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城瞭望

6八 一评论２０２１年３月２９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孙阳 张雨晴

办一件实事，就暖一片人心，多一分

力量。

“要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在

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主席强调

要把学习党史同总结经验、观照现实、推

动工作结合起来，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

起来，开展好“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为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指明了基本

着力点。

党的百年历史，就是共产党人真抓

实干、务实为民的历史。无论是干革命、

搞建设、抓改革，还是战洪水、抗地震、控

疫情，我们党一路攻坚克难，一心为民造

福。正因为始终坚持实干为要，始终把

落实放在重要位置，不断解决好群众的

“急难愁盼”问题，我们党才能始终赢得

人民最广泛的支持和拥护，带领人民创

造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

群众利益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

情。1934年，毛泽东同志在谈到如何关心

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时这样讲：妇女

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

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

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

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

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

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

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

1962年，焦裕禄一到兰考，就把原来

的“劝阻逃荒办公室”改成“治理三害办公

室”，立下了“苦战三年驱走三害”的军令

状。在生命的最后475天里，他和大家暮

雪朝霜，追沙追到沙落地，查水查到水归

槽，用舌头辨别碱的种类，最终战胜了“三

害”。“看到泡桐树，想起焦裕禄”，诠释了

一名实干者在人们心中的分量。

从解决入托难、上学难，到化解养老

难、就医难，再到保障老百姓“菜篮子”

“米袋子”“钱袋子”……近日，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

远景目标纲要发布，《纲要》里关注的这

些“关键小事”，释放出的是浓浓的民生

暖意，让人们再一次感受到人民至上的

价值追求。

100年来，我们党就是这样认真对待

群众生活上的点滴小事，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真心实意为群众排忧解难；100

年来，人民群众就是这样从一件一件实

事中认识我们的党；100年来，我们的事

业就是这样通过为人民群众解决一个又

一个困难、办一件又一件实事，不断地凝

聚人心，发展壮大。

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循着群众

路线的脉络，我们党所展现出的“那种精

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

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

是西方人眼中磁石般的“东方魔力”，是

暗夜中照亮征程的“兴国之光”，也是我

们今天攻坚克难、接续梦想的动力之源。

一个政党，为人民谋利益、赢得人民

支持，才有生命力；一支军队，心系基层、

情注官兵，才有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

强军兴军的伟力，归根结底来自于

基层热土、生发于基层官兵。关心基层

官兵，就是关心部队战斗力；把基层官

兵放在心上，就是把强军兴军放在心

上。正因此，习主席反复要求各级“要

坚持士兵至上、基层第一，真正关心关

爱官兵，始终把官兵冷暖放在心上”“要

满腔热情关爱官兵，想方设法为他们排

忧解难，不断增强官兵的获得感”。近

年来，从中央军委到各级机关，坚持把

工作重心放在基层，一系列暖心惠兵的

政策陆续出台，一系列服务基层的举措

相继落地，基层的条件大幅改善，官兵

的斗志更加昂扬。

但要看到，也有些领导干部淡忘了

关心基层、关爱官兵的优良传统。有的

工作指导思想不够端正，不是一心想着

为官兵和基层服务，而是往往让官兵和

基层围着自己转，甚至有“倒服务”的现

象；有的习惯于为自己锦上添花，而较少

为基层、为官兵雪中送炭；有的对基层官

兵不够热情，“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

的情况依然存在。诸如此类现象，必须

坚决纠正。

抗倭名将戚继光有句名言：“军士有

疾病、患难、颠连无告之事，时时访询，随

有所闻，即时处之”。当前，军队正处于

全面改革向纵深推进的关键时期，基层

官兵在工作生活中，难免会遇到这样那

样的棘手事难办事。各级领导和机关能

否“即时处之”，关系到能否坚持我党我

军的性质和宗旨，关系到能否把各方面

的力量凝聚起来、调动起来，上下同心为

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而奋斗。这

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把官兵呼声作

为第一信号，把官兵需求作为第一选择，

把官兵满意作为第一标准，关心关爱基

层官兵，为基层办实事办好事，想方设法

为基层排忧解难。只要领导干部捧出一

颗真心、付出一片真情，就能赢得官兵信

任，实现“众人划桨开大船”，力推强军兴

军事业破浪前行。

质胜于华，行胜于言。学习党史，既

是对“初心是什么”的世界观的校准，也

是对“如何担使命”的方法论的探寻。党

员干部要更加自觉地到群众最需要的地

方去解决问题，到发展最困难的地方去

打开局面，把担当实干挺在前面，多办强

信心、暖人心、聚兵心的实事，以此检验

党史学习教育的成效。

用心学党史 真心办实事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系列谈⑦

■刘会东

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完

成，驻村青年干部群体功不可没；航天事

业不断取得新成就，青年创新团队大放

异彩；中国制造转型升级，越来越多匠心

青年脱颖而出……广大青年是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肩负着国家和

民族的希望，既面临着难得的建功立业

的人生际遇，也担负着“天将降大任于斯

人”的时代使命。

俗话说，人无压力一身轻，肩负重担

快步行。青年官兵正处于精力充沛、思

维活跃的人生阶段，想要使其成长进步，

多压担子是个常用方法，完成任务的过

程，必然伴随着本领和才干的增长。然

而，担子不能一压了之，压担子时指正方

向，压上担子再扶一程，青年官兵才能更

好地在担当作为中成长进步。

习主席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

调：“对那些看得准、有潜力、有发展前途

的年轻干部，要敢于给他们压担子，有计

划安排他们去经受锻炼。”可见，担子不

仅要压，更要有计划，只有这样，适当的

压力才能成为砥砺自我的动力。如果不

考虑官兵的能力素质、工作任务等实际

情况，简单一压了之，或是以“压担子”之

名，重使用轻培养，当“甩手掌柜”，不仅

起不到选拔人才、培养人才的目的，还可

能适得其反、劳而无功。

压担子要把握好度，放手不等于撒

手。一方面，要讲究科学方法，因才施

压，不能脱离实际。比如，给能挑100斤

的人压上120斤的担子，就会使他工作有

压力，前进有动力，就能使其在担起120

斤担子的同时得到锻炼和提高。如果不

考虑实际情况，硬要给他压上200斤的担

子，就有点勉为其难，弄不好反而会误

事。因此，必须讲究量才使用、量力授

职，使青年官兵既有压力，又不至于难以

胜任。另一方面，在压担子的同时，要给

条件、传经验、教方法，使青年官兵心中

有底、脑中有策、手上有招，这样才能少

走弯路，快速提高能力素质，关键时刻才

能挑起更重的担子。

“善则称人，过则称己，则民不争；善

则称人，过则称己，则怨益亡。”随着国防

和军队改革向纵深推进，很多工作都是

开创性的，需要青年官兵创新敢为，但干

事创业过程中难免会有失误。领导干部

在压担子的同时，更要主动担责、宽容失

败。1966年，周恩来总理一句“出了问

题，我周恩来负责”，让科学家们后顾无

忧，放手一搏，成功研制出了核弹运载工

具。可见，领导干部勇于让功担责，青年

官兵就能充分调动起干事创业的激情和

勇气。

今天的青年人才孕育着明天的领军人

物，既要对其“搭架引蔓”，多压担子，更要善

于“施肥整枝”，厚爱三分。如此，那些“才露

尖尖角”的“小荷”才能得到滋养、向阳生长，

终成“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美景象。

压担子不能一压了之
■崔海健 徐梦玥

画里有话

玉渊潭

历史的图景，既包括大开大合的宏

观叙事，也充满具体而微的细节表达。

在触摸历史细节中进入历史，能更好地

感悟蕴含其中的力量。

贺龙爱马在红军中是出了名的，他曾

有一匹上品枣红马，对这匹马的感情十分

深厚。1936年7月，在率红二方面军从甘

孜向甘南进发期间，为解决部队缺粮问题，

贺龙决定：杀马！他说：“我们爱马，马也爱

我们。可是，我们和马更爱革命。我们常

说，当革命需要的时候，我们要不惜自己的

生命。现在，为了革命的前途，难道我们还

舍不得一匹马吗？”最终，部队振奋精神、闯

关夺隘，胜利走完长征路。

1939年2月，彭雪枫率领的新四军游

击队，在河南永城一带遭遇春荒，彭雪枫

咬牙决定：“卖军马，度春荒”。他告诉官

兵：“为了打鬼子，为了民族的解放，我们

暂时卖掉这红骠马、黑骠马、白骠马，也

没有什么了不起！”卖马换来的“救命

钱”，不仅暂时解决了部队的吃饭问题，

还救济了很多无粮断炊的贫困群众。

贺龙杀马，彭雪枫卖马，是一心为了

革命、为了胜利。

1935年6月，中央红军到达四川懋功，

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时任红四方面军

政治部主任的傅钟见邓小平没有马，便慷

慨地以马相赠，同时还送了一件狐皮大衣，

一包牛肉干。对此，邓小平十分感动，多年

以后仍对傅钟的雪中送炭念念不忘。他

说：“一匹马，一件狐皮大衣，一包牛肉干。

这三件东西在当时顶大事了！”

曾任120师政委的关向应也有一匹

战马，可他却经常让给受伤或生病的战

士骑。一次，关向应看到两个战士搀扶

着一个受伤的战士，行动十分吃力，立即

跳下马，扶病号骑到他的马上。对此，有

同志说：“首长身体不好，步行把身体累

坏了怎么办？”关向应却风趣地说：“部队

都累垮了，我还给谁当首长呢？”过雪山

时，关向应4次往返翻山，用战马把掉队

的人员，一一接过了山。

傅钟战马赠战友，关向应战马让战

士，是我军将士深厚革命情谊的生动见

证。

在开国中将孙毅看来，不论有没有马

骑，都不影响自己干工作、闹革命。1934

年10月，中央军委教导师奉命远征在即，

在讨论领导干部乘马问题时，军事顾问李

德得知师参谋长孙毅是从白军起义过来

的，便将孙毅名下的“马”划掉了。对此，

孙毅毫不在意，“没有了四条腿，我还有两

条腿嘛……我绝不会掉队的。”在1955年

授衔时，孙毅还主动申请降衔，并自述：

“我只有从劳之苦而乏建树之功，在评衔

时要宁低勿高，授我少将军衔足矣。我投

身革命不是为了升高官、要俸禄。”一名共

产党员的觉悟、情操跃然眼前。

陈毅元帅同样是一个不追求物质

享受的人。1947年，陈毅奉命整顿我军

在山东战场的主要后方基地和补给中

心——渤海区。为开展工作，陈毅提

出：“我只须留一马，一骡，一马夫，望即

执行”。有力的渤海整顿，为后来济南战

役、淮海战役的胜利打下了重要基础。

从杀马、卖马，到赠马、让马，再到

“不需要马”“只留一马”……历史留下的

不仅仅是一段段美谈佳话，更是老一辈

革命家的崇高风范。在义与利、得与失、

奉献与索取的人生天平上，老一辈革命

家高风亮节，时时处处诠释着共产党人

崇高的党性修养、坚定的革命精神和优

良的传统作风。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在

漫漫历史长河中，将帅与马的故事只是

一个个小的事件，但一个国家的发展无

法忽视这些印证历史的细节。倘若再把

这些细节，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

程上看，我们会更加百感交集——

现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正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

实现中国梦。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

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面临的风险

和考验一点也不比过去少。每名党员干

部，唯有不断自觉磨砺党性、坚定理想信

念，把好传统带进新征程，将好作风弘扬

在新时代，才能不负历史重托、不负时代

召唤，创造出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

愧于时代的新业绩。

从将帅的马所想到的
■杨思聪 张塍凌

3月6日，习主席在看望参加全国

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的医药卫生界、

教育界委员时指出：“‘大思政课’我们

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

上思政课不能拿着文件宣读，没有生

命、干巴巴的。”习主席这番话，语重心

长、意味深远，为我们进一步办好思政

课、继续深化思政课改革创新指明了

方向路径。

“国势之强由于人，人材之成出于

学。”思政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大到关

乎中国梦强军梦的实现，小到帮助官

兵树立正确的三观，是落实培根铸魂、

启智润心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具有

不可替代的作用。“聚心，将之责也。”

紧跟时代发展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

仗、凝聚精气神，是我军思想政治工作

始终保持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的重要

因素。我们必须不断推动思政课改革

创新，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

性和亲和力、针对性，把“大思政课”讲

得有深度、有力度、有温度。

讲好“大思政课”，要与现实紧密

结合、与实践充分互动、与时代同频共

振。当前，最鲜活的思政课素材，正是

亿万中国人已经书写和正在书写的时

代篇章。在抗疫战场上，无数英雄无

畏逆行，与时间拼速度，与死神抢生

命，用责任与担当筑起守护生命的长

城；在脱贫攻坚战中，鲜红的党旗高高

飘扬，千万党员干部真抓实干、吃苦耐

劳、无私奉献，用热血与忠诚迎来全面

胜利；在抗洪一线，广大党员群众众志

成城、闻“汛”而动，在惊涛骇浪中彰显

英雄本色。一个个闪光的名字，一段

段动人的故事，都是鲜活的教学素材，

都是一堂堂感人肺腑、直抵人心的“大

思政课”。实践证明，让思政小课堂联

动社会大课堂，使丰富多彩的现实生

活对接条分缕析的授课内容，官兵就

能听有所思、学有所悟。

教无定法，贵在得法。讲好“大思

政课”，要创新方式方法。教育者表达

方式不灵活就难以出彩、走心、动人，

教育手段不丰富就难以铸魂育人、成

风化人。我军历来注重思想政治教育

的创新，《古田会议决议》就明确了党

报、政治简报、传单、布告、宣言、壁报、

革命歌谣、画报等多种教育手段。今

年春节期间，央视播出的《典籍里的中

国》节目，以多舞台、多空间、沉浸式戏

剧和古今对话的方式，讲述典籍故事，

对话华夏先贤，广受观众好评。这都

启示我们，思政课也需要像设计产品

一样，丰富手段、设计内容、创新语言，

这样才能让官兵听起来“新鲜”，嚼起

来“有味”，进而真学真懂真信真用。

“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讲好

“大思政课”，不仅要靠说教，更要靠身

教。在炮火纷飞的革命战争年代，我

军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成效明显，靠

的就是教育者“看我的”的以身示范，

靠的就是带兵人“跟我上”的标杆引

领。罗荣桓元帅传记中有这样的细

节：从在井冈山当连党代表开始，罗荣

桓就坚持一条，凡是要求士兵做到的，

自己首先做到，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作

为无声的命令。施教者言行一致，受

教者才会知行合一。台上怎么教育官

兵，台下就怎么躬身实践，才能以自身

的模范行动带领官兵并肩前行，才能

使思想政治教育取得更大成效。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

年，用好“大思政课”铸魂育人，尤其要

注重充分利用党史，深入挖掘红色资

源，丰富“思政”内容，引导官兵学史明

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激

发官兵爱党爱国的豪情壮志和奋斗激

情，自觉在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新征

程上主动担当、勇于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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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论坛

在竞争激烈的足球赛场上，一支

球队拥有球星并依靠球星的出色发

挥，往往更容易稳操胜券。然而，一旦

变成一味依赖球星，患上“依赖症”，则

获胜的把握可就难说了。因为球星总

有发挥失常或因伤下场之时，所以高

明的教练从不把“宝”押在某一球星身

上。

每读三国，常为诸葛亮的神机妙

算叫好，特别是他交给部下的那个

锦囊，每到紧要关头，只要从中取出

预先写好的妙计，立即就能化险为

夷。可人们也非常担心，万一某次

战斗未授锦囊，或锦囊丢失，惯于探

囊取计的部下该如何是好？果然，

在诸葛亮病逝后，患上“依赖症”的

蜀军将士便心智日衰，只得空饮败

亡之恨。

现实中，战场上双方对决，不仅仅

表现在对“高人”的依赖，也表现在对

“高科技”的依赖，以及对某种作战方

式的情有独钟。有资料显示，美军作

战行动严重依赖信息，没有充分的信

息支撑，绝对不敢贸然出击；地面作战

严重依赖空中力量，没有空中力量的

强力支援，没有可靠的空中打击效果，

地面部队一般不会轻举妄动；对外用

兵严重依赖航母战斗群，据说每遇突

发情况，美国总统首先要问的是“我们

的航母在哪里”。

从一定程度上讲，依赖既是一种

优势，同时也是一种束缚。假如战无

所依、兵无所靠，注定难有胜战的机会

和本钱。但凡事就怕过度，一旦依赖

过度，那么其持有的优势就可能变成

包袱和绳索，甚至成为最脆弱的链

条。历史上许多成功战例，其实都是

从对方所患“依赖症”上发现端倪、打

开突破口的。比如，“马奇诺防线”，不

仅起不到应有的防御作用，还成为军

事史上的笑柄。

习主席深刻指出，一些指挥员离

开了机关就不会判断形势、不会理解

上级意图、不会定下作战决心、不会

摆兵布阵、不会处置突发情况。这

“五个不会”，说到底就是严重的“依

赖症”所致。须知，指挥机关的“策”

与指挥员的“决”，蕴含着不同的学识

和胆识，两者可以相互借鉴，但决不

能相互替代。王近山“敢打没有命令

的仗”，陈赓直谏中央“调我西渡黄

河，不够‘英明’”……这些结合战场

实际的随机应变、作出的果断决策，

换来的是一场场胜仗。现在，个别指

挥员把本该自己做的事统统交由参

谋们去干，这已不仅仅是懒惰的表

现，更是对打仗不负责任的表现，还

奢谈什么能打胜仗？

战争受各种因素影响和制约，有

时候“依靠”并不一定可靠。某部一场

对抗演习正在紧张进行，在紧要关头，

红方指挥员召唤支援战机对前方目标

实施空中遮断。然而等待良久，支援

战机没能如约出现，演习一度陷入了

尴尬的沉寂。事后得知，因演习空域

突然出现极端恶劣气象，战机无法到

达指定地域。本想依靠空中力量打个

漂亮仗的红方部队，却因支援战机的

临时“缺席”仰天而叹。

现代战争是体系对抗、整体作战，

往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一荣俱

荣”当然是我们的期待，“一损俱损”绝

非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就像信息战并

不排斥火力战、智能化并不等于全能

化一样，联合作战也千万别忽视独立

作战，特别对那些不可或缺的技战术

手段等，要力求多手准备，力避单一选

择，一旦“失灵”，确保还有后手，达到

预期作战目的。

（作者单位：陆军研究院）

领兵打仗谨防“依赖症”
■张西成

谈训论战

漫画作者：周 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