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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 渊 潭

基层观澜

长城论坛

长城瞭望

1949年10月1日，“中国时间”在这

一刻重新开始。70年慨然而过，中国早

已“换了人间”。

“凡智慧者，都是善于从历史变化

中寻找变化的原由的。”随着新中国70

岁生日的临近，近段时间，探寻中国巨

变原因的研讨越来越多。中国辉煌成

就来自哪里？“他们让世界惊讶，是因

为中国共产党总是主动变革”，这是 8

月中旬国外一家电视台节目中16名专

家集体给出的一个答案。无独有偶，

在前不久我国某高校组织“中国路在

何方”的论坛上，与会专家也一致认

为，改革改变了中国，中国要改变，就

得继续用好改革这个推动发展的“第

一推动力”。

改革不是生僻词，也不是新鲜事。

“法与时变，礼与俗化”“物不因不生，不

革不成”“天下不能常治，有弊所当革

也”……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古籍里，有

关改革的论述有很多。商鞅变法、王安

石变法、戊戌变法……在我国绵延悠长

的历史中，变革也不少。然而之前的诸

多变革，让“一个国家，在两千多年的封

建社会，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而70

年里的改革却让中国取得“史诗般进

步”，成为了“人类发展史上最激动人心

的例子”，究竟奥秘何在？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马克思在给查

苏利奇的回信中预言：东方落后国家由

于自身社会结构和所处的特殊历史环

境，可以走一条不同于西方社会的“跨

越发展之路”，实现对资本主义“卡夫丁

峡谷”的跨越。回首新中国70年发展历

程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取得辉煌成就

的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逢山开

路、遇水架桥，滚石上山、艰苦奋斗，形

成了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

这种精神，随着时代发展沉淀升华、历

久弥新，成为亿万中国人共同拥有的时

代气质，也正是在不断的改革中，我们

找到了“跨越发展之路”。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

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

命，也是各项改革的初心和使命。回

溯历史不难发现，70年来的改革，正是

因为我们党始终与人民“捆”在一起，

始终把人民作为改革的主体力量，才

使改革有了雄厚的群众基础和磅礴的

前进动力。以党的十八大到十九大的

5年间为例，期间召开的38次深改组会

议，审议通过的 365个重要改革文件，

推出的 1600多项改革方案，无不是为

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切

为了人民”，也因此成为我国改革中最

大的特色。

地方改革是为了人民，军队改革是

为了打赢。恩格斯指出：“衡量一次军

事改革是否成功，标准可能有多种多

样。但最根本的一条是看经过这种改

革的军队能否经受得住战争的考验。”

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因时而变、因敌而

变，但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

“提高战斗力”。正是因为我军在党的

坚强领导下，适应形势任务发展变化，

不断改革创新，才由小到大、由弱到强，

从胜利走向胜利。

2015年11月24日，中央军委改革

工作会议召开，拉开了我军深化国防

和军队改革的帷幕。改革，为的是坚

守永远不变的初心：“人民军队必须勇

于改革、善于创新，任何时候任何情况

下都永不僵化、永不停滞”；改革，为的

是承担起更加艰巨的使命：“中华民族

实现伟大复兴，中国人民实现更加美

好生活，必须加快把人民军队建设成

为世界一流军队。”政治生态重塑，组

织形态重塑，力量体系重塑，作风形象

重塑。近4年来，人民军队新一轮改革

高潮迭起，演绎出“如旱天惊雷”般的

巨变。

对我军正在进行的改革，习主席告

诫全军：“谁思想保守、固步自封，谁就

会错失宝贵机遇，陷于战略被动。我们

必须到中流击水。”当前，我军改革面临

的“娄山关”还有很多，“腊子口”还有不

少。我们重温光荣与辉煌，也应追问和

思考：如何将我军的改革继续推向前

进？一篙松劲退千寻。只有百舸争流，

才能在改革中把我军建成世界一流。

山峰是用来攀登的，河流是用来

跨越的。改革道阻且长，但我们坚信，

改革可期、改革必成，因为，“我们的心

胸燃烧着希望，我们前进的道路铺满

阳光”。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军事管理学院）

让改革始终成为发展“第一推动力”
—从新中国70年奋斗历程汲取前行智慧和力量③

■孙宗政

谈训论战

领导干部大都希望自己有较高的

威信，能够“登高一呼，应者云集”。如

何才能树立威信？前不久，被各媒体集

中宣传的“实干政委”李保国给出了自

己的体会：“不断解决问题，就能树立威

信。”

与李保国有相同体会的，还有很多

人，“新时期广大党员干部的楷模”牛玉

儒就是其中一个。口头禅是“不给群众

解难题，要领导干部做什么”的牛玉儒

曾多次对大家说：“领导的威信靠上级

封不出来，靠权力压不出来，靠宣传吹

不出来，得靠在真心实意、尽心尽力为

群众解难题中建立。”

回溯历史可以发现，很多领导的威

信，就是在解决难题中树立起来的。《三

国演义》中讲：诸葛亮刚出山时毫无威

信。咋办？适值曹军来攻，大家没了主

意，诸葛亮调兵遣将，火烧博望坡，大败

曹军，一下子有了威信。毛泽东在我党

我军中的威信也是在关键时刻立起来

的。从三湾改编到带队伍上井冈山，再

到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数次“围剿”，他

总能正确决策，摆脱危机。特别是长征

途中，前有重兵拦截，后有追兵迫近，他

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出奇兵，几仗打下

来，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威信很快立

起来了。由此可见，棘手难题面前，别

人袖手旁观，或者束手无策，而你能挺

身而出，三下五除二就很快解决，别人

自然对你刮目相看，威信也就自然建立

起来。

“要在解决群众反映强烈、影响和

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上取得新的

突破”“解决练兵备战和官兵生活中的

难题，是领导干部的责任”。然而，现实

生活中，个别领导只想当“老大”，却不

想解决“老大难”问题：对难题“怕”，怕

处理不好引火烧身惹麻烦；对难题

“躲”，碰见难题总是绕道走；对难题

“拖”，总想把“烫手的山芋”留给下一

任。如此对难题不入心、玩“飘过”，哪

怕职务再高，即便来头再大，也是不会

有威信的。

“凡用兵者，攻坚则韧。”不能掩耳

盗铃地回避问题，必须头脑清醒地正视

问题；不能息事宁人地敷衍问题，必须

釜底抽薪地解决问题，如此才能展现能

力、体现担当。当前，军队正处于转型

的关键时期，各种躲不开、绕不过的问

题很多。各级领导干部只有以问题为

梯，既谈看法又拿办法，以不解决问题

不撒手、不化解矛盾不罢休的韧劲解决

难题，才能在解决问题中树立威信。

（作者单位：武警北京总队执勤第

一支队）

不解难题 威信难立
■王建华

据报道，某单位领导要求机关每
周通报一定数量的安全问题。短期
看，这的确能促使机关干部查出一些
问题。但时间一长，这种要求会让个
别机关干部为完成任务而“凑问题”。
查找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搞“问
题秀”，多解决问题才是正道。

这正是：
凑够数量往上报，

帮带整改一边撂。

问题查找莫凑数，

解难举措最可靠。

周 洁图 黄武星文

提起《兰亭序》，大多人知道它是

王羲之的书法巅峰之作，是“天下第

一行书”。其实，从写作角度看，《兰

亭序》也是一篇不折不扣的美文。

美在何处？我们不妨朗读首段：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

与会嵇山阴之兰亭，修褉事也。群贤

毕至，少长咸集……”

有文学评论家指出，《兰亭序》美就

美在其任真情实感喷薄而出，不回避、

不含糊，不故弄玄虚或故作超凡脱俗，

“字字从肝肺出”，以一片至诚示人。

“修辞立其诚”，这是古人对好文

章的首要要求。东汉王充也说：“实诚

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内表里。自

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

也。”人品即文品，作文即做人。作者

内在的“诚”，反映在文章中就会情感

真挚、打动人心，句句扣人心弦。

归有光的 《项脊轩志》 被誉为

“自古文章感人第一”。该文虽非传统

意义上的祭文，但一句“庭有枇杷

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

如盖矣”，就让人在读后眼窝发潮。诸

如“儿寒乎？欲食乎？”这样的细节，

同样令人泫然。而像 《祭十二郎文》

这样，正值亲人新丧，字字剜心泣

血，却未必就比这历经时光打磨的点

滴回忆更加震撼人心。天底下真正令

人动容的，并非是撕心裂肺的嚎哭，

而是一种自然流露的真情，一种悠远

绵长的思念。体现在文章中，就有了

“字字从肺腑出”的感染力。

古人在形容圣人的文章时这样写

道，“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

用”。意思是说，圣人的文章能把雅正

的语言和精深的含义结合起来，做到

“精理为文，秀气成采”，这才文采斐然、

且光照千秋。

情书的本质是“私”，然而黄花岗

烈士林觉民的《与妻书》却公开了整

整100多年，并被冠以“经典”之誉。

“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

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

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

读罢此文，固然因其优美缠绵而催人

泪下，然而最打动读者心灵的，是一

个理想主义者的家国情怀及大无畏的

牺牲精神。文中“当亦乐牺牲吾身与

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更是

点睛之笔。读这样“字字从肝肺出”

的文字，真能让人感悟“草木为之会

悲，风云因而变色”之意境，还有其

中所蕴含的大爱、大义、大情怀。

“字字从肝肺出”，是真情的流

露。“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

夫？”胸中没有情感波涛的涌动，笔下

就不会有真情实感的文字；“字字从肝

肺出”，是生活的积淀。“胸中历历若

千年，笔下源源赴百川”，生活没有老

酒窖藏的厚积，笔下就不会有醇香隽

永的文字；“字字从肝肺出”，是文字

的锤炼。“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

流”，读书写作不作滴水穿石的努力，

笔下就不会有炉火纯青的文字；“字字

从肝肺出”，更是人品的显形。“万古

骚人呕肺肝，乾坤清气得来难”，人品

修炼不下脱胎换骨的功夫，笔下就不

会有正气充盈的文字。宋代书法家米

芾曾云：“永和九年暮春月，内史山阴

幽兴发。群贤吟咏无足称，叙引抽毫

纵奇札。”《兰亭序》 的确是一篇奇

札，奇就奇在作者将自己的“生气”

毫无保留地倾注其中，1600多年过去

了，字字句句仍然是鲜活生动的。

文章的最高境界，是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饰，用最通俗、最真诚的语言，

讲明白最深奥、最复杂的道理。部队思

想政治工作是做人的工作，是在官兵头

脑里搞建设。为了打动人心，政工干部

应深谙“字字从肝肺出”的魅力和真谛，

多用善用那些“字字从肝肺出”的名作

佳作启迪官兵心灵，开启官兵心智，让

官兵在美好的文字浸润中培育真善美

的情感，增强家国情的担当。同时，也

多写、多讲一些“字字从肝肺出”的文章

和语言，举重若轻，深入浅出，又真又

美，让官兵在会心一笑中引起共鸣，在

“用而不觉”中构筑新时代革命军人的

人生金字塔。

字字当从肝肺出
■向贤彪

近日，两则不熟悉自己部队的新闻

虽是特例却令人痛心：一则是在一次综

合演练中，被誉为“外军通”的一名营长

在指挥中命令坦克群爬陡峭的山头，结

果令坦克驾驶员望“山”兴叹；另一则是

一名指挥员在演练前不知自家有电磁

频谱分析专业人员，打报告向上级请求

支援。

知彼知己，是历代兵家作战指挥所

遵循的重要原则。如今，广大官兵对知

彼的重要性已成共识，但这两则新闻警

示我们，一些官兵对知己工作做得还不

够好。比如7月下旬，陆军某基地组织

军事基础知识摸底，一些官兵对假想敌

的军事理论、战术手段、武器装备乃至

各种难以背记的数据，能如数家珍一样

背出来，甚至对人家还在设想中的东

西，也能谈论一番。但谈及我军目前的

新式装备、战法研究、官兵特点，却知之

不多，真可谓“知敌情红红火火，知我情

冷冷清清”。

知彼的工作应该做好，知己的工作

也不能忽视。尤其值得警惕的是，个别

新移防部队和新组建部队的领导，在还

没有摸清下情的情况下，却急着出政

绩，这种做法是急功近利，对部队建设

非常有害。

“君子拙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

知己不全、不细、不透，平时组训难免失

误、失准，战时指挥必然乱点鸳鸯谱、其

害无穷。古今中外，这方面的教训不胜

枚举。《吕氏春秋》的《自知》一文中写

道：“存亡安危，勿求于外，务在自知。”

“荆成、齐庄不自知而杀，吴王、智伯不

自知而亡，宋、中山不自知而灭，晋惠

公、赵括不自知而虏，钻荼、庞涓、太子

申不自知而死，败莫大于不自知。”可

见，指挥员能否做到知己，关乎战场成

败、国家存亡。

要想用兵如神，必须知兵如己。电

视剧《亮剑》中，李云龙带领部队在攻打

日寇一个炮楼时，他当即下令：“王根

生，喂他几颗手榴弹。”受领任务的“神

投手”王根生立即将一枚手榴弹顺着日

寇机枪眼扔了进去。在苍云岭突围战

中发现日寇指挥所后，李云龙不假思索

地下命令：“柱子，迫击炮端了它！”结果

“神炮手”王承柱仅用两发迫击炮弹，就

成功将其打掉，为全团顺利突围创造了

有利条件。当年，我军各级指挥员指挥

得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军各级指

挥员都能像李云龙那样，既对敌人的情

况摸得很透，也对自己部队的军政素

质、武器装备、个人优长了如指掌。

知己，最怕略知一二、一知半解，最

忌只知人、不知装。二战时期，朱可夫

在一次指挥部队与德军进行大战的关

键时刻，突然接到部属报告：有几十辆

KB坦克不能用了。朱可夫忙问原因，

下属回答说：没有坦克炮弹！朱可夫很

快告诉他：“这种坦克可以打我们野战

炮兵的1930式炮弹！”一句话，让这些

坦克重新投入了战斗。朱可夫正是凭

着对己方装备的了如指掌，才能够正确

下达命令，使部队扭转了战局，最终赢

得了胜利。

在古代，“知”也有“智”的意思，其

隐含的意思是，有“知”才有“智”，多

“知”才多“智”。我军“脖子以下”改革

完成后，不少部队的编制、装备、人员都

有了很大变化，这些都迫切需要我们在

知己上下大功夫。另外，联合作战是未

来作战的基本形态，知己的“己”，已不

单单是自己，而是己方。只有掌握各军

兵种的作战特点、协同要求，熟悉各类

武器装备的战术技术性能，做到对自己

的“车马炮”了然于胸，才能在作战中有

效、周密地组织好协同。

知己没有捷径可走。不舍得花功

夫搞调查研究，不愿意绞尽脑汁分析

第一手材料，是很难做到知己的。解

决新时代的“知己”问题，不能再走以

往那种单凭直接经验的认识老路，而

应熟练运用各种先进的科学方法和手

段，对部队自身的各个方面和构成作

战能力的诸要素进行深入精确分析，

得出科学可靠的数据，从系统和整体

的角度上作出科学的判断，如此方能

精准指挥，赢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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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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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宇

“导弹司令”杨业功在给基层安排

工作后常说这样一句话：“你们看合理

不合理，还有没有啥困难，任务期间遇

到困难，随时跟我讲，我们一起想办

法。”这种体恤官兵、关心基层的态度，

令人感动，给人力量。

“高明的领导都是温暖的。”领导风

格有千万种，但能否体恤部属、如何激

发官兵的主观能动性，很能折射领导的

群众观和能力水平。比如，有的习惯于

下指示、发命令；有的只让马儿快跑，不

给马儿吃草；有的对下级颐指气使，官

气十足。类似这样对部属冷冰冰，怎能

让下级心里热乎乎，完成任务的质量可

想而知。

“有困难随时说”“工作和身体都

很重要”“你们也很不容易”……翻开

《周恩来：永远的榜样》，周恩来同志体

恤部属的话语有很多很多。正是这些

“带着体温的话”，反映出周总理设身处

地的同理心。正如一名长期在周恩来

同志身边工作的人员说：“总理的体恤，

让人感觉总理身上的领导味淡了些，更

多的是亲人味。因而大家对他安排的

工作，更用心。”

体恤，意为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将心比心、换位思

考。给基层官兵更多体恤，就是在布

置工作、下达任务和制定指标时，更多

从基层官兵的角度想一想：他们的承

受能力究竟有多大，完成任务有什么

困难。这样一来，决策的科学性就可

能增强，基层执行起来就更容易，成效

会更显著。

基层处于部队建设的末端、练兵备

战的前沿，上级的“千条线”，都要往基

层这“一根针”里穿，工作可谓千头万

绪，官兵普遍感到工作“没早没晚、没大

没小、没完没了”。尤其是当前，部队建

设处于转型发展的攻坚期，基层官兵面

临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大家不仅精神

上绷得紧，身体上也时有透支。因此，

更需要支持和理解，更需要关心与爱

护。只有以责人之心责己，以谅己之心

谅人，才能把基层官兵的热情调动起

来、激发起来。

事业的成功要靠齐心协力来取得。

给基层官兵多些体恤，关键在于真走心、

真出力。应当多一些“点对点”的沟通，常

倾听诉求、常换位思考，切实打通上下级

之间的梗阻；多一些“心贴心”的鼓励，尤

其是对官兵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不让老

实人吃亏、不让苦干者寒心；多一些“实打

实”的举措，全力为基层创造良好条件，积

极为官兵解决后顾之忧。

当然，提倡给官兵更多体恤，并不

是让领导当“好好先生”，凡事无原则地

迁就，遇事和稀泥。该压的担子还要

压，该负的责任还得负。正确的态度是

一方面严格要求，一方面关怀爱护。而

作为部属，也应体谅上级，多出一份力，

多尽一点责。这样，就会产生“上下同

心，其利断金”的效果。

（作者单位：31604部队）

多对基层说有亲人味的话
■王守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