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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篇分析落马官员犯罪经历

的文章指出，“很多人从好同志沦为阶

下囚，都是因为没有控制好、管理好自

己的欲望”。文章还说，不好的欲望好

比思想病毒，不加管控，最终会因

“欲”入狱。一个人要不犯错误、少犯

错误，就要像管理健康一样管理好自己

的欲望。

哲人有言：“行为看似随意，其实

背后有一根隐形指挥棒，那就是思

想。”在莎士比亚的经典悲剧 《麦克

白》中，从精忠报国的大将到弑杀君

王的逆贼，从德高望重的英雄到众叛

亲离的恶魔，麦克白一步步走上谋权

篡位、滥杀无辜的道路，最后落得个

枭首示众的下场。看似是女巫的蛊惑

和夫人的怂恿造成了这一切，但起根

本作用的还是他自己的欲望。这个故

事表明，一个人要是管控不住自己的

欲望，恶行便会在一定时机因某种外

在因素一触即发。

遗憾的是，“麦克白式的悲剧”在

现实生活中一再上演。调查显示，违

纪违法者的心理和行为演变大都会经

历思无邪、欲可控、存侥幸3个阶段。

思无邪，即没有不轨之图，没有奸邪

之念，心里充满正能量，这时候人处

于“一级安全区”。欲可控，是偶然会

产生一些私心杂念、不良企图，但能

够自我控制，这时候人处在“潜在风

险区”。存侥幸，是坏的念头已转化为

实际行动，但自认为不会被发现，若

不及时遏止，将一发不可收拾，最终

走上不归路。“思无邪”当然最好，但

一生坚守做到实在太难。远离“存侥

幸”，最重要的还是做到“欲可控”。

正如罗曼·罗兰所说：“高尚的人不是

没有卑劣的思想，而是不被这些思想

所支配。”

“小惑易方，大惑易性。” 一个人

思想的纯洁性并不会随着时间推移而

自然保持下去，也不会随着党龄增长

和职务提升而自然提高。在一定意义

上说，违纪违法何尝不是一场情不自

禁的沦陷？这是因为，当一个人被欲

望支配时，哪怕自信可以磨而不磷、

涅而不缁，也往往无法预估到自己会

有怎样的行动，以至于最终敌不过欲

望的诱惑，弯曲了人生的脊梁。“欲”

不管好恐成“狱”。只有经常进行思想

政治体检，同党中央要求“对标”，拿

党章党规“扫描”，用职责使命“透

视”，同先辈先烈、先进典型“对

照”，才能在不断检视、剖析、反思中

去杂质、除病毒、防污染。

人起床时为什么需要闹钟？就是

因为信不过自己，担心脑子欲醒却抵

不住身体贪睡，所以需要外力唤醒。

“双保险”才保险。管控欲望，每个人

的定力大小不同。防止因“欲”而

“狱”，既需要自律，也需要他律，自

觉用好接受监督这根“捆身索”。司马

光在《资治通鉴》里说：“古之圣王，

患其有过而不自知也，故设诽谤之

木，置敢谏之鼓，岂畏百姓之闻其过

哉。”对于党员干部来说，主动接受监

督，让“神志正常的自我对酩酊大醉

的自我送出绳索”，这既是可贵的品

德，也是明智的做法。

（作者单位：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

“欲”不管好恐成“狱”
■刘 庆

抗战时期，无数八路军将士行军时

以战友背包为黑板，休息时以自己膝盖

为凳子，“有时间就口渴了一样学习党

的知识”。见此情景，跟随八路军采访

的外国记者史沫特莱惊叹：“这个队伍

武器很不好，但灌注在这些人头脑里的

理论，让他们多了一支胜利的箭。”

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

是对官兵进行科学理论灌输和正确思

想引导，用真理说服人、感召人、武

装人。对部队来说，党的创新理论好

比强军兴军的好箭，当这支好箭射到

了每一名官兵这个靶子上，就能增强

科学理论武装的实效性、说服力、感

召力，进一步激发官兵投身强军事业

的强大动力。

理论灌输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

育的基本方法，也是我军抓好思想政治

教育的有效途径。1938年，毛泽东同志

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没有进步的

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

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一切技术

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

们应有的效力。”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

第一环节、主要渠道和重要途径，理论

灌输这个所有教育环节的“头”，决定

着思想政治教育质量这个“尾”。党的

历次集中教育告诉我们，提高思想政治

教育实效，必须从“头”抓起。

“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

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党的

理论创新每发展一步，军队的理论武

装就跟进一步，这是我军政治建设的

一条重要经验和优良传统。习近平强

军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的军

事指导理论最新成果。今天，在思想

政治教育中抓好理论灌输，就是要让

全军官兵进一步对习近平强军思想高

度认同、真诚信仰、坚定追随，这个

“必修课”必须抓紧抓实。理论一经

掌握群众，就会画出最大的思想同心

圆，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习近平

强军思想在官兵头脑中扎下了根，全

军官兵就有了最可宝贵的政治滋养

和坚不可摧的精神支柱，就一定能

够汇聚起推进新时代强军事业的磅礴

力量。

从部队调查来看，各级对理论灌

输重要性的认识是统一的，但一些单

位在落实上还有差距：重干部轻战

士、重机关轻基层，人员上没能全覆

盖；重形式轻内容、重过程轻实效，

“记了一本子，管不了一阵子”；重单

一轻连贯、重一时轻长远，把理论灌

输与其它教育环节割裂开来，认为这

个阶段过去了，灌输也就结束了。如

此理论灌输，怎能学深悟透党的创新

理论？如何用其指导强军实践？

习主席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师座谈会上强调：“要坚持灌输性和启

发性相统一，注重启发性教育，引导

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思考问

题，在不断启发中让学生水到渠成得

出结论。”我军早在1929年的《古田会

议决议》中就提出思想政治工作要坚

持理论教育和思想启发相结合。灌输

是启发的原则和目的，启发是灌输的

有效实现形式，要真正实现思想政治

教育任务，就必须坚持灌输性和启发

性的有机融合。在理论灌输中注重启

发性教育，是一种态度上的尊重，更

容易拉近和官兵之间的距离；是一种

情理上的交融，更容易打动官兵的心

灵。为什么有的教育者讲得口干舌

燥，结果却是“言者谆谆，听者藐

藐”？原因就在于习惯“我讲你听，我

打你通”的陈旧思维和做法，不注意

调动官兵的主观能动性和内在积极性。

加强理论灌输，必须创新方式方

法，这既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官兵的

呼唤。不可否认，搞好带有某种强制

性的理论灌输，确有一定难度，但我

军一批批“播火者”的成功实践告诉

我们，它并非“难于上青天”。当自己

先把理论“掰烂了揉碎了”完全消化

后再讲给官兵，官兵怎能不觉得理论

有滋有味？当灌输时能将复杂问题简

单化，将高深问题通俗化，理论怎能

不入耳入心？理论并不是灰色的，灌

输也不能“强按牛头”，只要以思想的

敏锐性和开放度推动观念理念、方法

手段、制度机制创新，就能增强理论

灌输的生机和活力，从而真正把教育

做到官兵的心坎上。

（作者单位：武警北京总队）

好箭射到靶子上 教育做到心坎上
——积极探索构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①

■刘德成

长城瞭望

1950年6月，许光达上任我军装甲

兵司令员兼政委后，面对人才缺、装备

少、教材无等一箩筐难题，他对大家

说：“强大的敌人咱都不怕，还怕小小

的难题？把难题当敌人去战胜，就一定

能解决。”随后，他带领大家像研究作

战方案一样研究攻克难题的招数，一个

个难题随之迎刃而解，“我军装甲兵建

设像战士冲锋一样跑了起来。”

难题是人生的常客，无处不在，无

时不有。“困难是魔镜，能照出一个人

的品质。”对待难题的态度，决定成就

事业的高度。不畏苦寒，自得其芳。绚

烂的光彩，往往隐匿于困难背后。无数

事实告诉我们，把难题当敌人去战胜，

难题就会成为铺路石、垫脚石。反之，

难题就会成为绊脚石，甚至灭顶石。

愿不愿直面难题，敢不敢触及难

题，能不能解决难题，考验的是觉悟，

决定的是成败。“有难题，说明在爬

坡。”当前，面对我军改革发展中的诸

多难题，绝大多数官兵都能迎难而上。

但遗憾的是，极个别官兵还有畏难情

绪、避难现象。有的当逃兵，对难题

“走为上计”、退避三舍或绕着走；有的

当传令兵，只罗列问题不解决问题；还

有的佯攻问题，场面轰轰烈烈，效果空

空如也。如此缺乏斗争精神，是不能在

解决难题中促进部队发展的，也不能在

解决官兵挠头事烦心事中提高官兵的获

得感、幸福感。

国外一名军事理论家曾撰文指出：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能战胜各种

难以想象的苦难，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是他们像对待凶残的敌人一样对待困

难。”人品如何看朋友，能力高低看敌

手。“登山不以艰险而止，则必臻乎峻

岭矣。”知难而进、迎难而上，勇挑重

担、奋斗不止，把困难当作磨刀石，把

干劲当作催征鼓，我们才能在战胜难题

中成为练兵备战的高手。

解决难题，信心比方法重要。1947

年7月，毛泽东要求刘邓大军“下决心

不要后方”，千里跃进大别山。面对困

难，邓小平对大家说：“共产党员的特

点是越困难越有劲、越团结。我们要有

信心克服困难，我们一定要站住脚，生

下根。”最终，刘邓大军粉碎了敌人的

围攻，实现了党中央所寄望的“争取最

好的前途”。难题最害怕勇士，最喜欢

懦夫。正如网上流行的一句话——有信

心时方法近在眼前，没信心时方法远在

天边。

解决难题，不可忽视“基层智

慧”。坐在办公室满脑子都是困难，到

基层问问全是办法，这是不少领导和机

关干部的深切感悟。从“导弹司令”杨

业功到“试飞英雄”李中华，从“砺剑

先锋”谭清泉到“时代楷模”郝井文，

他们在工作中碰到的困难并不比别人

少，但他们的办法总比别人多。原因就

在于他们善于问计于兵。须知，基层是

各类难题的聚集区，也是解决方法的发

源地。越走近基层，越能触摸到难题的

坚硬，也越能感受到希望的生长。面对

难题，像战争年代那样发扬军事民主，

放下架子、放低身段，当好“小学

生”，开好“诸葛亮会”，就能以好作风

觅得好方法。

解决难题，应当善化危机为契

机。“与其被冲击，不如去冲浪。”在

常态化疫情防控中，某合成旅开发出3

种可视化、便携式网上模拟仿真训练

系统，不仅解决了以前的许多老大难

问题，还通过创新跑出了网络训练

“加速度”、打造出网上练兵环境“升

级版”。难题里隐藏着发展机会。只要

在思想和能力上主动与时代发展、部

队建设对表，把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

对接，善于用改革创新的思路和办法

解决新情况新问题，就能磨砺攻坚克

难的本领，在看似“山重水复疑无

路”中，迎来“柳暗花明又一村”。

（作者单位：武警安徽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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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冲

基层观澜

长城论坛

在我国古代，人们常用分好“一杯

羹”来强调公平的重要性。“一杯羹”很

轻，分好它，“民心平，兵气盛，无怨而

兴，胜不远矣”；“一杯羹”很重，分不好

它，有时后果很严重。

比如春秋时期的宋国大夫华元，就

因为没有分好“一杯羹”而被俘兵败。

当时，华元在率军攻打郑国前，让人给

所有士兵分一碗羊肉，以激励士气。不

料轮到华元的马车夫羊斟那里时，锅见

底了。见其他人吃得满面红光，羊斟心

里很不是滋味，对分配不公的华元怀恨

在心。第二天两军一开战，羊斟驾车直

奔郑国军营。车上的华元大惊，你晕头

了吗？那边可是敌营啊！羊斟回头说：

“昔之羊羹子为政，今日之事我为政。”

意思是说，分羊肉你说了算，去哪儿我

说了算。就这样，宋军因指挥官被俘而

大败。

与宋国的兵败相比，几百年后的中

山国更惨——因为没分好“一杯羹”而

亡国了。

事情是这样的。一次，中山国的国

君宴请群臣时上了一锅羊汤，让人把汤

均分给大家。可因为人多汤少，大夫司

马子期没分上。回家后的司马子期越

想越不对劲，认为这是国君在群臣面前

有意出他的洋相，小看他而不分他羊

汤。“这里不养爷，自有养爷处！”想到这

里，司马子期愤然离去，投奔楚国。反

目的朋友是最可怕的敌人。因为对中

山国了如指掌，楚国按司马子期出的主

意出兵中山国，迅速取得了胜利。仓皇

逃跑的中山国国君仰天长叹道：“吾以

一杯羊羹而失国矣。”

不可否认，羊斟是不义之人，司马

子期是不忠之士，他们二人的气度实在

是太小了，咋能为一点口腹之欲而去干

投敌叛国这等大不韪之事？但往深里

想，他俩所争的或许并非一杯羹，而是

公平。

公平是社会进步的灵魂，是团队

和谐的基石。毋庸置疑，分好“蛋糕”

固然需要更多“瘦羊博士”发扬风格，

也离不开更多人在利益分配面前“孔

融让梨”。但实现公平，更多还需制度

护航。近段时间，某影视演员在与粉

丝直播互动时，自曝高考时心仪的学

校只招应届生，曾经复读过的他就“搞

了 很 多 很 多 ，也 就 是 所 谓 的（手

段）……然后我就成了应届生……”网

民之所以对这名影视演员义愤填膺，

政府之所以对当年的违规操作彻查，

就是因为他“破坏了高考这个人人精

心呵护的公平”。

古人在面对利益分配时，不患寡

而患不均。今天，作为影响人们幸福

感的关键因子之一，公平这“一杯羹”

更系着人心冷暖。当代社会心理学研

究表明，不公会给人带来更多的不

安。许多时候，人们忧心的并不是钱

多钱少、你高我低，而是关心权利是否

公平、机会是否对等、规则是否公正。

实践证明，当权力干预了正当权利，当

关系攫取了平等机会，当金钱的诱惑

让规则成为摆设，利益博弈就会失衡，

社会运行就会失序。正因为如此，我

党才更加注重“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

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

会公平保障体系”。

对军队来说，公平出凝聚力、战斗

力。2016年9月，一名老红军在接受采

访时说：“长征时，路上苦，不知道啥时

候就没命了。但队伍里大家啥都一

样，啃一样多的树皮，分面汤喝时也一

样多。队伍里很公平，大家心齐，也乐

观，都乐意为革命拼命。”青山依旧，斜

阳几度。当年的烽烟已经散尽，最坚

固的石头上留下的弹痕也渐渐抹平。

然而，人民军队一路走来，如海苍山和

如血残阳中，公平公正的传统血脉始

终汩汩流淌。

晋职晋衔、立功受奖、士官选取、学

兵选送等一项项工作，连着官兵切身利

益，关乎强军兴军伟业。掂出“一杯羹”

的重量，多想想“递条子”“打招呼”的危

害，就能自觉做到“取舍进退无择于亲

疏远迩，惟其宜可焉”。

（作者单位：第74集团军某旅）

掂出“一杯羹”的重量
■赵海彦 惠方林

玉 渊 潭

刚刚在理论考核和机上操作中拔

得头筹，3天后却在综合演练中栽了跟

头，对于某合成旅连长沈某来说，一周

前两次考核成绩的“过山车”经历，令

他意外而又心痛。演练复盘会上，沈

某提醒战友：“做熟题库里的题没错，

但题库外的本领更要练硬。”

干事有门道，训练也一样。比如，

把军事理论和机上基本操作必须掌握

的知识编成题库，让官兵通过“刷题”快

速掌握基本知识和操作技能，不仅必要，

而且必须。但如果像沈某那样，只专注

于题库，而对题库外只有战场上才能学

到的本领很少钻研，那训练层次就太低

了，上了战场肯定是要吃亏的。

题库里的题都是基础题，而敌人

给你的题往往是附加题。答好附加

题，离不开难局的考验、险局的锤炼。

战国时期的赵括，“学兵法，言兵事，以

天下莫能当”，三国时期的马谡，虽“才

器过人”，但只是“好论军计”。用今天

的话说，这二位都是纸上谈兵的高手，

都是“考试型”选手。最终他们一个

“惨败长平”，一个“失守街亭”，主因之

一就是缺少历练、疏于实践。

一支利剑的铸就，必须经历反复淬

炼，经一次火增一分韧性，过一次水添

一分强度。一名军人能力的蜕变，也须

经过“寒风裂征衣”的磨练、“血雨浸战

袍”的砥砺。抗战时期，我党在抗日军

政大学分批对数千名指挥员进行了培

训。培训一段时间后，我党就以战场为

考场，以敌人为考官，在与日寇的交手

中锻炼他们，培养出一大批优秀指挥

员。迷恋应试答题难以应对战场难

题。真正的考场是战场。只有在多脱

几层皮、多挠几次头中瞄准实战考，紧

盯短板考，战场需要什么就考什么，敌

人害怕什么就考什么，官兵才会拒绝

“练为考”，从而在真打实备中提高打赢

水平。

考核是“指挥棒”。“考什么”决定

了“干什么”，“怎么考”左右着“怎么

干”。还应看到，个别官兵习惯于做题

库里的题，还与领导机关喜欢考题库

里的题有关。试想，如果一个单位总

是考题库里死记硬背就能得高分的

题，谁还会去练适应于战场千变万化

的真本领？如此这般，练兵怎能不偏

科漏项？备战怎能不浮皮潦草？所

以，领导机关应先牢固“考为战”的思

想，考核时不妨多出一些着眼实战的

“库外之题”。

（作者单位：31689部队）

题库外的本领更要练硬
■韩向春

画里有话

漫画作者：周 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