手

机、不准连接无线网。用级级拔高、层

层加码来显示管理力度，找琐碎事拴

兵、用土规定捆兵，就会把战士管“死”、

把关系管“远”、把环境管“冷”。

诚然，安全工作是保底工程，在这

方面抓得严一点、紧一点本没有错，但

要严而不过、管而不死、忙而不乱，管在

理上、严在格内、尊重规律、情理交融，

既要确保不出事，也要合规、合情、合

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不应漠

视官兵权益、损害官兵权利，不能因为

管理有压力、安全有隐患，就一味地抬

高标准、制定严律，把压力传导给基层、

强加于官兵。

“法无禁止即可为，法无授权不可

为。”依法从严不是严之无度、越严越

好，条令条例、法规制度是安全管理的

尺子、镜子。新修订的条令条例充分

考虑了时代特点、形势发展、现实需

求，有尺度也有温度，有律法也有办

法，必须严格遵守，时时对表对标。既

依法依据强化管理、创新方法抓好落

实，又维护官兵正当权益、回应官兵合

理诉求，严爱相济、相辅相成，这才是

安全管理的正确方式，也是依法治军

的题中应有之义。

用心良苦为何战士叫苦
■杜周维

一位文字造诣颇深的老前辈曾讲

过：“行文简浅显。”短短5个字，是智慧，

是真谛，是境界。

简，即简短精炼，用简洁的语言表

达深刻的道理。古人多主张“文贵简”

“文约而事丰”。老子曰“大道至简”，陈

骙谈“事以简为上，言以简为当”，刘勰

说“文以辨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俗

话也讲“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古

往今来的“一字家书”“一字诗歌”“一字

社论”“一字小说”，也都绝妙地诠释了

言简意赅之真义。

“作文如布兵，文豪亦宿将。”以一当

十、惜墨如金向来为行文者所追求。《金

壶七墨》里有一篇祭文：“某医士卒，或祭

以文云：公医，公名医；公疾，公自医，公

薨。”12个字概括了死者的一生，既有赞

扬之词，符合祭文规则，又一反祭文歌功

颂德的惯例，不乏讽刺揶揄意味。而且，

句句有“公”，文不离“医”，抑扬顿挫、一

气呵成，短而实在、短而精彩。

清人刘大櫆《论文偶记》曰：“凡文

笔老则简，意真则简，辞切则简，理当则

简，味淡则简，气蕴则简，品贵则简，神

远而含藏不尽则简，故简为文章尽境。”

其实，很多经典文章都可以从中找到

“简”的影子：《古文观止》收短文两百余

篇，《道德经》仅五千言，《爱莲说》只有

百余字，《岳阳楼记》只有三百多字，皆

成传世经典。正所谓：“尺水可以兴波，

纸短也能情长。”

浅，即深入浅出，用形象的语言说

明抽象的道理。群众的话、朴素的话，

带泥土味儿的话、冒热乎气儿的话，更

能让人听得进、记得住、传得开。法国

思想家萨特曾向学术界呼吁：“必须学

会用形象说话，学会用这些新的语言表

达我们书中的思想”，而且亲自把自己

的哲学书《存在与虚无》简化成一本通

俗小册子。无论什么思想，只有可听可

看可感，才能走出去、活起来，“有意义”

更“有意思”，达到随风入夜、润物无声

之效。

我们常说，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如

果不分场合、不看对象，满口“之乎者

也”，就会让人听不懂、看不明，不愿听、

不买账。《笑赞》中的秀才为什么沦为笑

柄，就是因为说了一番咬文嚼字、佶屈

聱牙的话。“荷薪者过来”“其价几何”

“外实而内虚，烟多而焰少，请损之”，这

样的话百姓哪里听得懂？等到做了官，

依然转文，“近来黎庶何如”的官腔官

调，百姓一头雾水，只得用“今年梨树

好”来应答。面对大众而不说大众话，

只能是自讨没趣、自取其辱。

显，即重点突出，用凝练的语言阐

述完备的思想。“立片言以居要，收千

里于方寸。”主次分明、详略得当，言之

有物、富有个性，意尽言止、凝练传神，

这样的文章有针对性，也有吸引力。

如果“芝麻大的核，西瓜大的壳”，空话

连篇、虚头巴脑，有如懒婆娘的裹脚

布，又臭又长，让人生厌。匈牙利作家

马洛伊·山多尔对此评论说：“喋喋不

休者发声时，物质消失了，世界充盈着

琐碎的语言。”

高人总能一语道破天机，高手总能

一招击中要害，而面面俱到、满纸空文

者则“用碎片式的语言堵塞世界，直至

无法继续承受”。“博士买驴，下笔千言，

不见驴字”，早已成为笑料。明太祖朱

元璋听刑部主事茹太素奏事，一万七千

字未见有用之词，将其痛打一顿，斥其

“虚词失实，浮文乱真”，要求“若官民有

言者，许陈事实，不许繁文”，并多次在

奏折上批示“凡事最重要的是务实，不

欺不隐才算良吏。粉饰、迎合、颂赞、套

文陋习，万不可法。”

简、浅、显的文风自古受到推崇，

但假、大、空的陋习今天仍有市场。

有的认为“长”有权威感，添枝加叶、

浮词累句，动辄一二三，甚至四五六；

有的认为“大”有厚重感，故弄玄虚、

有意拔高，大量摘录古典名句，大肆

引用深奥理论；有的认为“全”有踏实

感，不论主次先后、不分轻重缓急，这

也想表达，那也不想丢，“短消息”写

成了“大块头”。文风连着党风，中央

为此专门下发通知，明确要求发扬

“短实新”文风，坚决压缩篇幅，防止

穿靴戴帽、冗长空洞。

秀才怕写帖儿，木匠怕砍楔儿，厨

子怕切碟儿。行文做到简、浅、显并非

易事，需要能力，需要历练，需要担当。

“只有自己的境界高了，没有私心杂念，

才能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讲出的

话、写出的文章人们才愿意听、愿意

看。”习主席的话一语中的、切中要害，

需要每一位行文者细思之、牢记之、笃

行之。

（作者单位：西藏军区总医院）

行文贵在“简浅显”
■高彦明

“不要憎恨你的敌人，那会影响你的

判断力。”这是电影《教父》中的一句台

词。对于一名军人特别是军事指挥员而

言，管控情绪更为重要。

拿破仑曾说：“能控制好情绪的人，

比能拿得下一座城池的将军更伟大。”

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两军对垒、你死我

活，我成心给你找别扭，你变着法儿让

我不痛快，处处都是“怒点”。面对敌人

的“挑衅”，如果指挥员动不动就怒不可

遏、冲动妄为，必然会做出不理智的决

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甚至影响整场

战局的胜败。

历史上，项羽的形象多是“瞋目而

叱”，情绪多是“怒”或“大怒”，决定多是

“坑杀”或“烹之”，结果四面楚歌、自刎乌

江。曹操兵败华容道时，三次仰天大笑，

结果每一次都正中埋伏，险些送命。而

张飞的大怒，不仅导致自己被属下杀害，

也给蜀汉江山带来致命影响。这是冲动

的惩罚，也是深刻的教训。

《伊索寓言》中讲，宙斯创造物类，或

有力量、或有速度、或有翅膀，独人是裸

体。宙斯解释说，但是我给了人理性，那

不论在神在人都是最有力的，这比最有

力的还有力，比最快的还快呢。从某种

程度上讲，很多战事的胜利都是冷静判

断、理性处置的结果。面对纷繁战局，要

想端起祝捷之杯、叩开胜利之门，就要学

会控制情绪、调整心态，胜不骄、败不馁，

沉着应对、果敢决断。我军历史上的一

些著名战将，无不具有“大心脏”，善于审

度时宜、运筹帷幄，临大事而不乱、处危

机而不惊，正所谓“静而后能安，安而后

能虑，虑而后能得”。

“军事变幻无常，每当危疑震撼之

际，愈当澄心定虑，不可发之太骤。”未来

战场信息铺天盖地、情况瞬息万变、战局

扑朔迷离，更需要做到“不动如山，静若

处子”，心如止水、泰然处之。只有把心

静下来、把气沉下来，专注于探究本质、

静心于解析机理，拨云见日、去伪存真，

方能临事不惧、处变不惊，做出科学正确

的判断。如果遇难局坐立不安、心慌意

乱，遇变局方寸大乱、六神无主，遇险局

自乱阵脚、仓促应战，如何从容应对、扭

转战局、稳操胜券？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每临大事有

静气”的镇定心态，“千磨万击还坚劲”的

顽强意志，并非与生俱来、轻易而得，关

键在于平时培养、难事考验、大事磨练。

每一名官兵都要树立“功夫在平时”的意

识，坚持修炼心性、加强养成，多经几番

艰难困苦的洗礼，多受几回置之死地的

煎熬，真正练就“乱云飞渡仍从容”的超

强定力。

指挥员，控制好你的情绪
■万鹏举

“理论学习有收获”，是“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具体目标之

一。收获是否丰硕，目标能否实现，学

风至关重要。简而言之，就是决不允许

搞假大虚空那一套。

理论学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革

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不学理论的

危害性显而易见，“没有理论的人容易被

‘俘虏’”。然而，“在头脑里搞建设”并非

一件易事，“取得一切信念”也非朝夕可

就。坚持“真、深、实、做”，杜绝“假、大、

虚、空”，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全面系

统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对自己，

‘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学深

悟透、融会贯通、真信笃行，方能推动理论

学习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

如何学理论，考量的是一种态度，

探究的是一种方法，追寻的是一种精

神。我们学的理论，主要是马克思主义

理论、党的创新理论，学的是一种根本

性的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是一种打

根基、管方向、利长远的学习。这样的

学习，“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这样

的学习，“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

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

学来学习”；这样的学习，需要“学思用

贯通、知信行统一”“筑牢信仰之基、补

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

理论创新每发展一步，理论武装就

跟进一步，这是我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

一个重要法宝。建军之初，我军就要求

“不仅要武装士兵的技术，并且要武装

士兵的思想”，纵然缺衣、少粮、无弹，

“但这些身着破衣、草鞋的年轻战士还

常常围绕着人的精神等哲学命题讨

论”。正是因为“肩扛着最落后的武器，

却掌握着最先进的理论”，并且转化为

“强大的物质力量”，人民军队才铁心

向党、所向披靡，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理论创新一脉相承，理论武装一以

贯之。习近平强军思想内涵丰富、思想

深邃，逻辑严密、相互贯通，同时又接地

气、有人气，与官兵有着天然的亲和力，

得到全军高度认同、真诚信仰、坚定追

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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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就有方

向、有信心、有力量。现在，学习强军思

想、干好强军事业成为部队建设的主旋

律，成为全军上下的共同意志和追求，在

新征程上画出了最大的思想同心圆。

“检视问题”是这次主题教育的重要

内容。就理论学习而言，表态化、浅表

化、功利化现象仍然存在。有的“假”，阳

奉阴违、言行不一，满足于做做样子、装

点门面；有的“大”，空喊口号、空泛表态，

只求武装嘴巴、政治正确；有的“虚”，浅

尝辄止、一知半解，做表面文章、搞形式

主义；有的“空”，停在纸上、浮在面上，没

有触及思想、融入实践。如果把这样的

学风带入主题教育中，不仅根本任务、总

体要求、具体目标难以实现，初心也不能

扎根，使命也不能落地。

“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

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

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

正主义者。”理论学习不真、不实、不深，

不是“光荣的缺点”，而是“致命的缺

陷”。理论武装的深度，决定着政治定

力的强度、思维视野的广度、思想境界

的高度。“假大虚空”必然带来政治不敏

锐、立场不坚定、头脑不清醒，不尽责、

不担当、不作为，不但干不好本职工作，

还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

“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

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

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

这次主题教育中，每一名党员干部都要坐

下来、静下心，想一想理论学习是否做到

了悟其道、明其理、通其意、感其情，想一

想学习教育是否激发了强素质、闯新路、

谋打赢的精神力量，想一想学习成果是否

转化为不可撼动的理想信念、实干担当。

想通了，想好了，这次主题教育才能真正

成为一次政治的再洗礼、初心的再回归，

党性的再淬炼、使命的再出发。

毛泽东当年指出：“我们的学习运

动是必要的。我们是能够学习的。学

习已经看到了成绩，将来还会有更多的

成绩。”把理论学习当作一种神圣职责、

一种精神境界、一种终身追求，把自己

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

自觉对表对标，主动校正偏差，我们的

初心必将化为恒心，我们的使命必将化

作担当，以奔跑和战斗的姿态，把强军

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

决不允许搞假大虚空那一套
——以好的作风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①

■王根成

调研了解到，个别单位为加强精
细化管理，根据事假、病假、周末外出
请假等不同事由，印制 3种不同版本
的请假单，并要求层层上报相应级别
领导进行审批。此举程序复杂、操作
不便，属于管理加码，必须及时纠正，
举一反三查摆解决类似问题。

这正是：
外出请假有规定，

岂能加码违条令？

精细管理重在精，

科学高效士气盈。

周振腾图 彭泽壮文

界碑,庄严而神圣，是祖国领土和

主权的象征，也是边防军人心中的精神

图腾。

六月中旬，呼伦贝尔大草原，骄阳

似火，微风吹拂。中俄蒙三国交界点0

号界碑巍然屹立，格外醒目。由陆军政

治工作部、人民网联合开展的“祖国在

我心中”界碑描红主题活动，第三站启

动仪式在这里举行。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各种

宣传活动相继展开。这次主题活动共

安排 5支小分队，成员既有高校大学

生，也有退役老兵，将分赴新疆、西藏等

4个方向，计划对70块界碑描红并体验

采访，现场感受万里边关的沧桑巨变，

真心倾听边防军人的动人故事，激发全

社会关心国防、支持边防、热爱军队的

炽热情怀。

“边陲之戍，用保封疆，国之大

防，莫过于此。”自古以来，界碑是国

家的墙，把一个地方划成两个国度。

中国是界碑最多的国家，但没有一块

是多余的，也没有一块是轻易得来

的。清朝末年的都察院左副都御使

吴大溦，历经层层磨难，经过艰苦斗

争，从外国人手中夺回了百十平方公

里的土地。面积虽然不大，却是国家

主权的宣示、民族精神的彰显。之

后，吴大溦又在边界线上补立36块厚

重石碑，并在一块铸铜界碑上刻下自

撰自书的铮铮誓言：疆域有表国有

维，此柱可立不可移。

山河无言，界碑就是战士，就是战

位。为了界碑的昂然矗立，不被挪动一

毫一厘，军人总是把使命系在每一块界

碑上，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老山主峰

的第254号界碑，就是一个无数战士用

鲜血染红的精神高地。当年，为了这块

界碑的尊严与威严，子弟兵坚守阵地、

死战不退，一次次挡住敌人的疯狂进

攻，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敌军无法突破

的血肉长城。很多年轻的士兵从此“再

不能醒来”“化作了山脉”，像界碑一样

永远扎根这片土地。

万里边关，国之藩篱。祖国在军人

心中是一张版图，而界碑则是一块块警

示牌，未经准许，谁也不能越界半步；无

论何时，谁也不能让出半分，哪怕是渺

无人烟的荒漠秃岭。上世纪九十年代，

中缅双方进行第二次联合国界勘测时，

国界线出现80米的差距。测绘官兵冒

酷暑、攀陡崖、穿密林、吃野菜、睡帐篷，

奋战一个多星期，确保了界碑位置毫厘

不差，坚决捍卫了国家利益。

“在只有飞鸟经过的山野，我站成

一棵笔直的青松，与庄严的界碑并

列。”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但界

碑始终是军人心中的骄傲和自豪。

多少次披星戴月，多少次狂风卷雪，

多少次泥泞湿衣，但不管再难再险、

再苦再累，每一次巡边查哨，戍边官

兵都要拼死登上山顶，亲手抚摸一下

界碑。这是军人使命的约定，也是坚

贞信念的传承。正如一位参与描红

活动的大学生所留言：“当你看到国

门界碑的那一刻，你会发现它们就是

一个个战士，默默无闻地守卫着祖国

的边疆。”

界碑，从来就不是一块冰冷的石

头，每一块背后都有一段温暖动人的故

事。走近界碑，才能真正读懂边关；走

近界碑，更能感悟家国情怀。从小白杨

哨所到乃堆拉哨所，从清河口哨所到北

极村哨所，一年又一年，一茬又一茬，戍

边官兵把名字写在军旗上，把忠诚刻在

界碑上，用青春甚至生命坚守着这样的

信念：“虽然这里高寒缺氧，虽然这里寸

草不生，但我们是祖国的界碑，我们守

卫的地方就是中国。”

只有边关如铁，江山方能永固。

界碑描红还在继续，家国情怀仍在传

递。“我们这个地方叫边关，界碑树在

云里面。”这次长达两个多月的界碑描

红主题活动，必将激励广大军民万众

一心、强国固防，把“中国”二字重重描

在界碑，把万里边关深深装在心头，把

职责使命牢牢扛在肩上，不忘初心，砥

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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