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宋施德操的《北窗炙輠录》中记

载，京城有个富人，想招聘一名掌柜，苦

于找不到合适人选。有人推荐了一人前

往应聘，富人却拒绝了。荐者问其原由，

富人说：“我观其人不能忍饥，此不足掌

财。”那名应聘者得知后，说：“我诚不能

忍饥，只能忍饱。”富人听闻此言，立刻招

录了他，这名掌柜后来的表现果然不俗。

“忍饥”不难理解——凭借顽强的

意志抵御饥饿。那么“忍饱”呢？或许

可以这样解释：在吃饱了之后，克制自

己的欲望，不再继续进食。这听起来似

乎不难，但实际上，未必人人做得到。

有的人一吃自助餐就控制不住自己，即

使吃饱了也继续不停地吃，以至于“扶

墙进、扶墙出”，这不就是典型的不能

“忍饱”吗？

不能“忍饱”，其实是很不理智的做

法。明代的高攀龙曾说：“今人极力以

营其口腹，而所得止于一饱……将焉用

之？”意即，就算拼命吃、吃饱了，也不过

如此，还有什么别的用处？不仅没有用

处，还可能有很大的坏处——亚历山大

大帝，时常克制不住进食的欲望，最终

“在一次超长的酒宴之后，突然一病不

起，十天之后就去世了”；瑞典国王阿道

夫·弗雷德里克，在一次宴会中狂吃了

大量的龙虾、鲱鱼、鱼子酱、德式泡菜，

接着又吃了14份甜品，最后因消化不良

而猝逝。堂堂一代帝王，竟因不能“忍

饱”而丢了性命，真是既可悲又可笑。

“忍饱”的概念，还可以引申到其他

领域。文章开头的例子中，那名应聘者

说自己能“忍饱”，其实是想表明自己有

节制、有操守，不过分贪求物质利益。

对于一个替人管钱的人来说，这一点的

确重要。试想，如果一个人总想着中饱

私囊，私囊却永远“饱”不了，又怎么可

能把别人的钱财管好？

一个掌柜不能“忍饱”，损失的顶多

是个别人的财产；而一个位高权重的人

不能“忍饱”，危及范围就大得多了。汉

灵帝坐拥天下财富，依然不知满足，竟想

出卖官鬻爵的法子，“自关内侯、虎贲、羽

林，入钱各有差”，甚至连“公卿”之位也

拿来卖，“公千万，卿五百万”。即便如此

他还嫌不够，又借由“税天下田，亩十钱”

的办法敛财。汉灵帝这一系列荒唐政

策，导致朝纲紊乱、民怨沸腾，其在位后

期爆发的黄巾起义，给本就千疮百孔的

东汉王朝以沉重一击。究其根源，不就

是因为汉灵帝不能“忍饱”吗？

像这样极端的例子毕竟是少数，但

各级官员因不能“忍饱”而贪腐的现象，

就不胜枚举了。有的本已衣食无忧，却

仍想多吃多占；有的本已身居要职，却

仍想往上攀爬。他们的“胃口”，似乎像

一个无底洞，永远也填不满。清代台湾

的“官庄”，本是给当地文武官员“养廉”

的庄田，但实际上，不仅没能让官员“忍

饱”，还成了名宦高官的“敛财所”，可谓

讽刺意味十足。

不能“忍饱”，说白了，就是抵挡不住

形形色色的诱惑，但“人的价值，在遭受

诱惑的那一瞬间被决定”。如果能做到

“忍饱”，就能进入更高的人生境界，实现

更大的人生价值。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

主任时，月收入180银元，过富裕生活也

是绰绰有余的。但他认为，“盖今世之生

活，泰半倚于过度”。他平日轻车简行、

粗茶淡饭，家中“空无家具，即有亦甚破

烂”。他的收入除了用来买书，就是用于

党的事业和资助困难学生。

由此观之，对于一个有理想有抱负

的人来说，“忍饱”是一种自我修炼，也

是一种处世原则。战胜“心理的饥饿”、

防范贪婪的陷阱，在物质上知足、在精

神上知不足，我们就能“遇见一个更好

的自己”，创造无愧时代的业绩、作出无

愧历史的贡献。

忍 饱
■洪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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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时评长城瞭望

谈训论战

长城论坛

玉 渊 潭

调研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

扎实有效的调查研究作支撑，“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就难以走

深走实。

前不久，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关于抓好

第一批主题教育学习教育、调查研究、

检视问题、整改落实工作的通知》，要求

“要坚持问题导向，着眼解决实际问题，

有针对性地开展调查研究”。部队开展

主题教育，进行调查研究，也要全程贯

穿问题导向，突出针对性、实效性，决不

能为了调研而调研。

搞好调查研究，是这次军队“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要举措

之一。无论是落实主题教育“守初心、

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还

是实现主题教育的各项具体目标；无论

是讲好专题党课，还是开好专题民主生

活会，做好调查研究都是重要前提。只

有通过真调研、深入调研，抓真找实问

题、挖准症结病根，拿出实招、硬招，将

一个个难题真正破解，方能达成这次主

题教育“奔着问题去”的初衷，确保主题

教育富有成效。反之，如果把调查研究

仅当作一种工作程序、为完成上级任务

而作的“应景文”，就势必难以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教育效果也必定会大打

折扣。

回望党的历史，什么时候重视调查

研究，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党和人民

事业就蒸蒸日上；什么时候忽视调查研

究，主观认识脱离客观实际，就会遭受

挫折。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向全

党提出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

任务，并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提

出：“要使同志们懂得，没有调查就没有

发言权，夸夸其谈地乱说一顿和一二三

四的现象罗列，都是无用的”，“在全党

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

的基础一环。”他特别强调，研究情况必

须“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而不是

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正是通过这次党

内集中教育，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

想路线，形成了良好的政治生态，出现

了“十个没有”干部新作风和“只见公仆

不见官”的新气象。

党的十八大以来，军队领导干部

更加重视调查研究，坚持轻车简从、深

入调研，取得了一系列调研成果。然

而，也有少数领导干部，陷入了为了调

研而调研的怪圈。有的喜欢先定调

子、预设结论、按需求证，甚至写好调

研报告再去调研；有的一调研就是扎

堆“明星单位”，只看“门面”“窗口”，不

看“后院”“角落”；有的则是“只调不

研”，调查多、研究少，情况多、分析

少，对调研成果运用不够，对实际工

作推动不大……诸如此类的调研，不

仅影响各项政策制度和工作任务的贯

彻落实，也损害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形

象。这也是我们当前和今后开展调查

研究必须力戒的问题。

现在部队正处于改革转型期，新

情况、新课题层出不穷，老问题、老矛

盾又有了一些新变化，新经验、新创造

火花闪现。一切都折射着纷繁复杂的

现实，提示着前进路上的荆棘，散落着

基层官兵的智慧，蕴藏着改革成功的

密码。而这些也只有通过深入的调研

才能够发掘、梳理、归纳、提炼和升华，

锻造成打开问题之门的钥匙，凝聚为

促进事业前行的智慧和力量。因此，

在这次主题教育中，搞好扎实有效的

调查研究，对于思想层面、工作层面，

对于强军兴军事业的发展都有着重要

意义。

“心中醒，口中说，纸上作，不从身

上习过，皆无用也。”各级领导干部应结

合当前正在做的工作，注重从实际出

发，着眼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哪些方面

问题突出就聚焦到哪些方面调研，问题

出在哪个环节就重点在哪个环节调

研。尤其对官兵最盼、最急、最忧的问

题更应主动调研，抓住不放。同时，应

适应新时代新情况，创新调研方式，把

本单位的现状摸清摸透，把影响和制约

发展的主要问题找准找好，真正使调研

的过程成为加深对党的创新理论领悟

的过程，成为弘扬我党我军光荣传统和

优良作风的过程，成为推动新时代强军

事业发展的过程。

决不能为了调研而调研
—以好的作风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②

■陈晓杰

今年以来，某部以驻地军用土地

规划整合为契机，全盘统筹整合资

源，新建改建了一批训练场。相继投

入使用后，该部基本做到了“基础训

练不出营区、班组训练依托营区、体

能训练房前屋后”。

练兵备战离不开训练场地的支撑。

训练场地建设是训练领域的基础工程，

也是战斗力生成的必要条件。目前，我

军在训练场地建设上还存在一些不足，

既有数量不够、布局不合理的问题，也

有信息化水平还不够高的问题。有的面

积较小、功能较单一；有的在战场感

知、复杂电磁、网络攻防等环境建设上

相对滞后；还有的科学统筹不够，在有

限的训练场地上，多个单位挤在一起

用、集中时段练。特别是随着武器装备

的发展和实战化训练的进一步展开，对

训练场的功能、面积、环境构设都提出

了更高要求。

训练场是练兵场，也是“准战

场”。训练环境近似实战的程度，是衡

量军事训练实战化程度的重要指标。

能不能按照战场要求高标准地建设训

练场，直接决定着部队的训练水平和

实战能力。信息化战争打的是体系，

一体化联合作战成为基本作战形式，

单一军种单打独斗的时代已经成为历

史。作战方式变了，战场空间拓展

了，训练场也必须满足联合作战的训

练需求，让官兵走上训练场就如同真

正走进现代战场。如果不能提供与打

赢信息化战争要求相匹配的保障条

件，就不可能有效探索和检验新训法

新战法。

在土地资源越来越稀缺的情况

下，全军应加强统筹统建、开放共享

的观念，充分利用军民融合相关政

策，军地一盘棋规划。一家训练场地

可以多家使用，走开跨战区、跨军兵

种开放共享的路子，避免各自为政、

重复建设、资源浪费。应按照战训一

体的功能定位，瞄准网络化、模拟

化、智能化方向，加大装备模拟、先

进靶标、复杂战场环境构设系统建设

力度，打造一批设施配套、功能齐

全、联合特色鲜明、实战化程度高的

训练场地。尤其应突出重要战略方

向、新型作战力量，成体系成规模推

动训练场地建设。有训练场地的单

位，应科学调控训练计划，加大进场

密度，减少场地空闲，从时间和空间

上提高场地利用率，最大限度发挥训

练场地的综合保障效益。

打造精武强能的“准战场”
■王建伟

新一批军校毕业学员即将奔赴基

层部队任职，能不能真正把根须深扎基

层，是他们今后能否建功立业、长成参

天大树的先决条件。

苗木移植中，有的凭借自身贮藏的

养分，很快发芽展叶，但生长一段时间，

因为得不到土地中水和肥的供应，会突

然枝干叶枯，这种现象叫“假性成活”。

毕业学员刚到部队，往往有热情、有干

劲，处处争先，和战友们打成一片，即使

有什么委屈或怨言也很少表现出来。从

表面上看，似乎人人都能够适应部队、融

入集体。但时间稍长，或因遇到挫折，或

因畏于艰苦，或嫌约束太多，或受困于人

际关系，有的战友就失去了最初的激情

和梦想，思想上变得消极，工作上不再上

进，甚至产生打退堂鼓的想法。

扎根沃土自成材。毕业学员的根须

向下扎得越深，汲取的养分就越多，向上

生长得就越茂盛。苦与累的锤炼、血与

火的考验，恰是基层干部成长所需的“钙

质”、起飞所需的“跑道”。当然，各级党

组织在毕业学员到部队任职的适应期，

也应多倾听他们的所思所盼，解决他们

的后顾之忧，树立起干部在基层成长、干

部从基层选拔、干部到基层培养的鲜明

导向，这样才能使他们待得住、干得好、

上得去，有奔头、有盼头、有劲头。

走出“假性成活”的困扰
■荆 超

宋人魏泰的《东轩笔录》记载：官船

用钉虚报多领的积弊几乎人人皆知，但

因为钉子被钉在船体里无法核查，所以

从来没有人较真。后来许元出任发运

判官，他下令拖出一条新船当众烧毁，

然后从灰烬中取出钉子称重。所称出

来的重量作为此后造船用钉的标准。

许元此举彻底根治了船钉虚报的顽

症。这种“烧船称钉”的作风和精神，至

今仍然对我们很有启示。

歪风不刹，清风难兴；邪气不除，正

气难彰。不少官兵反映强烈的问题，并

非是不治之症，往往是因为领导干部不

敢较真碰硬，以致小问题拖成了大问

题，有解拖成了无解。这当中可能有解

决难度大、方法不对路等客观原因，但

主要症结在于有些领导干部不担当不

作为，碰到难题绕道走，揣着明白装糊

涂。类似“烧船称钉”的举措，只要无私

无畏、敢于担当，就一定能够想得出来、

推广开来，也一定能够取得满意效果。

敢于较真碰硬，才能赢得官兵叫

好。面对问题清单，领导干部要多些

“烧船称钉”的务实，迎着问题上、盯着

问题改，硬起手腕不退让，持续用力不

懈怠，确保挖根见底、落地归零。

多些“烧船称钉”的务实
■杨海操

7月1日，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

立98周年。千秋伟业，百年恰似风华

正茂。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诚

挚地为党送上美好的祝福。当此之

时，我们更应该保持清醒，砥砺奋

进，正如习主席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五

次集体学习中强调的那样，“我们千万

不能在一片喝彩声、赞扬声中丧失革

命精神和斗志，逐渐陷入安于现状、

不思进取、贪图享乐的状态”。

从只有50多人的小党发展成拥有

9000多万党员的世界最大执政党、从

成立仅28年就取得政权到执政70年便

将一穷二白的中国建成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党走过的征程“惊艳了全

球”，党创造的奇迹“当惊世界殊”。

就连外媒也惊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

成就，配得上任何赞美。”

所有对党的褒扬和赞赏，必将进

一步让我们党建立自信，为我们党增

添动力。然而应该看到，赞扬给人力

量，也考验人的定力。只有用好了，

才能成为“加油站”，促人“而今迈步

从头越”。正因为如此，当年“进京赶

考”时毛泽东提醒全党要牢记“两个

务必”，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作出“禁

止吹捧”等规定，习主席在十九届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

说“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

坤”。这些都传递出我们党的自信、定

力，也是在强国强军新征程上应该保

持的清醒、谦逊。

“知道了征途的遥远，就不会为取

得的成绩沾沾自喜。”一个不忘初心、

清醒而有远大志向的共产党人，听到

赞扬时必须提醒自己头脑清醒、稳定

心神，自信而不自矜，自豪而不自

满。1949年，彭德怀在新疆解放庆祝

大会上看到“万岁”的标语和自己的

画像时，对身边人员说：“胜利了，要

警惕。‘万岁’的口号，首先应该还给

人民。要知道，一个阿谀奉承的傻瓜

带来的危害，将比 100个敌人还要

大。”说罢，他走下主席台，将自己的

画像撕了下来。“新故相推舒画卷，丹

青妙手向翠峰。”展开党书写的历史长

卷不难发现，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像

彭德怀这样的共产党人，在取得成绩

后保持清醒、不懈奋斗，我们党才团

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

个胜利，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

的确，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

起来，从摆脱“被开除球籍”的危险

到重回“世界舞台的中央”，“当今世

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

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

由自信的。”但是，我们党在取得伟大

成就后，相伴而来的并非只有鲜花和

掌声，还有各种抹黑、遏制、打压，

以及别有用心的“捧杀”。可贵的是，

我们党在坚持“四个自信”的同时，

始终警惕“四大考验”“四种危险”，

做到了“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

步”，始终坚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情。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

无论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

还是世界上一些多年执政的大党老党

失败的教训，都警示我们，“懈怠是成功

的阴影”，一个政党执政时间越长，越不

能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越需要警惕精

神懈怠的危险。尤其应看到，我们现在

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

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个愈进愈难、

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

候。此时，丧失斗志就会“一篙松劲退

千寻”。成绩面前“归零翻篇”，鼓足干

劲再次扬帆，方能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

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把党的事业

不断推向前进。

作为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面

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面对强国

强军的时代要求，我们更加需要保持清

醒，更加需要勠力前行。全军官兵特别

是广大党员要牢记新时代军队使命任

务，强化危机意识，聚力练兵备战，以盘

马弯弓的精神状态，扎实做好练兵备战

各项工作，确保一旦有事能够召之即

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岁月不老，初心不变。今天，我们

庆祝党的生日，回望98年波澜壮阔的

历程，就是要撸起袖子加油干，为我党

我军接续奋斗出一个更加璀璨的未来！

（作者单位：32103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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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

教育笔记是官兵学习的助手，用好
了能增强学习教育效果，用不好就会成
为官兵的负担。某连队为应付上级检
查，要求全连官兵“补笔记”，且每次教
育课笔记必须在 1000字以上。战士在
局域网上吐槽后，引发大家热议。

这正是：
笔记贵入脑，

字数不重要。

作风不改进，

添负还误导。

周 洁图 刘含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