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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力量到底有多大？两个人

给出了他们的答案。一个是国外某

报社驻北京的记者。7月上旬，该记者

在调查中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后撰文：

“外派的医疗队，就是临时隔离点也会

有共产党的组织，这是他们打败疫情

有力的武器。”另一名是金一南教授。

他曾在一次讲课中谈道：“研究我军历

史会发现，能打仗的部队，都是党组

织过硬的部队。可以肯定地说，组织

不强，难打胜仗。”

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

的斗争中，除了组织而外，没有别的武

器。”我军自诞生以来，坚持根据形势

任务变化，不断优化组织结构，建立起

了结构严密、功能清晰、分工明确的组

织体系，在实践中锻造了卓越高效的组

织运行机制，使我军拥有了其他任何军

队无可比拟的独特优势。实践证明，把

各级党组织建设好了，部队就有了坚强

的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战胜利就有

了可靠保证；把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发挥好了，部队就有了骨干力量，完

成战斗任务就有了重要依托。

新时代的长征路上、赶考路上，我

军党组织的体系结构、类型设置、职能

配置等发生了很大变化。各级党组织能

否找准职能定位、优化组织设置、健全

制度机制，事关改革效能释放，事关强

军目标实现。正因如此，习主席反复强

调，“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强则军

队强。”“要坚持组织路线服务政治路

线，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加强我军

党的组织体系建设，增强各级党组织的

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把党的政治

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

人民军队永远是战斗队。完成新时

代使命任务，要靠强大的军事实力提供

支撑；人民军队强大的军事实力，要靠

军队各级党组织谋战研战来保证。各级

党组织是否坚强有力，很大程度上要用

是否具备善谋打仗、能打胜仗的本领来

检验。然而现实中，个别单位还有抓组

织建设游离中心、议训议战质量不高等

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既削弱党组织

威信，也制约部队战斗力提高。各级党

组织只有正其位、思其职、负其责，把

组织建设与战斗力建设紧密结合起来，

捆在一起抓，才能使二者相互促进、共

同提高。

组织是一个名词，更是一个动

词。能否把组织的引领功能、凝聚功

能、塑造功能、激励功能发挥出来，

平时关乎备战质量，战时影响作战胜

负。兵撒千里的火箭军某部弹无虚发

的秘笈之一，就是“部队天南海北组

织无处不在，练兵春夏秋冬备战无时

不有。”在组织建设中，扭住政治功能

抓组织、紧贴使命任务强功能，通过

坚强的集体领导把方向、抓中心、谋

大事，就能以强有力的组织建设促进

练兵备战质量。

战争年代，邓小平同志长期从事

政治工作，但他多次说这样一句话：

我是一个军人，我真正的专业是打

仗。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组织

有没有力量，部队能不能打仗，正副

书记的素质至关重要。“头雁效应”告

诉我们，头雁强，群雁就能“春风一

夜到衡阳”；头雁弱，群雁就会“万里

寒云雁阵迟”。试想，当演兵场处处可

见指挥员打头阵、做示范的身影，“部

队训练看机关、机关训练看常委、常

委训练看主官”怎能不蔚然成风？

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基层的“神经

末梢”，是完成各项任务的坚强战斗堡

垒。基层建设的历史和现实表明，基

层党组织坚强有力，部队建设才能根

深叶茂；没有坚强的战斗堡垒，基层

建设就不可能搞上去，强军打赢也就

无从谈起。“硬骨头六连”的战斗力过

硬，关键是因为党支部硬；“杨根思

连”之所以强，是因为他们始终认为

“战斗堡垒强不强，打赢能力来考

量。”一线战斗堡垒既要建在连上，更

要强在连上。只有强化基层党组织的

政治功能和组织力，才能在增强带领

官兵遂行作战任务的能力、领导单位

全面建设的能力和解决自身问题的能

力中，把基层锻造成召之即来、来之

能战、战之必胜的刀尖铁拳。

（作者单位：31654部队）

组织建不强 难以打胜仗
■别新宇

入汛以来，我国南方多地发生严重

洪涝灾害，长江、淮河及洞庭湖、鄱阳

湖、太湖等江河湖泊防汛形势严峻。

迎着滔滔洪水，人民子弟兵再一次

顶了上去，逆行冲锋到抢险救灾一线，担

当起中流砥柱的重任，在关键时刻发挥了

突击队作用。风雨中，官兵们不惜汗水，

只为赶走洪水；大堤上，官兵们不言苦

累，排查隐患；夜色里，官兵们不眠不

休，通宵夜战，泥泞的鞋子永远朝着一个

方向——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

7月上旬，某媒体最美抗洪照片评

比揭晓。在获奖的 10张照片中，7张

照片的主角是子弟兵。大堤上喝水睡

着的战士、被泡得比树皮还粗糙的

脚、没膝洪水中给背自己的战士喂鸡

蛋的老奶奶……一名网友这样留言：

“漆黑的手，忠诚的心。他们‘军容不

整’，他们满身泥污，但这些满身泥巴

的兵，在人民心里永远最美。”

梁漱溟先生曾说：“群体形象具有

很强的社会效应，激发其社会效应，需

要先认清他们行为背后的精神。”“满身

泥巴的兵”之所以在百姓心里是高颜

值，正是因为人民群众从这些官兵身上

看到了忠诚奉献的气质。

洪水中，人们从“满身泥巴的兵”

身上看到了铁骨铮铮。抢险中，哪里人

民最需要，官兵们就出现在哪里；哪里

灾情最严重，官兵们就战斗在哪里。7

月21日，安徽省望江县东兴圩突发管

涌险情，紧急驰援的陆军第71集团军

“攻坚劲旅”迅速投入抗洪抢险。抢险

中，官兵们连续奋战3个多小时，当管

涌堵住，不少人坐下就睡着了。一名群

众把官兵的睡姿发到朋友圈配文：“醒

着时，他们是一堵安全围墙；睡着时，

他们是一座巍峨高山！这样的子弟兵，

令人心安，也令人心疼。”

大堤上，人们从“满身泥巴的

兵”身上看到了军民情深。“不是那些

人，还是那样的兵。”江西省九江市一

位经历过 1998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水、

因为解放军相救才全家脱离险境的市

民，特意找到今年支援九江抗洪的部

队表达感谢之情。转移物资，子弟兵

驾驶冲锋舟在惊涛骇浪中来回穿梭；

背学生过河，官兵们架成人梯护学生

们爬过……在人民群众眼里，人民子

弟兵浑身透着一股“英雄气”，有着天

然的“亲近感”。为什么群众觉得“满

身泥巴的兵”最美？因为军心连着党

心民心，每个军人心中都饱含着沉甸

甸的人民情怀。

关键时，人们从“满身泥巴的

兵”身上看到了责任担当。抗洪抢险

中，管涌、漫坝、决堤，险情一次次

袭来，人民子弟兵总是一次次冲锋在

前。一身身泥泞满身的军装、一只只

磨破的手掌、一包包沉重的沙袋、一

次次无畏的征战……既彰显着人民军

队的本色作风，也见证着子弟兵的责

任担当。“你用你的突击把希望托起，

你不朽的身躯，化作一个民族的挺

立。”为什么群众说“有子弟兵在，老

百姓心里就踏实”，就是因为子弟兵关

键时刻冲得上、顶得住。这样的子弟

兵，群众怎能不爱，怎能觉得不美？

“满身泥巴的兵，情系百姓的兵，

踏平泥泞，铁骨铮铮……”连日来，这

首名为《满身泥巴的兵》的歌曲，再次

在抗洪抢险一线传唱。其实，这些“满

身泥巴的兵”，“说不一样，其实也一

样”，他们与当年那些爬雪山过草地的

兵、“一把炒面一把雪”的兵一样，都

是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兵，都是听

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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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含
钰

前不久，某科技公司高薪挖来不

到1年的人才跳槽了。“我递交的课题

半年了，也没回音；想给孩子换个好

小学，人事部回话是‘这是私事，公

司不管’；上个月出了点差错，批评挖

苦的话很多，安慰鼓励的话没听到半

句……”辞职信结尾，这名辞职的人

才写道：“在这样冷漠的单位待着，憋

屈。”

这个真实故事，让笔者想起一则

波斯寓言：年轻人牵着一只羊走，路

人说，羊跟你走，是因为你用绳子拴

着它，并不是真心跟你。年轻人放开

绳子，自己继续走，羊仍然跟着他。

年轻人对路人说，他给羊饲料和水

草，精心照顾它，拴住羊的并不是绳

子，而是爱心。

水土流失的土地，难有百花齐放的

盛景；人才流失的单位，难有持续发展

的局面。人才队伍相对稳定，对个人成

长和单位发展都有好处。如何留住人

才，古人给出的方法是，“富之、贵

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良士亦将可

得而众也。”上面那位拿着高薪的人才

之所以选择离开，就是因为他所在的单

位对他“富之”而没有“敬之”。

不可否认，待遇留人是必要的，

因为“不忧贫”才能专注于“忧道”。

但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告诉我们，

在生存安全等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

人更追求被尊重和自我实现等高层次

需要，就像我国古代传说中的凤凰，

非梧桐不栖，非醴泉不饮。何况，越

是高层次的人才，越看重待遇之外的

成长平台与精神追求。因此，给高薪

也应给关心。

其实，古人在造“拴心留人”这个

词时，也给我们支了留人高招——拴

心。然而，个别单位片面认为“缺了谁

地球都照样转”，对人才不关心、不上

心、不用心，结果人才外流，事业受

损。比如，战国时期的楚国，有吴起、

商鞅、孙膑、范雎、尉缭子等一众令他

国羡慕的人才。但楚国没能拴住这些人

才的心，结果这些人才都投奔他国了。

对于楚国的人才，史学家给出了两个典

故：“惟楚有才”“楚才晋用”。这两个

典故，一褒一贬，既道出了楚地藏龙卧

虎的繁荣景象，又折射出楚国人才流失

的深刻教训。

“拴心留人”四个字，写好容易做

好难，一笔一画都考验着诚意与水

平。拴什么、怎样拴，方法不一样，

效果大不同。

兰生空谷，不为无人而不芳。但

是，无人赏识，便成了孤芳自赏，芳

香埋没于空谷，价值得不到彰显。人

才都是想干事的，让人有成就感的单

位，人才都是舍不得离开的。正所

谓，“鱼无定止，渊深则归；鸟无定

栖，林茂则赴。”相反，要是没有良好

的事业平台、广阔的发展空间和适宜

的环境土壤，人才流入后依然会“用

脚投票”，选择离开。拴住人才的事业

心，给他们搭建建功立业的广阔平

台，他们就能扎下根来，用心工作，

开心生活。

新中国成立初期，聂荣臻元帅到

某火箭研制基地视察。看到极其简陋

的食宿条件，他对陪同的基地领导严

厉地说：“我这个勤务员没当好，这么

数九寒天，让这些宝贵的人才住帐

篷，如果冻坏一个人，你们得赔我。”

一个“赔”字，暖透寒冬。今天，相

比于当年物资匮乏的时代，我们不会

为衣食住行发愁，更不会“冻坏一个

人”，但“一条肠子空半截、也要省下

科技粮”的真挚关爱，永远是激励官

兵安心工作的强大动力。工作上大力

支持，生活上热情关心，精神上真诚

关怀，既解“燃眉之急”，又解“后顾

之忧”，真正这样做了，怎会担心人才

会“孔雀东南飞”？

拴住人才的心，领导的包容心也

很重要。革命战争年代，由于敌强我

弱，我军很多将帅都吃过败仗，但毛

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都对指挥员和

官兵予以充分的信任、理解和支持，

不以一时成败论英雄，培养造就了一

大批卓越的军事人才。人才遇挫时不

“一棍子打死”，不让常坐冷板凳的他

们受冷眼，对人才只设路标、不设路

障，为他们弯腰为桥、挺立为梯，他

们就会更加安心、尽心。

（作者单位：河南省南召县人武部）

拴住心才能留住人
■黄 伟

军校学员毕业分配在即，“去哪里”

又成了莘莘学子热议的话题。作为军旅

生涯的“转折点”和“岔路口”，大家关心

“何去何从”无可厚非。其实，比去向更

重要的是志向，有了为军旅梦想而奋斗

的志向，哪个单位都是好单位。

“服从命令”是士兵职责的第一条，

“服从分配”是军校学员的基本素质。然

而，真正面临分配时，个别人却在去向上

拨弄“算盘珠子”：对繁华都市心向往之，

对偏远山区敬而远之；对大单位大机关

情有独钟，对一线作战部队望而却步；对

管钱管物的单位和部门趋之若鹜，对“清

水衙门”唯恐避之不及。

是雄鹰，就要到蓝天翱翔；是骏马，

就要去原野奔腾；是军人，就要去疆场

拼杀。越是艰苦的地方，越需要人才去

肩负起国家的重任、挺立起民族的脊

梁。那些能够走得长远、大有作为的

人，大多是从艰苦地方一步一个脚印走

出来的，是在基层一线千锤百炼摔打出

来的。

对于“铁饭碗”，网上有这样一种新

解：“铁饭碗不是在一个地方吃一辈子

饭，而是到哪里都有饭吃。”不为去向而

纠结，只为志向而努力，全军所有单位、

每个战位，都是成就精彩军旅的“铁饭

碗”“好单位”。

比去向更重要的是志向
■卢家成

长城瞭望

长城论坛

玉 渊 潭

八一时评

近日，士兵军校考核成绩公布，有的

战友遭受到了落榜的打击。此刻，悲伤

可以尽情地来，但也须尽快地去。因为，

没摘到花朵，并不代表已经失去春天。

每个人都会有失意的时候。落榜

了，只表明你在考试成绩上还有差距，

并不意味着你在其他方面也比别人

差。没有圆梦军校，更不代表前途暗

淡。“一个多雾的早晨，仍可能有个晴

朗的白天。”某部战士小何军校考试落

榜后，迅速调整心态，把全部精力投入

到火热的练兵场，成了闻名全军的“三

栖精兵”。某装甲团战士小贾落榜不

落志，刻苦钻研坦克指挥控制、火力运

用、快速抢修诀窍，被官兵们称为“铁

甲兵王”。

一位作家说：“答好人生考卷，比答

好文化考卷更重要。”军旅路上，难免磕

磕绊绊，如果跌一跤就灰心丧气、一蹶不

振，怎能书写精彩？须知，阴影和光明都

是人生的财富，挫折和成功同是生命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生命成长，不仅要学

会转身和撤退，更应当学会直接面对和

攻坚向前。

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有这样一句名

言：“生命中最伟大的光辉不在于永不坠

落，而是坠落后总能再度升起。”战友们，

落榜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自信心和

面对未来的勇气。只有尽快从挫折的阴

影中走出来，拿出告别昨天、走向未来的

实际行动，方能拥抱属于自己的灿烂春

天。

没摘到花朵但春天还在
■宋德山

基层观澜

漫画作者：周 洁

“许教员永远离开了我们。”不久前，

中国工程院院士、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

程大学教授许其凤因病逝世。作为我国

导航定位领域杰出的科学家，许院士撒

手西去，令人叹息。在深切缅怀许院士

的同时，人们更是为他躬身卫星导航领

域人才培养，直到罹患癌症仍然坚守育

人战位的大师风范所感动。

“卫星需要定位，人生更需要定

位。”60多年来，军校教员是许其凤对

自己一生的定位。生活中,他不但以

“许教员”自称，更是将自己的毕生心血

倾注到测绘导航教育事业中。早在

1982年，他就率先在国内开设卫星导

航与精密定位课程。如今，国内卫星导

航和航天测控领域不少顶尖的总师级

航空专家，都曾师从他的名下。1989

年，美国GPS尚未完全组网时，他就编

写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全面论述GPS的

专著《GPS卫星导航与精密定位》。许

其凤不仅为导航领域贡献了具体的方

案和技术，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坚实的理

论成果和丰硕的人才储备。

教师是神圣的职业，也是打造民族

复兴“梦之队”的教练员。教师又是清

苦的职业，必须与青灯孤寂为伍，坐得

住冷板凳。如果身在学校却心念官商，

把持不住自己，即便是学识再厚、能力

再强，也难有建树。

许其凤院士的荣誉很多，但他最看

重的还是“许教员”。上世纪 90年代

起，伴随着测绘导航领域发展的突飞猛

进，地方不少单位对相关人才不惜重金

相邀。许其凤院士和爱人半生两地分

居，爱人驻地几家高校和公司伸来橄榄

枝，他一概婉拒，宁负亲人、不误事业，

心系家国、无怨无悔。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

道”始终是对教员的第一位要求。一个

优秀的教员，是“经师”更是“人师”，既要

精于“授业”“解惑”，更要以“传道”为责

任和使命，做学员前程的铺路者。

冷板凳不能光靠教员自身的温度焐

热，还要靠组织的“旺火”。多帮助解决

教员的烦心事、苦恼事、棘手事，关心他

们的后院、后代、后路，创设好条件、营造

好环境、传递好关怀，给坐冷板凳的人送

“暖手宝”，既真实暖手更真诚暖心。如

此才能让他们坐得住、坐得久，踏踏实

实、兢兢业业做好培育人、塑造人的千秋

大业，为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培育更多的栋梁之材。

（作者单位：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

程大学）

教员，从未改变的人生定位
■杨克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