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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瞭望

玉 渊 潭

“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中这句话的意

思是，有许多人说顺从奉承的话，不如

有一个人直言不讳。谔谔之士，就是直

言敢谏之士。谔谔之言，就是直言、诤

言、谏言。说谔谔之言难，听谔谔之言

也难。自古以来，愿闻谔谔之言者，大

都是明智之君或贤达之人。今天，我们

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都

应当做智者、贤者，应当多听、善闻谔谔

之言。

善闻谔谔之言，既体现胸怀，也是

一种智慧。史载，宋仁宗任命余靖、欧

阳修、王素、蔡襄为谏官，并面谕：“卿等

皆朕所自择，数论事无所避，故有是

赐。”余靖，“为人不事修饰”，直言无所

顾忌，与仁宗争辩起来，唾沫直接喷到

了皇帝脸上。仁宗“唾面自干”，等回到

内廷才发了句半开玩笑的牢骚：“被一

汗臭汉熏杀，喷唾在吾面上。”正是保持

了这种察纳雅言的谦恭，在宋仁宗统治

中后期，北宋政治、经济、文化、科技都

获得长足发展，被赞为“嘉祐之治”。我

们今天所面对的环境和条件同封建社

会有着本质的区别，党的领导干部也根

本不同于封建官吏，但是，善听谔谔之

言，则是相通的。应当说，大多数领导

干部愿意听谔谔之言，能够做到从善如

流，但也有个别同志，缺乏坦荡之气、宽

阔之襟，习惯于听恭维、奉承之辞，而不

愿听反对之音、不同之声。如果敢于说

出谔谔之言是一种胆量，那么允许别人

讲谔谔之言、乐于听谔谔之言就是一种

度量、雅量。正可谓，有什么样的耳朵，

就会听到什么样的话。

诺诺之声悦耳、舒心，却往往含有

“虚”的成分，可能掩盖事物的真相；谔

谔之言逆耳、闹心，却常常更接近于真

实，是苦口良药。三峡工程大江截流成

功后，有记者问水利工程学家潘家铮：

“谁对三峡工程的贡献最大？”潘教授回

答：“那些反对三峡工程的人对三峡工

程的贡献最大。”提反对意见，往往给人

的印象是唱“对台戏”。即便是潘家铮，

也如他自己所言，在三峡工程初始时，

是“最听不进反对意见的”“一听到有人

说反对意见我就感到恼火”。而他之所

以有了后来的深刻感触，是“通过实践

慢慢体会出来的”。谔谔之言愈多，愈

有利于我们广开思路，择善而从，才会

使决策更趋科学合理，使自己少走或不

走弯路，少犯错误或不犯大的错误。这

是善闻谔谔之言的最大价值。

善闻谔谔之言，创造一个鼓励人们

讲真话的良好环境也十分重要。苏轼

苏辙两兄弟中进士后，主持殿试的宋仁

宗欣慰地告诉曹皇后：“吾今又为吾子

孙得太平宰相两人。”唐介为谏院长官

时，以“直声动天下”。宋仁宗便叫人画

了一幅唐介的画像置于温成阁中，并亲

自题上“右正言唐介”。

以史为鉴，作为上级领导，尤其要

鼓励基层干部讲真话，即使讲错了，讲

了自己不愿意听的话，也要允许讲，决

不扣帽子、抓辫子、打棍子。否则，谁

还给你讲真话？在干部的使用上，要

注意形成正确的导向，不能是“报喜得

喜，报忧得忧”，讲假话的提拔重用，说

真话的反而受到冷落。让谔谔之士感

受到正向激励，人们更会知无不言、言

之求真。

鲁迅说过，石在，火种是不会绝

的。凡有人群，“谔谔之士”总是有的。

但鲁迅又引明人张岱的话说：“忠臣义

士……如敲石出火，一闪即灭，人主不

急起收之，则火种绝矣。”谔谔之士，既

属千分之一，他们的见解，做领导的亦

应“急起收之”。跟他们交朋友，把他们

放在合适的岗位上，提供让他们讲真话

的条件，让人们包括自己在内保证能听

到他们的直言争辩，千万不要图耳根清

净把他们排挤走。

善 闻 谔 谔 之 言
■田 哲 韩 磊

当心灵被真理和真实照耀时，人

们往往会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去

年，“排雷英雄战士”杜富国给北京大

学新生作报告的现场出现感人一幕。

报告会结束，当失去双手和双眼的杜

富国在父亲的搀扶下环场一周告别之

时，全场掌声雷动。他走到哪里，哪里

的学生都自发起立。杜富国不是文化

名人、理论大家，也不是国际政要、网

红大咖，为什么能让北大学子深深折

服？用学生们的话说，杜富国是用自

己的生命在讲述什么是新时代的奉献

与担当。

思想政治教育最深刻的本质在于

用真理撼动灵魂、用理论掌握群众、用

示范启发自觉，由此也决定了思想政治

教育必须把理论灌输与实践示范有机

结合起来。具体到施教者来说，就是要

坚持说与做相一致、知与行相统一。这

既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也是思

想政治教育的一条基本原则。

中国历代兵家把正己看作是衡量

将帅人格力量的重要内容，把正己化

人视为治军的根本大计。黄石公《三

略·下略》中指出：舍己而教人者逆，正

己而化人者顺；逆者乱之招，顺者治之

要。诸葛亮在《将苑·厉士》中说：先之

以身，后之以人，则士无不勇矣。我军

不断发展壮大的奋斗史，也是思想政

治教育者率先垂范、身先士卒的光荣

史。红军时期的《中国工农红军政治

工作暂行条例（草案）》明确规定：政治

指导员不论在执行自己的职务上和个

人行动上，均须做全体军人的模范，并

且要在言论和事实上来表现。红军过

草地时，最大的困难是缺少食物，只能

沿途找野菜充饥，因而误食中毒的人

很多。为此，红军专门成立了“试吃小

组”，参加“试吃小组”的条件只有一

个，必须是党员和党代表。相反，国民

党军队也曾设政工人员，但因为他们

“形势紧急的时候，就胆怯心惊，甚至

藏起身来”“威信不能树立，以致地位

日益低落，士兵自然不愿受他们的领

导”。可见，施教者不仅要善讲会讲，

更要靠言出必行的躬行实践来直抵人

心、改造灵魂。

时下，有的思政课不受官兵欢迎，

并不是官兵排斥真理、远离崇高、拒绝

教育，而是教育缺乏温度质感。这种温

度，说到底是对真理火一样的热度；这

种质感，说到底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

践体察。让官兵反感的是，有的人言行

不一、表里不一、知行不一，台上冠冕堂

皇、台下变形走样，官兵感到“很假很陌

生”，有被“忽悠”之感。用官兵的话说，

“他们越是讲得天花乱坠，我们越是听

得昏昏欲睡”。

习主席深刻指出：“政治干部的表

率作用本身就是最好的政治工作。”实

践证明，讲与做相统一是思政课的生命

所在，讲与做相背离是对思政课威信威

力的致命伤害。讲做不一，即使课上得

再多，也没有用，甚至容易把思政课逼

到“死胡同”，把原本播洒“阳光雨露”的

事业变成深受形式主义毒害的“重灾

区”，把有用管用的“中心环节”变成了

被边缘化的“例行公事”，把管思想管总

开关的工作变成了“说起来很重要、做

起来不要”的“应景之作”。

坚持知行合一、以身示范，根本的

是要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亚里士多

德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掌握

了真理的力量，就掌握了教育的力量，

就使得我们教育有底气、很自信。教育

者要带头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头

脑、改造灵魂，在学思践悟中走进真理、

掌握真理，从内心深处真信笃行、坚定

追随，做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者、

忠诚实践者、倾心播火者，切实用真理

之火点燃自己、用实践之光照亮他人。

“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

先生”。教育者先受教育的另一条途

径，是以人民群众为师，向基层官兵学

习。人民群众最朴实、最可敬，他们身

上所闪耀的智慧和品格，是正身正己的

镜子。只有放下架子、俯下身子，积极

投身强军实践，用自身模范行动为官兵

当好表率、做好榜样，才能言之足以服

人、召之足以率人、行之足以示人、德之

足以化人。

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大厦需要真理

来铸就，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需

要千千万万个教育者用知行合一的强

大力量来构建。教育者强，才能教育

体 系 强 ；教 育 体 系 强 ，才 能 战 斗 力

强。强军兴军的征程上，做自己讲

的、讲自己做的，不仅应该成为每名

施教者应有的事业品质，而且应该成

为每名官兵崇尚真理、践行真理的一

种严实追求。

（作者单位：南部战区陆军政治工

作部宣传处）

做自己讲的 讲自己做的
——积极探索构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⑦

■张首伟

工作中，有些干部对工作的重视

程度不是看事情本身，而是领导强调

了，主要领导表态了，上级领导检查

了，才在思想和行动上给予重视。这

种“对人不对事”的做法，不仅贻误工

作，长此以往还会形成不正之风。

不可否认，不管是开展工作还是

解决问题，上级机关与领导重视、强

调、过问、评价等都是有效推进工作的

方式，但不是全部，更不是唯一。工作

重要与否的权衡标准，不仅在于领导

是否重视强调，更在于工作本身的实

质内容。

在基层部队，无论什么领域、何

种工作，都与强军事业、官兵利益紧

密相连，轻视不得，冷淡不得。对此，

党员干部凡事要多分析事情本身的

重要性，多考量自身承担的责任及义

务，多追问自己是否尽职尽责，多听

听基层官兵的呼声与评价。真正做

到无论领导是否强调，都能有效把握

工作的重要性；无论领导是否过问，

都能积极主动推进工作落实；无论领

导是否追责，都能保质保量完成任

务。问题一个个解决了，工作一项项

落实了，即使重视的话一句没说，也

能看出对工作的重视程度。

(作者单位：空军杭州特勤疗养

中心疗养三区)

重视当重“事”
■马小雪

“你们是最好的，作风也好，干劲也

足，救了我家两个人的命……”电视画

面中，一位刚从武汉火神山医院治愈出

院的老年患者向年轻的军队医务工作

者举手敬礼。患者叫张兆堂，一名参加

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中，有不少跟张兆堂年龄和经历相仿的

老战士。当他们与病魔斗争时，一群朝

气蓬勃、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在危难关

头挺身而出，用自己的生命守护着他们

的生命。老前辈们看在眼里，记在心

上，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看到他们，

仿佛看到当年的自己。”

回顾历史、注目现实，人们就会发

现，青年是时代最灵敏的“晴雨表”，青

年的历史使命从来都与时代主题紧密

相连。从“邃密群科济世穷”的救国志

士，到“甘将热血沃中华”的革命英雄；

从“踏平坎坷成大道”的建设大军，到

“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改革先锋……中

华民族历史上的每一个时期，都闪耀着

青年的智慧与光芒。人们常说“后浪推

前浪”，很多时候又何尝不是后浪“追”

前浪？前辈留下的光荣传统、伟大精神

始终如灯塔、如标杆，引领一代代后来

人接续奋斗、传承光大。

追随，本质上是对信仰的坚守。

巴金的散文《灯》里有一句话：“我们不

是只靠吃米活着。”它深刻启示我们，

一个人不能仅仅依赖物质生活，还需

要灵魂的支柱、信仰的力量。当年，正

是为了追随自己的信仰，在九死一生

的白色恐怖中，彭湃舍去万贯田产，为

了“主义”而投入革命武装斗争，并在

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我亲爱的人，我

对你们如此无情，只因民族已到存亡

之际，我辈只能奋不顾身，挽救于万

一。”同样，因为忠诚信仰，叶挺以《囚

歌》述志：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

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我应该在

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新时代的青

年，只有把个人小我融入国家大我、人

民大我之中，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

命运，才能更好实现人生价值、升华人

生境界。

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际，许许

多多“90后”“00后”跟着前辈的脚步，

学着前辈的样子，向党旗团旗宣誓，

主动请缨奔赴抗疫前线。一份份请

战书、一枚枚红手印、一句句“让我

去”，见证了他们毅然决然选择舍小

家顾大家，不计报酬、无论生死的家

国情怀；一次次挺身而出、一次次逆

行而上、一次次勇挑重担，更是印证

了新时代新青年已经成为披坚执锐、

英勇奋战的生力军，可以像先辈们一

样，扛起时代赋予的责任和使命。为

什么一句“现在，轮到‘90后’来保护

大家了”收获无数点赞？因为担当的

情怀最感人，燃烧的青春最可敬。他

们年轻的血液中，已然流淌着老一辈

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甘于奉献的精

神基因，展现着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的中国力量。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历史的

接力棒传到年轻人手中，国家的未来

和民族的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在

这场抗疫斗争中，年轻人“学着前辈的

样子”毅然出列，交出了一份让祖国和

人民满意的答卷。这是青春的宣誓，

这是时代的强音，这是“一代更比一代

强”的责任担当。他们付出很多，也收

获很多。收获是什么？是信念更加坚

定，是胸怀更加宽广，是人生更加厚

实。正如一位大学生志愿者所言，“抗

击疫情是我们最好的成长礼。”完全可

以相信，未来当他们再遇到困难和挑

战的时候，再遇到矛盾和斗争的时候，

年轻一代一定会更有底气，更显从容，

更加自信。

（作者单位：陆军政治工作部宣传

文化中心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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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

峰

俗话说，打蛇打七寸。无论多么

强大的队伍，若是被抓住了致命弱

点、关键节点和要害目标，就等于暴

露出了“阿喀琉斯之踵”，注定会吞下

失败的苦果。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将战

争比作是砍伐大树，而不是收割庄

稼，因为收割庄稼不需要考虑每株庄

稼的形状，收割的快慢取决于镰刀的

锋利与否。而用斧头砍伐大树时，就

必须注意每棵大树的形状和方向，还

要根据树的位置选择从哪里砍起。在

错综复杂的战场上，选择攻击目标至

关重要。有些是“叶子型”目标，攻

之可伤其外表；有些是“枝干型”目

标，攻之可损其局部；有些是“树根

型”目标，攻之可坏其整体、毁其根

本。所谓“软肋”“要穴”，就是那些

“树根型”目标。

在战争的海洋里，如果想到达胜

利的彼岸而不被巨浪暗流吞没，就必

须选择能够发挥自身长处的战术行动

和作战形式。只有善于发现强敌弱

点，扬长避短、以长击短，才能做到

以弱胜强、以劣胜优。抗美援朝战争

中的金城战役，我第203师采取正面

进攻与纵深穿插、虎口掏心相配合的

战术，指令第609团副团长赵仁虎指

挥 2营、配以第 607团侦察班直捣敌

“心脏”。副排长杨育才带侦察班12名

侦察兵，直扑敌“白虎团”团部，冲

锋枪、手榴弹一齐开火。敌指挥所被

端，“白虎团”一下子群龙无首，乱

作一团。此战虎口掏心，一击致命，

堪称世界特战史上的经典战例之一。

现代战争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抗、

系统与系统的较量。作战体系既有

“1＋ 1＞2” 的 合 力 优 势 ， 也 有

“100-1＝0”的软肋。由于信息网络

的支撑，战争重心呈现出多维、动

态和互联特点，可能打击了实体重

心，却无法摧毁指挥体系；打击了

节点重心，对手却能迅速再生节

点。犹如常山之蛇，击其首则尾

至，击其尾则首至，很难打准一击

必杀、一触即溃的死穴。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对

手，哪来对策？那些把对手看得清清

楚楚、把打仗搞得明明白白的官兵，

平时一定紧盯对手练兵，对作战任

务、作战对手、作战环境始终做到心

中有数。我们既应有“一招不慎，满

盘皆输”的底线思维，又要善于找准

敌人的弱点和破绽，在盯着敌人的软

肋和死穴打的同时，对自己的短板和

劣势及时进行弥补、修正和加固。应

深入研究现代战争的制胜机理，牢牢

抓住体系对抗的要害点、作战转换的

衔接点、临机处置的关节点、事关全

局的风险点，快速反应、果断出击，

打则必中、打则必胜，真正做到“致

人而不致于人”。

瞄准对手的“阿喀琉斯之踵”
■贾 兴

数字化时代，文字记录方式发生革

命性变革，键盘上“敲字如飞”代替了一

笔一画的汉字书写。离开触屏操控和

电子输入，人们不同程度地遇到“提笔

忘字”的尴尬。

电子产品的普及，前所未有地提高

了工作效率，但也容易产生不少“副作

用”。对官兵来说，汉字不只是书面交

流表达的工具，更是标示军事情况、传

递军事信息的重要载体。倘若一味“握

着鼠标忘了笔杆”，下笔生涩、错字频

出，“书写危机”就会导致信息传递不

畅，甚至传递错误信息、贻误战机。

随着我军信息化建设加速推进，训

练中“提笔忘字”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当前，官兵手里的信息化装备多了，但

再多也不是“如意金箍棒”，也会存在尺

短之憾。个别官兵在对信息化课目专

攻精练的同时，对传统作战技能重视不

够。比如，有的官兵认为，“掌握了新式

电台、北斗手持机等通信指挥装备，无

须再练简易信号通信课目”。可一旦出

现停电断网、装备故障等问题，只能依

靠传统手段完成任务。就像电影《渡江

侦察记》里，侦察小分队的电台被敌人

炮火摧毁，情报是由吴老贵和小马装进

苇秆、揣在胸口、泅渡过江送到部队的。

在练兵备战中，我们要学习新本

领，不忘老本领，尤其是面对危局、险

局，传统招式、保底手段更是丢不得，只

有多备一手、多练一招，才能确保在任

何条件下都稳操胜券。过去是这样，将

来也是如此。

（作者单位：第78集团军某旅）

练兵备战不可“提笔忘字”
■文/赵焕斌 王 军 图/周 洁

画里有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