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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防控疫情的人民战争中，有这样

一段视频和一幅漫画刷屏网络：几根排

列有间隙的火柴，从左到右依次引燃，

当中间一根下沉后，燃烧的趋势便停下

来；一名领导戴着口罩挨家挨户做工

作，给辖区居民分发传单，他自言道：

“绝不让疫情在我的地盘上蔓延”。

一段视频，一幅漫画，揭示出一个

相同道理：命高于天，责重于山，领导干

部尽心竭力履职尽责，才能在念好“责”

字诀中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

对领导干部在防控疫情中所肩负

的责任，习主席近来反复强调。在1月

2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会会议上，习主席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

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1月27日就

防控疫情对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

部作重要指示时，习主席强调领导干

部要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

责；在2月3日召开的政治局常务委员

会会议上，习主席强调“现在，最关键的

问题就是把落实工作抓实抓细”“对失

职渎职的，要依纪依法惩处”。

责任，就是分内应做的事情，就是

承担应当承担的任务、完成应当完成的

使命、做好应当做好的工作。尽管“天

下兴亡，匹夫有责”，然而位高者责重，

领导干部作为防控疫情的领导者、组织

者，是防控疫情这场“大考”中的“重点

生”。这批人是尽职尽责还是敷衍塞

责，事关防控疫情成败。从九八抗洪到

抗击非典，从战胜雨雪冰冻灾害到历次

抗震救灾，我们之所以能够战胜各种灾

害，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广大领导干部在

突如其来的重大灾害面前勇于尽责，一

个关键原因就是各级领导干部在没有

硝烟的战场面前敢于担当。实践证明，

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只有真正发

挥关键作用，人人在其位、谋其政，任其

事、尽其责，才能为战胜困难提供坚强

的领导力量和组织保障。

需要肯定的是，绝大多数领导干部

在防控疫情中是尽心尽责的，但也有个别

领导干部对防控疫情尽责不够：把签责任

书视为尽责任，责任甩锅；对各种疫情表

格不分析、不研判，上交了事。等等这些，

都很可能会对防控疫情大局造成被动。

责任出勇气，出智慧，出力量。2月

2日，当火神山医院顺利完工后，有评论

指出，火神山医院“火”在热度，“神”在

速度。而这所医院建成的背后，是一大

批党员领导干部对责任的忠诚诠释。

同时间赛跑，责任让世界再次见证中国

速度。我军著名重症医学专家、西京医

院重症监护室主任张西京教授，抵达武

汉后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与病魔

较量，责任让人们升腾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的信心。日以继夜，一名名“最美

逆行者”用他们的履责、担责、尽责，在

大灾中彰显出大爱大义、大智大勇，也

让人民群众有了发自心底的踏实：“解

放军来了，我们就放心了！”

“各自责则天清地宁。”当前，疫情防

控工作是最重要的工作。 须知，责任心

是防控疫情的可靠途径。有了责任心，

再危险的工作也能减少风险；没有责任

心，再安全的岗位也会出现险情。责任

心强，再大的困难也可以克服；责任心

差，很小的问题也可能酿成大祸。

讲责任心，也要讲责任制；有履责

要求，也要有责任追究。落实责任制，

一在履责，二在问责。没有问责，责任

制形同虚设。问责，须贯穿到履责的全

过程。事前问责是提醒，事中问责是督

促，事后问责是诫勉。只有当责任心和

责任制统一起来，履责和问责结合起

来，广大领导干部才能增强责任心、培

育责任感、提高责任意识。

2月3日，立春的前一天，一则网友

制作的武汉城市宣传片广为传播。视

频中，被按了暂停键的武汉，热闹被病

毒藏起来，晚上7点像凌晨3点一般寂

静。但正如万千网友留言，“疫情从武

汉到全国，支援从全国到武汉，有军民

同心，有责任在肩，武汉一定能再次按

下播放键。请相信，一个春暖花开的祖

国，正在不远处等着我们……”

（作者单位：空军军医大学）

在守土尽责中打赢这场战“疫”
■王宝红

长城瞭望

好的故事吸引人、感染人、激励人。

连日来，报纸上、广播中、电视里、

网络上，一个个战“疫”故事不断刷屏：

除夕，我军三所军医大学的医疗队出征

武汉；军队医护人员梅春丽被口罩勒出

醒目印痕的脸成为“最美网红脸”；蒋

晶、罗飞、孙会贤等退役军人创造出“火

神山速度”……这些平凡的人们，因为

一个个蒸腾着精气神、氤氲着家国情、

喷发着正能量的故事，走入了人们的视

野，滋润着人们的心灵，让全国人民更

加坚定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信心。

疫情防控是全民行动、人民战

争。面对肆虐的病毒，强大的精神力

量是克敌制胜的法宝。正因为如此，2

月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会议强调，要讲好中国抗击疫情故事，

展现中国人民团结一心、同舟共济的

精神风貌，凝聚众志成城抗疫情的强

大力量。

抗“疫”一线，不缺故事。从80多

岁高龄的钟南山院士到写血书申请到

武汉的白衣天使，从各地村支书的“硬

核”喊话到全民捐款捐物，一个个鲜活

的英雄人物，一幕幕激昂的战“疫”场

景，让“党、人民、国家、使命、荣誉”这些

崇高的字眼，变得更加丰满、立体、可

感。讲好这些故事，有助于强信心、暖

人心、聚民心，进一步筑牢防控疫情的

强大精神长城。

同心抗“疫”，需要同“屏”共振。鉴

于病毒的传播性，很多人“宅”在家中，

只能通过网络、媒体平台了解抗“疫”一

线的情况。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工

地建设网络直播，凌晨时分都有无数

“云监工”。在这场直播中，共同的话

题、共通的情感、共生的期盼，让人们切

实感受到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空前

团结。在如此高度的关注下，讲好抗

“疫”故事，更显意义非凡。

还须看到，在“人人都有麦克风”

的自媒体时代，人们在被满满正能量

感动的同时，还有一些“杂音”扰乱着

视听，制造着恐慌，危害着疫情防控工

作：有的为博眼球不择手段，故意散布

不实信息；有的利用民众恐慌和避险

心理，借谣言谋取不义之财；更有甚

者，别有用心借机攻击一线防疫人员，

制造社会对立。凡此种种，容易干扰

防控大事，引起社会恐慌。面对这些

“杂音”，需要用铁的事实让谣言没有

滋生的土壤，用全面的宣传使谎言不

能趁虚而入，用感人的故事让人民群

众感受到一线火热的抗“疫”氛围。如

此，方能荡涤负能量，让笼罩在疫情阴

霾下的人民群众心安。

传播是一门说服的艺术。实现传

播效果最大化，情感沟通、理性说服、价

值共鸣是必不可少的要素。寻找共同

的价值和情感，激荡同声相应、同气相

求的共鸣，传播才能拉近距离、增进信

任、取得突破。面对这场没有硝烟的战

争，无论是专业记者还是普通自媒体

人，都应用真心抒写真情，用真实打动

群众，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立场

的讲述，为前线防疫人员鼓与呼，让信

息发布速度跑赢谣言传播速度，在讲好

故事中增强夺取战“疫”的信心。

闻令而动，勇挑重担，敢打硬仗。

在这场特殊的战斗中，人民军队始终冲

锋在最前沿，他们的故事是人民群众奋

力抗疫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祖国和人

民最需要的时候，在抗击疫情最关键的

时刻，讲好军队的抗“疫”故事，有助于

稳定民心、增强信心、军民同心。

心手相牵渡难关，众志成城打胜

仗。当前，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正处在

紧要关头，讲好中国抗“疫”故事同样需

要交出合格答卷。向奋战在疫情防控

一线的勇士们最好的致敬，就是讲好、

学好他们的抗“疫”生动故事，凝聚起广

大官兵和全国人民的信心、决心。历经

苦难的中华民族，经过这次疫情的考

验，一定能变得更加坚强、更加理性、更

加智慧。

（作者单位：北部战区陆军政工保

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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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时评

前几日，某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

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在疫情严峻的

形势下，她竟对当地医院的收治能力、

床位数量、检测能力不了解不掌握，面

对上级督查组的询问，左一句“这我不

知道”，右一句“我搞不清楚”，让人实在

难以理解、难以置信。

大事难事看担当。越是关键时

刻，越能考验干部、识别干部。身为

阻击疫情的一线指挥员，如果连己方

有多少“弹药”都是一笔糊涂账，又如

何将物资进行合理调度、科学分配？

把防控疫情的重任交到这样的人手

里，怎么能让人放心？据悉，此人已

被上级“火速”免去职务。这释放出

一个强烈信号：疫情当前，身处一线

的各级党员干部决不能“一问三不

知”，谁“无知”谁就是失职，谁“无知”

谁就会无位。

抗击疫情是如此，日常工作何尝

不是如此？无论在哪一条战线、哪一

个岗位，要想干好工作，做到情况清、

底数明，都是一条最基本的要求。如

果该掌握的不掌握、该了解的不了

解，不仅难以打开工作局面、取得实

在业绩，还可能把工作方向带跑偏，

耗费精力资源、造成严重损失。对部

队而言更是如此，正所谓“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如果无法把自己看清楚、

把对手研究透，一旦战争来临，后果

不堪设想。

“一问三不知”，固然有能力的问

题，但更关键的是作风问题，其本质是

不担当、不作为、不尽责。现实中，“一

问三不知”的党员干部固然是极少数，

但是能做到“一口清”“问不倒”的，就足

够多吗？在基层，还有没有人做不到

“四个知道，一个跟上”，与战士成了“最

熟悉的陌生人”？在机关，还有没有人

不熟悉新武器装备、不了解新战法训

法，工作“插不上手、说不上话、使不上

劲”……实际情况可能是，对该知道而

不知道，或是知之不全、知之不细、知之

不深的，不是一个两个。

尤其是在当前，新体制、新职能、新

使命对军人的素质提出新的更高的要

求。过去熟悉的，现在过时了；过去掌

握的，现在“折旧”了。如果意识不到差

距、感受不到危机，就会像毛泽东同志

所说的：“好像一个铺子，本来东西不

多，一卖就完，空空如也”。如此一来，

就难免陷入少知而迷、不知而盲、无知

而乱的困境。这样的人上了战场，又如

何找到自己的战位？

让“无知”者无位，理应成为一种鲜

明导向。与其等到“一问三不知”的人

在关键时候掉链子了再处理，不如把功

夫下在平时，在日常工作中做好考察、

甄别、监督、问责工作，对那些麻木不仁

的猛击一掌，让那些浑浑噩噩的混不下

去，把战位留给真正知战谋战、知责尽

责的人。

让“无知”者无位
■李 伟 侯思强

长城论坛

装甲模拟训练时戴耳机、军事理论

学习时马扎下铺棉垫、三维虚拟战场训

练时桌下放保温杯……近日，某部训练

形势分析会“火药味”很浓，部队领导在

炮轰了个别官兵室内训练图舒适的现

象后明确要求，训练场搬到了室内，但

向战而练的标准绝不能降低。

对于训练，我们常讲要“脑子里永

远有敌人”，这里的“永远”，当然包含

室内训练时间。训练场是进行一切训

练实践的物质基础，这里的训练场，当

然也包括室内训练场。兵法云：“未有

平日不能忍饥耐寒，而临敌忽能忍饥

耐寒者。”如果像右图中的官兵那样，

因为训练场从室外转到了室内而觉得

可以轻松一些了、舒适一些了，那就偏

移了训练方向，背离了训练初衷，结果

只能如德国一名军事理论家所说，“一

名军人，如果贪图没有酷热、没有严

寒、缺乏紧张的轻松训练，那就是让敌

人在提前击杀他”。

克劳塞维茨说：“训练中经受极度

的劳累和困苦，只有在劳累和困苦中

才能认识到自己的力量，精神的幼芽

才能生长”。培养过硬作风，锤炼打赢

本领，忽视了室内训练，“精神的幼芽”

不仅难以生长，还可能被扼杀。上世

纪50年代初，军事学院在组织一次室

内沙盘推演时，刘伯承见工作人员给

自己和参演学员准备了折叠椅、洗脸

盆、茶杯等物品后大怒，打仗不是当官

老爷，图舒服就别穿人民军队的服装，

训练场上的这些东西是害人！

心理学研究表明，精神状态影响

工作状态，工作状态影响工作成绩。

室内训练同样如此，是舒舒服服还是

紧紧张张，是向战而练还是舒适训练，

状态不同，效果迥异。对此，1984年

11月，国外一名军事教员还通过实验

做了证明。实验中，这名军事教员将

40名士兵平均分成两组进行相同课

目训练，第一组全部着战斗装具施训，

第二组穿便装、可以带饮料面包进行

训练。结果在10天后的室外实战对

抗考核中，第一组的士兵全部合格，而

第二组仅4人合格。

当然，除了要求官兵室内训练莫图

舒适外，浓厚的室内训练氛围也不可或

缺，毕竟“人是环境的产物”，坐在软沙

发上很难找到在战车驾驶位的感觉。

氛围是无言的老师、强力的磁场，它影

响训练又融于训练，不是训练胜似训

练。因此，要想“感同”，先得“身受”。

只有把室内的练武之地建全建逼真，使

训练环境与作战环境相近、设施布局与

战场条件相似，才有助于官兵在苦练实

练的氛围中不断提高训练质量。

（作者单位：68302部队）

室内训练莫图舒适
■惠凡芮

画中有话

宅在家时，你会做什么？2月3日，

微信名为“时间主人”的一个人晒出了

自己因疫情而居家隔离 1周来的收获

清单：读书43.6小时、书法练习16.4小

时、力量训练10.5小时。在一台跑步机

上挥汗如雨的照片下方，“时间主人”勉

励自己并告诉大家：“宅着，但别让时光

虚度。”

人的一生中，都会有一些时间因为

某种原因而宅着。足不出户的日子里，

有的人过得充实而有意义：加紧学习、

刻苦锻炼、弥补亲情……而有的人过得

颓废而无聊：睡懒觉、打游戏、追网剧，

劝他做点有意义的事，他还振振有词：

“难得闲着，还不让人歇几天？”

宅家时选择忙还是闲、干还是躺？

属于个人选择，但哪个更有意义，答案

不言自明。宅着的时候，让平日紧绷的

神经放松一下无可厚非，但需要警惕的

是，当怠惰懒散一旦成为习惯，人很容

易陷入舒适的陷阱 ，从而丧失进取的

斗志。正如一名居家隔离的干部所说，

隔离观察是组织关爱，人员隔离但工作

不能隔离，隔离期间也应利用电话、网

络等干好工作。

去年10月20日，在武汉军运会军

事特色项目军事五项500米障碍跑比赛

中，我国选手潘玉程以2分09秒05的成

绩打破该项目男子世界纪录，并成为该

项目第一个跑进 2分 10秒的运动员。

对于潘玉程的成功，他的领导曾这样告

诉记者，这更多得益于他的自律和自

强，有段日子阴雨不停，大家都宅起来

了，可他不一样，训练时间、内容不变，

只是挪到了室内，“他夺冠的一个重要

原因是他把宅着的日子用好了”。

“岁不我与，时若奔驷，有来无反，

难得易失。”时间，虽无声无息，无相无

形，却关系着事业成败。时间只负责流

动，不负责成长。“天下事以难而废者十

之一 , 以惰而废者十之九。”一个人能

有多大出息，关键看你怎样对待自己的

独处时间。谁让时间更有价值，时间也

会让他更有价值。

我们都知道宋朝文学家苏轼的文

章很厉害。为什么厉害，宋人陈鹄在

《东坡抄<汉书>》中记载的这个故事，

或许是一个答案。书中写到，政闲的

日子苏轼反而很忙。一次苏轼读《汉

书》，他连抄三遍，直到全部背诵，无一

字差错。陈鹄感叹：“东坡尚如此，中

人之性，可不勤读书耶？”由此可见，苏

轼文章厉害，是因为他把空闲时间利

用得厉害。

李大钊说：“要时间不辜负你，首先

你要不辜负时间，抛弃时间的人，时间

也抛弃他。”珍惜生命，就应珍惜时间，

尤其是珍惜宅着时的时间。因为这段

日子里，谁对时间越吝啬，时间对谁越

慷慨，谁的生命也越精彩。

汉朝时，董仲舒宅家 3年，不论是

“夏木阴阴正可人”，还是“北风吹雁

雪纷纷”，他都目不窥园，这才成为提

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学问

家。钱钟书过年期间既很少给人拜

年,也不受人拜年 ,全在读书写作中

度过。鲁迅在一个个“别人喝咖啡”

的时间里奋笔疾书，为我们留下了几

百万字的文学瑰宝。雨果拒绝一切社

交活动，把身上所穿的内衣和毛衣以

外的其他华贵衣物全部锁在柜子里，

然后把钥匙丢进小湖深处，宅家 5个

月创作出一部世界文学经典巨著——

《巴黎圣母院》。这些都告诉我们，在

宅着的时间里奋发有为，才不会在闻

听“时间都去哪儿了”时感到惊心和

不安，因为“辛勤的蜜蜂永远没有时

间悲哀”。

收藏超过10亿词条的牛津英语词

库曾统计，在当今人类最常用的100个

词的历次统计中，排名第一的始终是

“时间”。某人对世界上1万名成功人

物的时间利用情况分析后得出结论：他

们都用好了自己的独处时间。爱因斯

坦有这样一句名言：人的差异在于业余

时间，谁利用得好，谁就会有出息。宅

着的日子，抓住了就是黄金，抓不住就

是流水。时间的开关，握在我们每个人

自己手里，让我们握紧时间的水龙头，

别让它“跑冒滴漏”。

（作者单位：32710部队）

“宅”当有为
■孙家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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