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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胞物与，念兹在兹；民生冷暖，殷

殷关切。

脱贫攻坚战既是一场突击战，也是

一场持久战，还是一场拉锯战。如何彻

底赢得胜利？习主席指出：“要坚持扶

贫同扶智、扶志相结合，注重激发贫困

地区和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在活力，

注重提高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的自我

发展能力。”

应该看到，穷根不单在口袋更在脑

袋，拔不掉思想上的穷根，就树不起致

富奔小康的自信。枪头不动，累折枪

杆。如果缺少内生动力，别人再使劲也

很难脱贫，即使脱贫了也难以持续。因

此，脱贫攻坚，必须由内而外“扶”、从里

到外“富”，先解决“志穷”，再解决“人

穷”，使贫困群众“学会自己走路”。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内因是根

据，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

用。贫困群众既是脱贫攻坚的实践主

体，更是脱贫攻坚的动力来源。回望

历史，从大包干到乡镇企业崛起，从

土地流转试水到特色乡村遍地开花，

正是发端于基层农村农民的改革实

践，才让广袤乡村迸发出强大的内生

动力。

从近年来看，激发内生动力也是

脱贫攻坚战取得成效的一条重要经

验。比如，帮扶湘西十八洞村的干部

给乡亲们既解“思想扣子”，更找致富

路子，才让千年苗寨集体脱贫；帮建闽

宁镇的一名名干部变“多干”为“多

帮”，使群众认识到自己可以干而且能

干好，最终战胜了“苦瘠甲于天下”的

贫困……实践证明，输血扶贫不如造

血扶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千金

在手不如一技在身。只有激发贫困群

众的内生动力，才能提高他们的自我

发展能力；只有把外在推力转化为内

生动力，才能增强他们的可持续发展

能力。

种子的力量无比强大，主要原因

在于其内生动力。内生动力是一种主

动而为的上进力量，是一种由内而外

的创新力量，是一种无需扬鞭的进取

力量。激发内生动力，难在“内生”，贵

在“内生”。这种“动力”，一旦“内生”，

力量无穷。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

所为，则无不成也。”部队基层建设同样

是一项复杂而严密的系统工程，涉及训

练、教育、装备、后勤等各个方面。抓好

基层建设，既需要领导机关精准指导，

更需要基层自身抓建，尤其“要把指导

帮建的着力点放在提高基层自建能力

上”。这既是经验之谈，也是现实所需。

我军“脖子以下”改革完成后，部队

大多是“小机关、大部队”，基层单位范

围更广、类型更多，传统意义上的营连

比重明显下降，师团级别的基层单位明

显增加。面对这些新情况，领导机关在

帮建基层时只有指导不主导、统揽不包

揽、到位不越位、帮建不代建，才能在为

自己“减负”“瘦身”的同时，促进基层主

动“增肌”“强体”。

基层建设好比孵小鸡，外力的孵

化作用终究有限，小鸡破壳，归根到底

还要靠内生动力。拄“拐杖”只能解燃

眉之急，强“筋骨”才是治本之策。基

层官兵处在部队建设的第一线，基层

的情况自己最熟悉，基层的特点自己

最了解，对基层建设最有发言权。只

要以“主人翁”的姿态投身基层建设，

多些以我为主、不等不靠、主动作为，

把连队当家建，把战友当亲人看，把打

赢当事业干，就一定能把基层锻造成

刀尖铁拳。

当然，激发基层内生动力，并不是

让领导机关当“甩手掌柜”，在信任放权

的同时，对基层遇到的自身难以解决的

问题，领导机关还必须“该出手时就出

手”，竭尽全力为基层解难。只有这样，

基层建设才能在机关帮建和基层自建

的良性互动中实现科学发展。

（作者单位：武警陕西总队政治工

作部）

坚持基层主体 激发内生动力
—从脱贫攻坚战中汲取强军力量系列谈⑤

■王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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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动力是一种主

动而为的上进力量，是

一种由内而外的创新力

量，是一种无需扬鞭的

进取力量。激发内生动

力，难在“内生”，贵在

“内生”。这种“动力”，

一旦“内生”，力量无穷。

春节，是人情往来的高峰期。

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每个人都需要社会交往，需要精神交

流。尤其是我们中国，自古就重视人情、

崇尚礼仪。每到春节，人们更是在礼尚

往来中叙衷情、道祝福，体现出中华民族

特有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牛年春

节，与往年相比，人们对“山河锦绣、国泰

民安”有更多的期许，对“和顺致祥、幸福

美满”有更多的憧憬。

军人也生活在亲情、乡情、战友情等

情感的世界里。春节期间，相互问候，祝

福彼此，无可厚非。“礼，与其奢也，宁俭。”

祝福贵在真诚，而非礼品丰厚。发自内心

的真情实感，远比外在的礼品更能展示自

己的敬意。生死可托的战友之情，不同于

推杯换盏的哥们义气，更不是“投桃报李”

的相互利用。把节日当成疏通关系的良

机，把礼物当成拉近距离的武器，利用节

日搞攀附关系、人情输出，这样的不正之

风，与真正意义上的礼尚往来毫不相干，

而且是对文明礼仪的玷污，还会让年味变

味、让战友情染尘。

可喜的是，放眼今日军营，清新之风

拂面而来。从不被“人情包袱”所累，到

推崇“光盘行动”；从晚会讲究精简创意，

到各单位不铺张浪费，这些恰如其分的

讲人情、尽人情，彰显出军营春节的礼仪

之美和人情之美，更鲜明标识出作风的

优化、人心的净化。

“廉不廉，看过年；洁不洁，看过

节。”清新之风，是党心民意之所向，军

心士气之所在。让节日交往只有人情

之美，没有人情之累，需要全体官兵共

同努力。对于领导干部而言，应带头弘

扬新风，更加严格自律，“盛情”难却也

要却，不因过节而“失节”，不吃“人情

饭”，不收“人情礼”，不搞“人情风”。对

于广大官兵来说，应摈弃“意思意思”，

卸下“人情包袱”，剪除利益纷扰，让电

话拜年、微信祝福，成为向领导和战友

们恭贺新年的新常态。

好风气如同好空气，人人受益；坏

风气就像雾霾天，人人受害。清新过

年，需要凝聚每一个人的力量。“江天一

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人世间最

纯洁、最真诚、最远离铜臭的是战友之

情。让我们带头移风易俗，带头“绿色

交往”，少些迎来送往，多些思想交流；

少些吃喝应酬，多些关心祝愿，让战友

情绽放出绚丽多姿的友谊之花，催生出

一往无前的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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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观澜

去年春节期间，某基层单位营房渗

水，官兵多次打电话请机关尽快解决，

结果得到的答复都是“过完年再说”。

一名战士吐槽：“服务也‘过年’了。”

人员可以过年，职责怎能“放

假”？领导机关是服务机关，理应在服

务基层时既热情、又及时。基层大都

理解机关的难处，不是非得马上解决

的问题，也不会在节日期间求助机

关。个别机关干部对基层的求助一律

“过完年再说”，折射的是服务意识的

淡薄和服务理念的缺失。

古人云，“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

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

不亦晚乎”。基层无小事，事事连兵心。

解难尽快，服务尽早，人员全时在线，态

度四季恒温，用“马上就办”代替“节后再

说”，这才是真正的心系基层、情暖官兵。

服务保持全时在线
■张宏伟

某部多支慰问小分队赴驻地老红

军和烈士遗属家、士官公寓慰问。行

前，上级领导反复提醒，一定要多“问

计”，多听听大家建议。

慰问时，领导一次亲切的握手、一

句温暖的祝福、一场促膝的交谈，都能

让慰问对象感受到组织的温暖。然

而，个别领导在慰问时交谈很多，“问

计”较少。就算是“问计”了，也问得不

深、不细。

顾名思义，慰问之“慰”，是抚慰、安

慰之意；慰问之“问”，是询问、问候之

意。“慰问”二字，“问”的好坏决定“慰”的

深浅。慰问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让慰问

对象更有获得感。实现这一目标，“问

计”必不可少。慰问时，既嘘寒问暖、现

场解难，更虚怀若谷、察纳雅言，请慰问

对象为解决难题想点子、出主意、定措

施。这样的慰问，才能真正抚慰心灵，问

出效果。

慰问要“慰”更要“问”
■刘晓东

春节期间，各单位会餐，战友们围

坐桌前，丰盛菜肴带来味蕾的愉悦，映

衬温暖的心情，烘托出浓浓的年味。

然而也应看到，节日期间，官兵

运动量相对下降，吃零食相对较多，

对饭菜的摄取量减少。这时，如果

伙食过于丰盛，就可能造成浪费。

一名炊事班战士告诉笔者，往年春

节会餐后，泔水桶里的剩饭明显比

平时要多。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

半缕，恒念物力维艰。”饮食文明是军

营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浪费食

物是饮食文明的核心和基础。“光盘行

动”不能只在平时，更要在节时。自觉

抵制舌尖上的浪费，让节俭的清风与

传统的年俗相伴。这样的“光盘”，照

出的是军营的亮丽风景。

“光盘”也是一种美景
■袁 彪

春节假期，用手机的时间比平时要

多一些。这时候，跟亲人视频拜年，和

好友聊聊天，与战友打会游戏，都会进

一步加深亲情、友情和战友情。独处

时，听听歌、看看电影，或者刷刷朋友

圈，也是一种放松。

但如果拿到手机后便“机”不离

手，影响工作、休息，那就过犹不及

了。现实中，个别官兵常常深感“手

机是我的世界，手机没电时，我的世

界就变得虚无”。对此，心理学家给

出的解释是，沉湎网络会给人一种

“以自我为中心”的虚拟快感，让人欲

罢不能。

调查发现，很多人在长时间浏览

手机上的泡沫内容后，都会有明显的

虚无感甚至自责感。春节期间官兵自

主时间相对较多，这时候放下手机，多

些“屏”外生活，运动起来、阅读起来，

这样的春节，充实也精彩。

休闲多些“屏”外快乐
■陈镇西

春节前夕，习主席在视察空军航空

兵某师时强调，“春节期间，全军部队要

加强战备值班，守卫好国家安全和人民

幸福安宁。”国家安全的“词典”里没有

“节假日”“休息日”。做好节日战备，必

须做实、做细，做到胸中有“数”。

毛泽东同志指出：“胸中有‘数’。这

是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他们

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

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

量也就没有质量。”优秀的指挥员，都注

重“庙算”，通过周密分析“决胜千里之

外”。战争实践也告诉我们，对自己的情

况越了解，指挥起来越精确，打胜仗就越

有把握。反之，就可能吃败仗。

“决胜大略，必先定于胸。”说话算数

首先要胸中有数，把真实情况搞准确，把

现实底数摸清楚。战备是一门科学，应

对的都是急情，对精确性的要求更高。

胸中有数，底数就清，情况就明，应对时

把握就大；胸中无数，对战备工作稀里糊

涂，不能精确掌握真实情况，应对时就只

能凭印象或拍脑袋。

毋庸置疑，绝大多数值班员对节日

战备是胸中有数的。但个别值班员还

有知之不清、知之不细的现象。有的身

在位但心不在战位，对战备分队的兵

力、装备、特点做不到如数家珍；有的对

战备预案不熟悉，对应对方案不了解，

对战备预案、可能敌情、处置方案做不

到了如指掌……如此，遇到突发情况怎

能快速反应？怎能有效应对？

战争没有预演，备战永不懈怠。信

息化战争，不会给你留下太多反应时

间。这就对每名战备人员尤其是节日战

备值班员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国不

可一日无防，军不可一日无备。对于战

备人员来说，这“一日”，就是每一分、每

一秒，尤其是“通宵灯火人如织，一派歌

声喜欲狂”的春节，更要箭在弦上、引而

待发，“睡觉也要睁只眼”，更要把战备工

作熟悉到每一个人、每一台车。只有这

样，才能真正做到“敌未动我先知，敌欲

动我有备”。

有备方能无患，无备险象环生。

春节期间，我们必须时刻绷紧战备弦，

更加注重细节落实、更加注重数据分

析，对节日战备的每一项工作、每一个

环节、每一个阶段都做到胸中有数，确

保战备值班反应灵敏、战备预案紧贴

实战、战备物资准备充分，在任何情况

下都能临危不乱、反应迅速，保证祖国

人民平安过年。

（作者单位：32102部队）

战备值班须胸中有“数”
■刘海波

春节里发生的那些事，总会被铭

记；春节里出现的那些人，总会被想起。

春节，是华夏儿女最浓郁的乡愁；年

味，是炎黄子孙最沉醉的味道。这期间，

有的人千里辗转，“只为此刻在一起”；有

的人除旧布新，“故节当歌守，新年把烛

迎”；有的人展望未来，“昨夜斗回北，今

朝岁起东”，都以各自的形式，迎接中国

人“内心深处最庄重的节日”。

一名历史学家曾说：“节日是一面

镜子，能照出真正伟人平凡而真切的

爱。”革命前辈是怎么过年的？近日读

史，一些革命前辈过年的故事，让人温

暖，令人感动，字里行间都涌动着“平凡

而真切的爱”。

1941年春节，延安，中央机关演戏，

很多老乡也来看戏。那天晚上，毛泽东

走进礼堂，看到前面的座位都留给了中

央领导同志，接着坐的是干部战士，而

老乡们都坐到了靠后的位置上。他对

干部战士说：“同志们，老乡们生产忙，

看戏机会少，要跑很远的路过来不容

易，我们应该让他们坐最前面。”说完，

自己带头坐到最后面，老乡们也被干部

战士一个一个请到了最前面。

官来自百姓，官也是百姓；官异于

百姓，官责重于百姓。一个政党对待人

民的立场，决定着这个政党在人民心中

的分量。“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信仰

内核和最高价值，让她区别于其他一切

政党，也给了她无穷的力量。看戏群众

坐在前、年货分发民优先……正是这一

个个“万事民为先”，绘出了百姓灿烂笑

脸这张“最美的画面”。

1961年除夕，周恩来的侄子周保章

唯一一次获准进京和周恩来过年。那

天，周恩来把亲属、工作人员及其家属

请到一起。席间，周总理对周保章说：

“希望你扎根在基层，永远做普通的劳

动者。”这一句教诲和嘱咐，周保章铭记

于心。他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默默无

闻在基层工作直到退休，退休后仍发挥

余热。时至今日，周恩来的晚辈都牢记

周恩来的教导：不靠关系靠自己，做人

生之路的开拓者。

家，既是我们人生的出发点，也是我

们前行的加油站；既是血脉共同体，也是

精神共同体。“察德泽之浅深，可以知门

祚之久暂。”春节是团圆的美好时刻，也

是家教的难得良机。造财不如造才，留

钱莫若留贤。好的家教家风，是给后辈

最好的馈赠，是给子女最大的“红包”。

1983年正月初一，陈云家里非常热

闹，屋子里不时传出欢快的笑声。原来，

是瞿秋白烈士的女儿瞿独伊、赵世炎烈

士的儿子赵施格等9位革命烈士的子女

应邀来到陈云家里一起过年。人到齐

后，陈云详细了解每个人的工作和生活

情况。当得知他们继承父辈遗志，在祖

国各条战线上勤勤恳恳，取得很多成绩

时，陈云说：“中国有句老话：‘每逢佳节

倍思亲’，你们的父亲就是我们党的亲

人，是我们民族的亲人，今天把你们请

来，共度春节。”

“每思祖国金汤固，便忆英雄铁甲

寒。”烈士远行，还有家庭；烈士长眠，还有

后代。春节，我们思念远方不能团聚的亲

人，也不能忘记为国捐躯的烈士。我们无

法让烈士重生，但可以给烈士后代更多关

爱。春节，不忘烈士后代，就是记住历史，

就是告慰英烈，就是为了建设祖国更加美

好的未来。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

年。从草鞋到皮鞋，从牛车到汽车，

从衣衫褴褛到西装革履，境遇变了，

条件变了，但共产党人的党性不能蒙

尘，革命军人的觉悟不能沾泥。“领导

的节日活动是一种政治。”从国家政

治生活层面看，革命前辈过春节的轨

迹，是党史国史的一个缩影。过年，

不忘群众，零距离感知百姓的真实生

活；不忘官兵，面对面感受官兵的真

实情感，这样“在路上”的足迹，就是

把党的宗旨放在心上。

（作者单位：32710部队）

节日里的情怀
■刘宏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