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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瞭望 长城论坛

画里有话

谈训论战

新闻连连看

漫画作者：周 洁

“有五星红旗的地方，就有信念的

灯塔。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

红。”国庆节前夕，经过 1028 天的坚决斗

争，孟晚舟终于乘坐中国政府的包机顺

利回到祖国的怀抱。消息一出，立即刷

屏。万千中华儿女深感强大的祖国永

远是最坚强的后盾，也赞叹这无异于一

堂爱国主义教育的公开课。这启示我

们，生动的现实最动人，提高灌输授课

质效不能就理论讲理论，事理交融更能

直抵人心。

列宁指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

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

面灌输进去。”灌输授课是马克思主义理

论教育的基本方法和主渠道，也是我党

我军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和优良传

统。人是最积极的因素，灌输授课本质

上是做人的工作，是在人的头脑里搞建

设，绝不是一厢情愿的事。“大脑不是一

个等待填满的容器，而是一支需要点燃

的火炬。”这个“灌”不能“我说你听、我打

你通”，这个“输”也不能“填鸭式”强输、

“打夯式”硬输，只有从理论与实践、事实

与道理的结合上去讲授，方能在春风化

雨、润物无声中达到铸魂育人的目的。

我党我军历来重视抓好课堂教育。

早在古田会议时，我军就把教育问题列

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将“上政治

课”作为士兵政治训练的首要方法，并创

造性提出“十大教授法”。其中，“启发

式”“由近及远”“由浅入深”等方法也要

求寓理于事、析事明理。事实胜于雄辩，

搞“理上往来”往往是苍白无力的。毛泽东

同志讲课最注重事理交融，战士都说听

他讲课如同“发饷”。当年讲抗战课，

毛泽东把日本侵略者比作一头疯牛，直

接对抗暂时抗不过怎么办，那就要靠持

久战、游击战和全民族抗战。有扳牛头

的，有拽牛尾巴的，有薅牛毛的，有砍牛

蹄子的，这头疯牛最终必死无疑。一堂

课下来，老百姓听了不以为深，文化人听

了也不以为浅。

“ 深 刻 道 理 要 通 过 讲 故 事 来 打 动

人、说服人。”很多深奥的道理，可以通

过 故 事 讲 得 深 入 浅 出 ；很 多 抽 象 的 理

论，可以通过故事讲得绘声绘色。灌输

授课离不开讲故事、摆事实，但“文以载

道”，事实的背后是“道”。课堂上讲故

事，绝不是为讲故事而讲故事，而要善

于揭示故事背后的道理。如果摆的事

实失去了承载的“道”，再形象动人的故

事也是没有意义的。只有通过引人入

胜的方式启人入“道”，通过循循善诱的

方式让人悟“道”，把抽象的理论具体

化，把深奥的真理通俗化，灌输授课才

能既有高抬头率也有高点头率，既有意

思也有意义，既有温度也有高度。

今年是我们党建党 100周年，中国共

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

“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再

次引发世人关注。如何拉直这些问号，我

们取得的令世人赞叹的伟大成就是最好的

答案，也蕴含着最深刻的道理。课堂上讲

抗击疫情伟大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

要把抗疫精神、脱贫故事讲得生动精彩、引

人入胜，也要深刻揭示故事背后的政治优

势、制度优势和精神优势，更要把习主席的

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讲深讲透，教育引导

官兵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推动习近平强军思想走心入脑、落

地生根，是灌输授课的根本任务。如何

把强军故事讲得鲜活生动？如何把强

军思想析得鞭辟入里？“天边的伟大”不

如身边的感动。官兵亲眼所见、亲身体

验 的 事 是 最 生 动 、最 具 说 服 力 的 活 教

材。手中武器换代、战法训法革新、新

质力量涌现、野战食品配送、新风正气

上扬；在烈士陵园里讲忠诚信仰，在重

温战史中讲敢打必胜，在荣誉旗帜下讲

牺牲奉献，在“东方快递”前讲创新发

展，在“半条棉被”前讲鱼水情深……把

这些生动的事实搬进课堂，用这样鲜活

的方式讲述事实，才能使真理的味道被

官兵可感可知，让习近平强军思想的伟

力和威力得到淋漓尽致的诠释。

事理交融是灌输授课的目标要求，但

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一个故事胜过一

打道理。但故事不等于道理，故事讲完道

理不可能自动进入官兵大脑。“交融”不是

“事”与“理”的简单叠加，需要在两者之间

架起一座互动的桥梁。道理既需要主动

讲，也需要相互辩，还需要启发悟。注重摆

明事实、就事论理，善于综合分析、以事明

理，用事实印证正确的、批驳错误的、澄清

模糊的，举一反三、见微知著，见人见事见

思想，方能使灌输授课富有吸引力、亲和力

和感染力，让思想政治教育走进官兵、引领

官兵、赢得官兵。

（作者单位：96922部队）

事理交融更能直抵人心
——提高灌输授课质效推动教育创新发展系列谈①

■张大鹏

【新闻】近日，在辽宁省盘锦市，有

网友向警方举报称，一私家车公然张贴

印有“支那制造”“武运长久”等辱华字

样的车贴，涉事车主张某被处以 15 日

拘留、罚款 1000 元的处罚。

【评论】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每

年 9 月 18 日，辽宁省沈阳市都会举行撞

钟鸣警仪式，纪念九一八事变。14响钟

声回荡在空中，寓意中华民族 14年抗日

战争的艰辛历程，也在警醒每一个中国

人：那段屈辱的历史，永远不能忘记。

历史是严肃的，战争是残酷的，坚

决抵制法西斯主义，在全世界都有广泛

的共识。侵略者的罪行，罄四海之竹不

足以书其罪，倾九天之水难以洗其恶，

给中国人民留下了难以抹平的伤痛。

无论多少次走近、多少次触摸，都会让

人感到隐隐痛楚。

历史有记忆、有情感，不可被轻佻侮

慢。在车身张贴几乎人尽皆知的辱华标

语，不管是有意为之，还是猎奇搞怪，都

是对民族情感的极

大伤害，是对公序良

俗、法律底线的赤裸

挑衅。这种践踏国

家尊严、伤害同胞情感的做法，既暴露了

一些人对历史常识的无知，对民族大义

的无视，也显示了法治素养的缺失。

“不得体地对待历史，理应产生罪

恶感。”私家车是个人的，但不可以胡作

非为。拿民族伤痕开玩笑，舆论不会饶

过，法律也不会放过。法网恢恢，疏而

不漏。对于“宣扬日本军国主义车贴”

等给民族伤口撒盐的行为，必须雷霆亮

剑、以正视听，以法治捍卫国家尊严、价

值底线，用实实在在的处罚，让其付出

沉重代价，从而形成震慑效应。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

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

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

幕历史悲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前

程似锦，征途漫漫，回望中华民族“碧血

横飞，浩气四塞”的沧桑历史，更应明白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道理。

历史是决不能忽略的背景。让每

一个在历史伤疤和民族情感上使坏的

人付出代价，是我们必须亮明的态度和

采取的行动。如此，才能对得起那些遭

受磨难、奉献一切乃至付出生命的先

辈，才能让惨痛的记忆不再重演，创造

更加美好的明天。

（作者单位：武警海西支队）

让伤害民族情感者付出代价
■韩启仁 费宏迅

【新闻】前不久，海南省三亚市公安

局吉阳分局发布通报，对在新浪微博发

布侮辱抗美援朝志愿军英烈违法言论

的网民罗某平，以涉嫌“侵害英雄烈士

名誉、荣誉罪”刑事拘留。

【评论】

“大快人心”“严惩不贷”“雷霆万

钧”……当日接到群众举报，次日即采

取刑拘措施，执法机关依规依法、快速

反应，严厉查处侮辱英烈言行的举动，

赢得了全社会的称赞，同时也立起一种

鲜明导向：对亵渎英烈精神者必须严

惩、绝不姑息。

国庆假期，电影《长津湖》打破了

中国电影史上多个纪录，引得无数观

众泪湿衣襟。群山沉默，冰雪无言，志

愿军将士以热血御严寒，以身躯筑防

线，以意志抗强敌，为了什么？“这场仗

我 们 不 打 ，就 是 我 们 的 下 一 代 要 打 。

我们出生入死，就是为了让他们不打

仗。”这是影片台词，也是当年志愿军

将士的心声。

很多网友说，走出电影院，看到

外面灯火绚烂、高楼林立，“这盛世，

如你所愿”。“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

雄的生命开鲜花。”银幕之外，我们更

应看到，没有英烈们的爬冰卧雪、出生

入死，就没有今天的山河无恙、岁月静

好。历史的长河不舍昼夜，英烈的功绩

不容忘记，也不能忘记，更不敢忘记。

然而，一些别有用心之人一边享受

着英烈们用生命换来的幸福生活，一边

却做着蝇营狗苟的“键盘侠”，恶意诋毁

贬损、解读消费英烈精神，肆意挑战公

众底线、法律红线。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英烈

不容侮辱！不可污名！不能戏谑！网

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舆论有底线、道

德有底线、法律有底线。对侮辱英烈者

露头就打、一查到底，让恣意妄为者受

到惩罚、付出代价，亮明的是“零容忍”

的坚定态度，彰显的是“无禁区”的决心

意志。

如今，国家的仪式、法治的进步、民

众的守护，筑起了维护英烈“生前身后名”

的坚实屏障。崇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敬

畏“冰雕连”，才能产生更多“英雄连”。打

赢崇尚英雄、捍卫英雄的“长津湖之战”，

需要每一个人永葆一份英雄志、家国情，

赓续英烈精神，书写

新的荣光。

（作者单位：那

曲军分区）

对亵渎英烈精神者决不姑息
■于海江

“我们党讲党性，我看实事求是就

是最大的党性。”改革开放前夕，习仲勋

同志深入广东基层调研，看到三个人拉

一张犁耕地，感叹“解放 29 年了，还是

刀耕火种时代的耕作水平”。以此为契

机，他带领广大干部深入实际、调查研

究，找到了经济发展的突破口。

“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

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

基本的工作方法。”实事求是，是马克思

主义的精髓和灵魂，是我们想问题、作

决策、办事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敢不

敢坚持实事求是，考验我们的政治立

场，检验我们的道德品质，始终是党员

干部党性纯不纯、强不强的一个重要体

现。一些党员干部之所以不会、不愿、

不敢实事求是，其中的原因有认识能

力、思想方法问题，更主要的是政治立

场、党性原则问题。

“实言实行实心，无不孚人之理。”

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

的基石。什么叫党性强？什么叫作风

实？实事求是是最基本的要求。一名

党员干部如果敢于坚持真理，善于独立

思考，坚持求真务实，那他的党性观念

就是强的。反之，脱离实际、凌空蹈虚，

就会违背客观规律，出现这样那样的问

题。彭德怀元帅在剖析自己时曾这样

说道：“我这个人，拿共产党员十条标准

来衡量，还很不够。但有一条我是做到

了，就是敢讲真话，实事求是。”

华西村原党委书记吴仁宝谈到致富

奔小康的经验时说：“千珍贵万珍贵，实

事求是最珍贵。千难万难，实事求是最

难。”其实，做到实事求是并不难。只要

有一颗立党为公的公正之心，有一腔执

政为民的赤子之情，有一种奋发向上的

浩然正气，扑下身子、沉到一线，深入群

众、了解实际，就可以做到实事求是。陈

云一生提倡“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

换、比较、反复”，前 9个字是唯物论，后 6

个字是辩证法。广大共产党人把这“十

五字诀”铭记于心、施之于行，既锤炼了

党性修养，也提升了本领素质，为党和人

民的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是最老实的

人，因为只有老实人才能经得起事实和

历史的考验。”讲实话、干实事最能检验

和锤炼党性。党员干部是不是实事求

是可以从很多方面来看，但最根本的要

看是不是讲真话、讲实话，是不是干实

事、求实效。讲真话、干实事的人，从不

弄虚作假、虚报浮夸，从不隐瞒实情、报

喜不报忧，而是讲原则不讲面子、讲党

性不徇私情，在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中

把好事办实、把实事办好。这样做，“于

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

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

养》中说：“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纯

洁，不能欺骗自己，不能欺骗人民，也不

能欺骗古人。”从当前干部队伍实际看，

坚持实事求是最需要解决的就是党性

问题。现实生活中，有的党员干部见风

使舵、处事圆滑，有的掩盖矛盾、粉饰太

平，有的花拳绣腿、不干实事，有的好大

喜功、急功近利。这样的行为，同我们

党实事求是的作风不相容，“丢掉了共

产党人应该有的忠诚老实的态度，是丧

失党性的表现”。

“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

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

吃饭，靠科学吃饭。”部队是要打仗的，

更加离不开实事求是这一思想武器和

制胜法宝。平时不了解实际，就不能很

好地指导部队建设、推动战斗力跃升；

战时脱离实际，就可能打败仗，付出血

的代价。广大官兵必须坚持一切从实

际出发，把实事求是贯穿到各项工作中

去，把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作

为锤炼思想和加强修养的重要内容，立

足实际、脚踏实地，苦干实干、勇挑重

担，自觉做到爱党尽忠、爱国奉献、爱军

精武、爱岗敬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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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扬是人际信任的催化剂，既是一

种肯定与认可，也是一种鼓励与期待。

1942年 12月，邓小平在庆祝刘伯承

50岁寿辰时说：“热爱国家，热爱人民，热

爱自己的党，是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具备

的优良品质。我们的伯承同志不但具备

了这些品质，而且把他的全部精力献给

了国家、人民和自己的党。”一句“我们的

伯承同志”，情真意切，格外感人。

有位钢琴家说：“赞扬是一股强劲

的力量，是黑暗屋子里的蜡烛。”俄国作

家列夫·托尔斯泰则说：“称赞不但对人

的感情，而且对人的理智也起着很大的

作用。”赞扬如同照向心灵的阳光，对成

功者是鼓励，对进取者是激励，对受挫

者是策励。真诚的赞扬使对方更自信、

更投入，从而带来更好的结果；真挚的

赞扬使双方更坦诚、更默契，从而带来

更持久的信赖。

赞扬别人是一种胸怀，也是一种智

慧。真诚、具体、及时、经常、个性化是

有效赞扬的五个要素。毛泽东同志非

常注重赞扬的艺术。他看望回到延安

的聂荣臻时风趣地说：“我们大闹五台

山的‘鲁智深’回来喽！”他接见赶到西

柏坡汇报工作的粟裕时热情地说：“我

们的英雄回来了！欢迎你，粟裕同志！”

运用“我们的……”这一句式表达赞扬，

既欣赏个人也褒扬集体，情深意重，感

人肺腑。

“表扬是一个人成长的雨露。”每一

个人都希望得到认可、激励和赞赏。作

为部队常用的一种工作方法，赞扬有利

于帮助官兵建立自信、校正航向、增强

动力。如今的新战士身上烙着鲜明的

时代印记，文化程度高，自我意识强，个

性比较张扬。赞扬只有因时而变、因人

而异，恰如其分、实事求是，才能夸到新

战士心坎上，带出嗷嗷叫的兵。

“数人十过，不如奖人一长。”好兵是

夸出来的，但要讲究方式方法，注重实际

效果。如果赞扬缺乏真情实感，内容言过

其实，时机把握不准，用词华而不实，形式

千篇一律，不仅容易挫伤新战士的新训积

极性，还会给军旅生活带来负面影响。

管理学认为：“ 表扬是最有效 、最

廉价，也是最好的管理工具。”多用“我

们 的 ……”这 一 句 式 表 达 赞 扬 ，既 讲

“小我”也讲“大我”，既肯定成绩又鞭

策鼓劲，做到不空泛、不夸大、不含糊，

才能真正使新战士成绩得到肯定、热情

得到鼓励、潜能得到发挥，切实点燃超

越自我的信心，激发精武强能的动力。

（作者单位：32673部队）

多用“我们的”句式赞扬新兵
■吴智才

某部“进藏先遣英雄连”积极探索

“理论先行、实装检验、联装联训、专攻

精练”的训练模式，实现了基础训练全

课目实训、实装训练全要素展开。这种

备足“理论粮草”，提高训练质效的做法

值得借鉴。

我们常讲：“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这是因为没有强有力的后勤保障，军队

就难以拉得出、走得远、打得赢。同样

的道理，军事训练没有理论作指导，也

难以取得事半功倍之效。磨刀不误砍

柴工。只有坚持理论先行，把基础知识

弄明白，把训练要求搞清楚，把战术原

理悟透彻，走上训练场才能得心应手、

游刃有余，快速提高训练水平。

恩格斯说：“每一个自觉的兵士都

应当知道自己的武器的构造原理和性

能。”不同类型的武器装备，结构和性能

各不相同，如果不从理论上打牢基础，

把“说明书”看明白，不但玩不转、玩不

溜、玩不精，还会出问题、出情况、出事

故。尤其是现在的武器装备加速更新

换代，信息化、专业化、系统化程度不断

提高，结构复杂、技术密集，操作要求

高、掌握难度大，更需要在理论上先学

一步、学深一层。

从现实情况看，个别官兵对“练兵

备战、理论先行”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重

视不够。有的对坐在教室里学理论、悟

原理不感兴趣，认为只有到练兵场上摸

爬滚打、实打实投才算是精武强能；有

的认为现在的高技术装备日益智能化，

大多是一点即通、一键发射，只要会操

作、会使用就行，没必要花费精力去掌

握背后的运行机理。诸如此类想法是

错误的，对加快提升部队战斗力水平十

分不利。

理论是一切训练实践的基础。理

论准备蜻蜓点水、一知半解，训练起来

就会心中无数、手忙脚乱。为什么个

别官兵训练成绩总是提高缓慢甚至原

地踏步？为什么有时候武器装备上的

一 个 小 故 障 ，费 尽 周 折 却 难 以 排 除 ？

一 个 重 要 原 因 ，就 是 理 论 准 备 不 充

分 、不 扎 实 ，一 个 按 钮 只 知 道“ 怎 么

按”，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按”，更不知

道“按了不灵怎么办”。知其然而不知

其所以然，是很难打胜仗的。

科学的军事理论也是战斗力。作

战理论研究是练兵备战的源头基础，是

实战化训练的逻辑起点，是战训深度耦

合的关键所在。虽然当前军事斗争准

备形势严峻，实战化训练任务繁重，但

学习研究军事理论一刻也不能放松。

只有系统掌握科学军事理论，研深悟透

现代战争制胜机理，深刻把握作战特点

规律，训练中才能融会贯通、全面提升，

未来战场上才能从容不迫、克敌制胜。

练兵备战要备足“理论粮草”
■刘中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