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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里有话

八一时评

玉 渊 潭

绳 短 不 能 汲 深 井 ，浅 水 难 以 负 大

舟。强军事业越往前发展，对于官兵的

能力本领要求就越高。

俗话说，没有金刚钻，揽不了瓷器

活。能力本领是一个人履职尽责、干事

创业的重要支撑。各级官兵的能力本

领如何，直接关系着我军的建设水平和

打赢能力。党的二十大从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全局出发，对国防和军队建

设作出战略部署，强调要如期实现建军

一百年奋斗目标。这是人民军队必须

扛 起 的 时 代 重 任 、必 须 交 出 的 历 史 答

卷。未来 5 年，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

标是我军的中心任务，必须全力以赴，

务期必成。新使命呼唤新担当，新担当

需要新本领。如期实现既定目标，迫切

要求每名官兵锤炼与使命任务相适应

的过硬本领。

现代社会，知识有“保质期”，本领

有“折旧率”，能力有“迭代率”。过去

本 领 高 强 不 代 表 现 在 本 领 高 强 ，现 在

本领高强不代表未来也本领高强。尤

其改革转型之后，我们看到，一些曾经

的“技术大拿”到了新单位突然显得能

力单一；过去单位公认的“明星选手”，

调整到新岗位上，也会碰上知识缺口；

一 些 过 去 指 挥 单 一 兵 种 游 刃 有 余 ，如

今一遇联合也感到捉襟见肘……面对

科技之变 、战争之变 、对手之变，每名

官 兵 只 有 不 断 进 行 能 力 提 升 、素 质 升

级 、本领扩容，才能战胜新挑战，打开

新 局 面 。 反 之 ，如 果 对 于 自 身 能 力 不

足 、本 领 落 后 的 现 状 钝 感 麻 木 ，缺 乏

“知识恐慌”和“本领恐慌”，其结果只

能是被无情淘汰。

踏上新征程，全军官兵怀揣强烈的

使命感和责任感，紧盯打赢未来战争砥

砺本领。“时代楷模”王锐驾驶的 809 战

车，经历多次软硬件“加改装”，每一次

王锐都能带头吃透装备、研究战法，实

现加装当年车组就形成战斗力，并带领

车组多次打破所在单位训练纪录；“最

美 新 时 代 革 命 军 人 ”某 合 成 旅 营 长 陈

松，面对部队转型，仅用 1 年多时间就熟

练 掌 握 18 个 专 业 和 12 种 武 器 装 备 运

用，将部队锻造成敢打必胜的“刀尖铁

拳”；调整改革后，舰艇政委有了指挥席

位、新的职责使命，海军运城舰政委李

维自觉走上战位练指挥、练谋略，凭借

过硬的能力素质，成为支队首名全训合

格的舰艇政委，树立了军政兼优的政治

干部好样子……他们的事迹充分说明，

只要有决心、不畏难、下功夫，就能练就

真本领、挑起硬担子。

责重山岳，能者方可当之。党的二

十大提出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

标 的 战 略 部 署 ，蕴 含 着 鲜 明 的 政 治 指

向、战略指向、实战指向，最终要落到全

面提高打赢能力上来。强军征程上，每

个岗位都是中间的关键一环，每个战位

都是其中的重要支点。面对如期实现

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这张考卷，我们每

名官兵都是答卷人。目标昭示方向，目

标凝聚力量。面对新使命，我们要自我

加压、自我完善，不断提升自身素质，避

免陷入少知而迷、不知而盲、无知而乱

的困境。

军人的主责主业就是备战打仗，本

领不强是致命的短板，素质不硬就是最

大的弱点。面对战争形态的新变化、周

边安全环境的新形势、使命任务的新要

求，我们要始终做到知责于心、担责于

身、履责于行。时刻把自身本领与能打

胜仗要求对标对表，常常自问“两个能

力不够”“两个差距很大”“五个不会”的

问 题 在 自 己 身 上 存 不 存 在 ？ 存 在 多

少？补足了多少？如果现在就上战场，

自己能不能胜任自己的战位？通过自

我检视，积极抓住各种机会和条件，补

短板强弱项，努力把自己打造为能打仗

的行家里手。

“行源于心，力源于志。”实现建军

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过程，也是每名官兵

能力重塑的过程。能力从来不会从天

而降，要想获得没有捷径可走，只有在

强军实践中千锤百炼，才能把自己锻造

成 真 金 。 不 经 风 霜 雨 雪 ，难 成 参 天 大

树。没在雪域高原上干过怎知缺氧之

苦，没在任务会战中啃过“硬骨头”怎知

攻坚之难，没尝过基层酸甜苦辣怎知担

当之重？多在一线摔打磨砺，铆在岗位

精武强能，不断学习新知识、扩展新视

野、掌握新本领，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我

的战位我胜任、我的战位党放心”。

（作者单位：31205部队）

锤炼与使命任务相适应的过硬本领
—锚定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砥砺奋进⑦

■曾海祥

“激发干劲的方式有很多，但‘画饼

式鼓励’不可取。”某部基层建设形势分

析会上，一位领导针对个别带兵人在工

作中存在的苗头问题，严肃提出这样的

要求。

何谓“画饼式鼓励”？个别带兵人为

了激发官兵工作劲头，调动其积极性和

主观能动性，随意“承诺”“许愿”，开“空

头 支 票 ”。 比 如 ，有 的 给 年 轻 干 部“ 许

愿”：“好好干，年底调职肯定先考虑你”；

有的干部动不动就拍着胸脯给战士“承

诺”：“今年休假，肯定让你先休”“干好

了，入党名额就给你”……诸如此类的功

利性鼓励，不仅不符合部队正常工作程

序，还会影响官兵价值追求的形成、向上

动力的持续。

鼓励是持续激发人的动机和内在动

力的心理过程，也是管理工作的重要构

成部分。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将“善于

鼓舞”视为“教育中最宝贵的经验”。带

兵人给官兵加油鼓劲，凝聚兵心、提振士

气，这本是应尽之责。但鼓励也有很多

方式，只有正确的鼓励才能成为有效鼓

励。正确的鼓励能激发官兵的内生动

力、提振精气神，让大家心往一处想、劲

往一处使，从而拧成一股绳，推动工作和

训练加快落实。然而，如果常以功利性

诱导作鼓励，且随口承诺最终践不了诺，

带兵人的威信就会大打折扣，对部队风

气建设和战斗力提升也百害而无一利。

《孙 子 兵 法》有 言 ：“ 合 军 聚 众 ，务

在 激 气 。 复 徙 合 军 ，务 在 治 兵 利 气 。

临境近敌，务在厉气。战日有期，务在

断 气 。 今 日 将 战 ，务 在 延 气 。”可 谓 讲

明 了 在 各 种 情 境 下 ，提 振 士 气 之 重 要

性。丁秋生将军的著作《源泉》中描写

的“英雄第一连”，战士们士气高昂、战

斗 力 强 ，主 人 公 连 队 指 导 员 马 继 成 功

不 可 没 。 马 继 成 不 仅 事 事 身 先 士 卒 ，

而且时时都把连队战士的冷暖和成长

放 在 心 上 ，善 于 发 现 战 士 身 上 的 闪 光

点，并且适时适机给予战士们鼓励，帮

助 他 们 成 长 。 也 因 此 ，连 队 战 士 都 爱

戴 他 、信 服 他 ，在 他 的 凝 聚 下“ 铸 成 了

一把锋利的尖刀”。

官兵工作有干劲、训练有热情，常鼓

励非常必要。作为带兵人，应多和官兵

坐在一起，了解他们的内心需求，及时化

解困扰基层官兵的问题；凡事身先士卒，

以正面激励、多方引导的方式，帮助官兵

建立正确的价值追求；发现官兵的闪光

点，及时肯定，帮助他们建立自信。官兵

感受到组织真正的关心关爱关怀，就会

由内而外生发起干事创业的热情，部队

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也会更强。

（作者单位：武警河南总队）

“画饼式鼓励”不可取
■薛 强

怎样的人生才有价值？怎样的体

验才最幸福？17 岁的马克思在《青年在

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这样写道：

“选择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

因 为“ 那 时 我 们 所 感 到 的 就 不 是 可 怜

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

属于千百万人”。

世间有无这样的职业？有没有人

体验到这样的幸福？将我心中这些问

号 拉 直 的 ，是 身 边 一 群 穿 着 白 大 褂 的

“科研铁军”。

在 军 事 科 学 院 军 事 医 学 研 究 院

里 ，天 天 都 能 看 到 一 些 院 士 脚 步 匆 匆

的 身 影 ；深 夜 ，科 研 大 楼 长 明 的 灯 光

总是格外耀眼；走过院士专家长廊，28

名两院院士和一批军事医学专家的挂

像 如 同 一 个 个 闪 耀 的 星 座 ，激 励 着 每

一 名 驻 足 的 后 辈 。 他 们 许 党 报 国 、无

私奉献，他们钻坚仰高 、刻苦攻关，他

们 甘 于 寂 寞 、淡 泊 名 利 ，他 们 的 故 事

带 给 后 辈 的 从 来 不 只 有 感 动 ，还 有 前

行的信念和力量。正如一首歌中唱的

那样——“你是那夜空中最美的星星，

照亮我一路前行……”

已故院士周廷冲、黄翠芬，是全军

第一对院士夫妻，也是科学界一双耀眼

的明星。1950 年，他们不顾某国的百般

阻拦，揣着原军事医学科学院首任院长

宫 乃 泉 的 亲 笔 邀 请 信 ，搭 乘 一 艘 货 船

“偷渡”回国，在海上漂泊 56 天，回到祖

国怀抱。后来，二人分别在生化药理和

分子遗传等领域取得世界瞩目的成就，

双双入选两院院士。

在这个单位，与他们经历相似的专

家学者还有很多。尽管凭着他们的专

业和本事，完全可以在他国拿到率先致

富的“入场券”，过上体面且安逸的生

活，但他们都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报效祖

国、献身国防的道路。

投 身 军 事 医 学 科 研 ，确 实 是 一 条

“星光大道”。比如，经国际小行星命名

委员会批准，编号 207681 号的小行星名

叫“蔡翘星”，编号 207809 号的小行星名

叫“吴祖泽星”。蔡翘和吴祖泽，都是军

事医学科研方阵中的领军人物。蔡翘

是我国生理学奠基人、航空航天航海医

学开拓者。吴祖泽是造血干细胞研究

奠基人、实验血液学先驱，被誉为“中国

造血干细胞之父”。然而，由于军事医

学研究的特殊性，一些专家注定要远离

鲜花、掌声和聚光灯。

宋鸿锵曾经是活跃在学术讲坛的

医学专家，备受学界瞩目之时，他却从

公众视线中消失了。后来，他攻关研制

出世界领先水平药物，作出许多独创性

贡献。当组织决定推荐他参评院士时，

他却断然拒绝：“讲我的贡献要涉及军

事 机 密 ，不 能 因 为 自 己 申 评 院 士 而 泄

密！”面对各种不解，他的解释意味深

长：“一个人做了工作非要让人家知道

吗？农民种地也没有在每一粒米上刻

下他们的名字啊！”

在这个价值观念多元多样多变的

时代，有人以财富论定成功，有人以权

势 标 定 价 值 ，有 人 以 利 益 设 定 处 世 方

式。然而，总有一些人在家与国、小我

与大我、放弃与坚守面前，作出自己的

选择。他们“计利要计国家利，留名要

留集体名”，把被国家需要视为最大的

幸福。他们“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

名人”，在科技报国、科技强军的征程上

一往无前、一无所惜。

选择决定人生方向。有位院士说

过，一个人的职业选择如果能与国家重

大 需 求 相 结 合 ，个 人 价 值 就 会 成 倍 放

大。正是因为始终牢记“姓军为战、强

国为民”的宗旨，一代代军事医学工作

者闻令而动、向险而行，一次次和病毒

短兵相接、殊死较量，把论文写在无形

战场，把成果研进官兵心坎。

浩渺行无极，为梦济沧海。习主席

殷殷告诫广大青年：“立志做有理想、敢

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

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作为

新时代青年，我们人生发展的黄金期与

民族复兴的关键期历史性地交汇到一

起 。 生 逢 盛 世 ，这 是 属 于 我 们 的 时 与

势 ；万 里 路 遥 ，这 是 赋 予 我 们 的 责 与

重。我们应把小我融入大我，将“自转”

和“公转”相结合，“怀抱梦想又脚踏实

地，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努力在强国

强军的征程上演绎出新时代好青年的

壮美旋律。

最美的星照亮前行的路
■张宋琦

在葡萄成熟前，果农常会把一些看

上去没问题的青葡萄摘下来扔掉。常

年培育果树的果农深知：不摘掉部分葡

萄，所有的葡萄只会相互争夺养分，最

终都长不大，只有摘掉一些，剩下的才

能有更多的生长空间，成熟得更好。这

种做法背后的道理很简单：有舍才有

得，去芜存菁，才能蓄势待发。

当前，有的单位在谋划新年度工作

时，却不懂得“摘掉多余的葡萄”——贪

多求全，不考量单位承受度，恨不得把

能想到的工作都安排在一年时间里完

成。如此，可以想见的结果就是：疲于

奔命、忙于应付，什么工作都抓两下，却

什么都没干好。

“搏二兔，不得一兔。”一年的时间是

个定量，基层官兵的精力也有限量，谋划

工作不取舍，精力不聚焦，东一榔头、西

一棒槌，官兵必然找不到努力的重点。

单位短板还没补齐就又新添了弱项，长

此以往，势必影响部队建设发展。

“摘掉多余的葡萄”，首先要找准“多

余的葡萄”。搞好新年度工作筹划，要认

清单位实际，既要会做加法，也要学会根

据情况做减法。应梳理清楚哪些会议可

以不开、哪些活动可以不搞、哪些文件可

以不发，当减则减，将重心真正放在中心

工作上。眼睛不要光盯着这一年要干多

少事，还要多想一想一年能把多少件事

干好，把经常性基础性工作抓紧抓实，让

“留下的葡萄”都长成硕果，才能实现单

位各项建设持续跃升。

“摘掉多余的葡萄”
■李浩爽 彭乐祝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

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的火热，对待个人

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

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这是雷锋在其

日记中写下的一段话。

春、夏、秋、冬，分别代表了雷锋对

于他人、工作、自我、敌人的鲜明态度和

立场。这种“四季情怀”既是雷锋为人

处世的座右铭，也是雷锋精神的生动写

照。同时也说明，雷锋精神的内涵是非

常丰富的。

提起雷锋，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他助

人为乐做好事，对他人“像春天般的温

暖”。其实，这只代表了雷锋精神的一

个方面，并不能涵盖雷锋精神的所有内

容。当年，《中国青年》杂志社请求毛

泽东同志为雷锋题词。毛泽东的秘书

林克事先拟写了十来句话，但最终都没

有被采用。最后的题词是简洁的 7 个

大字：“向雷锋同志学习”。毛泽东同志

认为：“学雷锋不是学他哪一两件先进事

迹，也不只是学他某一方面的优点，而是

要学他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品德；学习他

长期一贯地做好事，而不做坏事；学习他

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精神……”

雷锋主动帮助别人、关心他人，最终

温暖了别人，也温暖了自己。雷锋走到

哪里，“春天”就被他带到哪里。现实生

活中，一些人对他人漠不关心，经常拒人

于千里之外。殊不知，人心换人心，只有

主动做他人的“春天”，我们的生活才能

处处是春天。学习雷锋，我们就要像他

一样，主动去做他人的“春天”。

雷锋对待工作就像夏天一样火热，

始终充满热情。无论是当农业社的记工

员、县乡政府的通信员，还是在工厂当推

土机手、到部队当汽车兵，雷锋总是对工

作葆有极大热情，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

精一行。现在，有的人在工作中得过且

过，“佛系”“躺平”一时爽，耽误的只是自

己。学习雷锋，就要学习他的爱岗敬业

精神，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非凡的业绩，

在平凡的工作中成就不平凡的人生。

对待个人主义，雷锋向来坚持如“秋

风扫落叶”一般。他在日记中，常常因为

一些小事而作自我批评，从而在行动中

不断改进。如今，一些人个人主义泛滥，

事事先求利己，目无组织纪律，这样既融

不进集体，也难以获得他人的信赖。只

有时时清除精致利己主义，涵养大写的

家国情怀，才能实现思想上的净化、灵魂

上的升华和内心的纯净、人格的纯粹。

对待敌人，雷锋“像严冬一样残酷

无情”。雷锋参军的初心就是为了成

为像黄继光那样的英雄。虽然历史没

有给他上阵杀敌的机会，但他时刻做

好了思想和能力上的准备。面对丑恶

现象，雷锋总会表达出鲜明的态度和

立场。今天，我们学习雷锋，就要像他

一般爱憎分明、立场坚定，不信邪、不

怕鬼、不怕压，刻不容缓地做好各项备

战打仗工作，随时准备经受风高浪急

甚至是惊涛骇浪的考验。

习主席深刻指出，“雷锋精神是永恒

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

现”。一个人具备了雷锋精神，当祖国和

人民需要的时候，他可以视死如归，也可

以见义勇为；他可以冲锋陷阵，也可以公

而忘私。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支军队都

需要有这样的精神构成其强大精神力

量。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我们要争

做雷锋式的“一滴水”“一缕阳光”“一颗粮

食”“一颗螺丝钉”，锚定如期实现建军一

百年奋斗目标，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创造

出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业绩和荣光。

（作者系长沙社科联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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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基层调研，听到个别领导抱怨现

在的一些年轻官兵“个性强”“太自我”

“难管理”。听听具体情况就知道，这种

“难管理”多是因为没有把握好“管”与

“理”的侧重度与轻重度。

针对年轻人，管理学上有个新词，

叫作“轻有力”。通常，“管”的核心是控

制，“理”的核心则是疏导。大多情况

下，相对于“理”，一些领导干部更偏重

于“管”。“轻有力”则提倡既要“管”，也

要“ 理 ”，而 且 相 对 于“ 管 ”，更 着 重 于

“理”。其做法简单概括，就是“淡化权

威”“强化边界”“注重疏导”。“淡化权

威”是指放下级别和经验上的权威，善

于运用正式和非正式的方式畅通沟通

渠道；“强化边界”则是指帮助年轻人建

立正确的角色意识，有节奏地进行能力

帮扶和责任感塑造；“着重疏导”就是重

视说服引导，通过鼓励、信任而不是控

制、压服来存威立信。

人们常说“三年一代沟”，这种说法

可能稍有些夸张。但是，不得不承认，

不同年龄层之间，思想观念、价值取向、

行为方式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一些

领导干部希望年轻官兵能沿袭他们的

行为方式和做法，而后者则希望能按照

自己的方法行事，这就难免会产生一些

期待差。认识和接受这种不同，才能找

准“穴位”，“管”到适处、“理”到点上，这

也是最终能实现“双向奔赴”的基础。

管理是一门艺术，更是一门功夫，

须得掌握轻重和火候。找准方法，方能

“四两拨千斤”。

（作者单位：31631部队）

不妨尝试“轻有力”
■刘月勤

作者：周 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