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八一评论 E-mail:jfjb81pl@163.com２０２０年２月５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陈晓杰

八一时评

长城论坛

微 评

玉渊潭

画里有话

经习主席批准，人民军队抽组1400

名医护人员于2月3日起承担武汉火神

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专科医院医

疗救治任务。

一时之间，《“增兵”火神山》《“火神

山”大集结》等新闻在各大媒体平台和

社交网络上持续刷屏。网友们纷纷表

示：“有你们在，人民安心，抗疫必胜”

“有你们在，我们就不会害怕”“解放军

是砥柱，是真正的定海神针”……

疫情蔓延、人心焦灼之时，人民子

弟兵要冲锋在前、挑起重担，当好疫情

防控的先锋队突击队，用实际行动给予

人民安全感。

马克思说，军队不生产谷物，但

生产安全。只要人民子弟兵在，中

国人民就有满满的安全感。灾难来

临之际，总少不了人民子弟兵前赴

后继、忘我奋战的身影。1998年长江

发生特大洪灾，人民子弟兵用血肉

之躯筑起一道道钢铁长城；2003年

“非典”疫情肆虐，人民子弟兵不怕

牺牲，穿梭在病菌之间，尽全力去挽

救生命；2008年汶川大地震，人民子

弟兵用一双双铁一般的臂膀，撬起

一块块坍塌的水泥砖块，救出一个

个鲜活的生命。而这次，面对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在这场

没 有 硝 烟 的 战 场 上 ，他 们 再 次“ 出

征”。人民子弟兵坚决听党指挥，敢

于牺牲、敢打硬仗，是安定人心的重

要因素。

这是一场阻击战，也是一场保卫

战。面对这场来势汹汹的疫情，习主席

强调，全军要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统

一指挥下，牢记人民军队宗旨，闻令而

动，勇挑重担，敢打硬仗，积极支援地

方疫情防控。军队医院迅速投入驻地

疫情防控工作；全军紧急调拨疫情防

控物资昼夜兼程运抵武汉；预防疫

苗、治疗抗体、防治药物等应急科研

攻关也迅速启动；冒着被病毒感染的

危险，解放军医疗队队员与时间赛

跑，与死神抗争，全力奋战在疫情防

控第一线……无论面对多么巨大的困

难、多么严峻的挑战，子弟兵随时准

备为了人民利益挺身而出、牺牲奉

献，为守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提供坚强支援。

这是一场疫情之战，也是一场信心

之战。有人说，“如果可能，可否重启

2020”；亦有人说，“内心的不安比疾病

更可怕”。面对猝不及防爆发的疫情，

正常的生活和工作节奏被打乱，有人惧

怕与不安也都是正常的。为了挽救人

民生命，子弟兵也一直在行动。不管是

一封封请战书上如誓言般的红指印，还

是除夕夜的“最美逆行”；不论是“穿着

尿不湿的军人”，还是脸上勒出的血泡、

就地而憩的身影，人民子弟兵向全国人

民传递信心和希望——我们在这里，请

放心。

人民子弟兵的负重前行，背后也是

整个家庭的默默付出。因为，他们是军

人，也是父母的子女，是妻子抑或丈夫，

或已为人父母。然而，当祖国和人民需

要，一声召唤，他们便随时准备舍小家为

大家，为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而牺牲一切。接到支援武汉的命令，解

放军医疗队队员宋彩萍还没来得及吃年

夜饭就背起行囊，离开温暖的家；刘凯军

怕家人担心，只跟妈妈说去医院开个会，

也没来得及看2个月大的女儿，便连夜

出发；“宝贝，你不要哭，妈妈很快回来！”

吴娅利出发前捧起女儿小脸的那一幕，

感动了无数人……在春节本该团聚的时

候，在疫情危急的时刻，他们也想像普通

人那样，陪伴和守护在家人身旁，但身上

的军装和责任，让他们义无反顾。一次

次迎难而上的选择，皆源于军人的初心

和使命。

正如一句歌词：“纵然我扑倒在地，

一颗心依然举着你。”在一次又一次生

与死的考验中，人民子弟兵打赢了一场

又一场硬仗，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而这一次，我们同样会取得胜利，也必

然会取得胜利。

(作者单位：解放军总医院)

当好疫情防控的先锋队突击队
■徐宝龙

疫情蔓延、人心焦灼之时，
人民子弟兵要冲锋在前、挑起
重担，当好疫情防控的先锋队
突击队，用实际行动给予人民
安全感。

正如一句歌词：“纵然我扑
倒在地，一颗心依然举着你。”
在一次又一次生与死的考验
中，人民子弟兵打赢了一场又
一场硬仗，创造了一个又一个
奇迹。而这一次，我们同样会
取得胜利，也必然会取得胜利。

1月30日，因此前面对督查组疫

情核查问题“一问三不知”，黄冈市卫

生健康委员会主任被“火速”免职。

战“疫”当前，人命关天，这种“一

问三不知”的干部给疫情防控带来的

负面影响是难以估量的。这一事件也

深刻告诉我们，培养在重大任务、重

大事件前能堪大任的干部有多么重要。

“将帅无能，累死三军。”战争面

前，如果作为一线指挥员，连自己有

多少人、有多少武器弹药都说不清

楚，关键当口还在抓起电话问他人，

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又如何把握战

机、果断决策、指挥打仗？

战争年代，战场是检验干部的试

金石。和平年代，急难险重任务就是

“火线”，就是我们的战场。今天，最

直观的就是在重大演习、联合训练、

抢险救灾、反恐维稳等重大任务中考

察衡量干部能力。自古人才要养成，

放使干霄战风雨。“考察干部要经常

化、制度化、全覆盖，既把功夫下在

平时，全方位、多渠道了解干部，又

注重了解干部在完成急难险重任务、

处理复杂问题、应对重大考验中的表

现，既在小事上察德辨才，更在大事

上看德识才。”实践也充分证明，只有

经过完成重大任务、应对重大事件考

验的干部，才能较快地成长起来，才

能成为关键时刻堪当大任的栋梁之材。

回顾我党我军历史，把干部放到

火线上去考验，在重大工作、重大斗

争第一线培养干部、锤炼干部，让干

部茁壮成长、脱颖而出，是我们的优

良传统。毛泽东同志讲干部人才培养

方式，特别强调“大风大浪”。因

为，在完成重大任务过程中，能够集

中、全面地反映一个干部的政治素

质、能力水平和工作作风。越是任务

艰巨、越是情况复杂、越是条件艰

苦，越能检验也越能锻炼一个干部的

能力素质。

然而，也有些干部不愿在火线上

接受考验，干工作求稳心态有余，斗

争精神不足，一遇急难险重任务就

躲；有的把大搞形式主义的“苦劳”

当功劳，用“看起来很忙”当实绩；

有的看似工作很勤奋，对自己要求很

严格，但惯于履行按部就班的工作，

一到大风大浪面前就没了主见。诸如

此类状态，上了战场如何打仗，谁又

敢跟着他去打仗？现实中不缺会开

会、喊口号的干部，缺的是关键时刻

能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的干部。

绳短不能汲深井，浅水难以负大

舟。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要改革和完

善选人用人机制，创新选人用人方

式，注重在任务一线、练兵一线、改

革一线、救灾一线、基层一线锻炼和

考察选用干部，选能战之人，用胜战

之才；要注重培养干部有效应对重大

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

力、解决重大矛盾的能力；在选人用

人上要体现讲担当、重担当的鲜明导

向，把敢不敢扛事、愿不愿做事、能

不能干事作为识别干部、评判优劣、

奖惩升降的重要标准，切实把那些表

现突出、经得起考验，能打仗、打胜

仗的优秀干部选拔到重要岗位上来。

广大官兵也要勇于在备战打仗一线、

吃劲要紧岗位和急难险重任务中摔打

磨练，锤炼硬脊梁、铁肩膀、真本

事。这样，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才

能真正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

之必胜。

把
干
部
放
在
火
线
上
考
验

■
张

炜

今年春晚语言类节目《走过

场》，主题直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问题，引起全国观众热议，也让人

在笑过之后不由得深思。

实际上，在我们身边，像小品

中的“马主任”一样，口头说不要形

式主义，到了自己身上却总是躲不

开真香定律的还真不少；如同“郝

科长”一般口惠而实不至，表态干

脆、许诺到位，实际上调门高、行动

少，假作为、慢作为，擅长作秀的领

导干部也不能说没有。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党和人

民事业的大敌，也是练兵备战的大

敌。虽然在刚刚过去的“基层减负

年”里，通过破除形式主义枷锁，为

基层干部卸下不少重担，但是形式

主义问题具有典型的顽固性、长期

性。破除形式主义，需要广大带兵

人主动作为，从自身做起，从每一

件具体工作做起，带着恒心和毅力

不断抓下去，这样才能腾出更多的

精力干事创业。

走出形式主义
的真香定律

■徐 韬

1月26日，针对某核心期刊论

文用两大章节论述“导师的崇高

感”和“师娘的优美感”的“神论文”

事件，相关单位做出通报。论文中

的“导师”被免去主编职务，该杂志

也从1月起停刊整顿。

核心期刊本应刊登有价值的

专业内容，但却出现这样的“神

论文”，实在让人哭笑不得。联想

现实中，虽然各级都提倡改文

风，但时下一些讲话和材料仍摆

脱不了大话、空话、套话的路

数；有的不求实求准，而是为了

引起上级注意，不乏吹捧领导的

内容。我们提倡文风“短、实、

新”，反对“假、长、空”，首先

要在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溜须拍

马上下功夫。

马克思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

现实，任何能给人启发的话，都是

思考的结果，是开动脑筋这部机

器，想了又想而结出的果实。部队

是要打仗的，行文自然应以战斗力

为唯一的根本的标准，破除迎合领

导口味的思维惯性和注重言辞修

饰的积弊陋习，这样才能符合战时

需要，把更多心思精力聚焦到备战

打仗上来。

摒弃吹吹拍拍
的文风作风

■赵炫竹

越是任务艰巨、越是情
况复杂、越是条件艰苦，越
能检验也越能锻炼一个干部
的能力素质。

现实中不缺会开会、喊
口号的干部，缺的是关键时
刻能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
的干部。

“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我只要结

果”“你还想不想干了”……提起个别

领导干部说起“狠话”来的口头禅，一

些基层官兵也是感受颇深。然而，这

种靠说“狠话”来立威信，给官兵传导

压力的方式到底是不是好的工作指导

方式，值得反思。

部队练兵备战一个阶段有一个阶

段的任务，等不得、拖不得，遇到一些

干工作喜欢“拖、甩、躲”的人，甚至心

思全然不在工作上的，领导干部对其

进行批评本无可厚非，恨铁不成钢之

下语气言词重一点，也可以理解。怕

就怕个别领导，动辄就说“狠话”，把基

层官兵的头批大了、心批凉了，这样干

工作的劲头从何而来？

尤其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期间，

许多情况和问题比过去曾经遇到和解

决的要复杂深刻许多倍。一些情况

下，官兵力有不逮也是有的。这个时

候，就需要上级的有力指导和帮助，这

样才能凝心聚力把问题解决好、把工

作推向前。如果领导干部只会说“狠

话”，不善想方法，把任务一股脑儿都

压到基层干部身上，这又何尝不是一

种懒政、怠政行为？殊不知，超出了能

力范围的要求，多会导致欺上瞒下、弄

虚作假。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不要使下级

害怕，应当像一个家庭一样。让人怕

是不好的，应当让敌人怕”“不能老爷

式地工作，应当力求避免官僚主义”。

习惯于靠说“狠话”来指导工作、鞭策

下级，看似雷厉风行、很有魄力，实则

是一种官僚主义做派。

没有落实一切都是空谈，只会说

“狠话”绝不是一剂良方。当前，我军

正处在换羽新生的关键阶段，有很多

难关要闯、陡坡要爬，能不能狠抓落

实、抓好落实，是对领导干部能力素

质、党性政德的一种重要考验。作为

领导干部，要牢记岗位职责，敢作为也

要会作为，带头冲锋、直面矛盾、动真

碰硬，不好大喜功、不急于求成，这样

才能在为部队解决难题的过程中，调

动起更多官兵的积极性和工作热情，

聚力强军、矢志打赢。

指导工作不能只会说“狠话”
■文/赵洪岩 图/周 洁

1分钟，在奋进中的中国，能发生什

么？

1分钟，“蛟龙号”能下潜50米；1分

钟，“复兴号”前进5833米；1分钟，“神

威·太湖之光”运算750亿亿次……这就

是连世界都在慨叹的“中国速度”。

从神州陆沉中奋起，于一穷二白中

奋进，在“开除球籍”边缘奋斗，中国一

路走来，“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

艰辛”。新中国成立71年，改革开放40

多年，这一路上，我们争分夺秒，这一路

上，我们同时间赛跑，跨过沟沟坎坎，越

过激流险滩，才有了今天“当惊世界殊”

的伟大成就和崭新局面。

但是，也应看到，中国在追赶和世

界的差距，世界也在急速发展。人类社

会发展越来越快，尤其有了科技的助推

以后，加速了这种变化。我们在跑的同

时世界也在向前跑。正如习主席在春

节团拜会上所强调的，“时间不等人！

历史不等人！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

属于奋进者！”一切节省，归根到底都归

结为时间的节省。今天，我们就是要和

时间赛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一刻也不能停下风雨兼程的脚

步。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

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明日复明日，

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

跎”“落日无边江不尽，此身此日更须

忙”……不仅因为自古中华民族就有

惜时的意识和传统，中国的历史进程

也决定了中国人民必须要有“只争朝

夕”的时间意识和观念。近代以后，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饱受欺凌，让

我们深知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新中

国成立后，中国人民才看到曙光，改

革开放后始终在奋斗、在追赶。终

于，在用了110年时间实现民族独立和

人民解放后，我们用70年的时间迎来

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

飞跃，用40多年的时间实现了综合国

力、人民生活水平和国际影响力的大

幅跃升。

行百里者半九十。一切伟大事业

都在接续奋斗中推进。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现在更是到了船到中流浪更急、

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愈进愈难而

又不进则退的时候。我们绝没有歇一

歇的时间、停一停的余地。逆水行舟用

力撑，一篙松劲退千寻。历史不会终

结，奋斗未有穷期。我们要敢于做追梦

路上的奔跑者，风雨无阻向前进，永不

懈怠、永不停顿。

“新故相推，日生不滞。”进入

2020年，面对新的发展机遇和新的风

险挑战，还有很多硬仗要打。十三五

计划即将收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决战脱贫攻坚进入关键阶段，即将实

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对于人民军

队来说，我们要实现“基本实现机械

化，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战略

能力有大的提升”的目标。时间紧

迫，任务艰巨繁重，困难依然很多很

棘手。我们要坚持一鼓作气，鼓起

“闯”的勇气，拿出“拼”的劲头，越

是艰险越向前，万众一心加油干，“不

破楼兰终不还”。

“凡作事，将成功之时，其困难最

甚。”岁月已经叩开了 2020年的大门，

曾经以为遥远的目标，就在眼前；前人

擘画的美好蓝图，将在我们的手中实

现，同时，困难也横亘在前。然而，我

们也相信，万众一心，没有翻不过的

山；心手相牵，没有跨不过去的坎。只

要我们不畏艰险、众志成城，以百折不

挠的劲头和一往无前的姿态，披荆斩

棘，永不懈怠，风雨无阻向前向前再向

前，就一定能够如愿迎来宏伟目标的

实现。

（作者单位：武警北京总队）

同时间赛跑，风雨无阻向前进
■刘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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