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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科学历学生参军退役并完成专

科学业后，从2022年起，可免试入读普

通本科或成人本科”“‘24365’校园招聘

网将设立专区，为退役大学生士兵求职

就业畅通渠道”……日前，教育部、中央

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下发通知，部署大

学生征兵工作。一项项优惠政策，一条

条暖心举措，激励广大优秀学子积极响

应国家号召，踊跃报名参军。

浏览各地党委政府和兵役机关的征

兵网络平台，宣传内容丰富多彩、图文并

茂、生动鲜活，尤其是针对青年大学生群

体的“算账式”征兵政策解读，有的放矢、

细致深入，产生良好反响。梳理各地征

兵宣传的“账本”，内容主要包括参军入

伍的前途账、经济账、阅历账、健康账、荣

誉账等，这些“账目”关乎应征青年的切

身利益，写清楚讲明白十分必要。近年

来高素质、高学历兵员比例逐年攀升，与

国家不断推出的优惠政策不无关系。

但要看到，征兵宣传仅仅靠算“小账”，

容易放大经济利益对人们思想行为的驱动

作用，将参军入伍功利化。因此，开展国防

教育、征兵宣传，还要大张旗鼓地讲大情

怀、大道理，多算一些“大账”，讲清楚保家

卫国是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义

务，是“国无防不立，民无兵不安”的现实需

求，是“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的家国情怀，是“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的英雄气概，切实点燃适龄青年的爱国之

情、报国之志和忧国之心。

“只有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

的事业中，才能最终成就一番事业。”国

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基础，是人民安居

乐业的保障。军队不生产谷物，但生产

安全。只有算好国家安全的“大账”，才

能让适龄青年认识到，参军入伍是公民

应尽的义务，具有法定性、强制性和必然

性，不是利益交换和个人自由。“男儿不

展风云志，空负天生八尺躯。”同时，青春

因奉献而精彩，梦想因担当而绚丽，把个

人梦想汇入强军事业，让蓬勃青春与家

国情怀同频共振，可以圆心中梦想，成快

意人生，实现从“小我”到“大我”的嬗变。

马克思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

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算“大账”也

不能忽视“小账”。国家利益“账本”彰显

使命担当，个人利益“账本”突出优待政

策，互为里表、义利双导，既弘扬了献身

国防的崇高价值追求，又体现了以人为

本的内在要求。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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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某省住建厅在精准脱贫
“农村危房改造回头看”专项行动中部
署工作草率，在两个多月时间内先后 4
次发文更改工作要求、表格内容和上
报时限，令基层无所适从，加重工作
负担。

【评论】

工作部署之所以“翻烧饼”、朝令

夕改，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没有深入

基层调查研究，没有充分征求群众意

见。脱离实际、不深不实，只“顶天”

不“立地”，这样的工作部署必然缺乏

针对性实效性，不仅不利于工作开展，

反而会影响工作落实。

如何避免不接地气的“空中政策”

和相互打架的“本位政策”？中共中央

办公厅下发的持续解决基层形式主义问

题的通知中明确要求，必须深入调查研

究，“伸只脚到群众中去”。实践证明，

部署工作刻舟求剑不行，闭门造车不

行，异想天开更不行，必须进行全面深

入的调查研究。

党中央将去年确定为“基层减负

年”，今年又突出强调“持续”二字。

这说明，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问题依然存在，但哪些问题去年已经解

决，哪些矛盾还需要在今年做好“下篇

文章”，必须弄清楚、搞明白，不能装

着一本糊涂账，眉毛胡子一把抓。基层

的情况千差万别，只有深入一线搞好调

查研究，察实情、听真话、取真经，把

问题找出来、找准确，才能立起靶标、

精准解决。

“伸只脚到群众中去”，目的是为基

层减负，切不可搞扎堆式调研、作秀式

调研，以及层层陪同、级级汇报。力戒

搞形式、走过场，轻车简从、解剖麻

雀，务求“深、实、细、准、效”，这

样的调研，机关有收获，基层也不累，

何乐而不为！

（作者单位：武警北京总队）

“伸只脚到群众中去”
■刘华伟

【新闻】 某市市委书记在直播中痛
斥干部官僚作风：“为什么当干部没几
天，就染上了不好的习气？说话腆个肚
子背个手，哼啊哈的”“本来就不是多
大个官，现在还要做蛮大个味”。网友
评论：这番话给力了。

【评论】

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共产党员不

是民众的上司，决不许可摆架子，“一

定要打掉官风”。然而，现在搞特殊、

耍特权、打官腔的现象依然存在。这说

明，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拔除官僚主

义之根绝非一日之功。

对于官威、官气、官味，中央三令

五申，基层深恶痛绝，可为什么屡禁不

绝呢？问题的根源，在于对待人民的立

场出了问题。可以想见，如果视人民为

“草芥”，盛气凌人、高高在上就不足为

怪；如果把岗位当“官位”，自以为

是、独断专行就习以为常；如果将基层

当“底层”，前呼后拥、派头十足就在

所难免。

“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

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

是这个。”一个政党官僚主义盛行，必

然走向灭亡，苏共因党内出现一批“站

在群众头上的特权者”而灰飞烟灭。一

个人自以为“我是何等人物”，处处摆

官谱、说官话，必然割裂与人民的血肉

联系，产生情感鸿沟，甚至丢根忘本。

“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官气太

重、官味太浓，不仅意味着脱离官兵、

疏离基层，还会损害部队凝聚力、战斗

力。放低身架，才能赢得身价；少些官

气，才能提升士气。抛开面子、放下架

子、扑下身子，领导没了官样子，方能

在官兵心中立起好样子，带出能征善战

的刀尖子。

（作者单位：空军军医大学）

“一定要打掉官风”
■侯竞桐

新闻连连看

“如果斗争只是在很顺利的条件下

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历史未免就太容

易了。”马克思的这句名言，今天仍能触

发我们深沉的思考，尤其面对当下强国

强军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更能激

发“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的果

敢与担当。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

辛。”今年的两会与往年相比，有着特殊

的形势背景、特别的任务要求。政府工

作报告列出的成绩单鼓舞人心，制定的

路线图催人奋进，同时也清晰地指出了

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从“困难挑战越

大”，到“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再到“面

对艰巨繁重任务”……字里行间无不透

露出一种忧患和警醒：“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我国发展面临风险挑战前所

未有。”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今年脱贫攻坚要全面收官，小康社会要

全面建成，国防和军队建设要基本实现

机械化，信息化建设要取得重大进展，战

略能力要有大的提升。任务本来就艰

巨，加之疫情影响，如同船到中流、人到

半山，摆在我们面前的使命更光荣、任务

更艰巨、挑战更严峻、工作更伟大，每前

进一步都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

则退、非进不可。志不求易、事不避难，

朝乾夕惕、夙兴夜寐，“当前的难关一定

能闯过，中国的发展必将充满希望”。

历史，从来都是在直面问题和攻坚

克难中展开波澜壮阔的画卷。解放战争

时期，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因“没

有后方”而危机四伏、困难重重。邓小平

同志却说：“困难一定要克服，共产党员

的特点是越困难越有劲、越团结。”回望

我军铁血征途，有多少胜利凯歌，就有多

少艰难险阻。从井冈山一路走来，走过

世所罕见、流血漂橹的万里长征，走过艰

苦卓绝、浴血荣光的抗日战争，走过波澜

壮阔、横扫千军的解放战争，走过戍边御

敌、建设改革的光辉岁月，披荆斩棘、风

雨兼程，惊涛骇浪从容渡，越是艰险越向

前，最终从胜利走向胜利。

聂荣臻元帅曾说：“碰到了困难，人

们就想起长征，想想长征，就感到没有

克服不了的困难。”一代人有一代人的

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当年的

长征，战斗之频、河山之险、给养之难、

霜雪之冷空前绝后。今天我们脚下的

长征路虽然没有娄山关的残阳如血、腊

子口的危在旦夕、泸定桥的命悬一线，

但“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

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困

难面前，中国军人一以贯之的“行动哲

学”，便是经历风雨才能见到彩虹，闯过

隘口才能一马平川，“光芒射到心添暖，

艰险拿来足踩平”。

“历史的道路，不全是坦平的，有时

走到艰难险阻的境界，这是全靠雄健的

精神才能够冲过去的。”雄关漫道真如

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如铁的雄关、如

铁的征程，需要如铁的意志、如铁的精

神。今年的两会上，习主席再次提到

“蒙古马精神”。蒙古马不惧艰难、坚忍

不拔、勇往直前的独特品质，正是攻坚

克难、砥砺奋进所需的精神利器。无论

是推进改革强军，还是抓好练兵备战；

无论是完成大项任务，还是化解各种矛

盾，都更加需要闯关夺隘的勇气、笃定

前行的毅力、雷厉风行的作风，事不避

难、义不逃责，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

险再出发。

东汉名臣虞诩面对危险与困难时

笑答：“志不求易，事不避难，臣之职

也。不遇盘根错节，何以别利器乎？”创

业艰难百战多，大事难事看担当。时代

的考题已经列出，我们的答题正在进

行。困难再大，大不过人的意志；挑战

再多，多不过人的智慧。面对光荣而艰

巨的任务，面对复杂而严峻的考验，每

一名官兵都要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

的紧迫感，以“恪尽职守、夙夜在公”的

使命感，激流勇进、迎难而上，倒排工

期、挂图作战，涉险滩、破坚冰、攻堡垒、

拔城池，不能因有困难而不为、因有风

险而躲避、因有阵痛而不前，坚决完成

年度各项目标任务。

“这令人难以置信！无论多高的山

峰，还是多深的峡谷，都挡不住他们！”

这是英国著名媒体人克拉克森在做《中

国的公路网》电视节目时的现场报道。

山以险峻成其巍峨，海以奔涌成其壮

阔。我们坚信：山再高，往上攀，总能登

顶；路再长，走下去，定能到达。

（作者单位：陆军政治工作部）

志不求易者成 事不避难者进
—坚决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2020年目标任务系列谈③

■王永奎

长城瞭望

画里有话

“‘714高炮’要钱更要命！”这是

央视“3·15”晚会曝光的一起网络违规

放贷事件。“714”是指贷款期限为7天

或14天，“高炮”是指高额的“砍头息”

及“逾期费用”。这样的新闻屡见报

端，应当引起官兵警惕。

“不开口不求人，不费事不伤神”

“只有想不到，没有办不到”……搭乘着

“互联网+”的东风，网络借贷产品迅猛

发展。因其门槛较低、操作方便、即时

到账等特点，一部智能手机就可完成一

切流程，深受广大青年消费者的青睐。

事情往往一体两面。合理合法的

网络贷款并没有错，但非法网贷无抵

押、限制少，容易引发过度借贷、侵犯

隐私、利率畸高等问题，让人在不知不

觉中掉进陷阱。同时，一些非法网络

借贷平台为了牟取暴利肆意妄为，打

着低息或无息等诱人的幌子，干着高

利贷、套路贷的勾当。一旦贷款人不

能如期还款，便可能引发暴力催收，甚

至造成人身伤害。

俗话说：“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网

络借贷可以解决燃眉之急，但必须把握

一个“度”字，花钱量入为出，做事量力

而行。青年人切不可为了面子或寻求

新奇刺激，盲目追求奢侈消费、超前消

费、过度消费。“嗜欲者，逐祸之马也。”

网贷是放大欲望的“倍增器”，会使人铤

而走险、越陷越深，甚至以贷还贷，拆东

墙补西墙，最终背上沉重的“青春债”。

网络贷款看似贷的是钱，背后往

往隐藏着一些深层次问题。据调查了

解，不良网贷常常与沉迷网络赌博、网

络游戏、不正当交往等问题交织缠绕、

互为推手，给个人和家庭带来债务负

担的同时，还会滋生违法乱纪、被敌特

拉拢策反等严重问题，给部队的纯洁

稳固和安全稳定带来冲击和影响。

现在，虽然国家对网络借贷的监

管越来越严格，但仍有一些平台通过

不断变换“马甲”，利用政策漏洞和信

息不对称“薅羊毛”。青年战友们必须

时刻保持警惕，一旦陷入“套路贷”要

及时向组织报告，切不可采取极端方

式维护权益。一线带兵人要常态化普

及网贷知识，进行警示教育，开展法律

服务，帮助解决困难，引导官兵树立正

确的法纪观、消费观和理财观，不断增

强鉴别力、抵抗力和免疫力。

远离花样翻新的“套路贷”
■王申勇

“我那时饿着肚子问周围的老百

姓，你们觉得什么样的日子算幸福生

活？他们讲了几个心愿。”今年两会上，

习主席对政协委员们回忆起当年一段

难忘的对话。

从“希望不再要饭，能吃饱肚子”，

到“能吃上纯高粱米、玉米面”；从“想吃

细粮就吃细粮，还能经常吃肉”，到“干

活挑着金扁担”……时间虽然过去了几

十年，习主席对群众的生活点滴依然记

忆犹新，讲起来声情并茂、如数家珍，生

动展现了人民领袖坚定的人民立场、真

挚的人民情怀，充分彰显了我们党永远

不变的为民初心。

“从来经国者，宁不念樵渔。”自古

以来，能够治理好国家的人，没有一个

不挂念着基层的百姓。古籍中的“善御

者不忘其马，善射者不忘其弓，善为上

者不忘其下”“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

姓不足，君孰与足？”“治国有常，而利民

为本”等名言，无不阐释了一个普遍真

理：爱民恤民，重在知百姓之所需、想百

姓之所盼、解百姓之所忧。

春秋时的齐景公在位时，有一次大

雪下了3天还不停止，“公被狐白之裘，

坐堂侧陛”。晏子进宫拜见，站了一会，

齐景公说：“怪哉！雨雪三日而天不

寒。”晏子说：“婴闻古之贤君，饱而知人

之饥，温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劳。

今君不知也。”这样的事并不鲜见。同

期的卫灵公隆冬时节征集百姓挖掘水

池，宛春进谏说：“天寒，百姓冻馁，愿公

之罢役也。”卫灵公竟然反问：“天寒乎

哉，我何不寒哉？”锦衣玉食，香车宝马，

当然感受不到百姓的疾苦了。

“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

者，未之有也。”明太祖朱元璋是一名

平民皇帝，对百姓的疾苦感同身受。

有一天，他与群臣谈论民间之事：“四

民之业，莫劳于农。观其终岁勤劳，少

得休息。时和岁丰，数口之家犹可足

食，不幸水旱，年谷不登，则举家饥

困。朕一食一衣，则念稼穑机杼之

勤”，并警告大家，“尔等居有广厦，乘

有肥马，衣有文绣，食有膏粱，当念民

劳”。朱元璋一生“夙夜念虑，未尝忘

民”，坚持“治民之道，惠养为急”，经常

反思自己“民或有寒不得衣，饥不得

食，劳不得息，朕何忍独安”，赢得了百

姓爱戴，留下了千古美名。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如果失去

民心，也就失去了本，“水可载舟，亦可

覆舟”。战国时的魏文侯外出游览，看

见一个反穿皮衣、身背喂牲口草的人，

问其原因，那人说因为爱惜皮袄上的

毛。文侯说：“若不知其里尽而毛无所

恃耶？”第二年，东阳地区上交赋税，总

数有往年的 10倍之多，大夫们都来祝

贺。文侯却说“此非所以贺我也”，并讲

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故事，又分

析“田地不加广，士民不加众，而钱十

倍”的深层次原因，最后发出了“下不安

者，上不可居也”的感慨。

《群书治要》中讲：“高台层榭，非不

丽也，然民无窟室狭庐，则明主不乐也；

肥酿甘脆，非不香也，然民无糟糠菽粟，

则明主不甘也。”然而，并非所有为政者

都明白“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的道

理，都能做到“国有饥者，食不重味；民

有寒者，冬不被裘”。晋惠帝年间，天下

闹饥荒，百姓多饿死。晋惠帝听说此事

后竟然问：“百姓无粟米充饥，何不食肉

糜？”面对百姓疾苦，如此荒诞不经，焉

能不被人民所抛弃、被历史所唾弃？

“共产党就是为人民谋幸福的，人

民群众什么方面感觉不幸福、不快乐、

不满意，我们就在哪方面下功夫，千方

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我们党自成立

之日起，除了人民利益，没有自己的特

殊利益，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从全

面深化改革，到打赢脱贫攻坚战；从反

腐败斗争，到生态文明建设……“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

标”，朝暮心系于民、事事行之为民，用

始终不渝的信念、持之以恒的奋斗、来

之不易的成绩，换来了亿万人民满满的

获得感、稳稳的幸福感、牢牢的安全感。

“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

之利者，天下谋之。”如今，脱贫攻坚即

将收官，全面小康胜利在望。行程万

里，初心如磐。无论发展到哪个阶段，

只要我们紧紧依靠人民，牢牢植根人

民，一切为了人民，始终同人民想在一

起、干在一起，就一定能够创造更加美

好的生活、奔向更加灿烂的明天。

（作者单位：陕西省军区）

朝暮心系于民
■李宏军

玉 渊 潭

漫画作者：冯彦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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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个人梦想汇入强军事
业，让蓬勃青春与家国情怀
同频共振，可以圆心中梦
想，成快意人生，实现从
“小我”到“大我”的嬗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