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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幕、连麦、在线讨论……众多网

络功能在思想政治教育课上的应用，

使官兵从只能“观看”和“欣赏”，变成

了“介入”和“参与”，让原来单纯的听

课变成了多元互动立体体验。日前，

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利用“学习

强军”APP，现场连线 5 省 8 地 1000 多

名 战 友 ，实 现 万 里 海 疆 共 上 一 堂 课 。

这一教育创新尝试，赢得线上同步听

课战友的纷纷点赞。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

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

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青年官兵大多

是 90 后、00 后，属于“网生一代”，获取

信息靠网、日常生活在网、情感表达借

网、休闲娱乐用网，“指尖上的生活”已

成为常态，给传统授课模式带来巨大挑

战。同时，意识形态领域许多新情况新

问题往往因网而生、因网而增，很多错

误思潮也都以网络为媒介生成发酵。

提高灌输授课质效推动教育创新，决不

能脱离网络时代这个大背景，必须在网

络这个新平台上搭建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的大舞台，在以网聚人、以网育人上

迈出实质性步伐。

与广大青年官兵对网络知得多、懂

得多、用得多相比，一些政治工作者“身

子进入信息化时代、脑子停留在机械化

时代”，有的跳不出固化的思维边界，用

“读报时代”的方式教育“读屏时代”的

官兵；有的跨不过传统的认知边界，用

“过去的模子”塑造“今天的青年”；有的

忽视官兵的需求，把“自认为好的”当成

“官兵想要的”，一厢情愿安排教育活

动，等等。分析这些问题的原因，既有

思想观念滞后于时代发展的因素，也有

教育方式滞后于技术发展的因素。这

些问题不解决，教育就抓不住现实问题

和活思想，灌输授课就难以真正走进官

兵的内心。

“当新技术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

时，最需要最新最勇敢的头脑。”赢得以

网聚人、以网育人的新优势，关键是要

突破思维定势。网络思维与传统的灌

输授课思维既有相通的一面，又有相互

碰撞冲突的一面。从相通的一面看，两

者都以人为中心，注重以人为本；从冲

突的一面看，传统的灌输授课思维强调

我说你听，网络思维强调平等、开放、互

动和独立思考。突破思维定势，不是对

传统灌输授课思维全盘否定，也不是对

网络思维的全盘迎合，而是要辩证把

握，各取其长，聚合优势。比如，过去教

育授课前，往往通过工作看情绪、活动

看兴趣、就餐看饭量、走路看姿态、就寝

看睡相，了解官兵的所思所想。今天以

网为媒，则要学会微信群里看兵言、朋

友圈里看状态、手游参与看配合、页面

浏览看关注、视频音乐看内容，用“新五

看”察兵情解兵忧，让灌输授课教育老

传统融入时代新元素。

拘旧方不可疗新疾，居夏日不可御

冬裘。方法手段创新是提高灌输授课

质效的重要“穴位”，点“穴”成功，全盘

皆活。从当前看，网络是推动理论学习

大众化普及化的最好媒介。生硬灌输、

强化记忆只见一时之功，不是长远之

计。没有兴趣，官兵就很难学得深、悟

得透。网络开启了形象化学习形态，比

如充分发挥视频、声音、文字、图像、数

据一体化优势，采取图解化、场景化等

手段，建设数字史馆、开办网络课堂、实

行在线教育等，让网络成为不关门的理

论讲堂、不落幕的文化广场、不下班的

政治机关、不离身的良师益友，从而让

理论学习“学得有味，悟得入心”，取得

以网聚人、以网育人的实效。

网 络 给 灌 输 授 课 提 供 了 最 新 平

台、先进手段，但不是说有了网络就万

事大吉。能不能以网聚人、以网育人，

关键是看政治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

创造性能否有效发挥出来。政治工作

者应充分运用网络平台，推动灌输授

课从平面转向立体、由静态转向动态、

由单一转向多维，善于运用新媒体提

供优质贴心的“精神食粮”，用丰富的

网络文化感染广大官兵，确保教育更

鲜活、更生动、更给力。特别是面对网

上鱼龙混杂的信息，政治干部要当好

“网络红军”，勇于和各种负面言论正

面交锋、坚决斗争，切实做到关键时刻

不失语、重大问题不缺位、大是大非不

含糊，为培养“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

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实践不停歇，创新无止境。习主席

深刻指出：“政治工作过不了网络关就

过不了时代关。”如今，“小屏幕”打开了

大世界，“一根线”牵住了“千颗心”，我

们相信，让理念更新一点，让平台更大

一点，让教育更活一点……网络时代灌

输授课新模式必将成为强化我军政治

优势的有力抓手，推动部队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焕发出新的活力。

（作者单位：32733部队）

发挥以网聚人、以网育人的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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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国

有的西红柿看上去红艳艳，切开后

籽却是绿的；有的黄瓜通身碧绿带刺，

“身板笔直”，但一尝却没有黄瓜味。出

现此类现象，是因为菜农使用了催熟

剂。如此一来，导致农作物的成熟期大

大提前，一些农产品虽然个大色鲜，但

味道再也不是“那个味道了”。

蔬菜瓜果抹催熟剂，是为了提早

上市，卖个好价钱，但没了质量，就不

是件好事。在工作中搞“催熟”，则是

为了在上级检查中“多得分”，在工作

汇报中“有面子”，更不可取。比如，有

的单位“试点”任务还没结束，经验做

法已经成稿；有的活动筹划尚未开始，

“亮点”已写进工作总结；有的后进变

先进，本该三年走完的“爬坡路”，硬要

一年实现跨越式转变，等等。抹了催

熟剂的蔬菜瓜果外表光鲜诱人，口感

和品质却大打折扣；抹了“催熟剂”的

工作同样如此，经不起时间和实践的

检验，最终既会让官兵反感，也会让自

己“受伤”。

习主席强调，不谋私利才能谋根

本、谋大利。面对是与非、公与私、义

与利的选择，最终检验的是对党和人

民的忠诚。如果在工作中不干实事、

投机取巧、好大喜功、弄虚作假，就根

本谈不上忠诚于党和人民。在工作中

抹“催熟剂”，从本质上讲，就是形式主

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

任心缺失。领导干部要明白一个理：

干工作不是摆给人看的，关键是要有

实 效 。 不 采 华 名 、不 兴 伪 事 ，脚 踏 实

地、拼搏进取，才能取得经得起党和人

民检验的实绩。

基层工作是经常性的，急不得、躁

不得，需要安于平淡，甘于寂寞；基层

工作是长期的，不是一天两天的事，需

要持之以恒，把工作做实做长久。如

果 心 浮 气 躁 ，急 功 近 利 ，势 必 欲 速 不

达，事与愿违。要解决人为“催熟”工

作的问题，一方面相关的“验收”部门

要增强责任心，当好“质检员”，看文字

材料更看工作实效，听工作汇报更听

官兵反映，让抹了“催熟剂”的工作过

不了关；另一方面，考核干部时要避免

“功利导向”，切勿“逼着”各级干部摆

花架子、做表面文章。而对于干部自

身而言，则要脚踏实地干工作，耐心做

好“浇水、施肥、松土、除虫”的工作，收

获自然成熟的果实。

（作者单位：69240部队）

工作别抹“催熟剂”
■文/黄长升 图/周 洁

交朋结友，并非小事。近日，读到

两则关于交往的故事，感触颇深。

1932 年，文字文献学家周祖谟报

考清华时，国文试题中有对对子一项，

上联是“孙行者”，他对了“胡适之”，受

到命题老师的欣赏。胡适听说这件事

后，几次约周祖谟一见，但周祖谟始终

回避。后来，他解释了其中原因：胡适

是知名学者，但与自己所学并非同一系

统，骤然拜见，有攀附之嫌。

季羡林和胡乔木是老同学，胡乔木

的职务越来越高，但对老同学季羡林的

友情却有增无减。“文革”之后，胡乔木

多次走访季羡林。季羡林一次也没有

回访过。胡乔木逝世后，季羡林特撰

《怀念乔木》一文，追述他们相识、相知

的往事。季羡林说，在他生前，刻意回

避；在他去后，却不胜怀念。他回避的

是逢迎，怀念的是真情。

每个人都是社会关系之网上的一

个网结，交往是人们的一个重要的社

会活动。莎士比亚曾说：“交不在多，

得一人可胜百人；交不论久，得一日可

逾千古。”此话不是说交少益善，而是

说要真交、交真人。哈贝马斯把交往

的 核 心 要 素 表 述 为“ 理 解 ”，意 在 沟

通。交往是君子之交，道义之交，心灵

之交，淡若水，深似海。交往重在秉赤

诚 ，持 真 心 ，与 人 平 等 ，不 媚 上 ，不 傲

下，重在思想砥砺、知识互补、情感抚

慰，唯此才能两心相通，心灵得洗涤，

感情葆纯真。

从“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到

“鹅毛赠千里，所重以其人”，中华民族

自古以来就有“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传

统。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中国

共产党人，从建党之初，就重视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倡导清清爽

爽 的 同 志 关 系 。 1921 年 ，在 党 的“ 一

大”党纲中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

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

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都可以接

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同德则

同心，同心则同志。”一百年来，无数优

秀的共产党人，追求真理而不追随权

势，忠诚组织而不依附帮派，同志之间

坦诚相见、心心相印，为了共同的理想

信念同向而行，因为共同的为民宗旨竭

诚奋斗，形成了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

战斗力，带领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

胜利，赢得了人民的衷心拥护。

然而，在现实中，个别党员干部把

商品交易逻辑纳入交往，公权私用，权

钱交易；有的把江湖义气当成交往准

则，沉湎于吃吃喝喝、称兄道弟；有的

信奉“关系学”“圈子文化”，热衷于搞

团团伙伙、山头主义……种种不正常、

不 清 爽 的 交 往 ，是 不 讲 党 性 、不 讲 原

则、不讲纪律、不讲规矩的表现，不仅

败坏了党风政风，玷污了同志间的纯

洁关系和真挚感情，还严重危及党和

人民的事业。从这些年查处的腐败案

件看，功利交往已成为政治塌方、抱团

腐败的重要诱因，也是党内政治生活

庸俗化的突出表现。

共产党员之间、上下级之间是同志

关系，任何时候都要坦坦荡荡、清清白

白、干干净净。习主席提出明确要求：

“党内要保持健康的党内同志关系，倡

导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

下级关系，坚决抵制拉拉扯扯、吹吹拍

拍等歪风邪气，让党内关系正常化、纯

洁化。”党内同志关系传承着共产党人

共同的政治基因，传递着党员之间坦荡

质朴、清爽纯洁的情谊，传达着平等尊

重、民主团结、互信互助的交往原则。

全面从严治党、营造党内“绿色”政治生

态环境，必须维护和保持好党员间的纯

洁关系，实现党内关系正常化。作为共

产党员，理应坚决反对庸俗“关系学”，

破除各种“潜规则”，做人正直坦白，做

事光明磊落，使同志之间的相互关系明

明白白、清清楚楚，形成风清气正的大

环境。

“清”原本指水纯净没有杂质。正

是从水的“清”中，引出了其他许多事物

的“清”，从自然事物的“清”引申出了

“清”的人文和社会政治意义。倡导清

清爽爽的同志关系，最根本在于党员干

部对清的境界的追求、对清的本色的坚

守、对清的风尚的呵护。如此一来，同

志间就会多一份纯粹与干净，多一份清

澈与透明，多一份醇厚与朴实，同志间

的交往就更加行得稳、走得远。

倡导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
■何冠军

“凡善怕者，必身有所正，言有所规，

行有所止”。对党员干部来说，心存敬

畏，慎言慎行，权力才不会用偏，行为才

不会越界，才能在其位谋其政，既干净又

干事。

一个人讲规矩，必定心存敬畏、手握

戒尺，可以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从心

所欲不逾矩”。相反，一个人不讲规矩、

不守底线，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

做，这样迟早会栽跟头，也不可能有所作

为。可以说，知敬畏才能有作为，有作为

必须知敬畏。

“畏则不敢肆而德以成，无畏则从

其所欲而及于祸。”知敬畏不是瞻前顾

后、畏首畏尾，人为地把讲规矩和有作

为对立起来，而是要敬畏党、敬畏人民、

敬畏法纪，不断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

力、道德定力和抵腐定力，始终做到不

放纵、不越轨、不逾矩，在大有可为的时

代大有作为。

知敬畏才能有作为
■刘春江

在一次对抗演习中，“红军”指挥员

侦察到一股正在休整的“蓝军”，认为有

机可乘便下令围歼，没想到反遭“蓝军”

远程炮火打击。原来，这股“蓝军”正是

有意安排的诱饵，不明对手“醉翁之意”

的“红军”果然上当受骗。

“兵者，诡道也。”从古至今，战争“诡

道”的场景愈演愈精彩，“用诈”的时机和

场合愈发让人捉摸不定。战场上真与

假、虚与实往往出现颠倒，强与弱、主与

次常常发生扭曲，有时反常可能以常态

的形式出现，寓杀机于不动声色之中；有

时真相则借助假象来掩护，破对手于意

料和防范之外。面对战场上的亦真亦

假、似攻似防，指挥员如果不能识别出对

手的“醉翁之意”，很可能正中对手下怀，

被对手牵住鼻子走。

《韩非子·说天下》记载了一个故事：

晋国的执政官知伯要去攻打接邻的仇由

国，因道路艰险阻塞，无法行军。若派兵

劈山开路，又会暴露军事企图。于是，知

伯心生一计，他铸造了一口贵重的大钟，

赠送仇由国君。仇由国国君非常高兴，

准备开辟通路迎取这口大钟。此时，仇

由国大臣赤章曼枝向国君谏言：这件事

非同小可，赠送贵重的礼物，一般都是小

国对大国的做法，现在却一反常态，其中

必然有诈。可在仇由国国君的眼里，看

到的只是“钟”，却看不到“钟”背后的“醉

翁之意”。结果 7 个月后，仇由国就被知

伯发兵灭掉。

军事家利德尔·哈特说过：“战争中

真正的目标是敌方决策者的思想，而不

是 敌 方 军 队 身 体 。”心 之 所 思 ，行 之 所

随。许多优秀指挥员在战场上之所以能

料敌如神，就在于他们把准了对手的“醉

翁之意”，预先知道对手“葫芦里卖的什

么药”。蒙哥马利在北非与隆美尔较量

时，房间里专门挂着隆美尔的相片，每仗

前必仔细揣摩他到底想什么、干什么。

我军老一辈军事家每次大战前，更是都

要给对手作入木三分的画像，因而就能

争取先机，先敌一招，掌握主动。

现代科学表明，一个人无论多么不可

捉摸，他的思维活动总有一定的规律可循；

无论思想自由度有多大，他的思考空间也

很难超过其知识和经验的活动半径。就如

同从一个人读什么书、交什么人中，大致可

以判定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样，如果熟

悉了解敌将在各种情况下怎样思考问题，

就不难弄清他将来遇到类似问题时会有什

么样的“醉翁之意”。麦克阿瑟的拿手好戏

是“蛙跳战术”，在东南亚各地跳来跳去，结

果在朝鲜半岛仁川地区故技重演时，被我

军参谋人员精准预判。

实战中对手的“醉翁之意”常会以这

样的情形出现：本欲进攻，却故意装出一

片友善的气氛；本欲退却，却故意摆出一

副进攻的架势。甚至在撤离阵地之前，

偏要向敌方连续实施反冲击和反攻行

动。孙膑的军队不弱于魏国，却采用减

灶之法示弱；虞诩的军队远弱于羌人，却

采 用 增 灶 之 法 示 强 ，结 果 都 让 对 手 上

当。对于一名有经验的指挥员来说，当

我防御的正面越是遇到对手的猛烈攻击

时，越要注意防范敌人可能对我翼侧或

背后的偷袭；当我只取得了初战的胜利

就发现敌人退却时，切记不应该以胜利

者的心理去轻易低估敌人的能力。

打 赢 明 天 的 战 争 ，始 于 今 天 的 训

练。训练场上遇到什么样的对手，战场

上就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平时养成摸透

对手“醉翁之意”的习惯，打起仗来就会

有更多的从容和底气。当前，我们的演

习演练构想要防止一厢情愿，要避免一

打即胜，要多设强中强、计中计，逼着指

挥员在多思、多问中探究问题背后的实

质、表象背后的真知，切实把敌人的灵魂

看透、把对手的手段找准，从而紧紧抓住

打胜仗的主动权。

（作者单位：陆军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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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一些

落马的领导干部往往是从收份小礼、拿

点小利开始踏上了不归路。这些教训警

示我们，在小事小节上必须守住廉洁阵

脚、压实法纪底线。

“不谨小节终失大节，不积小德终失

大德。”对于党员干部来说，量变会引发

质变，小事小节上的漏洞不加修补，就会

扩大成为廉洁自律决堤的管涌口。对于

基层官兵来说，“微腐败”看似问题小，却

事关风气建设大局；看似“吸血不多”，实

则“痛痒一片”，严重玷污了党的形象和

威信。

小事小节是一面镜子，小事小节中

有党性、有原则、有人格。党员干部必

须克服小事无碍的心态、法不责众的侥

幸，不因“小腐败”而违规逾矩，不因“小

问题”而姑息迁就，不因“小意思”而欣

然笑纳，绝不给歪风邪气留下任何入侵

空间。

失小节必然丢名节
■时登科

《醒世恒言》的作者冯梦龙，用薛录

事明知有饵偏上钩的故事告诉人们一个

道理：眼里识得破，肚里还要忍得过。

正所谓，“鱼贪饵，容易上钩；人贪利，

终落陷阱”。为什么有的党员干部在金钱

美色面前当了俘虏、吃了败仗？原因并不

是分不清是非、辨不清美丑，而是定力不

足，关键时候经不住诱惑，把握不住自

己。特别是领导干部，“各种诱惑、算计都

冲着你来，各种讨好、捧杀都对着你去，往

往会成为‘围猎’的对象”。没有定力就不

可能在诱惑面前稳如泰山、坚如磐石。

定力，是理想信念的内聚，是人品官

德的外化。物质诱惑再炽烈，只要心有

定力就不会溃坝；即便监督缺位，只要战

胜“心魔”就不会违规逾矩。领导干部应

严守做人、处事、用权的底线，时刻提醒

自己“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从

而在形形色色的诱惑面前，稳得住心神、

站得住脚跟、挺得直腰杆。

有眼力更要有定力
■李栋杰

长城瞭望

画里有话

玉 渊 潭

谈训论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