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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 初 ，我 党 针 对 党 员 人 数 激

增、成分不同的特点，要求部队在理论

教育时“大课要上，但还是尽量创造条

件 按 他 们 的 思 想 现 实 情 况 区 别 搞 教

育”。当时的《解放日报》还刊文指出，

精准地让党的理论进入士兵头脑的教

育，应该一直坚持下去。

精 准 是 重 要 的 认 识 论 、方 法 论 。

精 准 理 念 ，蕴 含 着 强 大 的 思 想 动 能 。

对灌输授课质效不佳“把脉问诊”，体

现 的 是 一 切 从 实 际 出 发 、坚 持 实 事 求

是的辩证唯物主义；因人施教、区分情

况“靶向治疗”，体现的是抓住主要矛

盾 和 矛 盾 的 主 要 方 面 。 精 准 滴 灌 ，才

能 润 在 根 上 ，暖 在 心 上 。 如 果 一 味 大

水 漫 灌 ，不 对 号 入 座 ，“ 手 榴 弹 炸 跳

蚤”，所讲的不是官兵想听的，授课之

后，结果很可能是“山还是那座山，梁

还是那道梁”。

当 前 ，各 部 队 灌 输 授 课 的 针 对 性

有 了 很 大 提 高 ，但 应 看 到 ，大 水 漫 灌

式 、运 动 式 的 授 课 施 教 还 不 同 程 度 存

在：有的思想摸排“大呼隆”，具体不到

人头；有的灌输授课求“一次性解决问

题”，缺乏持续性；有的教育治理“两张

皮”，只务虚不务实，搞空对空。这种

撒 胡 椒 面 的 粗 放 式 灌 输 授 课 ，何 来 针

对 性 ？ 难 怪 有 的 官 兵 吐 槽“ 宁 愿 在 练

兵 场 上 流 汗 ，也 不 愿 在 空 调 房 里 听

课”。

没 有“ 准 星 ”，难 瞄“ 靶 心 ”。 尤 其

要看到，今天的青年官兵，思维的多样

性 、需 求 的 广 泛 性 和 素 质 的 差 异 性 更

加 明 显 ，影 响 官 兵 思 想 的 外 界 因 素 也

更多更杂。手里只有一把“钥匙”，怎

能打开各种“锁”？这种情况下，更加

需要灌输授课变“千篇一律”为“量身

裁 衣 ”，才 能 以 精 准 设 计 实 现 精 准 滴

灌。

不可否认，部队任务繁重，教育时

间有限，授课前逐个“找病灶”，授课时

逐人“开药方”，分层次备课、分类别组

织确有难度。但有难度并不代表做不

到。比如，某部在灌输授课时，注重用

好军事干部、大学生士兵、驻地院校政

治教员等资源，以系统思维筹划灌输授

课，变过去“扔进一个筐”为现在“放进

四个桶”，实现了授课时间不增加，授课

质量大提高。

“多年前，你需要一片森林，在网络

上却找不到一片树叶；多年后，你需要

一片树叶，网络却给你一片森林。”现在

人在网上、信息来自网上、思想舆论的

燃爆点发端于网上，官兵受网络传播的

影响是很大的。数据懂得你的喜好，也

洞察你的所惑。提高灌输授课精准度，

不能不善于借助网络。用网络大课堂

实施教育，针对官兵需求定点推送教育

内容，“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乘数

效应便会显现。

课堂是灌输授课的重要场所，但不

是唯一场所。一名教育家曾说：“开展

好课堂之外的小教育，甚至会有更好的

效果。”灌输授课的大境界是无时不有、

无人不教、无处不在。部队很多优秀教

育者用实践告诉我们，在领导讲大课的

同时，用好训练间隙、饭前课后等小块

时间，基层讲小课、官兵讲微课，灵活开

展案例式 、体验式 、互动式 、情景式教

育，既能节省时间和精力，还能在润物

无声、点滴入土中收到春风化雨、雪融

冰消之效。

管理学中有这样一句名言：“人们

可 能 不 会 做 你 提 倡 的 事 情 ，但 一 定 会

做你考核的事情。”考核是指挥棒 、刻

度尺，是试金石、倍增器。提高灌输授

课 精 准 度 ，创 新 考 核 方 法 也 非 常 重

要。考核中，从“重痕迹”向“重实绩”

转变，从简单看登记 、查笔记 、考背记

向 知 行 合 一 考 查 转 变 ，综 合 运 用 蹲 点

查看 、倾听官兵反映 、调阅资料 、委托

院校或者科研机构测评和网上学习行

为 分 析 等 方 法 ，就 能 促 进 灌 输 授 课 多

些个性化、分众化。这样的灌输授课，

就很可能实现当年一名老革命对政治

教 育 的 希 望 ——“ 你 的 课 让 人 有 醒 悟

的感觉，给人一股子上进的力量”。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

工作研究院）

以精准设计实现精准滴灌
—提高灌输授课质效推动教育创新发展系列谈③

■范 晶

土质不行，树苗难活。有人劝河北

省军区原副司令员张连印等一切条件都

具备了再种树，张连印听后急了：“干啥

事都‘等米下锅’怎么行？共产党员就得

主动抓落实。”正是靠着这种不等不靠主

动抓落实的钻劲、韧劲，张连印 18 年排

除万难植树造林，把家乡的一片荒坡变

为一片林海。

抓落实是一种思想境界、一种责任

担当、一种工作作风、一种工作能力。是

否排除万难主动抓落实，是衡量一个人

作风、能力、水平的重要标准。日常工作

中，一些官兵在抓落实条件暂时不具备

时，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为借口，让该

抓的工作推迟了、落空了。这种抓落实

“等米下锅”现象，是缺少主动性创造性

的表现。

凌空蹈虚，难成千秋之业；求真务

实，方能善作善成。积极主动抓落实，不

但要抛却“等米下锅”思维，还要发挥能

动性主动“找米”、积极“备米”、学会“种

米”，切实把工作抓紧抓实抓细，如此才

能吹糠见米、落地见效。

“ 找 米 下 锅 ”，聚 力 落 实 。 抓 落 实

要善于统筹力量、优化配置，集约高效

用 好 手 头 资 源 ，凝 聚 干 事 创 业 的 合

力 。 孟 良 崮 战 役 中 ，华 东 野 战 军 主 力

投 入 作 战 ，阻 敌 增 援 的 兵 力 不 足 。 粟

裕协调其他纵队及地区部队担负相关

任务，最终赢得了胜利。事实说明，干

一件事、打一场仗，条件不可能样样齐

备 ，只 有 主 动“ 找 米 ”、千 方 百 计 攻 坚 ，

才能赢得机会。

“存米备用”，用心落实。俗话说，家

中有粮，心中不慌。平时用心，筹备得

当，落实起来才不会抓瞎。以军队战斗

力建设为例，倘若没有“存米”、备份，便

会在体系中产生“不意”“不备”的薄弱环

节，从而给敌人留下可乘之机。思则有

备，有备无患。历史可鉴，古时防守城

池，常常留有一支预备队伍临机待命，确

保关键时刻前往支援，从而力挽狂澜。

这启示我们，有备无虞、常备必胜。谋事

创业需未雨绸缪，才能赢得先机。

“ 自 己 种 米 ”，全 力 落 实 。 得 人 之

鱼，不如得人之渔。既注重借用外部条

件解决问题，又善于着眼未来“练好内

功”，才能真正把工作要求落到实处、抓

出实效。这就要求我们增强补课充电、

提升本领的紧迫感，干什么学什么、缺

什么补什么，不断提高专业水平，努力

成为推动工作、狠抓落实的行家里手。

有求实态度才有进取契机，有务实

方法才有乐观结果。只要我们在工作

中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戒虚功、求实

效，集智慧、谋方法，把各项工作要求落

到实处，就一定能交出精彩答卷、创造

光辉业绩。

抓落实不能一味“等米下锅”
■张海风

近日，一名基层指挥员在谈到即将

开展的军事训练考核时坦言：考核时遇

到难题，就像被架在火上烤一样，头发

蒙、心发慌，弄不好就考砸了。言语之

中，流露出对难题的畏惧之意。其实，多

些被“烤”的感觉，才能“烤”出短板，“烤”

出实绩，对下一步训练有极大好处。

训练考核，是检验训练水平、衡量训

练效果的有效手段，也是促进训练落实、

提高训练质量的有力杠杆。考核内容越

难，越能锻造打赢之师；考核组织越严，

越能磨炼摔打部队；考核标准越高，也越

能激发练兵动力，发现薄弱环节。多些

被“烤”，不仅反映出训练场上劲吹的求

真务实之风，更反映了领导机关抓好实

战化训练的勇气和决心。

反观以前，个别单位的军事训练考

核有点“舒服”。有的图省事，课目设置

避难就易，把考核当走过场；有的走捷

径，课目和人员由受考单位推荐，导致

训练考核不严不实；有的划重点，只抽

考题库里的题目。如此考核，不仅达不

到考核目的，更助长虚假行为，损害战

斗力。

战争是充满迷雾和不确定性的领

域，再强大的军队也无法设计出“没有

意外”的战争剧本。个别指挥员之所以

遇到突发情况时像热锅上的蚂蚁，原因

之 一 就 是 平 时 被“ 烤 ”得 太 少 。 须 知 ，

“烤”出问题与考出佳绩同等重要。有

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发现不了问题；

发现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掩盖问题。

只 有 平 时 多 受 些“ 烤 ”，在 考 核 时 多 打

“遭遇战”，才能让隐性短板在“烤”中显

形，从而激发官兵的危机意识，自觉以

赶路的心态，奋发的状态，弥补自身能

力素质短板。

“与其失之过迟，不如失之过早。”问

题暴露在平时比暴露在战时好，暴露给

自己比暴露给敌人好。多些被“烤”，可

能会考砸，但不是什么“丢人的事”。今

天讳疾忌医，明天必然病入膏肓，甚至一

命呜呼。眼下，军事训练考核即将展开，

各部队要自觉提高难度系数，以检讨失

败、否定自我的勇气，寻得未来战场上的

制胜之道。

训练考核别怕“烤”
■贺旭勇

对于职业病，人们竞相避之。可有

一种职业病，杨善洲和林俊德两人不约

而同地心向往之。

杨 善 洲“ 活 了 一 辈 子 ，苦 了 一 辈

子”。苦干 、苦熬，吃大苦 、找苦吃，杨

善 洲 的 一 生 ，在 不 少 人 看 来 是“ 苦 ”

的。但他说：“有人说我是自讨苦吃，

其实你们不知道我有多快乐”“如果说

共 产 党 人 有 职 业 病 ，这 个 病 就 是 自 讨

苦吃”。

林 俊 德 要 求 自 己“ 绝 不 让 一 天 虚

度”，入伍后他平均每天工作 10 个小时

以上。生命最后时刻，他还忍痛挣扎着

工作。对于吃苦，林俊德说：“想轻松就

不要入党，就不要入伍，找苦吃，应该是

党员和军人的职业病。”

“苦，大咸也”，是五味中人们最不

愿品尝的一味。然而，有苦才有甜，吃

苦就是吃补，所以古今中外不少人都愿

意自讨苦吃。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空乏其身”，一部分古人如此“自讨苦

吃”，目的多是为己。自讨苦吃让他们

“增益其所不能”，是他们“向仕而进之

途”，往往一旦达到目的，便“一点苦也

不愿意吃了，当起官老爷了”。对此，谢

觉哉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古代士

大夫）当官前有的头悬梁锥刺股，有的

五更眠，很能吃苦，他们‘自讨苦吃’是

为了功名，境界太低了，我们共产党人

不学他们。”

“ 自 讨 苦 吃 ”，既 是 共 产 党 人 的 传

统，也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更是共产党

人的境界。一个个共产党员之所以乐

意患上“自讨苦吃”的职业病，就是因

为 在 他 们 看 来 ，党 员 这 个 职 业 是 神 圣

的 、为 公 的 ，“ 为 信 仰 而 苦 是 一 种 幸

福”，党员“苦尽”了，人民才能“甘来”。

然而现实中，个别人不仅不愿“自

讨苦吃”，反而怕苦怕累。有的思想上

怕艰苦，缺乏昂扬进取的劲头，思想懒

惰、因循守旧；有的工作上怕辛苦，甩不

开膀子、迈不动步子；有的生活上怕清

苦，待遇比高不比低，条件比好不比差，

受不得苦累。

自 古 军 旅 多 艰 险 ，从 来 为 武 少 安

闲 。 当 兵 是 要 吃 苦 的 ，不 吃 苦 当 不 了

精兵。今年八一，有人在梳理了王锐、

张 超 、贾 元 友 等 全 军 爱 军 精 武 标 兵 的

事迹后发现，这些精兵都有“三自”特

征 ：自 讨 苦 吃 、自 我 加 码 、自 我 超 越 ，

“ 他 们 的 训 练 都 没 有 8 小 时 之 内 这 一

说 ”。 精 武 标 兵 用 他 们 的 行 动 告 诉 我

们，军人的“诗和远方”，不在轻松舒适

的 温 柔 之 乡 ，而 在 磨 砺 锋 芒 的 血 火 战

场 。 唯 有 主 动 吃 苦 ，才 会 磨 砺 出 胜 战

刀锋；唯有勇于吃苦，才会肩负起如山

使命。

“ 一 个 人 的 脸 就 是 一 张 履 历 表 。”

前 不 久 ，一 段 这 样 的 视 频 在 朋 友 圈 刷

屏：某旅海训归营，一个个官兵如同一

座 座 黑 塔 ，被 海 水 浸 泡 过 的 皮 肤 脱 了

一层又一层。有记者问一位战士：“苦

不苦？”这名战士回答：“为了硬功夫，

我们乐吃苦。”的确，多想想军人的使

命，多想想肩上的责任，就会在艰苦面

前“ 甘 之 若 饴 ”，在 得 失 面 前“ 安 之 若

素”，就会“千难万险何所惧，笑向苦累

觅 甘 甜 ”，在“ 自 讨 苦 吃 ”中 成 为 酷 似

“战狼”的优秀军人。

（作者单位：75560部队）

多点“自讨苦吃”的劲头
■许 恒

同样是办实事，有的领导干部和

机关不怕麻烦、主动作为，有的则怕惹

麻烦、推诿扯皮。如此，官兵的满意度

和获得感自然不一样。

毛泽东同志曾经告诫全党：“麻烦

还在后头，不要怕麻烦。要革命就会

有麻烦，而且有时非常麻烦。”不可否

认，一些基层官兵期待的事情办起来

往往比较棘手，需要几番周折，倘若一

推了之、拖着不办，自然是省心省力。

可从长远看，小麻烦不解决、迟解决或

解决不到位，就可能演变成大麻烦。

服务官兵是领导机关职责所系、价值

所在，领导机关不怕麻烦，官兵才会少

些麻烦；解决的麻烦事越多，领导机关

的“形象指数”才会越高。

“若遇棘手之际，须从耐烦二字痛

下功夫。”各单位应用心用情用力解决

那些制约部队发展的瓶颈问题、影响

备战打仗的突出问题、困扰基层官兵

的现实问题，切实在办实事、开新局上

取得明显成效。

越怕麻烦越“麻烦”
■周 勇

没有“准星”，难瞄“靶

心”。今天的青年官兵，思

维的多样性、需求的广泛

性和素质的差异性更加明

显，影响官兵思想的外界

因素也更多更杂。灌输授

课变“千篇一律”为“量身

裁衣”，才能以精准设计实

现精准滴灌。

长城瞭望

画里有话

玉 渊 潭

“自讨苦吃”，既是共产党人的传统，也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更
是共产党人的境界。党员“苦尽”了，人民才能“甘来”。军人的“诗
和远方”，不在轻松舒适的温柔之乡，而在磨砺锋芒的血火战场。
唯有主动吃苦，才会磨砺出胜战刀锋。

深入推进深入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实践活动

学史力行，贵在实干。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是
深化党史学习教育的正确路径和重要抓手，是践行初心使命的
本质要求和具体体现。全军各单位积极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推动党史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现推荐一束思想
火花，以期对工作有所裨益。

写在前面

实事只有办好、好事只有办实，才

能赢得官兵满意。然而，个别领导干

部和机关在办实事上，用“自我感觉”

代替“基层感受”，一厢情愿想问题，独

断专行作决策，结果出现“好心办坏

事”的现象。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

野。”领导机关的决策好不好、工作绩效

怎么样，基层官兵体会得真切，也最有

发言权。“好心办坏事”，违背客观规律

和群众意愿，就如同缘木求鱼一样，不

仅“出力不讨好”、群众不买账，还会给

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损失。

邓小平曾说，一切从人民的根本

利益出发，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答

应 不 答 应 ，作 为 衡 量 一 切 工 作 的 标

准。领导和机关干部在办实事的过程

中，应注意倾听基层官兵的意见、愿望

和要求，找准查实基层官兵的急难愁

盼问题，尽其所能解决好他们的操心

事、烦心事、揪心事，不断提升为基层

官兵办实事的质量水平。

谨防“好心办坏事”
■梁国安

办实事，关键在于一个“实”字。

各级领导干部和机关都应在出实招、

求实效上下功夫，而不能做样子、走过

场，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那一套。

所谓办实事，不言而喻，就是要帮

助基层解决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然

而，个别单位在办实事上玩起了“套

路”：有的把应尽之责列入了办事清

单；有的东拼西凑，只求数字好看，不

讲具体实效；还有的搞起了劳民伤财

的“形象工程”。此类“实事不实、实功

虚做”现象，不仅直接影响党史学习教

育的成效，而且会严重损害党的形象

和威信。

好事办不实，官兵难满意。各单

位应以实招办实事、以实干求实效，既

要有高度热情，又要有务实态度；既要

尽心竭力，又要量力而行，做到需求由

官兵提出、过程由官兵监督、成效由官

兵评判。应层层传导压力、环环压实

责任，不折不扣地办好每一件实事，用

工作的高质量提升官兵的满意度。

莫用“套路”走过场
■王 森

长城论坛

漫画作者：周 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