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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瞭望

反 映“ 献 身 国 防 现 代 化 的 模 范 干

部”苏宁的报告文学《炮兵少校》中，记

录着这样一段苏宁让官兵望而生“信”

的故事——这个新干部不太爱说话，但

一有空就往炮场钻，火炮的性能他很快

就摸清了……大伙都觉得，这个新干部

干的都是打仗的正事，都很敬佩他，他

说的话老兵都爱听。

威信在管理中有特殊的力量。迈

出校门，走进营门，当职务名称中多了

一个“长”字，当从被管理者变为管理

者，怎样才能尽快建立威信？苏宁用实

际行动告诉新排长们：走好“官之初”，

赢得尊重和建立威信的途径固然有很

多，但最好的方法还是以战斗的姿态精

武强能，在主责主业上更专业。

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练兵备

战是军人的主责主业和第一要务，这就

像工人要做工、农民要种田一样，是军

人的天职，永远不会变，永远不能偏。

新排长到部队要打开局面、建立威信，

归根结底还要靠过硬的军事素质，而不

是靠别的什么东西。如果偏离了主责，

荒废了主业，主要精力、主要心思、主要

时间不花在主责主业上，综合演练时掉

链子，军事考核时拖后腿，何来威信？

群体认可定律认为，专业能力是赢

得本专业群体尊重的最好能力。军人的

专业是打仗，专业能力出众才能服众，精

武强能才能取得带兵资格证。事实也证

明，战士最服气的是对抗演练中高人一

筹的干部，官兵最喜欢的是比武竞赛中

摘金夺银的干部。可想而知，一个不懂

打仗、不懂指挥的排长，怎么有资格带领

全排上战场？一个不谋打赢、不强本领

的排长，哪能起到什么带头作用？

学者阎崇年说：“我对明清史那些事

儿还能说一说。不研究的东西不敢说。”

不研究，不敢说，对学者而言，是一种清

醒；但对军人来说，对军事不懂还不研，

不精还不练，则是失职，打起仗来是要流

血丢命的，是要出丑出局的。新排长只

有瞄准不懂的，抓住不会的，刻苦学习、

及早弄懂，补齐短板、狠练弱项，方能真

正做到懂打仗、善谋略、会指挥。

不可否认，新排长刚到部队，军事

课目上不大可能立马样样站排头，但这

绝不是“另辟蹊径”的借口。不懂就赶

紧学，不精就加油练，这样的态度和行

动，才会赢得战士认同。比如，国防大

学一名教授在部队调研干部第一任职

能力情况时发现，“那些暂时军事素质

不过硬，但持续表现出钻军事的劲头，

真正把打仗当主业、专业和事业的新排

长，大家也很认可”。

第一任职能力既是适应能力、融入

能力，也是打赢能力。军队越职业化，要

求能力越专业化。坚持不懈钻打赢这件

正事，必须要做，而且必须要做好。今

天，面对基层官兵给新排长出的“入职考

题”，新排长们应该早些快些多些用素质

过硬、能打胜仗的行动来作答。

排长的名字排在全排花名册的第

一个。这里的“一”，竖起来意味着标

杆，要求排长要有“带头干”的能力；横

起来看像根扁担，要求排长要有“跟我

上 ”的 担 当 。 如 果 新 排 长 有 能 力 而 没

担当，关键时刻不敢站排头，也会被官

兵看不起。

当然，鼓励新排长以精武强能赢得

带兵资格证，并不是要求对其他方法全

盘舍弃。恰恰相反，在处理敏感事务时

顾全大局、坚持原则，在朝夕相处中心

系士兵、解难帮困，在沟通交流时有与

战士相同的话语体系，在训练间隙有跟

战士玩在一起的各类特长，都有助于消

除“官味”增强“兵味”，这些也是应该注

意加强的。

（作者单位：武警四川总队机动第

一支队）

精武强能是最好的带兵资格证
—新排长如何走好“官之初”④

■胡继方

重大决策敢拍板、关键

问题善拍板，是领导干部必

不可少的素养。会不会拍

板、敢不敢拍板、拍板快不

快，体现着领导干部的智慧、

担当。

军人的专业是打仗，专业能力出众才能服众。走好“官之

初”，赢得尊重和建立威信的途径固然有很多，但最好的方法还是

以战斗的姿态精武强能，在主责主业上更专业。

“没有天生的冠军，更没有常胜将

军，我只有一颗不断超越世界之巅的野

心。”东京奥运会结束后，这条中国乒乓

球协会主席刘国梁多年前写下的微博，

再次上了热搜。

这条微博里，除了众多“迷弟迷妹”

的点赞，球迷们还写下不少跟帖：“哪有

什么天下无敌，无非是骨子里的居安思

危和超出常人的努力”“站在一项项冠

军累积起的成绩簿上，最难战胜的对手

不是别人，正是自己”……

人们喜欢体育，因为可以欣赏速度

与力量迸发的激情，因为可以欣赏身体

与 动 感 建 构 的 优 雅 ，更 因 为 赛 场 如 人

生 ，其 中 蕴 含 着 启 人 心 智 的 力 量 。 比

如 ，中 国 乒 乓 球 、跳 水 、举 重 等“ 梦 之

队”，他们用不断超越自我的清醒、忧患

和努力告诉我们，胜利是全新起点，而

不是奋斗终点，只有从“过去的自己”中

跨过去，从“胜利的自己”中走出来，才

能找准“行远自迩”的路标，迈向更加可

期的“诗和远方”。

然 而 应 该 看 到 ，胜 而 怠 、赢 而 骄 、

成 而 懈 ，是 人 类 心 理 的 劣 性 。 与 这 一

“劣性”的战斗是持久战 、拉锯战。古

今 中 外 ，不 少 人 战 胜 了 强 敌 却 没 能 战

胜“劣性”，给人们留下了“败事多因得

志时”的警策。

李自成进京后为何迅速溃败？一

个原因就是胜利后不见忧患，忘记了金

戈铁马，沉迷于声色犬马，结果庆功酒

还没喝完就被打翻了。太平天国为何

很快陨落？原因之一就是几次胜利让

洪 秀 全 和 他 的 下 属 自 大 并 贪 恋 功 名

了。历史上，多少由胜转败的教训，多

少由强到弱的经历，都印证着古人郑瑄

的那句名言——“浓于功业，生造作病；

浓于名誉，生矫激病。”

其实，在与“劣性”战斗中败下阵来

的岂止古人。著名核物理学家奥本海

默，这位世界“原子弹之父”在功成名就

之后，每天最大的喜悦就是欣赏橱柜里

的各种奖状、贺电，结果科研创新能力

像自由落体一样下降了。

西方有这样一句谚语：“谁在凯旋中

战胜自己，谁就赢得了两次胜利。”的确，

取得成功时的坚持不懈，要比遭到失败

时顽强不屈更难能可贵，更令人钦佩。

居里夫人获得诺贝尔奖后说，“成

绩 属 于 以 前 ，我 更 忧 心 于 没 有 攻 克 的

难题”；袁隆平被授予“共和国勋章”后

说 ，“ 回 去 第 一 件 事 ，还 是 要 下 田 看

看”；粟裕在每次打了胜仗后，都要求

把问题和不足找全、找准，并把改正措

施 落 实 好 …… 这 启 示 我 们 ，成 功 之 后

仍然心存忧患，远虑长谋，方不致触礁

迷航；胜利之后依然宵衣旰食，勇于创

新，方不致沉沦不振。

前不久，媒体集中宣传了被中央军

委授予“强军先锋飞行大队”荣誉称号

的空军某部。该部战斗力一直强大的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面对众多的荣

誉，想得更多的是如何换羽奋飞，再立

新功。在他们看来，战争的“脸”不停在

变，打胜仗的能力标准不停在变，潜在

对手的能力同样不停在变，过去行之有

效的方法，现在未必可行；上次成功的

路径，也可能成为下次失败的原因。沉

迷于昔日的荣光，停滞在过去的经验，

无异于给自己“设套”，要想保持第一，

就须勇创第一。

当年，毛泽东同志带领党中央“进

京 赶 考 ”时 提 醒 大 家 要 做 到“ 两 个 务

必”；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取得成就

时要求大家要保持那“一股子气呀、劲

呀 ”。 展 开 党 书 写 的 历 史 长 卷 不 难 发

现，正是因为全党全军在取得成绩后保

持清醒、不懈奋斗，我们党才团结带领

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

今 天 ，我 们 所 处 的 是 一 个 船 到 中

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阶段，是

一 个 愈 进 愈 难 、愈 进 愈 险 而 又 不 进 则

退 、非进不可的时候。方此之时，“我

们 千 万 不 能 在 一 片 喝 彩 声 、赞 扬 声 中

丧 失 革 命 精 神 和 斗 志 ，逐 渐 陷 入 安 于

现状、不思进取、贪图享乐的状态”“决

不 会 躺 在 过 去 的 功 劳 簿 上 ”。 知 道 了

征 途 的 遥 远 ，就 不 会 为 取 得 的 成 绩 沾

沾 自 喜 。 每 名 官 兵 只 有 自 觉 克 服“ 小

富即安”的自满情绪、“喘气歇脚”的松

劲情绪、“不思创新”的守摊情绪，始终

保持披荆斩棘、一往无前的拼劲，不屈

不挠 、愈挫愈勇的韧劲，居安思危 、续

写 荣 光 的 干 劲 ，才 能 在 强 军 征 程 上 不

断书写人生华章。

在凯旋中战胜自己
■范承达 王 烁

玉 渊 潭

画里有话

“动中通从此再也不是‘短板清单’

里的老面孔了！”8 月中旬，通过专攻精

练攻克动中通这一老大难后，某旅领导

再次告诉官兵，补短板，就得拿出战争

年代攻山头那样的决心和劲头。

短板，是己方战斗力链条上的薄

弱 点 ，在 敌 方 眼 里 是 攻 击 的 关 键 点 。

短板，不攻克是战斗力建设的堵点，攻

克了是战斗力提高的增长点。打赢战

争靠扬长避短，也靠扬长补短。不补

短，短板就会成为作战体系的“命门”

“ 死 穴 ”，就 会 成 为 暴 露 给 敌 人 的“ 软

肋”“七寸”，就可能在作战中引发多米

诺 骨 牌 效 应 ，成 为“ 阿 喀 琉 斯 之 踵 ”。

有 一 个“ 软 指 头 ”，就 难 以 攥 成“ 硬 拳

头”。练兵备战中，只有补齐体系作战

的短板，才能扩大打赢的容积，推动战

斗力建设在更新、更高、更优的起点上

拓展深化。

不可否认，个别短板确实是训练中

的难点，一时半会难以补上不说，补短

板时还可能担风险。但应看到，大部分

短板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并非能力

不够，而是决心不大。有的“拖”短板，

新官不理“旧账”，使短板始终“涛声依

旧”；有的“躲”短板，担心这些组训难度

大、风险系数高的“烫手山芋”烫掉了自

己的“乌纱帽”；还有的假装在“补”短

板，对短板课目训也训了，考也考了，但

效果怎么样却不怎么关心。

“千难万难，只要重视就不难；大路

小路，只有行动才有出路。”没有破茧的

勇气，难有化蝶的壮丽。补短板，决心

比方法更重要。敢不敢向短板叫板，是

一名军人血性和担当的“试金石”。试

想，如果像上面提到的某旅那样，视短

板为必须攻克的山头，狠下一条心，立

下军令状，组织精兵强将，分析短板成

因，选用精准战法，短板这个“山头”肯

定会在一次次进攻中被攻克。

许世友将军一次在谈到我军能打

恶仗的秘诀时说：“最重要的是我们不

怕敌人，有吃掉他的坚强决心。”很多

时候，横亘在我们面前的困难，看上去

好 像 是 高 山 ，实 际 上 不 过 是 座 小 山

丘。能否迈过去，关键就看我们能否

拿出攻坚克难的意志。攻克训练短板

中，像杨业功那样“哪壶不开提哪壶”，

像马伟明那样“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

行”，就一定能以“越是艰险越向前”的

刚健勇毅和“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顽

强意志，将训练短板转化为提升战斗

力的跳板。

（作者单位：第78集团军某旅）

像攻山头那样补短板
■张忠博

漫画作者：周 洁

近日，看到两则有关拍板的新闻。

一则是，某地出现新冠肺炎本土疫

情后，当地一名主要领导干部像扔“冒烟

的手榴弹”一样，迅速将处置方案呈给上

级，本应自己拍板的事，推给上级决定。

事后，这名官员被严肃问责。

另一则是，某部综合演练中，穿插分

队队长在带领队员隐蔽接敌时，意外发

现“蓝军”机动通信枢纽。该队长当即拍

板 ，带 领 小 分 队“ 吃 掉 了 送 到 嘴 边 的

肉”。演练结束，该队长因临场指挥能力

强而受到嘉奖。

古时官员审案时，板声一响，生死

立判。“清官拍板洗清沉冤，昏官拍板草

菅人命。”“拍板”一词形象地体现了快

速决断的重大意义。该拍板时不拍板，

是失职；在拍板时乱拍板，是渎职。从

某种意义上说，会不会拍板、敢不敢拍

板、拍板快不快，体现着领导干部的智

慧、担当。

决策是管理者的天然权力。重大

分 歧 谁 来 定 夺 ？ 关 键 事 项 谁 来 敲 定 ？

紧急关头谁来决策？都需要主要领导

一 锤 定 音 。 重 大 决 策 敢 拍 板 、关 键 问

题 善 拍 板 ，是 领 导 干 部 必 不 可 少 的 素

养 。 我 党 更 是 明 确 要 求“ 主 要 负 责 同

志 要 有 改 革 担 当 ，在 关 键 问 题 上 要 敢

于 拍 板 ”。 而 对 于 那 些 关 键 时 刻 击 鼓

传 花 、重 大 问 题 议 而 不 决 的 主 要 领 导

干 部 ，一 名 中 央 领 导 同 志 曾 一 针 见 血

地指出，“不敢拍板绝不是好干部”“是

会误大事的，会让群众失望的”。

敢于拍板是一种担当。需要拍板的

事情，有的是利益交织的“挠头事”，有的

是前途不明的“新鲜事”，个别领导干部

之所以对这些事不敢拍板，其中一个重

要原因，就在于担心拍板后的不良结果

影响自己前途。“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

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自入局、挺膺负责，

乃有成事之可冀。”大事难事看担当。问

题越是敏感，越不能躲避；问题越是棘

手，越不能袖手。犯其至难，方能图其至

远。对于存在的矛盾和问题，领导干部

只有出于公心，敢于出击，敢于碰硬，才

能以无私无畏的勇气和解决问题的成效

推动部队全面发展。

敢于拍板是一种敏锐。战争年代，

党中央在发给前方将领的电报和指示

中，很多都写有“望机断行之”“请按实情

决定”“必要时，可独立处置，不要来电报

告”等要求。正是我军各级指挥员敢于

抓住战机当即决策，才赢得了一个又一

个胜利。“善为将者，必因机以立胜也。”

古代兵书更把“多谋寡断，犹豫不决”视

为将领的大忌。可以说，瞬息万变的战

场上，能否在战机出现时果断拍板，体现

指挥水平，事关战场胜败。如果在战机

出现时不敢拍板，照样“不管大事小事，

我都层层请示”，照样慢慢腾腾“开会研

究一下”，这样的指挥员，瑞士军事家尼

米兹的评价是，“看到战机而不用战机，

就是在给敌人创造战机”。

敢于拍板是一种智慧。有人统计，

毛泽东一生的重大紧急决策，绝大多数

是正确的。毛泽东紧急拍板时的“灵光

一闪”“计上心头”，并非“得来全不费功

夫”的偶然，它来自于知识和经验的长

期 积 累 ，是 勤 于 学 习 和 善 于 思 考 的 产

物。知识的积累是能力飞跃的前提，知

识“厚积”方有妙计“薄发”。没有知识

的厚度，难有拍板的准度。领导干部只

有既独立多思，又博采众智；既立足全

局 ，又 兼 顾 局 部 ，才 能 把“ 书 斋 里 的 学

问 ”“ 书 架 上 的 摆 设 ”变 成 决 策 中 的 参

考、实践中的指南。

（作者单位：海军某支队政治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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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升基层思想政治工作质量和

水平？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的

《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

的意见》 提出了破解之策：“在思想上

解惑、精神上解忧、文化上解渴、心理

上解压。”

马克思、恩格斯在 《神圣家族》 一

文中说：“人的全部发展都取决于教育

和外部环境。”政治工作说到底是做人

的工作，主体是人、对象是人，出发点

和落脚点也是人，一切环节都要围绕人

而 展 开 。“ 在 思 想 上 解 惑 、 精 神 上 解

忧、文化上解渴、心理上解压”，就体

现出政治工作这一突出特征和鲜明的问

题导向。可以说，什么时候尊重人、理

解人、关心人越真诚，政治工作的独特

优势就发挥得越明显；什么时候培养

人、塑造人、服务人越到位，政治工作

的生命线地位就越巩固。

思 想 上 解 惑 。 哈 佛 大 学 有 句 名

言：教育的真正目的就是让人不断提

出 问 题 、 思 考 问 题 。 思 想 问 题 是 什

么 ，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就 应 冲 着 什 么 发

力；怎样有利于解决问题，思想政治

教育就应该怎样展开。“花繁柳密处拨

得 开 ， 才 是 手 段 ； 风 狂 雨 急 时 立 得

定，方见脚根。”在思想上解疑释惑，

不但能授人以真知，坚定人信念，而

且能够有效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

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精神上解忧。2018 年，国外一家

就业网站发布了一份全球职业压力排

行榜，从生活、发展、竞争、环境等

11 个 指 标 ， 对 200 多 个 职 业 进 行 评

估，现役军人排名第一。当前，部分

官兵面临不少后顾之忧，比如任务调

整难适应、婚恋问题难解决、两地分

居难团圆等。毛泽东同志说过：“所谓

放下包袱，就是说，我们精神上的许

多负担应该加以解除。”只有弄清官兵

的 所 忧 所 盼 ， 回 应 官 兵 的 利 益 诉 求 ，

坚 持 解 决 思 想 问 题 和 实 际 问 题 相 结

合，既要解释好，更好解决好，才能

让官兵轻装上阵、放开手脚，撸起袖

子加油干。

文化上解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

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

途的灯火。”塑造中国心、民族魂、强

军志，需要发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

独特作用。应着眼满足官兵精神上的需

求、文化上的渴求，下大力气打造特色

文化，培育联合文化，创新仪式文化，

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营造军味浓郁、

正气充盈的政治文化环境，让官兵时时

处处受熏陶受教育。

心理上解压。俗话说，“心病还须

心药医”。心理问题不能和思想问题简

单画等号。正确解决心理问题，往往需

要心理、医疗、思想等方面的多重调

节，需要各级各部门共同面对、对症下

药。应把心理上解压作为政治工作的重

要课题，下功夫普及心理科学知识，开

展心理教育疏导，提供心理咨询服务，

组织心理行为训练，培育官兵良好的心

理素质。

（作者单位：北京卫戍区某警卫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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