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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 渊 潭
“检查卫生时，要求路面没有落叶；

军容风纪检查，规定各连队的发型必须

一致；射击考核，成绩没达到优秀就是

不合格……”6月21日，在某部组织的

机关基层双向讲评会上，基层官兵对机

关的有些“高标准”很有意见：“有些标

准看似很高，其实不是违背规律就是违

反规定，这样的标准还是不提为好。”

“标准”，意指衡量事物的准则。为

基层各项工作立个标准，是检验工作成

效、防止“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和

促进工作落实的一种手段。高标准才

会有高质量。但是，这个标准并不是越

高越好，而应符合实际、符合规定。如

果人为拔高，提出的标准“难于上青

天”，或者根本没法实现，这样的“高标

准”就失去了意义。

事实上，基层各项工作做到什么

程度才是达标，条令条例、训练大纲等

各项法规都有明确的标准。这些标

准，都是经过充分论证得来的。把这

些标准不折不扣落实了，就是坚持高

标准。如果跳出规定“另搞一套”，不

仅有损规定权威，也会给基层建设带

来不利影响。比如，某部机关为了在

比武中取得好成绩，给参赛的一个连

队提出了“全连在400米障碍训练集体

创破纪录”的高标准，结果半个月内因

训练伤增多，该连成了“病号连”。该

连一名官兵在公众号“吐槽”：机关干

部冲动，受伤的却是我们。

坚持高标准，归根结底为的是提高

战斗力，而不是为了提高影响力。评价

一个标准是不是高标准，关键是看这些

标准是否坚持了“标准内的上限”，使官

兵“跳一跳，够得着”，是否真正促进基

层上台阶。如果好高骛远、一厢情愿，

定“人人3000米跑成绩要在10分钟之

内”的“超标准”，定“每个连队每年至

少有三件革新器材”的“高指标”，基层

难免会对机关的指导能力提出质疑，即

使个别连队或个别官兵达到了“高标

准”，也难以持久。

个别机关干部之所以敢为基层定

“自己都知道实现不了的高标准”，为的

是显示自己“严格要求”“高度重视”。这

是政绩观不端正的表现。须知，过犹不

及，“高标准”并不能一定显出“高水平”，

真正的严格要求，是严在“格”内的要求；

真正的高度重视，是高在“度”里的重

视。如若偏离了科学规律，背离了指导

初衷，不管定的标准再高、指标再多，对

基层建设来说都是“有害的积极性”。

“屋漏在下，止之在上。”一些机关

离谱“高标准”的下发，与党委把关不严

也有关系。解决之法，除了机关干部提

高法规意识、定标准前切实搞好调研之

外，党委也必须把一把“高标准”的标

准。今年是“基层减负年”，把超出标准

的“高标准”列入减负名单并认真落实，

按照条令条例和《军队基层建设纲要》

等法规制度严格抓建，方能形成“党委

依法决策、机关依法指导、部队依法行

动、官兵依法履职”的良好局面，推动基

层建设全面进步、健康发展。

（作者单位：95100部队）

莫把“超标准”当“高标准”
■颜宪鑫

讲话，是体现领导干部综合素质

的一面镜子，也是评价领导干部能力

的一把尺子。话讲得好，“为世用者，

百篇无害”；讲不好，“不为用者，一

章无补”。

“语言者，君子之枢机，谈何容

易！”如何才能“讲”得好？历史上一

个个著名的演讲者给我们这样一个答

案：增加“话容量”，让单位时间内的

讲话尽可能多的容纳新内容。

其实，高“话容量”的讲话历来是

人们的追求。“言不在多，达意则灵”

“要语不繁，字字珠玑”……浩如烟海

的典籍里，这些有关讲话的记载，无不

是鼓励人们讲话时要说发人深省之言、

道启人心智之语、列务实有效之策。

习主席的讲话之所以人们想听、

爱听，常常让人有拨云见日、豁然开

朗之感，“话容量”高是其中一个重要

原因。比如，对500年来社会主义思想

的发展历程，习主席用“6个时间段”

就进行了高度概括；对中华民族的昨

天、今天、明天，习主席用“雄关漫

道真如铁”“人间正道是沧桑”“长风

破浪会有时”就做了形象比喻；而在

谈到中非关系时，习主席仅用“真、

实、亲、诚”四个字就做了精辟论

述。正是因为“话容量”高，习主席

的讲话才既“有味”、又“有料”，既

“入耳”、又“入心”。

然而，有的领导干部总存在这样

一种思想误区，以为话讲短了不足以

显示工作的力度，不足以显示领导的

身份，不足以显示自己的水平，于是

有的用长“篇幅”显示重视，没“成

章”不“出口”，意尽言不尽，“开

门”不“见山”，在“如悬河泻水，注

而不竭”的长篇大论中，“稀释”了内

容；有的用高“颜值”显示能力，讲

话中新表述不少，新思想不多，用

“颜值”代替“言值”，掌声过后才发

现它“不打粮食”，只是“听起来很

美”；有的用“大话”显示水平，讲话

中只讲理论不贴实际，只提要求不给

办法，没有“真枪实弹”，“空空导

弹”打“空靶”，结果是“重要性讲了

很多遍，就是不说该咋干”。

俗话说，“人靠衣衫马靠鞍”。在

讲话时，妙用辞格，巧选句式，精心

打磨文字、锤炼语言，固然能提升

“耐听度”。但语言不过是外衣，蕴藏

在其中的思想才是核心。没有新思

想，靠笔墨逞风流，再长也不会有

“话容量”。1863年11月19日，林肯轰

动全国的“民有、民治、民享”思想

的葛底斯堡演讲，仅用时3分钟，以至

同一天发表了两个小时演说的著名演

说家、哈佛大学校长埃弗雷特事后专

门写信给林肯说：“如果我在两个小时

内所讲的东西，能稍微触及你在3分钟

所讲的中心思想的话，那么我就感到

十分欣慰了。”

现在，我们反“四风”，提倡讲短

话。但实际上我们真正在意的并不是讲

话时间长短，而是话中“容量”究竟有

多少。容量大、思想丰富，即使时间长

些，大家也是欢迎的。若一味掺水，擀

面条似的把话抻长，面面俱到眉毛胡子

一把抓，结果只能是螃蟹吃豆腐——吃

得不多，抓得挺乱，不但浪费时间，还

影响机关形象和工作效率。

“冗繁削尽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

时。”毛泽东同志青年时期学习写作时

曾总结道：“词少而意多，字少而理

多，斯为妙文矣！”讲话越短越精彩，

越短越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精彩的

发言无需长篇大论，短小往往更精悍有

力。讲话的最高境界，是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饰。文贵精，言贵简。句有可

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

老百姓常说，蛤蟆叫了一晚上也没用，

公鸡一叫天就亮了。古时候讲究“文约

而事丰”“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

追求的就是一字千金的境界。

事以简为上，话以简为贵。当

前，部队建设任务越来越重，需要我

们做的事情很多，时间是个定量，讲

话时间多了，抓落实的时间就会少。

各级领导只有不断提高讲话的“话容

量”，真正做到意到言止，有话则短，

无话则免，才能把有限的时间利用

好，投入更多的精力抓训练，不断磨

砺打赢的硬功。

增加讲话的“话容量”
■刘含钰

一名领导在部队调研时发现，个别

部队训练场热火朝天，比武场热热闹

闹，但训练质量却原地打转。在找到和

平积弊这一根源后，这名领导深刻指

出，只有当练兵备战从“头”热起来，

训练场才能真正火起来。

近年来，我军通过持续开展战斗

力标准大讨论、坚决破除和平积弊、

完善实战化训练考评机制等一系列活

动，官兵的主责主业意识明显增强，

部队大项演训活动越来越多、比武考

核越来越频，放眼全军各练兵场，官

兵的参训热情很高，掀起的训练热潮

很“燃”。

然而深入研究发现，在练兵热潮

中，有的是“假热”，人员、时间是落

实了，但训练时搞“假把式”、玩“空

手道”的现象还有；有的是“低热”，

训练内容年年上“一年级”，比武竞赛

总是上“老面孔”，致使训练质量难提

高；有的是“忽冷忽热”，任务来了

热、任务走了冷，观摩评比热、平日训

练冷，导致战斗力水平忽高忽低。等等

这些，都是“看起来很热闹”的“虚

热”。

“人是环境的产物。”促进战斗力

水平提高，固然离不开营造火热的练

兵场景。但场面热闹并不代表内心火

热。如果只图轰轰烈烈、热热闹闹，

把拉到野外当对接战场，把实弹化当

实战化，片面追求环数米数秒数，一

味强调增加训练时间、摩托小时、弹

药消耗，那么只能是表面看训练难度

比以往大大提高，实际上离实战要求

越走越远，这样的训练场面越热闹越

有害。

“一个人只要真正认清某件事的重

要性时，才会真正让它重要起来。”练

兵备战中的“假热”“低热”和“忽冷

忽热”是现象，根子在于个别领导干部

战斗队思想树得不牢、战斗力标准立得

不正。在这些人看来，“假热”好看，

“低热”安全，“忽冷忽热”是会干。他

们表面上看“天天忙得像打仗”，但就

是不“天天忙着想打仗”。

脑子里的狼烟需要用使命点燃。

“导弹司令”杨业功把履行使命当作最

高追求，这才对训练中的假大空穷追

猛打，在部队树立起老老实实抓训练

的浓厚氛围。“军人的专业是打仗，军

队的价值在打赢。”当姓军务军、备战

研战、练武精武的思想真正在头脑里

扎根，练兵备战自然会真打实备、真

钻实研、真枪实弹、真导实演、真考

实评，也才能促真练，砺真功。

（作者单位：71352部队）

练兵备战谨防“虚热”
■朱锡武

1942年，为推动整风运动发展，

《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一定要反省自

己》。文中写道：“假如我们能够有决

心来革除不好的思想和习惯，同时又

有耐心一点一滴来建设新的思想和习

惯，加上长时期不停的努力，则脱胎

换骨，除旧布新，每个人都是可能

的。”著名党史专家、中共中央党史研

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指出，当年整风

运动取得成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多

数党员敢检视自己的问题。

“深刻检视问题”是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大举

措。检视问题是否深入，原因剖析是

否透彻，是检验党性的“试金石”，也

是解决问题的“铺路石”。像当年整风

运动那样检视问题，“奔着问题去，以

刮骨疗伤的勇气、坚忍不拔的韧劲坚

决予以整治”，检视出的问题就会成为

促进发展的“垫脚石”。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承认这个

事实并不难，难的是承认自己的过

错，正如韩非所言：“知之难，不在见

人，在自见。”在检视问题中，每名党

员只有敢于无情地解剖自己，勇于检

视问题，善于以涵养省察实现“内在

超越”，才能以觉悟的灿烂星辰照亮前

行之路。

“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检

视反思、躬身自省，是我党开展集中

教育的基本要求，也是共产党人实现

自我提高的有力武器。周恩来经常与

“我的修养要则”对表，陈毅“中夜

常自省”，张闻天不怕自己的“瘌痢

头”给人看，谢觉哉每晚与自己“打

官司”……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之所以慎终如始、思想纯洁，就在于

他们始终永不停歇地自我追问，坚持

不懈地自我反思，这才保持了不离本

心的自省、不忘初心的清醒。

但也有一些现象值得关注，那就

是个别党员在检视问题中还存在过于

“爱惜羽毛”，怕损失“蜗角虚名”的

现象：“偷换概念”，以工作业务问题

代替思想政治问题；“转嫁过错”，以

班子问题代替个人问题；说“笼统

话”，以共性问题代替个性问题。这

样检视出的“问题”，“草色遥看近却

无”，听起来令人耳烦，改起来无从

下手，最终只能是装装门面、走走过

场，让检视问题“打了水漂”。

捂着疮疤肿难消。检视问题是为

了解决问题。如果不触及深层次矛盾

和实质性问题，不把问题具体到事、

具体到人，不深挖问题背后的问题，

就不能摸准矛盾问题的脉、点到思想

问题的穴，也就不可能对症下药、解

决问题。正因此，习主席强调，这次

主题教育“检视问题要防止大而化

之、隔靴搔痒，避重就轻、避实就

虚。”

“欲正其末者，必先端其本。”检

视问题是向灵魂动刀子、给思想做手

术。不触动灵魂，刀子难下；不净化

思想，手术难做。让每名党员敢于

“向我开炮”，就必须首先引导广大党

员牢记党的理想信念和根本宗旨，用

恒心守初心。只有这样，党员“才能

从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出发，从人民

根本利益出发，检视自己；才能不掩

饰缺点、不回避问题、不文过饰非，

有缺点克服缺点，有问题解决问题，

有错误承认并纠正错误。”

“但立直标，终无曲影。”检视问

题，重在找准参考系。“镜子”明亮

了，就能看到“灰尘”所在；“标尺”

精准了，就能看到差距在哪。对照

习近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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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照初心使命，查摆自身不足，查找

工作短板，深刻检视剖析，是这次主

题教育检视问题的基本要求。认真对

表对标，就能对出差距，找准问题。

两千年前，蔡桓公对自己的疾病

讳疾忌医，结果病重而亡；三国时

期，关公中箭后主动“刮骨疗伤”，最

终毒血涤尽。主题教育中，多学关

公，莫学桓公，方能在检视问题中实

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

自我提高。

（作者单位：武警陕西总队政治工

作部）

决不允许避重就轻避实就虚
——以好的作风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③

■王小平

长城瞭望

谈训论战

长城论坛

基层观澜
据悉，某单位对战士请假外出，

要么以安全管理为由无故压缩外出
比例和时间，要么对外出事由进行筛
选，按照“正事优先”进行批假。因此
导致不少官兵为请假绞尽脑汁想“正
当理由”。该旅根据战士反映，严格
落实有关规定，清理了这些“土政策”

“土规定”。
这正是：
绞尽脑汁为请假，

缘于上级设关卡。

出台规定莫随意，

严格管理须依法。

周 洁图 李浩爽文

日前，中共中央印发修订后的《党

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其中

第二章“选拔任用条件”中明确指出：

“善于团结同志，包括团结同自己有不

同意见的同志一道工作。”

要团结同自己有不同意见的人，未

必是那么容易的事。有的领导干部，一

有人指出问题就脸色难看、一听到批评

声音就心怀怨愤，总觉得那些同自己有

不同意见的人是在“找茬”“挑刺”“拆

台”。因而，他们心里想的不是如何团

结这些人，而是怎么打压、排挤这些人。

翻开历史，这样的人不在少数。三

国时期的袁绍，可谓一个典型。袁绍打

算征伐曹操时，谋臣田丰认为时机不

对，极力劝阻，袁绍不听。战场失利之

后，袁绍对左右说：“当初没听田丰的

话，现在要被他耻笑了”，于是命人去取

田丰首级。田丰得知后，叹而自刎。正

因为容不下田丰这样有不同意见的下

属，袁绍此后屡屡犯错，最终导致失败。

一名领导干部，也许水平很高，但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也许经验很足，但

时过境迁的“老黄历”派不上新用场；也

许钻研很深，但术业毕竟有专攻，不可

能在任何方面都是专门家……如果自

命不凡、小肚鸡肠、刚愎自用，容不下有

不同意见的人，就可能变成闭塞言路的

“聋子”、举步维艰的“瞎子”、孤立无援

的“寡人”，不利于作出正确的决策、最

优的决策。

“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古往今来，很多领导者之所以能够成就

伟业，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虚怀若谷、

广纳群言，重视“谔谔之士”、重用“谔谔

之士”。他们明白，这些有不同意见的

人，看问题的角度方法与众不同，因而

往往能发现别人不易觉察的问题。反

之，对一个领导者来说，如果身边都是

专看上级眼色行事、挖空心思投其所

好、明知有错不置可否的“诺诺之人”，

不仅难以成大事，还可能吃大亏。

诚然，那些“有不同意见”的人，也可

能认识片面甚至判断错误，但即便如此，

也可以促使领导者对原有的决策进一步

思考论证，从而使决策更周密、更科学、

更完美。由此观之，善于听取反对的声

音、汲取不同的意见，对领导者来说是一

种必备的素质、一种很大的本事。做到

了这一点，就有利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

的力量、集聚一切可以集聚的才智。

“难得是诤友，当面敢批评。”善于

团结有不同意见的人，是我党我军的优

良传统。毛泽东同志“主动团结反对过

自己的人一道工作”，朱德同志“对反对

过自己的人不咎既往，坦然相处”，罗荣

桓同志“对于反对过自己的人从不记

仇”。邓小平同志也说过一句被广为征

引的话：“要抛弃个人恩怨来选择人，反

对过自己的人也要用。”

当前，军队正处于转型建设的深入

推进期，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

各项工作面临不少难题和挑战，领导干

部纵使有三头六臂，也难以做到尽善尽

美。这就更需要注重发扬民主、倾听各

种意见，顺耳之言能听、逆耳之言也能

听，把支持和反对的意见都视为是对自

己工作的支持。

可以说，能否正确认识、公正对待

那些“反对过自己的人”，反映出的是一

名领导干部有没有胸怀大局的公心、容

人容言的雅量、凝心聚力的智慧。如果

做不到这一点，就如文章开头所言，是

违反《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

例》规定的，证明领导干部自身就是不

合格的、不称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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