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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

政党形成、发展及其盛衰兴亡的真实记

录，是汇聚前人各种知识、经验和智慧

的“百科全书”。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

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

历史科学。”

如何从党史这本党的“百科全书”

中获取更多营养，习主席在党史学习教

育动员大会上明确指出，“用党的实践

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从历史经

验中提炼出克敌制胜的法宝”。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以史为鉴可以

知兴替”的文化传统。“索道于当世者，

莫良于典”“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执古

之道以御今之有”“稽其成败兴坏之

纪”……一句句古语告诉我们，注重以

史为镜、以史为鉴，善于以史资政、以史

惠治，就能在汲取历史智慧中书写新的

历史。

百年风展红旗如画，百年峥嵘岁月

如歌。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

立的改天换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

地，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

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100

年来，我们党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

险再出发，创造了一个个奇迹，书写了

一个个传奇。那些启人心智的思想、根

植实践的理论、出奇制胜的创造、机敏

应对的韬略……无不闪耀着“以往知

来，以见知隐”的智慧之光。我们没有

任何理由不去珍视这些成功经验，没有

任何理由不去汲取党史中蕴含的宝贵

精华。

“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

也。”党史，从来都是一面以史鉴今、资

政育人的镜鉴。正如习主席深刻指出

的，我们要把党和人民90多年的实践

及其经验，当做时刻不能忘、须臾不能

丢的立身之本，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

自尊大，毫不动摇走党和人民在长期实

践探索中开辟出来的正确道路。

我们常说，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

但须知，知识消化了才是营养，不然就

是脂肪。学习党史，了解党的身世、感

受党的成就等固然重要，但不能把历史

当故事读、当鸡汤读，只武装嘴巴不指

导实践。只有求知求新更求用，“择其

善者而从之”，才能收获“知治”之效，从

而更加自觉地在“历史之变”中探寻和

把握“历史之常”。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我军

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小推车

里的伟力、苹果里的纪律、酸菜里的模

范，“嘀嗒”声里的忠诚以及“半截皮带”

里的信仰，蕴含着党领导我军不断夺取

胜利的真理之光、胜战之道。一棵树，

树冠有多高，树根就有多深，这是历史

和现实的隐喻。今天，尽管“黯淡了刀

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鸣”，但党史军史

中那“一个个鲜活的面容”背后隐藏的

启发打赢未来战争的制胜之道，仍需要

我们去挖掘、借鉴、传承和发扬。

当前，部队正处于深化改革、转型

建设的关键期。新的指挥体制、新的力

量编成、新的规模结构、新的作战思想

等，既给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工作带来难

得机遇，也提出严峻挑战。如何攻克强

军征程上遇到的一个个难题，不妨先静

下心来多学学党史军史。因为细读党

史军史，既是和时间同坐，更是与智者

共谈，因为“我们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

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

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

当探源究理了、结合实际了，过去史就

会在我们的现时思想活动中获得复苏，

难题的答案就可能从“青山缭绕疑无

路”中“忽见千帆隐映来”。

每一次向党史军史的回眸，都是一

次思想的点名、精神的整队。学到了智

慧才是真正学习了历史。党史学习教

育中，不被浮云遮眼，用历史规律的望

远镜眺望；不被乱花迷眼，用历史意识

的显微镜细观，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

史崇德、学史力行，我们就一定能从党

史军史中汲取智慧、经验和意志，汇聚

起强军兴军的磅礴力量。

（作者单位：第83集团军政治工作部）

从历史经验中提炼克敌制胜的法宝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系列谈②

■史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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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里有话

玉 渊 潭

一个人成长的关键

路径是实干与作为。有

成绩不用说，没成绩说没

用。多挑担子，才有位

子；只有出类拔萃，才能

脱颖而出。

成长进步靠什么？近日，某单位一

批新提拔的干部，用他们的亲身经历给

出了答案：“成绩自己会说话，进步靠实

干、靠实绩。”

笔者由此想起这样一则寓言：一个

年轻人对一位老者诉说自己的怀才不

遇，老者把一粒沙子扔在沙滩上说：“请

把它找回来。”“这怎么可能？”年轻人说

道。接着，老者又把一颗珍珠扔到沙滩

上，年轻人马上指着珍珠说：“在那里

呢！”老者告诉年轻人：“你没有展露光

芒，就别怪别人没有眼光。”

追求进步，希望在更高的职位上发

挥作用，既是人之常情，也是我们事业前

行的动力。但须知，一个人成长的关键

路径是实干与作为。有成绩不用说，没

成绩说没用。多挑担子，才有位子；只有

出类拔萃，才能脱颖而出。

重实干重实绩，是我党我军选人用

人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我党我军的一

个优良传统。战争年代，我党多次强调

在扩充干部队伍时务必把打过胜仗硬仗

的人提起来。1947年，罗荣桓同志在部

队视察时指出：“对那些成绩不好的人，

他们说的再好也不能提，提了就会坏大

事。”革命战争年代，正是我军选拔任用

了大量默默无闻但实绩突出的干部，才

取得了轰轰烈烈的胜利。

党的十八大后，党中央在《关于进

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

为的意见》中明确提出：“突出实践实干

实效，让那些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

干部有机会有舞台。”近年来，各级党委

严格选人用人标准，一大批成绩突出的

干部得到重用，极大地凝聚了强军兴军

正能量。

然而，应该看到，个别干部用成绩

说话、靠实绩进步的思想还树得不牢，

总担心组织上看不到自己，害怕“干得

好不如说得好”，靠跑说谋进步的现象

还没有完全杜绝。由此可见，执行规定

还必须继续在“严”字上下功夫。试想，

如果在选人用人时一边鼓励干部以干

立身，一边又对投机取巧者提拔使用；

一边鞭打快牛，一边又让老黄牛干部吃

亏；一边强调为战选人、以战用人，一边

又认为“反正不打仗，用谁都一样”，怎

能形成“吃苦的吃香、实干的实惠、优秀

的优先、有为的有位、流汗流血牺牲者

流芳”的良好氛围？

古人云：“不患无位，患所以立。”成

绩是硬实力，具有不可替代性。组织的

考察是严格的，群众的眼睛是明亮的。

谁取得了成绩，组织肯定看得见。没有

成绩，自己“吹”不行，别人“捧”也没用。

在没有被选用时，不怨天尤人，常“反求

诸己”，与其汲汲于更高的职位，坠入“升

迁焦虑”的深渊难以自拔，不如立足本

职，用一个又一个成绩证明自己的能

力。当成绩特别突出时，又何愁水到不

渠成、组织不认可？

需要指出的是，“位”总是有限的，也

是暂时的，而“为”是不可估量的。党员

干部不论有没有“位”，不论“位”高还是

“位”低，都应该把有“为”作为奋斗目标，

而不能只为了“位”而工作，更不能“无

位”而“不为”。无论何时，党员干部只有

想为、敢为、善为、能为，不断提高“为”的

能力，才能最终实现“无位者可成其为，

有为者终得其位”。

（作者单位：65056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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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常收到慰问信，来基层召开

的座谈会次数也不少，但我们更渴望领

导机关用解决难题表达对我们的关

心。”前不久，一名基层官兵这样的心声

让领导机关下定决心——多用解难服

务基层。

党的许多政策都强调，要真心实意

为基层解决难题。《军队基层建设纲要》

也明确要求，“主动为官兵办实事、解难

事、做好事，关心成长成才”“对基层反映

强烈的突出问题，应当想方设法帮助解

决”。从某种意义上说，能不能为基层解

难，是检验机关作风的试金石。一个对

基层难题推来推去的领导机关，肯定不

是心系基层的领导机关；一个对官兵困

难漠不关心的机关干部，肯定不是情系

官兵的机关干部。

“患难见真情。”解难是最好的关心，

帮困是最好的服务，这个道理显而易

见。个别机关干部服务基层之所以掩耳

盗铃回避难题，不头脑清醒正视难题；息

事宁人敷衍难题，不釜底抽薪解决难题，

对基层的难题怕、躲、拖，既有能力不够

的原因，更是作风不实的表现。

哲人有言：“如果你真的想做一件

事，你将找到方法。如果你不很想，你将

找到借口。”加强新时代我军基层建设，

是强军兴军的根基所在、力量所在。真

心出真情，真情蕴真力。服务基层，当领

导机关把基层的难题当作自己的难题

时，就会尽最大努力、以最快速度，在解

决难题中树好形象、锤炼本领。

解难是最好的服务
■谷向阳

近日，某部规定，遇到基层主官因休

假、学习、借调等原因离岗时，尽量不安

排机关干部去代职，而尽可能让所在单

位的副职代理主官履行职责。规定一

出，机关基层双双叫好。

基层主官暂不在岗时，让机关干部

去代职，既能传递党委关爱，也能更好帮

带基层，好处不言而喻。但凡事都有度，

特别是我军“脖子以下”改革完成后，部

队是“小机关、大部队”，机关干部一个萝

卜一个坑。如果还按惯例安排机关干部

去代职，难免影响机关工作。更何况，机

关干部代职时，基层事务必须管、机关业

务不能丢，兼顾不好，就可能顾此失彼，

甚至两头皆失。

“主官不在，副职代理”，这是我军的

一贯做法。副职不是闲职，更非虚职，他

们原本就对所在单位情况比较熟悉，他

们暂代主官之责时，机关指导不主导、统

揽不包揽、到位不越位、帮建不代建，这

样既能保证基层正常运转，还能在对副

职的全面锻炼中培养、储备人才。

人才学中有个查普曼定律：要是无法

替代，你就无法离开。意思是说，别让自己

无法替代。这句话道出了培养接班人的重

要性。很少有人能一年四季天天在位，战

场上也有减员的可能。领导机关只有树立

“育人是最实的关心”的理念，充分利用代

理等时机，抓好副职的培养，才能为打赢奠

定厚实的人才基础。

育人是最实的关心
■范承达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人的面部表

情能够传情达意，而神情的表露莫过于

眼睛。

正如东晋画家顾恺之所说：“传神

写照，正在阿堵（眼睛）中。”有人评论这

一论断抓住了人物绘画的本质，而顾恺

之则以“以形写神”，赢得“神妙无方，以

顾为最”的美誉。京剧大师梅兰芳学艺

时，苦练眼盯飞鸟，终于练得顾盼生辉，

能够传递喜怒哀乐等各种情感，可谓一

目传神。

正由于眼睛对神情的展现如此重

要，许多教育工作者都非常重视研究

“运眼”的艺术。常有这种情形，当学生

回答问题心情紧张时，老师投以鼓励的

目光，学生很快就镇定下来；当学生的

回答跑题时，老师则以制止的目光使学

生改正；当学生发言犹豫不决时，或赞

许、或提醒，老师以不同的眼神“教”给

学生不同的答案。这正是，此处无声胜

有声，心有灵犀一点通，眼神的力量可

谓绝妙。

然而，如同脱离了身体的手就不是

原来意义上的手一样，如果孤立地看眼

睛，也失去了它所以为美的本质，因为

“脸上的神气总是心灵的反映”。“清澈

的爱，只为中国。”说出这句话的是一位

牺牲的边防战士。他稚气未脱的脸庞、

阳光帅气的表情、清澈明亮的眼眸，叫

人喜欢更叫人痛惜，许多人看过照片都

流下了眼泪。

边防战士“清澈的爱”，说到底是根

植于心中“只为祖国”的信仰。对于这

一道理，古人早有深刻见解，《孟子·离

娄上》说：“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

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

眊焉。”它告诉我们，人身上存于内而表

现于外的，没有哪一处比得过他的眼

睛。心正，眼睛就明亮；心不正，眼睛就

昏暗。反之，如要让自己的眼睛明亮纯

洁，就必须做到内心正直坦荡；如果眼

神迷蒙躲闪，甚至流露邪念，其内心必

然是奸诈险恶的。

法国作家巴尔扎克说过：“当一个

人眼神清澈如水，额上还没有一道皱痕

的时候，纵使最无情的法官，最不轻信

人的讼师，最难相与的债主，也不敢贸

然断定他的心已老于世故，工于计算。”

然而，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人的外表与

内心并不总是完全一致，表里如一只是

一种理想状态。

雨果的作品《巴黎圣母院》，为我们

虚构了一个丑陋的敲钟人卡西莫多。

他不但眼睛难看，有“被茅草似的棕色

眉毛所堵塞的细小左眼，被一个大瘤所

遮盖的右眼”，而且还长着“四面体”的

鼻子，“残缺不全、乱七八糟”的牙齿，

“像开叉似”的下巴。然而，这样一个天

生丑陋的人却有着美好而真挚的心灵，

用庄子的话来说，就是“德有所长而形

有所忘”。

与卡西莫多相反的是，老舍《四世

同堂》里的冠招弟。乍一看，冠招弟的

眼睛长得的确好看，“一对很亮很黑的

眼珠，转到眶中的任何部分都显得灵

动俏媚，使全身都灵动起来”。这双

眼，“能替她的口说出最难以表达的心

意与情感，替她的心与脑开出可爱的

花来”。然而正是这个“灵动俏媚”的

大眼睛女孩，跟着母亲不断出入汉奸

和日军的交际圈，耳濡目染，一步步从

邻家女孩变成日本特务，人生结局丑

不堪言。

原来，眼睛美不美丽，不仅在其自

然的长相，还在于怎样来用。一位作

家说过：“一个人能走多远，要看他有

谁同行；一个人有多优秀，要看他有谁

指点；一个人有多成功，要看他与谁相

伴。”吴运铎从保尔·柯察金那里吸取

力量，战胜伤残，立志把一切献给党；

雷锋用黄继光激励自己，终于成为伟

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欧阳海舍身救列

车的壮举中，也有英雄的影子，他的日

记本里就写有江姐“为共产主义的理

想而牺牲”的豪言壮语。做人总要有

个榜样。与好人相伴，走光明正路，努

力在平凡岗位创造不平凡业绩，才是

优秀青年应有的眼力。

社会总有复杂的一面，人生之路更

不会一直平坦。有一双美丽的眼睛，才

会看到美丽的风景。

愿你有一双美丽的眼睛
■谭 然

漫画作者：陈镇西

近日，某部采取逐人考核的形式，

详细了解每名干部对所属装备各类性

能的掌握情况。该部领导说，对装备

性能知之不细，一杆“好枪”就可能会

被舞成“烧火棍”。

武器装备之于军人，好比犁耙之

于农民，机器之于工人，是否对各项性

能熟知，决定着战场上能否活用。二

战期间，苏联元帅朱可夫接到几十辆

KB坦克因缺乏炮弹而不能使用的报

告后，当即告知“这种坦克可以打野战

炮兵的1930式炮弹”，一句话让这些

坦克重新投入战斗。电视剧《亮剑》

中，看到日寇指挥所进入了迫击炮射

程之内，李云龙立即喊来迫击炮手端

了敌人的指挥所。试问，如果朱可夫

和李云龙不熟知手里家伙的详细性

能，能指挥得如此得心应手吗？

陈赓大将曾说：“优秀指挥员之所

以能打胜仗，原因之一就在于熟知所

配的所有武器装备。”然而，一些干部

对所属装备的性能还掌握得不够好。

有的只知道有什么、有多少、在哪里，

装备在表格里而没在脑子里；有的对

装备只知基本用途，不知关键性能，一

体化平台当手机用，北斗手持机当电

子地图用，把装备大材小用了；有的在

装备性能考核前恶补背记，考核后不

理不睬，把熟知装备性能当应付考核。

每一场战争的胜利都离不开人对

武器装备的熟悉掌握。同样一件装

备，由于操作者熟练程度及精神状态

不同，其发挥的效能也不尽相同。作

为一名指挥员，平时摸不准装备的脾

性，到了战时难免乱点鸳鸯谱。实践

证明，指挥员对武器装备的性能参数

如数家珍，上了战场方能在操作装备

时“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把装备性能

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过去，我们手里的装备就那么几

杆枪、几门炮，做到“一口清”“一摸准”

不会很难。现在，新装备种类型号多、

科技含量高、更新换代快，不下一番苦

功就难以做到了如指掌。当年，秦基

伟“当支队长时玩迫击炮，当纵队司令

时玩汽车，当军长时玩无线电，守上甘

岭时玩喀秋莎”，善学新技术、痴迷新

装备，才帮助他打了一个又一个漂亮

仗。“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

每名指挥员只有走进训练场，在摸爬

滚打中了解装备的战术技术性能，掌

握作战运用的实际本领，武器装备才

能真正成为制胜利器。

（作者单位：湖北省孝感军分区）

装备脾性须摸清
■蔡建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