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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

锐 视 点

马谡，三国时期蜀国人，素有才

名，善谋军计。公元225年，诸葛亮

平定叛乱前，马谡曾献“攻城为下、

攻心为上”的良策，因此深受赏识。

公元 228年，诸葛亮北出祁山，

力排众议任命马谡为先锋，镇守街

亭。马谡违抗军令、骄傲轻敌，将大

军部署在远离水源的街亭山上，导致

部队被困，惨败而归，最终被诸葛亮

斩首。这就是《三国演义》中诸葛亮

斩马谡的故事。

诸葛亮为何挥泪斩马谡？

我们不妨站在诸葛亮的角度看：

第一，马谡具有较高的军事理论水

平，任职经历丰富，是不可多得的

“专家型”骨干人才，曾做出过很多突

出贡献，斩了非常可惜；第二，马谡

与自己私交很深，经常促膝长谈，从

个人情感角度考虑，不忍心斩；第

三，马谡违反军令军纪，致使部队伤

亡惨重，不斩不能正法、不能服众。

最终，诸葛亮为严明纪律，下了斩的

决心。

现实生活中，基层部队也偶尔会

遇到“挥泪斩马谡”这样的难题。干

部、骨干、尖子、苗子违纪了怎么

办？是吝才、惜情还是痛心“斩”下

纪律这一刀？这不仅是一道简单的选

择题，也是对一级组织和一线带兵人

的政治考验。

“令严方可肃军威，命重始于整纲

纪。”一支过硬的部队，首先是一支纪

律严明的部队。我们必须深刻认识

到，纪律是一切制度的“基石”，无论

是谁触碰了底线，都必须接受法纪的

惩处。否则，对部队军心士气的毁伤

是无法弥补和挽回的。作为一线带兵

人，要时刻牢记：公大于私，法大于

情，情法并存时务必以法为纲。

马谡被斩，没了下文。其实，我们

也可试想一下，如果马谡没死，未来会

怎样？以马谡的聪明才智，他也许会以

此为训，痛改前非，立下奇功。而现实

中，大部分受到纪律处分的人都还继续

在岗位上工作。对此，我们要从思想上

转变执纪理念，充分认清从严执纪的目

的不是处理人，而是教育人、转化人、

引导人；不是越重越好，关键是要起到

警示、导向作用。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要始终用

发展的眼光看待犯过错误的同志，主

动靠上去做工作，帮助他们认清错

误、改正错误，同时也要善于发现他

们身上的闪光点，为他们积极创造机

会、搭建平台，鼓励他们轻装上阵、

多做贡献、实现价值。让纪律的“冰

冷”和组织的“温度”有机融合，达

到执纪的最终目的。

受到处理的官兵也要及时端正心

态、摆正姿态、调整状态，学会在挫

折中成长、在逆境中进步。要知道纪

律处分只是人生长路的一道关口，也

许正是因为有了“缺憾”，才能到达

军旅人生的新境界。

从诸葛亮与马谡谈起
■刘春晖

生活中，有这样一类人群，受伤后容易留疤，哪

怕只是一道很小的伤口，愈合后留下的疤痕也会显

而易见。这是由于个人体质导致的，医学上称之为

“疤痕体质”。

军营里，纪律有时就犹如一把锋利的刀刃，触碰

就会受到惩戒，继而形成一种“疤痕”。对心理上趋

于“疤痕体质”的战士来说，“疤痕”将难以抹去甚至

会进一步扩大。

在东部战区海军某导弹快艇大队战士望文成看

来，自己就是一位心理上具有“疤痕体质”特征的

人。他忘不了两年前的那天——自己在执勤时因违

规使用手机而受到纪律处分。

“疤痕”在谁心中，谁就会有一种苦涩。自卑、敏

感、焦虑、失落……当夜深人静时，这些情绪让望文

成辗转反侧。

几天前，单位组织更新“人员信息表”时，一位新

战友凑上前好奇地问：“望班长，你咋还挨过处分？”

突如其来的“触碰”，让望文成有些无言以对。

“疤痕”无法抹去，当你面对它时，是永远停留在

伤痛瞬间，还是将它作为刻骨铭心的警示砥砺前

行？望文成选择了后者。

在单位的“容错机制”和领导战友的帮助下，他

最终驱散了笼罩在心头的那片“阴霾”，积极地投入

到工作之中。由于表现优秀、工作突出，他入了党，

被评为“优秀士官”，还成长为大队素质过硬的专业

和管理骨干，多次在比武竞赛中获奖。

“纪律处分，就像一块石头，将它背上就会成为

一种负担，将它垫在脚下就能成为进步的阶梯！”10

月初，作为士官典型站上领奖台，望文成丝毫没有回

避地说：“不必刻意抹去那道‘疤痕’，将它刻在我的

心里，既鞭策自己，也警示别人。这样的军旅青春，

不会因缺憾而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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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尖子“挨了”警

告处分

军港之夜，月色如银。东部战区海
军某导弹快艇大队营区内格外寂静。

此刻，灯火通明的某艇教导员室
里，墙上的时钟指针跳动得让人急
躁——教导员祁海天眉头紧皱来回踱
步，坐在他身旁的艇长刘建新，也闷
不吭声……

让他们烦心的事，就发生在数小时
前：该艇对战士个人物品进行点验时，发
现下士张汉斌违规使用一部智能手机。

张汉斌是单位重点培养的“好苗
子”。还是当义务兵时，张汉斌就曾在上
级比武中夺冠并荣立三等功一次。晋升
士官后，他当上了电工班班长。就在几
天前，他还带领团队在上级比武中捧回
了“团体第二”的奖杯。

训练尖子顶风违纪，咋办？依规依
纪处理，一纸处分在所难免，对其个人发
展必是一次“重创”；如果“从轻发落”，不
仅会造成错误导向，更无法严明纪律。

最终，经该艇党支部研究决定：给予
张汉斌行政警告处分一次。

调查显示：近几年，部队政治生态和
风气建设持续向上向好。在依法从严治
军背景下，“处分”这个以往有些“羞答

答”的话题，正逐步变得“亮堂”起来。
该大队一份数据显示，仅去年以来，

就有15人次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
谈到“战士受处分”背后的原因，

一名带兵人说：少数战士明知纪律法
规，仍心存侥幸顶风违纪。有的学习
条令法规提不起兴趣，触碰了法纪才
后知后觉；有的年轻战士对纪律处分
缺乏敬畏……

此外，个别带兵人教育与监管不
力，只会生硬地划出纪律底线，告诫战
士“什么不能干”“干了要受到什么处
理”，至于方法是否科学、监管是否到位
等考虑不够周全。
“真是既痛心又苦恼！”某艇教导员

林祝梁说，“谁也不愿看到身边的战友挨
处分。现在的年轻战士思想活跃、性格
各异，带兵人既要严肃严格，又要真情关
爱，有时候真感觉有心无力。”

调查中，有人说：战士违纪受处分，
彰显的是党委从严执纪问责、正风肃纪
的决心与勇气；有人说，战士受处分不能
完全归咎于战士的个人过错，还应看到
带兵人的责任缺失与情感缺位；还有人
说，战士犯错不能只拿纪律规矩“处分了
之”，更不能全盘否定，关键是要做好后
续工作，真正体现纪律的“温度”。

受处分不等于“前景

黯淡”

盛 夏 ，安 徽 省 阜 阳 市 一 座 广 场
上，一名青年正带领团队进行无人机

操纵训练。精准悬停、指点飞行、规
划航线……他一边操控着无人机切
换各种飞行模式，一边不停地与身边
同事交谈。

这位青年名叫王凯，原是该大队
某艇枪炮专业的一名战士。去年 9月，
该大队士兵退役仪式上，胸戴红花、肩
披绶带的王凯面向军旗敬礼告别时，
忍不住泪流满面。

2014年初，王凯走上舰艇成为一名
专业兵。他的班长王高峰是名声在外的
“专业大拿”，追寻着班长的精武足迹，王
凯渴望建功军营。

然而，在一次考核中，王凯因违规
被查纠，受到警告处分。半年的“处分
影响期”成了他难以逾越的一道鸿
沟。原本渴望留队的他，只能脱下军
装黯然离队。
“有的‘疤痕’成为成长路上的印记，

提醒自己时刻保持谨慎细致！”谈起那段
苦涩经历，王凯感慨地说：“正视挫折、改
正错误，才能走好人生路！”

与王凯的“遗憾青春”不同，他的
战友陈国邦，则是选择“让青春不留遗
憾”。两年前，陈国邦受到警告处分。
“刚进军营就挨处分，真有一种‘天

塌下来’的感觉，干啥都提不起劲头，还
不敢和家人说……”陈国邦用“挣扎”来
形容当时的心情。

本以为发展前景就此黯淡的他，
在教导员王健和班长朱宗的耐心帮带
下重拾信心，通过不懈努力，成功“逆
袭”：被评为“优秀义务兵”，晋升士官，
成为入党积极分子，专业素质也有了
大幅提升，在单位季度比武中斩获冠
军。

如今，聊起自己的那次挫折，陈国
邦坦然以对。眼下，已成为单位重点
培养对象的他，渴望早日加入党组
织。他说：“犯错误本身并不可怕，可
怕的是缺少直面错误的勇气。从哪里
跌倒就得从哪里重新起跑，努力做最
好的自己。”

调查显示：战士受处分后，有的成功
跨过了“心理关”，努力成长；有的怨天尤
人、碌碌无为，甚至“破罐子破摔”；还有
的因担忧个人发展前途，最终选择了退
伍。

去年 5月，大学生士兵裴先聪在休
假期间违纪，受到警告处分。裴先聪回
忆说：“挨了处分，既害怕被当成‘另类
人’，更担心个人发展因此受限……”事
后，他调整心态，加倍努力工作，最终如
愿入党。
“在我看来，忘掉处分，刻苦训练，

是化解内心苦闷的一剂良药。”曾受处
分的战士张汉斌说：“身为班长，感觉
在全班同志面前说话没了底气。但没
想到，大家还是一如既往地支持我工
作。只要知错就改，没人会嘲笑你的
努力。”

调查显示：受处分的战士中，既有
班长骨干，也有专业能手。“只要帮助

他们卸下思想包袱，正确看待过错，他
们仍是各个岗位上的中坚力量。”该大
队参谋长顾浩说：“作为带兵人，应积
极地作正面引导，帮助他们恢复信心、
重新起跑。”

找准严管与厚爱“最

佳结合点”

调查发现：战士受处分后，更加渴望
得到大家认可并重新证明自己。

今年初，战士陈伟因违规使用手机
受到处分。组织上的关心和爱护，让他
及时摆正了思想，苦练军事技能，凭借突
出的工作表现，当上了战位长和管理骨
干。

如今，每逢舰艇执行急难险重任务，
工作踏实的陈伟都是大家信赖的“大
梁”。
“把教育延伸到处分之后，进一步做

好思想转化和现实表现考察工作，体现
组织的关心和爱护，才能最终实现‘惩前
毖后、治病救人’。”该大队副政委黄杰
说。

去年以来，该大队常态化组织基
层纪检工作骨干培训，设立基层风气
监督员，参与训练监察、伙食采购、评
功评奖、经费使用等敏感事务监督。
同时，利用每月基层风气建设形势分
析和定期普查、重点抽查、跟进督察等
方式，督导查纠各类倾向性问题，建立
抓风气建设协作长效机制，营造学法
用法的浓厚氛围，不断增强战士遵纪
守法意识。

他们对受过处分的战士实行定期
“教育帮扶”制度，全方位了解掌握他
们的思想、学习、工作、生活及家庭情
况，有的放矢搞好思想教育和监督管
理。
“只要踏实肯干、积极工作，组织不

会让过去的‘黑点’影响你的发展。”回访
中，带兵人的一席话打消了受处分战士
赖相杰心中的诸多疑虑。在平时工作
中，他们大胆起用受处分战士，多给任
务、压担子。赖相杰说：“组织没有把我
当‘特殊人’，心里很感激也很温暖。只
有更加努力工作，才能回报领导和战友
们的关怀。”

该大队还建立“受处分战士诉求表
达”机制，针对身体有疾患、家庭变故以
及性格偏执等受处分战士，指定负责人
“一对一”挂钩帮教，做好一人一事思想
工作，帮助其深化认识、吸取教训、改进
提高。

同时，他们要求各级带兵人在处
理战士违规违纪问题时，正确分析违
纪的情节、性质、原因等，对“违纪触犯
了哪些纪律”“适用于什么样的处罚”
等问题弄清弄准。对故意违反纪律、
屡教不改者，执纪时敢于较真碰硬。
让受处理者感受到严管的“力度”与厚
爱的“温度”。

在开展经常性纪律法规学习教育
基础上，他们利用“水兵讲坛”“甲板
吐槽会”等互动平台，让管理者与被管
理者分别走上讲台，说说“心里话”
“牢骚话”，学会换位思考，相互理解
支持。

此外，该大队纪检部门为每名受
处分战士建立“个人成长表现档案”，

分析回访情况，给予综合评价，并将
其作为“处分影响期”后恢复战士各
类职务、向所在党组织提出建议的重
要依据。

据统计，近 3年来该大队受处分战
士到服役期选取士官率达 75%。今年 9
月的一次回访数据显示，受处分的战士
中90%被评定为“好”。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错能改，善
莫大焉。该大队政治委员矫正坤说：“管
理与执纪的精度和温度，折射的是一级
组织的责任担当。既要立起真管真严、
敢管敢严、长管长严的标准尺度，又要把
严管与厚爱有机统一的执纪理念向基层
官兵传导。”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个别人物为

化名）

图片摄影：王 珏

重新起跑，直面“成长的疤痕”
■王 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