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军人修养 E-mail:jfjbshyxy@163.com２０１９年８月８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张国强 张萱 苗盼桃

方 法 谈

影中哲丝

知行论坛

言简意赅

古人造字，博大精深，把“官”字顶
部放置一个天平（宝盖头），可理解为
做官先要公道正派、处事公平。古时，
祁黄羊“外举不避仇”，即是为官公道
的典型。据《吕氏春秋》记载，晋平公
问于祁黄羊曰：南阳无令，其谁可而为
之？祁黄羊对曰：解狐可。平公曰：解
狐非子之仇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
之仇也。平公曰：善。遂用之。这个
故事告诉我们，若人人都能守住内心
的清明，不睚眦必报、不徇私舞弊，在
处理问题时坚持出以公心，一碗水端
平，何愁风气不正！

上有正型，下有正风，是非分明，世
有正则。领导干部作风形象如何，往往
影响一个单位的风气建设。个别单位

出现上下级关系紧张、乱议论、乱猜测、
乱告状等问题，与一些领导干部处事不
公正有直接关系。领导干部处事公道，
下属就会走正道；领导干部不守规矩，
歪门邪道就会大行其道。一个有正气
的领导干部，浑身充满正能量，必然会
产生强大的辐射力和感召力。

当前，随着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深
入推进，有许多“硬骨头”需要啃。在
此过程中，党员领导干部尤其需要保
持一颗公心，以“公”为“道”，不偏不
倚；持“正”为“派”，不歪不斜。坚持
“一把尺子量到底”，正确处理好敏感
事务和热点问题。唯有如此，才能让
公道正派长存，让清风正气长吹，营造
出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

公道正派出正气
■刘 根

“璟善守文持正。”此句出自《新唐
书》，讲的是唐代宋璟因其执法持正公
平而闻名于世。在常人眼中，唯变能
通，能通则久。而宋璟却不以为然，始
终执法刚正、不坠其志，甚至为此备尝
艰辛，最终名垂青史。

人情历尽秋云厚，世事经多蜀道
平。人生在世，如若空讲教条不顾实
际、思维机械不知变通，便会寸步难
行，甚至头破血流。但是，讲变通须
先持守正道。现实中却有一些人，信
奉所谓“圆通法则”：逢人只说三分
话、人前人后两个样，视长袖善舞为
成熟，奉厚黑之道为圭臬。在他们眼
中，原则就是“圆则”，变通不必持
正。不讲原则、突破底线“灵活处

事”，结果路越走越偏，终至违法乱
纪，玷污了名声、污染了风气、败坏了
吏治，成为危害事业、为群众所不齿
的罪人，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不行正道者，难以行之久远。事实一
再证明，那些能经得住岁月淘洗、留
下生命重量、让后人敬仰的，往往是
有操守、讲原则、守正道的人。

当然，持守正道并非不讲方法。
原则不能改变，处事却可讲方法艺
术。世间万物皆有度。把握好变与不
变的度，以豁达的眼光看待事物、以灵
活的方式处理难题，通情达理不失底
线、与人为善又不去迁就，这样的持正
守中之道，应是我们努力要达到的修
养境界。

讲变通须先持正
■李恒剑 周鹏搏

又是一年征兵季。笔者所在的河

北省涞水县曾是平西抗日革命根据地

的腹地，聂荣臻、姚依林等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曾在这里生活和战斗，人口

总数34万，今年符合征兵条件人员2375

名，其中应征报名者737人，比例之高令

人惊叹。很多人讲，革命战争时期“家

家送儿去当兵”的情景又重现了。

缤纷世界里，青春本有无数种可能

和选择。膝前灯下，可以在父母身旁享

受亲情呵护；大学校园，可以捧着书本穿

梭于林荫小道；浪漫假日，或许还有一段

感情偶遇……可选择穿上军装，就意味

着要跳出这种个人的小天地，抛却情感

世界的小悲欢、小确幸，从此让青春与国

家安危紧紧相连。面对祖国召唤，应征

青年们携笔从戎的选择令人赞许，自信

从容的心态令人欣慰。有人说，现在年

轻人长期坐享盛世的繁荣安逸，生活中

崇尚“佛系”、崇拜“小鲜肉”，缺乏男子汉

血性者大有人在。但从当前适龄青年踊

跃应征参军的现象中，我们又看到了年

轻人“虎视何雄哉”的气概，“视死忽如

归”的洒脱，“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

血性呐喊，令人心怀激荡。

青春守护岁月静好。古往今来，

凡是为国家和民族建功立业的军人，

都有着强烈的家国情怀，无不把个人

的“小我”融入祖国和人民的“大我”。

每个人都希望人生价值最大程度实

现，但如何实现、在哪里最大程度实

现？答案不同，反映出的人生观、价值

观也不同。歌曲《在那桃花盛开的地

方》这样唱道：“故乡，终生难忘的地

方，为了你的景色更加美好，我愿驻守

在风雪的边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

方去，是曾经感召几代人的口号。祖国

最需要的地方，一定不是最舒适、最安

逸的地方，是需要牺牲奉献的地方。“一

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快节

奏、高强度、严要求是军旅生活的常

态，苦和累几乎成为军人的标配。军

人这个称呼之所以神圣，正是由牺牲

奉献所成就的，穿上军装就意味着与

艰难相伴、与艰苦同行。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国防和军队建

设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事业，

需要矢志报国的优秀人才充实其中。海

军第一位女实习舰长韦慧晓，为了心中梦

想申请当航空母舰舰员、在战风斗浪中历

练成长的价值选择，从名校博士、名企精

英到实习舰长的华丽转身，引发数百万网

友点赞。“八一勋章”获得者王忠心，当兵

30多年始终立足本职岗位苦练本领，操作

过多种型号导弹，精通本专业所有号位，4

次获得全军士官优秀人才奖，退休后被军

事院校聘为客座教授。事实证明，在强军

实践中挥洒汗水，不懈拼搏，就能站上放

飞梦想的跑道，向着人生最高点起航，迎

接人生新的高光时刻。

走进军营，将不服输的青春装进年

轻的胸膛，注定会改变“萌萌哒”的样

子，远离自私、娇气和懦弱；注定会让青

春被赋予新的底色，立起新时代革命军

人的好样子。笔者调查发现，在很多年

轻人眼中，参军入伍已不是谋出路的途

径，而是自我历练、自我塑造和实现人

生价值的报国梦想。

古人把“立德、立功、立言”称为“三

不朽”，视为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世

易时移，今天的我们将什么奉为人生的

“不朽”，才能呈现新时代的精神疆域、

不负先贤曾经抵达的精神高度？那就

是心怀家国、爱国奉献。我想到了抗日

战争时期，在当时只有70多户、400多人

的涞水县山南村，就有94名青壮年参加

八路军，其中22人将生命永远留在了战

场上。我想到了92年来，人民军队历经

炮火硝烟，一路披荆斩棘，打败日本侵

略者，战胜国民党反动派，跨过鸭绿江

打出国威军威，蹲守猫耳洞戍卫边疆，

在大漠远洋布下练兵场，在维和护航中

写下壮丽诗篇……峥嵘岁月见证了军

人的担当。正是无数军人的流血牺牲，

铸就了今天中国梦的基座，铺就了民族

精神最为亮丽的底色。军人所做出的

牺牲奉献，祖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

记。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军人正日

益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各地涌现的

参军热潮，就是“呼吸英雄们的气息”，

把爱国之心化为报国之行的有力证

明。无数有志青年用奉献写就忠诚，用

热血铸就荣光，一步步攀向精神高地。

若以小利计，何必披征衣。军旅的

每一次历练都会成为人生的宝贵财富，

新时代的青年当铭记国家好、民族好，

大家才能好，今天吃的苦、受的累，最终

会变成内心的光，照亮通往美好人生的

路。当回首往事时，我们可以骄傲地

说，我们没有因患得患失而停下前行的

脚步、虚度青春年华，在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逐梦征程中，有我们留下的

闪光足迹。

（作者单位：河北省涞水县人民武装部）

男儿何不带吴钩，从军报国志可酬
■董家刚

●把对党忠诚纳入家庭家教
家风建设，党员干部要率先垂范、
立身为旗，为子女作出爱党、信
党、为党、护党的榜样示范，让正
能量充盈家庭，让红色基因灌注
血脉

日前看望一位抗战时期入伍的老

首长，落座后，与老首长攀谈起来。他

说：“习主席前不久在中央和国家机关

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大力加

强对党忠诚教育，学习宣传先进典型，

引导党员、干部见贤思齐，把对党忠诚

纳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这是极有现

实意义的，体现了习主席的高瞻远

瞩。时下，一些人以为现在的幸福生

活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忘记了党的奋

斗史，忘记了党的丰功伟绩，再不引起

重视就要出大问题了！”为此，老首长

通过给孩子们讲红色故事，把对党忠

诚的种子植根于子女们心中。

老首长对党的深厚感情和忠诚品

格深深打动了我，也引发了我的思

考。在回来的路上，笔者不由得想起

了另外两个故事：一个是某军分区原

司令员陈洛平临终前，对三个子女说：

“你们不要指望我有什么财产留给你

们，只有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留

在我身上的三块弹片，分给你们一人

一块留作纪念，看到它就应该艰苦奋

斗，努力工作。”另一个是独臂将军陈

波，战争年代，因示范滚雷方法，他身

负重伤，失去一条手臂，两腿也无法弯

曲。新中国成立后，当了将军的陈波

一直保持着老红军的本色。当子女要

求他帮忙走门子升学或找个好工作

时，陈波拿出在长征开始时签发的、一

直保存在他身边的党证，郑重地说：

“今天，我对着党证立条家规：谁也不

准利用党对我的信任要照顾、谋私

利！”孩子们接受了父亲的教诲，依靠

自己的努力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

三块弹片、一本党证，这些留给

子女的遗产，比给他们留下万贯家财

要有价值、有意义得多，因为它是光

荣历史的见证，蕴含了革命前辈对党

的赤胆忠心和对子女的深情厚望。

革命前辈有着跟党干革命的亲身经

历，亲眼看到党如何带领军队和人民

与敌人浴血奋战，因而对党有着深厚

的感情和忠于党的事业的执著信

念。而今天的青少年一代被人称为

是“看着大片、吃着薯片、玩着芯片”

长大的，对党的历史缺乏深入了解，

对艰苦奋斗的传统缺乏亲身体验，因

而，亟待补上党史、军史和国史课，让

他们在比较和鉴别中懂得“没有共产

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道理，从而增强

“听党话、跟党走”的情感认识和理性

认同。只有把对党忠诚纳入家庭家

教家风建设，让红色基因融入青少年

一代的血脉和灵魂之中，才能确保红

色江山永不变色。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

的清醒剂。而记录历史的红色经典是

我们获得历史知识、培植对党深厚感

情的有效载体。要通过读好书、讲好

故事、看好影视片、参观革命历史纪念

馆等途径办法，让青少年走进历史、了

解历史，架起昨天、今天和明天联系的

桥梁。同时，还要引导青年官兵向英

模人物和身边典型学习，从他们身上

感受浩然正气，汲取智慧和力量，从而

把红色基因的根扎深扎牢。

搞好对党忠诚教育，既靠言教更

靠身教。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的家

风，因其继承和弘扬革命前辈的红色

家风，并融入个人的认知和实践，其风

气、风格、风尚的底色是鲜红透亮的，

贯穿了“听党话、跟党走，做革命事业

可靠接班人”的主线，且知行合一、言

行一致，为子女树立了立德修身的榜

样。把对党忠诚纳入家庭家教家风建

设，党员干部要率先垂范、立身为旗，

为子女作出爱党、信党、为党、护党的

榜样示范，让正能量充盈家庭，让红色

基因灌注血脉，确保对党忠诚的品格

世代不变，为党的事业不懈奋斗，跟着

党走向更加辉煌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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彪

●官兵彼此尊重爱护，将心比
心，才能拉近距离，构建起团结和
谐的官兵关系，汇聚起强大的胜战
力量

黄公略任红六军军长时，由于给养
补充困难，生活极为艰苦。一天，房东
执意要送给黄公略一钵鸡汤补身体。
黄公略推辞不过，就花钱买下了它。但
想到士兵们同样消瘦的身体，他便端起
那钵鸡汤走进连队厨房，把鸡和鸡汤全
部倒进锅里，又操起锅铲将整只鸡铲成
碎块。随后，黄公略在连队同士兵们一
起吃了这顿鸡汤饭。
“昔者，良将之用兵，有馈箪醪者，

使投诸河，与士卒同流而饮”。一筒酒、
一钵鸡汤，虽不能使河水都有酒味、不
能使整锅汤都有肉味，但官兵们会因为
这些举动受到莫大鼓舞和激励，愿意在
战场上跟随将领奋勇作战。

这种团结和谐的官兵关系，凝聚起

无坚不摧的精神力量，使我军成为战无
不胜的劲旅。官兵之间虽然在管理上
构成上下级关系，但也是并肩战斗、亲
密无间的战友。在团结和谐的官兵关
系中，干部理解战士的需求，战士明白
干部的用意，这种“心领神会”可以化为
工作中的默契配合，为部队建设注入强
大动力。

要想赢得战士拥护，就要真情融入
战士。井冈山时期，朱德穿着草鞋，跟
战士们一块儿爬山挑粮，“朱德扁担”的
故事深入人心。今天的生活条件与过
去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但是干
部同样要增强与战士一块过、一块苦、
一块干的自觉，设身处地去感知战士的
冷与暖、苦与乐、忧与盼。“视卒如婴儿，
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
之俱死”。干部对战士做到了真关爱，
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构建团结和谐的官兵关系，离不开
官兵双方的共同努力。要求战士尊重
干部，干部也要学会尊重战士。官兵彼
此尊重爱护，将心比心，才能拉近距离，
构建起团结和谐的官兵关系，汇聚起强
大的胜战力量。

筑牢官兵团结这一“胜利之基”
■马计周

忆传统话修养

明亮亮的晨光，追光灯似的勾勒

出一道绿色的山脊。于是，一座山的

影像显现了。

脊梁，是人或物得以挺立的支

撑。山无脊梁，不成其为山；人无脊

梁，不成其为人。

山的脊梁常常看不见，但其客观

存在着；人的脊梁也常常看不见，但

也客观存在着。

人的脊梁，就是人的信仰、人的

灵魂、人的精神、人的骨气。山若无

脊，就是一堆土石；人若无脊，无异于

行尸走肉。

一座山需要脊梁，一个人需要脊

梁，一个民族需要脊梁，一个国家同样

需要脊梁。有脊梁就会有无穷力量。

晨光照射的山脊——

有脊梁就会有力量
■朱金平 摄影并撰文

●确保形式主义、基层负担不
再“反弹回潮”，还需要经常“体检”，
及时发现隐患，持续发力纠治

当下，为基层减负的实际举措让基
层官兵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但要确保形式主义、基层负担不再“反
弹回潮”，还需要经常“体检”，及时发现
隐患，持续发力纠治。

消除心理负担，发挥“主诉”功
能。检查治疗离不开问病症、探病史，
好医生善于引导患者细说原委。基层
负担有哪些、该怎么减，最清楚的莫过
于基层官兵。但上级征求意见发的通
知、开的座谈会，令一些基层官兵心存
顾虑，真汇报怕得罪人，不汇报怕辜负
组织期望；有的认为，把握不好建议分
寸，说重了怕影响团结，说多了怕引发
误会，说少了怕不好过关。可见，要想
让基层官兵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需要
在心理上打通减负“最后一公里”，俯
下身子虚心求计问“负”，打开“天窗”
揭短亮“负”，真心实意减负抓整改。
要纠正“口号震天响、行动轻飘飘”的
不良风气，扎实改进联系群众“蜻蜓点
水”、服务基层“消极应付”的工作作
风，以真心赢得信任，以基层的持续反
馈监督助推减负持久深入。

经常深入一线，改进“探查”手段。
体检总需要借助一定手段，或肉眼
“望”、或亲手“切”、或仪器查，有些还需
要借助胃肠镜、超声下穿刺等进行“侵
入式”检查。随着抓基层、打基础的持
续推进，影响和制约基层建设发展的表

象问题、浅层次现象基本得到纠治，要
想“更上一层楼”，还需要改进探查手
段，往深里看、往实里抓。网络和信息
技术的发展，为机关了解基层、指导工
作提供了丰富的手段，但过度依赖电话
和网络，依靠报表统计数据、听取汇报
了解工作、借助会议落实会议，就会出
现双脚不沾泥土、身子不入一线、心里
不解实情的情况。真心为基层减负，还
需要靠脚力去“探测”实情，常到一线走
走，常到现场看看，真正从现场找找基
层负担在哪里，从末端看看减负效果好
不好；多交“兵朋友”，多坐群众的“矮板
凳”，多听官兵的真心话，让基层减负
“掷地有声”。

破除惯性思维，着眼全局“治疗”。
随着医学的发展，学科划分日益精细，但
人的肌体是一个整体，往往牵一发而动
全身。“各查各的病、各治各的伤、各用各
的药”不利于整体治疗，唯有“精细分工、
多科会诊、全科施治”才能确保患者彻底
治愈、早日康复。博弈论中有“零和”现
象，即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
损失。客观上讲，有的单位在减负过程
中造成了“零和”现象，原来由基层完成
的工作转嫁到机关或其他单位，出现此
消彼长的“假减负”。深入推进减负，关
键是紧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症结，果
断“断舍离”，切实将不必要的登记统计
减掉、将不必开的会议叫停、把该合并的
文电合并，将基层从无谓的事务和变味
变调的“痕迹管理”中解放出来，让官兵
集中精力思打仗、握紧拳头搞建设；核心
是系统施策、精准发力，既做好松绑减压
的“减法”和“除法”，又做好提质增效的
“加法”和“乘法”，打破单位、部门的界线
和利益藩篱，让信息多跑路、官兵少跑
腿，切实激发内动力、增添新活力。

善抓“体检”好减负
■王家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