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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观澜

长城瞭望

画里有话

玉 渊 潭

长城论坛

一支英勇善战的军队里，必有身先

士卒的指挥员。

1935 年，贺炳炎率部与敌军在瓦屋

塘展开激烈战斗，囿于地形劣势两次冲

锋都收效甚微。这时，他端了一挺机枪

到 前 线 带 头 冲 锋 ，战 士 们 见 此 深 受 鼓

舞，个个勇猛向前。这一役让贺炳炎失

去了右臂。此后，他依旧本色不改，冲

锋在前。

开 国 上 将 王 震 素 以 勇 武 著 称 。

1938 年汾河战役，王震直接抬棺上阵：

“我领头向前冲，要死我先死，我死后就

装在这口棺材里。”他的壮举极大激励

了参战官兵，也让侵略者闻风丧胆。最

终，我军大获全胜。

“观国者观君，观军者观将。”人民

军队之所以有战斗力，就是因为有一大

批智勇双全、能征善战的战将。他们不

仅智谋过人，而且敢于喊出“跟我上”

“我先来”，跟着这样的指挥员，官兵自

然敢上、敢打、敢拼，不畏生死。

“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

于将。”指挥员身上有千钧重担，身后有

千军万马，一举一动关乎战场胜败，关

系战士生死。正所谓率军者披坚执锐，

执戈者方能战不旋踵。有什么样的指

挥员，就能带出什么样的部队。战争年

代，指挥员的身先士卒激励官兵在战场

上不怕牺牲、奋勇杀敌。和平年代，指

挥员的身先士卒还体现为勇于当好备

战打仗的带头人。指挥员目光紧盯战

场，聚焦主责主业，磨炼胜战能力；官兵

自然会把打仗镌刻心里，用肩膀扛起使

命，刻苦锤炼本领。

必须看到，随着现代战争形态和作

战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指挥对抗的作

用空前上升，作战指挥战略性、联合性、

时效性、专业性、精确性要求也越来越

高。现代战争对指挥员的能力素质提

出了更高更全面的要求。而我军已经

几十年没有打过仗了，拥有现代战争经

验的指挥员少之又少。

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从学习中增强

本领，历来是我军指挥员的优良传统。

1954 年 7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

向中央军委递呈报告提出“建议开办战

役系，加强高级将领的训练”。首批进入

战役系学习的，有杨得志、陈锡联、韩先

楚、刘震、李天佑、张震等 52 名赫赫有名

的将领。这个系也被称为人民军队历史

上第一个“将军系”。即使是战争年代身

经百战的战将，他们依然丝毫不敢停下

学习的脚步。因为他们深知，世界上没

有两片相同的树叶，历史上也没有两场

完全相同的战争。打仗是一门大学问，

只有下功夫钻透这门大学问，才能找准

胜战的方向、掌握打赢的规律。

近年来，全军各级指挥员纷纷走上

练兵一线，带头进入战位、进入角色、进

入情况，带头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

打仗，带头练谋略、练指挥、练联合，引

领带动官兵积极投身练兵备战，扎实推

进军事斗争准备。但也有少数指挥员

的“手电筒”习惯于只照别人不照自己；

有的嘴上说的是明天的战争，满脑子却

是昨天的战争；有的则完全浸泡在文山

会海、迎来送往等事务性工作上，对于

主责主业却若明若暗。

“为将之道，所谓身先士卒者，非独

临阵身先，件件苦处要当身先。”作为军

中脊梁、部队中坚，指挥员是士兵信赖

的主心骨，以身作则是比命令更好的激

励和感召。面对严峻的安全形势和现

实的能力短板，各级指挥员要有强烈的

“本领恐慌”，下功夫解决好“两个能力

不够”“五个不会”等问题，回归带兵打

仗、练兵打仗的本真本位，着力提高战

略素养 、联合素养 、指挥素养 、科技素

养，在重大军事斗争实践、重大军事演

训活动中磨砺自己，提高打仗本领，当

好 备 战 打 仗 的 带 头 人 。 自 己“ 一 不 怕

苦、二不怕死”，就不怕带不出一支素质

过硬、有血性有胆气的胜利之师。

（作者单位：南部战区）

身先士卒是最有效的命令
——紧贴使命任务培育战斗精神系列谈④

■梁启英

战争年代，指挥员的
身先士卒激励官兵在战场
上不怕牺牲、奋勇杀敌。
和平年代，指挥员的身先
士卒还体现为勇于当好备
战打仗的带头人。

“为将之道，所谓身先
士卒者，非独临阵身先，件
件苦处要当身先。”作为军
中脊梁、部队中坚，指挥员
是士兵信赖的主心骨，以
身作则是比命令更好的激
励和感召。

9 月上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防

军事频道节目，披露了全国范围内为期

一年的打击涉军造假违法犯罪“亮剑”

专项行动成果，赢得人民群众和广大官

兵一致叫好。

这些年来，冒充军人以婚恋为由骗

取女性钱财、冒充“部队领导”招摇撞

骗、假冒军人骗享优待政策等涉军违法

犯罪案例屡见不鲜。不法分子利用人

民群众对军人的高度信任，假借军人军

队名义肆意行骗敛财，严重损害军队形

象声誉，严重危害国防和军队建设，社

会影响恶劣。

拔出萝卜带出泥。上述案件的发

生，与市面上假军用品的盛行有直接关

系。尤其近几年，军用品贩假卖假渠道

越来越多，手段也五花八门。除了有实

体店售卖假军用品，一些网店更是一度

光明正大售卖假军服，“正品”字样公然

打到广告上。有的网店售卖军人标志服

饰手段隐蔽，广告只提供样品背面照，图

片上加一句“懂你所需”，下单要联系客

服；有的广告图片上写着“退伍上交”，交

易量“月销 1000+”，诱导买假者上钩。

而仔细看也可以发现，这些假军用品的

发货地，往往集中于个别城市，制假贩假

售假俨然已经形成一条产业链。

这次多地公安机关和军队保卫部

门联合出击，追溯源头，打掉了十多个

相关制假卖假团伙，端掉数十个制假售

假窝点，有效遏制了涉军造假违法犯罪

势头，相信也对一些企图效仿谋取利益

者形成了警示和震慑。

随着节目中一些案件细节的披露，

也让熟悉部队的人们大跌眼镜。案例

中有的冒充者军衔和标志服饰明显不

符，有的年纪轻轻竟然肩扛将星，有的

所穿军服都不是部队现在的军服，可以

说假冒到荒唐的地步，但还是能骗到一

些群众。不法分子利欲熏心是一方面，

受骗群众警惕性低、鉴假能力薄弱也是

重要原因。这也间接告诉我们，国防教

育工作尚有留白，全民国防教育有待深

入普及开展。

必须注意的是，因为经济利益驱

使，加上犯罪成本低，军用品制假售假

一直久禁不绝。这就需要相关部门不

是集中于一时，而应持续加大打击和惩

处力度。对那些出售假军用品的网络

购物平台，也应该依法依规加强管理和

规范。同时，应加强国防教育，普及军

事常识，既要正面宣扬，又要有反面教

育，使人民群众更多了解军队、了解军

人。这样才能全面遏制涉军造假违法

犯罪，净化社会环境，维护军队和军人

的良好形象。

决不让涉军造假者逍遥法外
■高 洋

据《钱学森传》记载，1956 年 2 月 1

日 晚 ，毛 泽 东 同 志 在 中 南 海 怀 仁 堂 招

待参加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的全体

委员。钱学森收到的请柬上写着他的

席位在第 37 桌，到了宴会厅后被工作

人员领到了第 1 桌，紧挨毛泽东座位的

右侧——就是我国传统中第一贵宾的

位置。这充分体现出党和国家对人才

的 渴 求 和 重 视 ，点 燃 了 更 多 海 外 科 学

家回国工作的强烈渴望。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寻觅人

才求贤若渴，发现人才如获至宝，举荐

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各尽其能，这

是一个伟大民族生生不息的悠久传统，

也是一个百年大党励精图治的制胜之

道。回顾我党我军的历史，识才爱才敬

才用才的故事，俯拾即是、不胜枚举：周

恩来把科学家当作“国家宝贝”，邓小平

当科技人员的“后勤部长”，朱德月下追

回电台技术员，陈毅为知识分子“脱帽

加 冕 ”，聂 荣 臻 主 持 拟 定“ 科 学 宪

法”……正是凭着识才的慧眼、爱才的

诚意、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

良方，我们党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

一起，凝聚起强国强军的磅礴力量。

延安时期，党中央专门制定优待文

化技术干部条例，提出“要使他们及其家

属无生活顾虑，专心工作。对于特殊的

人才，不惜重价延聘”。《陕甘宁边区施政

纲领》规定：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

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边区政

府拿出财政总额的 2/3 用于保障知识分

子生活，这在当时几乎是“倾其所有”。

那时，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津贴每月不过

10 元，音乐家冼星海的津贴费是每月 15

元，著名学者何干之的待遇是“每月 20

元津贴费，还派给他一名警卫员”。

人才的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

人才制度的竞争。延安时期，正是理想

信仰的感召加上“抢夺知识分子”的强烈

意识和深得人心的好政策，吸引了无数

知识青年“爬也要爬到延安城”。诗人何

其芳描绘知识青年奔赴延安的景象：“延

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

走过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

走进这城门。”

“是龙就让它闹大海，是虎就让它

啸山林。”对人才最重要的关怀，就是让

他们都能施展才干、实现价值。当年，

习主席在河北省正定县工作期间，拟写

100 多封“求贤信”、制定“人才九条”、深

夜“扯开嗓门”喊人才……许多惜才爱才

的佳话广为流传。比如，他经多方征求

意见并与主要领导沟通后，在常委会上，

提议非中共党员的贾大山担任文化局局

长。在那个年代，党外人士在县里担任

部门正职，在正定历史上绝无仅有。

“有高世之才，必有遗俗之累。”很

多人才一方面才华横溢，一方面个性十

足。所以，对人才不能求全责备，而要

用其所长、避其所短。1942 年 4 月，延

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夕，毛泽东约请剧

作家塞克来自己的窑洞聊天，想不到塞

克以“有拿枪站岗的地方我不去”为由

拒绝。毛泽东闻讯后，下令撤去塞克必

经之路上的所有岗哨，自己则在窑洞前

的山坡上遥遥相候。

聂荣臻元帅主抓全国科技工作期

间，不但生活上关心科技干部，而且工

作上支持他们，政治上信任他们，真正

做到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一次导弹

发射测试，厂房里一切正常，到发射场

后导弹箱体却被压扁了一小块。钱学

森经过仔细检查，认为没问题。但是，

现场相关领导却不敢签字。事情报告

到远在北京的聂帅那里，聂帅同意钱学

森的意见。第二天，导弹如期发射，结

果完全成功。这件事情让钱学森记了

一 辈 子 ，因 为 他 感 到 聂 帅 真 正 做 到 了

“技术上由你钱学森负责”。

强军之道，要在得人。搞现代化建

设、抓军事斗争准备，固然离不开经费

和装备保障，但最核心的是人才问题。

全军应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

的理念，积极营造人才辈出、人尽其才

的良好环境，从“心”出发爱才敬才，用

尊重人才、培养人才、关爱人才的实际

举措，努力造就更多能够担当强军重任

的优秀军事人才，牢牢把握决定战争胜

负的命脉。

从“心”出发爱才敬才
■焦利英

9 月中旬，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

了各省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其中不乏因违规收取礼品礼金、接受宴

请等在少数党员干部眼中“无所谓”的

“小事”而被通报的案例。

近年来，随着反腐败工作力度不断

加大，一些违法乱纪的干部受到法律严

惩。我们在拍手称快之时，也常常思考

这样一个问题：这些领导干部能够走上

关键工作岗位，必定也是在某些方面有

才干之人，工作能力不能说没有，日常

工作也不见得不努力，究竟是什么让他

们走上了违法违纪的歧路？

其实，许多腐败分子一步步走向犯

罪深渊，都是从上述这类小事小节上觉

得“无所谓”开始的。面对礼品，“反正就

是些土特产无所谓”；接受宴请，“反正坐

在这里的都是自己人无所谓”；面对递过

来的礼金红包，“也没多少无所谓”……

此类心理，恰恰暴露了少数党员干部思

想认识的误区。须知，一旦卸下心理防

线，从“小东小西”到什么都敢“笑纳”，从

“管涌”到“决口”“溃堤”，只是时间问题。

一些人觉得吃点拿点喝点“无所

谓”，反正都是“一点”。但是，有些人却

是一星半点都觉得“有所谓”。上世纪

八十年代，杨善洲和下属一起到龙陵下

乡，晚上在招待所吃饭。第二天，他问

秘书前一天晚饭多少钱时，才知道是当

地的县委书记结了账。于是，他让秘书

连夜坐公交将饭费 6 块 5 毛钱还了回

去。秘书很不解，来回交通费加住宿费

花了 32 元，就为了还那 6 块 5 毛钱。杨

善洲却说，民心才是大账，小事小节上

也必须守住共产党人最基本的作风。

小事小节中有党性，有原则，有人

格。小事小节“无所谓”心理的背后，其

实是对党性原则的淡化和轻视。与此

相对，那种看来似乎有点“较真”的“有

所谓”背后，则是坚定党性原则的体现，

是对名节操守的珍惜。

小事小节不仅关乎个人操守，也关

乎党的形象，关乎人心向背。作为一个

百年大党，共产党人的形象就是从注重

这些小事小节当中立起来的。

新中国成立后，有一年江西的同

志到北京开会，顺便给朱德捎去几筐

冬 笋 。 朱 德 批 评 说 ：“ 下 面 的 同 志 往

中央送东西，这个风气不好。这些冬

笋都送到机关供应站去，让大家按市

价 购 买 ，谁 吃 谁 掏 钱 。 我 们 要 吃 ，也

得 拿 钱 去 买 。 把 收 回 的 钱 交 给 江 西

的同志。”

刘少奇对外视察规定了“四个不

准”：一不准迎来送往；二不准请客吃

饭 ；三 不 准 收 礼 受 赠 ；四 不 准 前 呼 后

拥。刘少奇对规定严格执行，地方干部

送来的土特产一律退回，送来少量食品

按市价付钱；外宾赠送的礼物全部上

交，从不据为己有。

老一辈革命家在小事小节上尚且

如此，今天的共产党人更不应丢掉这样

的优良传统。“不矜细行，终累大德”。

小节虽小，也是考验。对党员干部来

说，如果在小节上始终抱着“无所谓”的

心理，那就会积“小错”成“大错”，最终

“小洞不补，大洞吃苦”。

“自我心存道，外物少能逼。”党员

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应当以一些人的

案例教训为镜鉴，加强党性锻炼、坚定

理想信念，既要做到心中有界，知道哪

些事情不能做，也要做到心中有戒，自

觉绷紧纪律规矩弦。如此，才能在“从

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中，在岗位上绽

放人生光彩。

（作者单位：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

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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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事小节中有党性，有
原则，有人格。小事小节“无
所谓”心理的背后，其实是对
党性原则的淡化和轻视。与
此相对，那种看来似乎有点

“较真”的“有所谓”背后，则
是坚定党性原则的体现，是
对名节操守的珍惜。

一名指导员谈起任职体会，对日常

围绕计划、教案、会议记录、要事日志、

学习笔记等“补本—迎检—补本—迎

检”的工作状态深感无奈，笔者遇到的

其他基层干部也有同样的苦恼。

在不断强调为基层减负、戒除过度

留痕的当下，为什么在一些单位，翻本子、

查笔记、考背记依然是检查调研、指导帮

建的惯用“抓手”，“工作干得好不如本子

记得好”仍是基层干部不得不承受之痛？

要知道，这种陈旧低效的工作指导

方式和让人难以信服的评价标准，正在

深深侵害基层干部的身心、影响他们的

干劲。

近年来，很多通知整改文件都对解

决过度留痕问题提出明确要求。《大纲》

也明确规定，党委机关“不得为了迎检

迎考要求基层补教育笔记、补登记统

计 ，不 得 简 单 用 工 作 痕 迹 来 评 判 工

作”。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单

位仍然不能按章办事纠治彻底，各种

“浅表式落实”“敷衍式落实”屡见不鲜。

一套顽固的工作习惯背后，通常是

一套顽固的思想方法。而一个人的思

想方法加以革新不难，所有人的思想方

法能够革新就难了。拿整治“痕迹主

义”这件工作来说，正如基层干部所言，

“即使 10 个检查组没有看本本，但只要

有一个检查组要看，这就不是连队主官

所能承担得起的”。这也直接导致了一

些基层干部从“痕迹主义”的怪圈里走

不出来，抓建基层、投入练兵备战的精

力受到牵扯。

诚然，新习惯的养成难，但在此之

前重要的还是旧习惯的破除。而旧习

惯的破除，首先在于旧的思想方法的破

除。那谁首先来“破”、首先来“立”就成

为一个问题。

每当说起“痕迹主义”的问题，往往

归因最终都会落到一句话上——“屋漏

在下，止之在上”。这种将责任完全归

于“上级”，若“上级”不改，我也不必改、

改不了的态度，无疑是错误的。但也说

明，整治“痕迹主义”，确实都在看“上

级”做得怎么样，也主要看“上级”做得

怎么样。

今天，随着信息化数字化技术的发

展，基层很多需要痕迹管理的工作都可

以通过技术手段和加强统筹来消除过

多过滥的问题。但引进一种新的工作

手段、转变指导工作的方法，确实都需

要一些上级单位尤其是其领导干部首

先抛弃按陈旧思维路径和狭隘经验办

事的习惯，拥抱变化、勇于革新，并且敢

于担当，形成一种引领和示范。

思想方法的革新也需要带头。人

们常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痕

迹主义”这种病是慢性病，症状不是“如

山倒”，但病去当真是“如抽丝”。其实，

药方早就有，药也在手边，最主要的是，

这副药首先得管理者先服。

（作者单位：75842部队）

打破顽固的工作陋习
■牟 爽

漫画作者：周 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