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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讲：“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

兴邦，只在公私之间尔。”如何处理公与

私的关系，这是一个古老命题，也是一

个为政难题。

说 是 难 题 ，其 实 也 不 难 。 自 古 以

来，“明主之道，必明于公私之分，明法

制，去私恩”。大明无偏照 、至公无私

亲，治官事则不营私家、在公家则不言

货 利 ，是 最 起 码 的 为 官 品 德 和 从 政 操

守。公私不分、私欲熏心、以公谋私，既

为百姓所不容，也难逃法纪的惩治。

春秋时期，晋文公有一次问咎犯：

“谁可使为西河守者？”咎犯举荐了自己

的仇人虞子羔，晋文公十分不解。咎犯

说：“君问可为守者，非问臣之仇也。”后

来，虞子羔前去见咎犯并道歉说：“幸赦

臣之过，荐之于君，得为西河守。”咎犯

说：“荐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

以私事害公义。”

无独有偶。南宋政治家史浩打算

举荐陈之茂升任郡守，而陈之茂曾经贬

损过史浩。皇上不解地问：“卿岂以德

报怨耶？”史浩淡然答道：“臣不知有怨，

若以为怨而以德报之，是有心也。”后来

史浩又举荐严重诋毁过自己的莫济，并

解释说：“臣不敢以私害公。”

咎犯和史浩公私分明、公而忘私，

难能可贵。不以私事害公义，这是为政

者的本分，但做起来并非易事。《新唐

书》中讲，徐有功与皇甫文备一同断案，

却被其诬陷放纵逆党。多年之后，“文

备坐事下狱，有功出之”。许多人不理

解，徐有功说：“尔所言者私忿，我所守

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善哉，斯言，秉

公用权，秉公执法，法令则行。

公与私虽然泾渭分明，但也并非水

火不容。然而，正直之人绝不会假公济

私。《说苑》记载，吴王阖闾准备起兵伐

楚，为伍子胥报杀父之仇。伍子胥得知

后，赶紧进谏说：“诸侯不为匹夫兴师，

且臣闻之，事君犹事父也。亏君之义，

复父之仇，臣不为也。”最终停止发兵。

文章最后评价说：“如子胥可谓不以公

事趋私也。”

“ 官 无 大 小 ，凡 事 只 是 一 个 公 字 。

若公时，做得来也精彩。便若官小，人

也望风畏服。”不以私事害公义的人，必

然为世人所敬仰，终将被历史所铭记。

《新序》中讲，晋平公路过九原时感叹

说：“嗟乎！此地之蕴吾良臣多矣，若使

死者可起也，吾将谁与归乎？”随行的叔

向说应该是赵武，晋平公指其偏袒自己

的老师。叔向解释说：“臣敢言赵武之

为人也，立若不胜衣，言若不出口，然其

身所举士于白屋下者四十六人，是其无

私德也。”

公私问题是一面镜子，能照见为政

者的人品高下、官德高低。战国“四公

子”之一的孟尝君曾问白圭：“魏文侯名

过于齐桓，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

说：“文侯师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

此名之所以过于桓公也。”接着又说明

功不及五霸的原因：“以私爱妨公举，在

职者不堪其事，故功废。”公者千古，私

者 一 时 。 心 存 私 心 杂 念 ，有 贤 人 而 不

用，岂能成就千秋大业。

“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

宽。”毛泽东同志指出：“共产党是为民

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

利可图。”翻开《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

则》，第一条便是坚持公私分明，先公后

私，克己奉公。开国大将罗瑞卿，“文化

大革命”后一出来工作，便不顾身患疾

病、年老体弱，一心为老干部“平反”，过

了很长时间，才发现自己的“冤假错案”

还没解决。公权公用，大公无私，去私行

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人民群众

心中矗立起了不朽的精神丰碑。

“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

私二字。”公与私的背后，往往是义与

利、是与非、情与法、亲与清、俭与奢、苦

与乐、得与失的较量，一旦“私”字占了

上风，将会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苟非

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对于党员干

部来说，公私界限本应如楚河汉界，一

清二楚。然而，个别同志仍心存侥幸、

触碰红线，恣意输送利益，以公帑入私

囊，践踏党纪国法，最终跌入万劫不复

的深渊。

“ 为 一 身 谋 则 愚 ，而 为 天 下 谋 则

智。”所重者家国大义，所轻者个人私

利，这是共产党人的人格力量所在，也

是民族复兴的前途希望所在。在迈向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作为

胸怀天下、志存高远的共产党人，一定

要心底无私、天下为公，党群一心、勠力

奋斗，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

民、无愧于历史的光辉业绩。

（作者单位：联勤保障部队第 902

医院）

不以私事害公义
■曹海峰

军人的信心和勇气来自哪里？来自

健康强壮的体魄、千锤百炼的摔打，来自

视死如归的豪迈、忠于祖国的信念，但归

根结底要靠实力，特别是硬碰硬的实力。

拿破仑说：“战争的胜负，四分之三

取决于精神因素。”富勒则讲：“只要找

到合适的工具或武器，胜利就有了九成

九的把握。”由此可见，决定战争胜负的

因素是“气”还是“器”，自古以来就没有

标准答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战争最

讲究实力。无论是决战千里还是狭路

相逢，无论是运筹帷幄还是短兵相接，

实力都是最坚定的信心和勇气。

“用人群抵挡大炮，用左轮手枪防

守街垒，是愚蠢的。”战争是精神的比

拼，更是实力的较量。“匹夫之勇是斗

不过炮火的。”如果技不如人 、器不如

人、谋不如人，纵有“天塌下来只手擎”

的勇毅，也难有“横扫千军如卷席”的

胜 利 。 甲 午 海 战 中 ，致 远 舰 官 兵 虽 有

“置生死于度外”“今死于海，义也”的

英 勇 无 畏 ，但 终 因 舰 炮 射 程 、舰 船 航

速 、战 术 水 平 皆 不 如 对 手 ，而 舰 毁 人

亡、饮恨黄海。

“气为兵神，勇为兵本。”这个“勇”

是以实力为基础、以理性为内核、以智

谋为辅翼，而非逞一时之强、图一时之

快 。“ 暴 虎 冯 河 ，死 而 无 悔 者 ，吾 不 与

也。”没有实力支撑的信心，是夜郎自大

的盲目自信；没有实力打底的勇气，是

逞强好胜的匹夫之勇。1879 年的罗克

渡口战役中，祖鲁人手持阿塞盖短矛、

大盾，英军则人 手 一 把 来 复 枪 。 虽 然

祖 鲁 人 异 常 勇 猛 ，无 畏 地 迎 着 子 弹 冲

锋 ，但 结 局 可 想 而 知 ：十 几 个 小 时 之

后 ，祖 鲁 人 留 下 大 片 尸 体 溃 散 而 去 。

这 充 分 证 明 ，打 仗 靠 精 气 神 ，更 靠 实

力 。 从 某 种 程 度 上 讲 ，精 神 的 强 大 也

源自于实力。如果实力尤其是武器装

备 上 差 距 悬 殊 ，有 时 候 仅 靠 无畏和勇

敢是难以改变战局的。

我军历来是打精气神的，“钢少”曾

是我军的真实状态，但这并不代表我军

完全处于劣势。的确，我军是靠“小米

加步枪”发展起来的，在武器装备上与

敌人差距比较大，但在研敌知敌、战略

指挥、战术运用等“软实力”上比敌人要

强很多。正如陈毅同志所说：“我们愈

往下比愈差，但愈往上比则愈强。”正因

为“统帅部的战略指导更不知比他高明

多少倍”，我军官兵才信心倍增、底气十

足，敢于刺刀见红、血战到底，成为世所

公认的“无法复制的军队”。

“无谋之勇是匹夫之勇，无勇之谋

是懦夫之谋。”战场上，恐惧和胆怯往

往 缘 于 对 敌 人 的 不 了 解 ，信 心 和 勇 气

则更多来自知敌在先 、料敌如神。“一

切 反 动 派 都 是 纸 老 虎 ”，这 是 了 解 对

手、藐视敌人的信心；“一不怕苦、二不

怕死”，这是心中有数 、有我无敌的勇

气 。 我 军 一 路 走 来 ，之 所 以 能 够 以 弱

胜强 、以劣胜优，靠的就是知彼知己 、

因 敌 制 宜 ，采 取 灵 活 机 动 的 战 略 战

术。从红军时期的“十六字诀”，到抗

日战争的“持久战”；从解放战争的“十

大军事原则”，到抗美援朝战争的“零

敲牛皮糖”，这些打法是我军战争实践

的经验结晶，也是面对强敌敢于亮剑、

一往无前的信心和勇气所在。

克 劳 塞 维 茨 在《战 争 论》中 写 道 ：

“军队的勇气和士气在过去各个时期都

曾使军队的物质力量成倍地增强，今后

仍会这样。”过去，我们整体实力弱，靠

着“气”的锐不可当，弥补了“钢”的严重

不足。这是无奈的选择，也为此付出了

沉重代价。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军有

些武器装备性能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但与军事强国相比在某些方面仍然存

在一定差 距 。 我 们 既 要 讲 勇 气 、拼 血

性，又要讲方法 、懂策略，着眼发挥我

们 的 优 势 和 强 项 打 ，瞄 着 敌 方 的 软 肋

和死穴打，扬己之长 、避己之短，抑敌

之长、击敌之短，切实做到以“器”之强

大砥砺“气”的锐度，以“气”之充盈弥

补“钢”的不足。

强 国 必 先 强 军 ，军 强 才 能 国 安 。

当 今 世 界 正 经 历 百 年 未 有 之 大 变 局 ，

风险挑战之严峻前所未有。没有一支

强 大 的 人 民 军 队 ，就 没 有 祖 国 的 安 宁

和 人 民 的 幸 福 。 我 们 必 须 主 动 作 为 、

抢占先机，加速武器装备发展，夯实国

防 建 设 根 基 ，加 快 把 人 民 军 队 建 设 成

为 世 界 一 流 军 队 ，真 正 把 敢 打 必 胜 的

信心和舍生忘死的勇气建立在雄厚的

军事实力之上。每名官兵都要精武强

能、苦练硬功，勇于拼搏、敢打必胜，进

一 步 磨 砺 舍 生 忘 死 、向 死 而 生 的 血 性

胆气，全方位锻造敢打恶仗、能打硬仗

的硬核实力。

（作者单位：71602部队）

实力是最坚定的信心和勇气
—紧贴使命任务培育战斗精神系列谈③

■苏新波

“凡是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我们

就要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大胆地干、坚

决地干。”习主席的谆谆教导，既是对年

轻干部的明确要求，也是对全体党员的

深情激励。

我们常说，开路看先锋，群众看干

部；干部干部，干字当头。这既是职责要

求、从政本分，更是能力之源、成长之梯。

干是一种精神状态。埋头苦干、真抓实

干，还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想干愿干、

能干会干，还是心中无数、落实无果；大胆

地干、坚决地干，还是尸位素餐、怠惰无

为，最能看出一个干部的党性和作风。

“为政之要，重在履事，贵在成事。”

这个“事”，从根本上讲就是有利于党和

人民的事。事有难易，难事难为。疾风

知劲草，板荡识诚臣。大事难事、困境

逆境，是检验一个干部事业心、责任感

和党性修养的试金石，也是衡量能力强

弱、素质高低、称职与否的重要标尺。

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对党和人民有利的

事，无论难度有多大、风险有多高，都要

义无反顾、迎难而上，勇于挑重担子、啃

硬骨头、接烫手山芋，不断砥砺新担当、

实现新作为、展示新气象。

勤快的媳妇摔碗多。干事总是有

风险的。有的可能得罪人，有的可能出

现失误甚至错误，影响个人成长进步。

干部的价值在干事，因怕出事就少干

事、不干事，与党员干部的职责使命格

格不入。不担当不作为，不仅成不了

事，而且注定坏事、贻误大事。“宁愿不

做事，只求不出事”本身就是错，“只想

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

想出彩不想出力”终究要被追责问责。

“致力非凡之事业，定有非凡之精

神、非凡之担当。”强军之路不可能一

帆风顺，有许多“娄山关”等着我们去

征服，有许多“腊子口”等着我们去攻

克。面对困难和挑战、阻力和变数，我

们应秉持敢字当头的担当精神，放下

担心因错得咎的心理包袱，攀高山、涉

险滩、破藩篱，到强军兴军伟大事业中

一展抱负。唯有如此，方能不辱使命、

不负重托。

（作者单位：75210部队）

大胆地干 坚决地干
■邢静鹏 黄 贤

“坚定理想信念是终身课题，需要

常 修 常 炼 ，要 信 一 辈 子 、守 一 辈 子 。”

习 主席的这一重要论述，为党员干部

经受考验、砥砺成长指明了正确方向，

确立了精神坐标。

“ 信 ”方 能“ 守 ”，“ 守 ”源 自“ 信 ”。

面对酷刑折磨，邓中夏坚定地说：“敌

人对我们必然是残酷的，但敌人只能

伤害我们的肉体，却不能动摇我们的

意志，不能动摇我们的事业和我们的

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代代共

产党人始终坚信“团结起来到明天，英

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并把这一

坚定信念熔铸在血脉之中、镌刻在灵

魂深处，彰显于思想的纯洁、目标的纯

净、行为的纯粹。

“理想信念之火一经点燃，就永远

不会熄灭。”朱德同志在 89 岁高龄时，

亲笔写下“革命到底”的条幅，并反复学

习《共产党宣言》新译本，写了大量心得

体会。陈云同志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

员》中提出了好党员的“六条标准”，第

一条便要“终其一生，为他的信仰的实

现而奋斗到底”。终身课题需要终身修

炼，“一阵子”的坚持走不稳、走不远、走

不实，“一辈子”的坚守方能不变质、不

变色、不变味。

入党誓词字字铿锵：“为共产主义

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

切。”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需要

用 一 辈 子 甚 至 生 命 去 践 行 的 铿 锵 誓

言。有着 75 年党龄的老兵周智夫，病

重之际委托家人向党组织交纳 12 万元

“这辈子剩余的和下辈子的党费”。“红

色理论家”郑德荣在弥留之际，握住学

生的手，费力却坚定地留下人生遗言：

“不忘初心。”朴素的话语、赤诚的襟怀，

让人们读懂了理想信念在共产党人心

中的分量与重量。

“只要理想信念不垮，我们这支军

队 就 永 远 打 不 垮 。”无 论 是“ 信 ”还 是

“守”，做到一辈子都不容易，既不能一

蹴而就，也不会一劳永逸。每名官兵都

要把理想信念作为人生基石来加固、政

治灵魂来坚守，切实转化为对强军目标

的执着追求、对本职工作的不懈进取、

对高尚情操的笃定保持，不断从中汲取

前行的智慧和力量。

信一辈子 守一辈子
■宋子雄 祝明星

“云山行处合，风雨兴中秋。”刚刚

过去的中秋节，家国情怀又一次在军人

心中激荡。

“ 中 秋 节 是 物 质 的 ，更 是 精 神

的”——这是哲人的睿思。“中秋节是一

块月饼，更是一轮月亮”——这是诗人

的 浪 漫 。“ 头 顶 边 关 月 ，心 系 天 下

安”——这是军人的坚守。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

家。”一样的中秋，不一样的守候；同样

的月圆，别样的情愫。中秋节更多地

被赋予团聚的意义，但在军人的字典

里 ，团 圆 却 是 一 个 最 难 书 写 的 词 汇 。

一块甜丝丝的月饼，一串亮晶晶的葡

萄，一桌香喷喷的饭菜，父母膝下，儿女

灯前……这些触手可及的幸福，这份常

人轻易就能品尝的亲情，却常常成为军

人最奢侈的渴望。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

还。”为了万家灯火，为了万里河山，军人

将浓厚的思念化作久久的凝望，让滚烫

的热血流淌在紧张的战位。空中国门，

战机展翅护祖国祥和；雪域高原，手持

钢枪卫边关安宁；大洋深处，战舰破浪

守蓝色海疆；繁华都市，坚守岗位保万

家平安……军人仗剑为国、去家万里，艰

险相伴、归期难料，可能“天涯遥望唯梦

回”，可能“此夕羁人独向隅”。但正是

“一家不圆万家圆”的无私奉献，才换来

了“且喜人间好时节”的岁月静好。

国是最大家，家是最小国。军人许

党许国、报党报国，望圆月思小家，握钢

枪思国家。当皎洁的月光照耀着丰收

的大地，每一名军人心中升腾起的不仅

有“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浓浓相

思，更有“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的

大爱情怀。“守护万家平安，就是我们寄

托思念的最好方式”“大地睡了，森林还

醒着；夜空睡了，星星还醒着”“只要万

家灯火中有一盏是为我而亮，边关风雪

再大又如何”……这是军人对祖国和人

民最深情的告白。

“八月十五天门开，天上人间共团

圆”，中秋意境在于一个“圆”字。而这个

“圆”字，要靠钢枪作保证、和平作支撑。

如果给军人定制一本专属的日历，那么每

一页都会写着“战”字，而且越是“海上生

明月，天涯共此时”，越要“挽弓当满弦，将

士带甲眠”。抗美援朝时期的一个中秋

夜，志愿军官兵在阵地吟诵起诗句：“中秋

在战地，月是故乡明。亲人望明月，悠悠

祖国情。”正因胸怀“悠悠祖国情”，志愿军

将士在异国他乡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战争

奇迹，激励着一代代中国军人时刻紧握钢

枪，“挡住黑暗，送出明月”。

明月照征衣，万里寄相思。月光之

下，训练过后，万千将士可能来不及洗去

满身征尘，无暇观赏明月金菊，就伴着鼾

声安然入眠。他们的梦乡里，也许会出

现金戈铁马的演练画面，也许会浮现远

方亲人的幸福笑脸。但第二天当太阳从

地平线升起，他们又将“横戈马上行”，开

始新一天的战备值勤、卫国戍边。

（作者单位：武警长沙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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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靶场千方百计设置难题，绞尽脑

汁布置靶标，故意让参训官兵找不到、

打不着，逼着部队出高招、练新招、想妙

招。这种“就是让你打不中”的理念和

做法值得点赞。

刀在石上磨。战争年代，我们从战

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进一步。和平时

期，训练是最直接的战争准备，要想“练

一次进一步”，对抗训练是最接近实战

的训练方法。靶场是感知未来战争的

“准战场”、砥砺打赢能力的“磨刀石”，

其存在的意义是检验军人运用武器装

备的能力，演练“明天的战争”。多一些

“就是让你打不中”的故意“刁难”，方能

提供接近实战的练兵环境，淬炼未来战

场上的对决硬功。

“宁要狂风暴雨中的良好，也不要

风平浪静中的优秀。”战场是血与火、生

与死的较量，是最严酷的审计师。如果

今天在训练中顺风顺水，轻而易举取得

“高分”，走上战场就可能不堪一击、被

判“零分”。只有今天在演兵场上处处

遇难局、险局、危局，走得不顺、吃得不

香、住得不安，考核成绩不理想甚至不

及格，打起仗来才可能处变不惊、赢得

胜利。

“一支军队最可怕的不是没有对

手，而是没有‘可怕的对手’。”对抗训练

的目的是发现不足、研究对手、寻找对

策，树一个形神兼备的“强敌”至关重

要。“一切问题都是因为对手的存在。”

碰到真正的对手，才可能产生惊心动魄

的对局。没有高质量的“蓝军”，就永远

练 不 出 高 水 平 的“ 红 军 ”。 从“ 跨 越

2014·朱日和”系列演习开始，陆军几十

个旅团曾与“蓝军”展开实兵对抗，“红

军”鲜有胜绩。有了这样难缠的对手，

怎能不让“红军”使出全身解数、练就过

硬招数？

“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打造出

什么样的“矛”，往往取决于对手持什么

样的“盾”。从对抗训练实践看，一些

“蓝军”的“盾”还不够硬。有的无法扮

像强敌的作战理念、战法和行动，红蓝

对抗变成了红红对抗；有的电磁环境构

设不真、网电对抗强度不够，人为压低

对 手 ，削 弱 了 参 演 官 兵 实 战 体 验 ，等

等。“蓝军”不蓝、“强敌”不强，势必弱化

对抗训练的真实性，造成能力假象，让

官兵无法真正走入现代战场。

“练兵若难，进军就易；练兵若易，

进军则难。”过硬的素质，靠强大的对手

锻造。只有把对手设强、把对抗当真，

强度一年比一年大、难度一年比一年

高，真演实练、真打实抗、真攻实防，才

能让部队在一次次“打不中”中接受磨

砺，探寻切实可行的制胜之策。

（作者单位：65651部队）

多一些“打不中”的磨砺
■徐克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