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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医理当治道来谈，有其特效。一方面，推身及国的文化沉积

深厚，这种思维跨越是很自然的。另一方面，无论医理还是治道，

都关乎民之休戚、体之强弱。从生命本体的道理讲起，人人都感同

身受、易于接受。

革命军人的血性源于思

想自觉、成于千锤百炼，只

有解决好“为谁扛枪、为谁

打仗”“当兵干什么、练兵

为什么”等根本性问题，坚

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

摔打部队，砥砺指挥员战斗

员的意志品质，才能保持精

神刀刃的锋利。

从严整改落实，坚持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

出就重点解决什么问题，体现的是行动自觉。主题教育是重实际、

求实效，还是走过场、做样子，主要就看整改落实做得怎么样、有没

有行动自觉。

“一开始就改起来，把‘改’字贯穿

始终，真改实改、攻坚克难。”这是中央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

小组提出的明确要求。军队开展主题

教育，必须突出实践性、强力抓整改，

把各类问题清单转化为主题教育的成

效清单。

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是

我们党开展集中教育的好传统。集中

教育需要提高认识，更需要付诸行动，

只有把解决问题的成效作为重要评估

标准，才能持续走深走实。这次主题教

育强调“从严整改落实”，体现了务求实

效的鲜明态度。抓实学习教育、搞好调

查研究、深刻检视问题，有利于增强思

想自觉。从严整改落实，坚持有什么问

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重

点解决什么问题，体现的是行动自觉。

主题教育是重实际、求实效，还是走过

场、做样子，主要就看整改落实做得怎

么样、有没有行动自觉。

整改落实的过程，就是祛病强身、

自我提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是不

折不扣还是偷工减料，结果大不一样。

刀刃向内、动真碰硬，逐个、逐项清理查

摆出来的问题，从点到线再到面，系统

性地“拧紧螺丝扣”，才能治标又治本，

产生实实在在的变化。如果只喜欢秀

问题，不谋求解决问题，整改落实虎头

蛇尾、久拖不决，搞纸上整改、虚假整

改，到头来问题就会越积越多，甚至小

事拖成大事、有解变成无解。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先后开展

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

实”专题教育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期间出现过整改落实不力的问题，最终

得到有力纠治。比如，有的同志抱着“过

关”的心态，说着逢场作戏的表态话，实

则搞选择性整改，敷衍塞责、虚应故事；

有的同志一开始很坚决，当发现困难不

少、矛盾交织后，就打了退堂鼓，把整改

任务扔在一边；有的同志跳不出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的窠臼，拿开会当贯彻、用

发文充执行，不下真功夫，反耍假把式，

等等。这次主题教育，我们必须对此类

问题保持警惕，万不可“旧疾复发”。

这次主题教育把开展专项整治作

为重要抓手，必须全过程抓紧抓实。专

项整治的问题，包括事关军队建设的重

大问题、官兵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和练

兵备战亟待解决的紧迫问题。其中，既

有班子的整改任务、也有个人的整改任

务，既有近期的任务、也有长远的任务，

既有集中整治的任务、也有建章立制的

任务。整改落实的担子很重，倘若不能

克服“松”的情绪、消除“软”的现象、杜

绝“拖”的问题，缺乏动真碰硬的勇气、

勇于担当的精神，是难以“销账”的。

“人患不知其过，既知之，不能改，是

无勇也。”主题教育集中开展的时间有

限，各级整改落实必须出实招、做实功、

求实效。能改的立即改，对一时改不了

的问题要盯住不放、持续纠治，直到整改

到位，决不能以“时间到、任务了”的心态

消极应付。主题教育结束前，要召开专

题民主生活会，运用学习调研成果，针对

检视反思的问题，联系整改落实情况，认

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正当其时的主题教育，部队期待值

很高。我们坚信，只要坚持从严整改落

实，在解决实质问题上见到新成效，在

克服形式主义上看到新变化，推动各项

部署要求落实落地，我们就能推动主题

教育呈现新气象、树起新风貌，进而以

初心扎根、使命落地的良好状态为强国

强军伟大事业作贡献。

决不允许搞纸上整改虚假整改
—以好的作风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④

■王密勋

面对新的编成、新的装备，兵该怎

么练？笔者认为，在体系练兵大框架

下，必须靠探索和创新，而不能走尾随

式练兵的路子。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将很多部

队带到了新的“出发站”。一些部队新

质力量占比大幅提高，更是带来许多

练兵备战新课题。比如合成营，无人

机、卫星通信、雷达等力量配属后，兵

种增多、专业增多，组训方式变革也日

益迫切。从过去的练兵实践中寻找方

法，可能未必有效；从别人的经验里照

搬思路，更是危险的。不论是尾随自

己的过去，还是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

趋，都不是打赢的正途。

现在，少数指挥员就存在尾随式

练兵的情况。比如，走不出昔日练兵

的那一套，即便在“形”上做了些调整，

但“神”还停留在过去；通过追踪了解

到外军练兵的几个概念，不作具体分

析、不顾水土不服，便直接拿来用。诚

然，蹚出一条符合实际、制敌有效的新

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没有理论上的

苦学、没有思想上的苦想、没有实践上

的苦练，是难以得到答案的。搞尾随

式练兵，是懒汉思想作怪，看似得了捷

径，实则走了歪路。

“ 战 胜 不 复 ”是 军 事 领 域 的 常

理。在激烈的军事竞争中，不能自我

否定、顺势而变，找不到适合自己、克

敌制胜的练兵方法，一切准备就是失

准失效的。现代战争是信息化战争，

装备科技突飞猛进、作战方法日新月

异，只有具备前瞻眼光，以未来战争

需要指导当前练兵实践，才能实现

“以能击不能”。当年，以色列突击队

空降乌干达营救人质，这次行动胆略

过人、战法新奇，是空降作战最成功

的战例之一。突击队长途奔袭 4000

千米，途经多个敌国上空，战机在海

面上以15米高度飞行、在生疏机场盲

降。奇迹的创造既源于平日苦练，更

源于大胆创新。

中央军委2019年开训动员令提出

“加强检验性、对抗性训练”，并要求领

导干部“带头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

究打仗”，各级要领会贯彻好，真正以

夙兴夜寐的状态钻战研战，把未来战

争怎么打搞清楚、把部队怎么练弄明

白，在练兵实践中用好新质力量、练强

作战体系。唯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

地释放改革效能、蓄积打赢潜能。

走出尾随式练兵的误区
■王欣刚 王金晓

近日，某部队组织基层干部考评，
要求提交个人述职报告。个人述职重
在对照标准、自我评价，既总结成绩又
查找缺点和不足，理应由被考评的干
部自己完成。然而，个别干部不认真、
不严肃，把述职报告交给文书代写。

这正是：
述职应说老实话，

台下先做老实人。

倘若请人来代笔，

人品岂能不失真？

周 洁图 贾 乾文

医有医理，治有治道。然而，两者

相通之处不少，借医理谈治道的记述也

很多。这类史料，读来有开茅塞、得警

示的益处。

唐太宗治国时的一个鲜明特点，是

好纳谏、多诤臣。《资治通鉴》记载了他

的一番话，可为鼓励谏诤的生动注解。

唐太宗对身边的大臣说：“治国如

治病，病虽愈，犹宜将护。倘遽自放纵，

病复作，则不可救矣。今中国幸安，四

夷俱服，诚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

惧不终，故欲数闻卿辈谏争也。”把听真

话、纳诤言，比喻为病愈后的身体养护，

可见其居安思危意识之强烈。

吕诲曾上疏宋神宗，以身疾论朝

政。他说：“臣本无宿疾，偶值医者用术

乖方，妄投汤剂，差之指下，祸延四支，

寝成风痹，遂艰行步，非只惮跋涉之苦，

又将虞心腹之变。”当时，王安石正推行

新法，吕诲对这场激烈的社会变革持不

同意见，故有此说。

把医理当治道来谈，有其特效。一

方面，推身及国的文化沉积深厚，这种

思维跨越是很自然的。另一方面，无论

医理还是治道，都关乎民之休戚、体之

强弱。从生命本体的道理讲起，人人都

感同身受、易于接受。这或许是引医理

入治道的重要原因。

《三国演义》有很多精彩对话，“舌

战群儒”要算一处。孙吴谋士张昭讥

讽孔明：“是豫州既得先生之后，反不

如其初也。管仲、乐毅，果如是乎？”孔

明借助普通医理，展示了自己的眼界

和志向。他说：“鹏飞万里，其志岂群

鸟能识哉？譬如人染沉疴，当先用糜

粥以饮之，和药以服之；待其腑脏调

和，形体渐安，然后用肉食以补之，猛

药以治之：则病根尽去，人得全生也。

若不待气脉和缓，便投以猛药厚味，欲

求安保，诚为难矣……”这番话，驳得

张昭无一言回答。

医有神庸，治有高下。善医与善治，

也有共通点。魏文侯曾问扁鹊：“你们兄

弟三人，谁是最好的医生？”扁鹊回答：

“长兄于病视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

出于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

于闾。若扁鹊者，镵血脉，投毒药，敷肌

肤，间而名出，闻于诸侯。”从治之于未

形，到治之在毫毛，再到治之在沉疴，扁

鹊的对比抓住了要害。明代李贽评曰：

君侯将相，理国治兵，要不出此矣。

“今之用药者，大抵杂泛而均停，既

见之不明，而又治之不勇，病所以不能

愈也。”明末的顾炎武亲历了倭寇之患、

风水灾害、建州女真内侵，目睹了饥民

暴动和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因此，他

对那种“不杀人，亦不活人，使其人在不

死不活之间，其病日深，而卒至于死”的

现象非常痛恨。他还十分重视研究兵

要地理，所著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详

录各地地势、险要、卫所、关寨、马政、草

场等情况，字里行间充盈着爱国忧民的

深沉情怀。

犹记得，一位思想家曾奉劝青年读

国史。他说，看见国史上光荣的事固然

很高兴，有些扫兴的大小事件，看了扫

兴原是当然，但是也不可不注意，而且

应该多加注意，这有如说到先人的病与

死的地方，要知道其事虽在过去多年之

前，同家族与同民族的都是一样，在精

神与体质上都有一种微妙的联系，最值

得我们深思与反省。把遗传学与鉴古

今联系起来，正有些“摸背上痛疮，因知

苦楚，乃可望治疗”的意思。

医理入于治道，至今依然。“固本培

元”“化瘀行血”“刮骨疗毒”“对症下

药、靶向治疗”“任督二脉”“通则不痛，

痛则不通”……这些词和理常见常用，

体现了治党治国治军深契规律、注重质

量的特征。人人循规而行、依理而动，

使自己的思想更强健、更富有生机活

力，我们的事业才能行稳致远。

医理与治道
■铁 坑

“酷热的天气、高强度的练兵，荡涤

了身上那一丝颓废，让我们更富血性。”

这是某旅野外驻训地黑板报上的一条战

士心语。笔者在练兵场看到，诸多新设

课目、险难课目的训练，官兵们像不知疲

倦的小老虎，不怕困难、奋力攻坚，练出

了血性、练强了士气。

战争是物质力量的比拼，也是精神

力量的较量。军队能打仗、打胜仗，固然

要靠体制机制、武器装备，但没有血性胆

气，光有好的物质条件也是不行的。这

就好比绵羊装上铁牙，也无法与狼斗。

历史上，16万东北军，为何无力抵御3万

多日本关东军？面对强敌，我军又为何

能屡屡创造战争奇迹？究其原因，军人

血性是极重要的方面。历史深刻启示我

们：如果一支军队不能成为虎狼之师，在

战场上就会成为虎狼之食。

革命军人的血性既是内在的，也是

外显的。它不仅体现在英勇顽强、不怕

牺牲的作战行动中，还体现在对党忠诚、

追求真理的坚定执着上；不仅体现在对

人民群众的真情挚爱上，还体现在坚忍

不拔、百折不挠的不懈奋斗中。所以说，

官兵有没有血性，察其志、观其行，就不

难看出。我军要永葆本色，要不断提升

战斗力，就必须持续不断地培育和砥砺

血性。

现在，少数官兵在谈论血性时，存在

一些模糊认识。有人讲，现代战争是鼠

标、键盘之间的对决，“敢给大炮上刺刀”

的精神已经过时了；有人说，别看我平时

软绵绵，等上了战场面对强敌，血性自然

就有了；还有人认为，血性像一锅水，反

正烧热了也会凉，不如等到战前再加

温。产生这些错误思想，说到底是对战

争理解不够、对职责认识不清，使命意

识、忧患意识缺乏。人一旦被这种思想

主导，就会缺乏虎气锐气，无论干什么都

低效无力，更谈不上赢得与对手的竞跑。

血性会沉睡，所以要不断唤醒；血性

会消磨，所以要不断培育。战争年代，

“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

在红军很勇敢”；和平时期，任务一线艰

苦奋战的部队往往士气更高昂、斗志更

旺盛。这些事实证明，革命军人的血性

源于思想自觉、成于千锤百炼，只有解决

好“为谁扛枪、为谁打仗”“当兵干什么、

练兵为什么”等根本性问题，坚持从难从

严从实战要求出发摔打部队，砥砺指挥

员战斗员的意志品质，才能保持精神刀

刃的锋利。

时代在变化，我们将来奔赴的战场，

或许不再倾泻“肉搏的血雨”，无需上演

用身体堵枪眼的悲壮。但是，战场依然

是“死生之地”，这一点不会变。还要看

到，现代战争的突发性、残酷性、破坏性，

使生死考验更加严峻和直接；高技术装

备的精确性、隐蔽性、智能化，使战场态

势更加多变与难测。应对这些变化和挑

战，对官兵血性胆气、意志毅力的要求不

是低了，而是更高了。没有“钢多了，气

要更多，骨头要更硬”的追求，就无法在

精气神上压制对手、形成威慑。

血性用在战时，养在平时。军人肩

头千钧担，置身和平年代的我们要时刻

警醒，切不可被舒适泡软了骨头、被懈怠

磨灭了血性。我们要用好练兵备战这个

校场，用好改革攻坚这个平台，用好强军

兴军这个跑道，不断唤起并点燃血性。

只有这样，才能以“谜一样的东方精神”

走好新的长征路，不断赢得新的胜利。

（作者单位：32656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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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希

“什么样的教育招你烦？”这是基层

同志常谈的一个话题。某部机关日前

就这个主题收集官兵的声音，他们发

现，一些不正确的教育理念和方式，很

容易使人产生厌烦情绪、抵触心理。

这类情况形形色色，有的还并非个

例。比如，有的教育者对青年官兵的思

想、行为看不懂甚至看不惯，教训多于

教育，指责多于欣赏；明知道官兵思想

问题的触点在哪，却绕着走、躲着走，即

便回应也是不走心的大话、空话和套

话；只为做给别人看，造声势、留痕迹用

劲很大，打通思想却用功不多；台上讲

的和台下说的不一样，对领导讲的和对

官兵说的不一样……这样的教育多了，

无意间就会筑起抵触的“墙”，官兵岂能

不厌烦？

思想教育是做人的工作，官兵期待

从中获得理论上的拨云见日、思想上的

通透明亮、情绪上的昂扬振奋。可以

说，对思想教育，他们非但不排斥，还很

需要。然而，教育毕竟是“一颗心推动

另一颗心”的工作，只有知行合一，以心

换心、以情换情，才能说服人并影响

人。如果以老眼光看人、用假面孔欺

人，回避问题、徒求形式，教育对象就免

不了心生抵触。如此一来，就会出现

“老不信”“老不听”。

搞思想教育，只能拆心墙，不能筑心

墙。1948年，东北解放战争进入攻坚

期，部队伤残战士大量增加。他们中有

少数人在后方医院治疗期间，自恃有功、

骄横违纪。单位加强了管理，可效果并

不好，还加剧了对立情绪。罗荣桓知情

后，组织筹划开了个会，并特意叮嘱将会

议名称定为“荣誉军人代表大会”。会

上，罗荣桓肯定伤残军人在战场上的贡

献，并耐心细致地讲述了“不能抹煞后方

的功劳”“要学会一套新本领，参加具体

工作，继续为人民立功”等道理，大家听

完后深受教育，那些骄横违纪的同志还

主动检讨反思。

“遇到不懂问度娘，心里有话对网

说。”如今，虽说年轻官兵习惯了用网，

可面对这种情况，教育者还是应当反

思：我们的教育是受欢迎的，还是受抵

触的？是不是只管讲没讲，不管官兵

听没听？是不是只问做没做，不问效

果好不好？打通思想是一件讲规律、

下功夫的事，确保部队思想统一、心情

畅快、斗志昂扬，这些问题是必须要回

答好的。

避免筑起抵触的“墙”
■董建军 贺 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