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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热渐退，秋风渐起，驼铃声再次

响起。退伍的日子近了，老兵们的眼

神里添了几分眷恋。

这一别，吹角连营将成为往事；这

一别，亲密战友将各奔天涯。不难想

象，很多人的朋友圈，又将被那些相拥

而泣的镜头、挥手告别的画面“刷屏”。

“这绿色的生命，早已在我的骨

血里生长。”即将离开甚至比家都要

熟悉的营盘，那些铁骨铮铮的硬汉，

也忍不住热泪横流。最好的青春年

华留在了军营，无数的汗水和笑容也

留在了军营。“一朝戎装穿在身，终身

流淌军人血。”那朝夕相伴的军装，早

已长成了自己的“皮肤”，一旦脱掉，

怎能不疼？

告别的日子近了，老兵们以各种

方式道别军营。有的对留队战友“唠

唠叨叨”，只为把自己的经验倾心传

授；有的反复查看营产营具，有损坏之

处就默默修好；有的积极建言献策，盼

着部队越来越好；抑或是，吻别珍爱的

哨位，擦拭庄严的界碑，再参加一次庄

严的升旗仪式，再抚摸一次荣誉室里

的奖状奖杯……

退伍老兵的汗水，浇灌在他们无悔

青春的年轮里，也留在人民军队砥砺奋

进的足迹中；退伍老兵的背影，定格成

一张张触动人心的相片，也融入了中国

梦强军梦的恢弘画卷。退伍老兵之中，

有的是沙场阅兵中光荣受阅的那一个，

有的是抢险救灾中冲锋一线的那一个，

有的是国际赛场上摘金夺银的那一个，

有的是维和护航、海外救援、联演联训、

安保执勤等大项任务中扛起重担的那

一个……

虽然帽子上不再有军徽，但心中

军旗猎猎；虽然衣装上不再有肩章，但

胸中热血滚烫。无论岁月怎样流逝，

老兵的荣誉永不褪色，老兵的故事永

远流传。

退伍之际，很多人会“再发现”军营

的意义。军旅生涯的履历、军队熔炉的

锻造、军营文化的熏陶，会成为最重要

的财富，装进老兵的行囊，伴着他们“再

出发”。

开启新的远征，意味着将面临新

的考验，迎来新的机遇，再创新的辉

煌。现在各行各业中涌现出的杰出人

物，很多都有从军的经历。正因为他

们“生命中有了当兵的历史”，秉持愈

挫愈奋的意志力、行动果敢的执行力、

令行禁止的纪律意识、精诚团结的集

体观念，才闯出了一片新天地、干出了

一番大事业。

与以往不同，今年的退伍季，是退

役军人事务部组建以来首个退伍季。

自组建至今，退役军人事务部“动作频

频”，不仅积极开展来信来访接待，汇

总、梳理、上报退役军人的诉求，还对退

役军人法律法规政策进行全面清理，召

开《退役军人保障法（初稿）》征求意见

座谈会，联合有关部门印发《关于促进

新时代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的意

见》……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退役的

战友在方方面面都将得到更好的支持

和保障。

国家政策有红利，自己更要有作

为。退役老兵只要把国家支持和自身

努力结合起来，抓住机遇积极进取，大

力发扬部队的好传统好作风，始终保持

那么一股气、一股劲，努力开辟人生“第

二战场”，就一定能谱写壮丽的新篇

章。请相信：穿过军装的人，优势无可

替代，路会越走越宽！

（作者单位：武警福建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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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如同碧水蓝

天的环境，让人能够“深呼吸”。习主席

在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上强调，“加

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自觉抵御歪风

邪气的侵蚀”。

然而在个别单位，人与人相处带着

不少“俗气”。有的把处世原则等同于

交易原则，你投之以桃，我报之以李；有

的一身“江湖气”，开口好兄弟，闭口铁

哥们；有的信奉“关系学”，削尖脑袋进

圈子，费尽力气攀高枝；有的喜欢当“好

人”，只栽花不栽刺，发现问题不提醒、

不批评、不报告；有的乐于当“能人”，资

源多能量大，张口闭口“摆平”“搞定”

“铲事”……如此一来，本该清爽的同志

关系染上了市侩气息，本该严肃的党内

生活掺进了庸俗味道。

不讲党性讲交情、不讲团结讲结

团、不讲正气讲义气，归根结底，讲的

都是私心和私利。在这些人看来，事

情做错了、工作耽误了，损失的是单

位、是别人；然而，把人得罪了、关系搞

僵了，损失的则是自己。为了多拉几

张选票、早点爬上高位，多赚一些钱

财、多捞一些好处，抑或少惹一些麻

烦、少担一些风险，即便“俗”一点，那

又何妨？在这种逻辑的主导下，少数

人不仅自己“俗气”，还把“俗气”传染

给别人，鼓动更多人傍上实力雄厚的

“靠山”、走进利益交换的“市场”、踏入

金兰结义的“江湖”。

有人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谁

都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利益关联错综、

人际关系复杂，倘若圆润一点、中庸一

些，岂不是皆大欢喜？殊不知，人情有

公私之别、正邪之分，庸俗化的人情世

故，是一种具有隐蔽性和腐蚀性的“社

会病”，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一旦沾染

过多，往往会荣辱不清、是非不辨、善恶

不分，影响自己干事创业的担当和激

情，损害自己在群众心目中的威信和形

象。

邓小平同志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

如果说要变质，那么思想的庸俗化就是

一个危险的起点。的确，细数那些落马

干部，先变“俗”而后变“坏”的，可谓为

数不少。不仅如此，庸俗的东西一旦滋

生蔓延，形成严重的“雾霾天”，就会毒

害整个环境，让一个系统的纠错能力、

发展能力、战斗能力严重下降。

作为拥有8900多万党员的执政党，

如果党员不分黑白、不守原则，“同乎流

俗、合乎污世”，怎能把党的事业不断向

前推进？一个党性强、有原则、敢负责

的党员，决不能说什么“不能免俗”。如

果每名党员都能在是非面前旗帜鲜明、

原则至上，在难题面前敢闯敢试、敢为

人先，在矛盾面前敢抓敢管、动真碰硬，

就能使党组织解决自身矛盾、促进团结

进步、推动事业发展的能力大大增强。

我军是一个战斗集体，能不能正确

处理同志关系、战友关系，直接关系到

部队战斗力。革命战争年代，我军之所

以能屡打胜仗，离不开正气充盈、纯洁

纯粹的内部关系。未来战争是体系与

体系的对抗，更需要“联万心而作一

心”。如果把庸俗化的那一套带上战

场，能打仗、打胜仗只能是一句空话。

处世之中有规矩，处世之中见党

性。期待广大党员干部从我做起，远离

功利、势利、唯利之交，远离违规、违纪、

违法之交，远离低俗、媚俗、庸俗之交，

彻底摆脱庸俗人际关系的束缚和困扰，

把更多心思和精力用到推动部队全面

建设、提高部队战斗力上来。

（作者单位：西藏林芝军分区）

处世之道勿染庸俗味道
—全面加强新时代我军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工作系列谈⑤

■李文瑜

某旅领导到基层检查工作时，发
现执勤哨兵手里拿着一摞纸，口中念
念有词。原来，机关频频下发各类知
识题库，为了顺利通过名目繁多的理
论考核，大家不得不加班加点、甚至
在站哨时背记。旅党委了解情况后，
对各类知识题库进行“精简瘦身”，
并要求机关和营连严格组织正常执勤

训练。
这正是：
题海无涯苦作舟，

考核繁复惹人愁。

删繁就简增实效，

学习当为打仗谋。

洛 兵图 王辰玮文

安装手机软件时，很多人对于软件

使用协议经常看也不看就点“同意”。

殊不知，有些使用协议的“默认选项”

中，包括允许调取联系人、地理位置等

条款，甚至允许直接转账付款，因而存

在安全隐患。

人们在心理上对“默认选项”的认

可，常常是无意识的，属于一种直觉式

思维。应当认识到，直觉未必总是正确

的。人们头脑中那些看似理所当然、毫

无问题的“默认选项”，尤其值得警惕。

如果对之“不设防”，就可能掉入陷阱，

甚至遭受严重损失。

认识大千世界的复杂事物，分析

瞬息万变的客观情况，解决现实存在

的实际问题，太过依赖直觉，就可能

因循守旧而不知、自我设限而不觉，

成了思想和观念的囚徒。比如，看见

“一叶落”，就断定“天下秋”，可能就

不是“一叶知秋”，而是“一叶障目”

了，大有犯错的危险。因此，有必要

重新审视那些习以为常的直觉式思

维，多一些“反直觉”思考。

重的物体落得快，看似理所当然，

但伽利略敢于挑战这种观念，最终通过

比萨斜塔试验，昭示了“物体下落速度

不由重量决定”的规律；达尔文构建观

点时，不是一味固守己见，而是积极寻

找“反驳自己”的证据，一旦观察到与自

身认知相矛盾的现象，就全力加以研

究。可见，摆脱经验的束缚、跳出直觉

的窠臼，更可能收获不平凡的成果。

军事领域最具创新的活力，而创

新离不开挑战常规，这就要求辩证地

看待直觉，甚至站在直觉的对立面。

比如，“舰队无法越过山岭”，这是很

多人的“第一感觉”。然而，茨威格在

《拜占庭的陷落》中讲到一个战例：攻

城一方的强大舰队处于外海，无法施

展力量，于是他们利用圆木作为滑

板，送船上山，最终在对方毫无防备

的情况下，让整整一支舰队越过了山

岭，出其不意地抵达内港，从而赢得

了胜利。

由此可知，敢于挑战直觉，往往就

能在僵局中觅得战机、在绝境中反败为

胜。如果自己没见过便说“不可能”，什

么都没尝试便认为“行不通”；如果总被

庸常思维所困，不敢创新、不敢突破，终

日在单调机械的重复中度过……那么，

即使忙碌得像高速旋转的陀螺，也难以

练出制胜绝招、创造经典战例、书写战

争奇迹。

现实中，一些单位的领导干部总是

自我感觉良好，做工作喜欢想当然，事

情看似没少干，实际效果却有限。究其

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被所谓的

“直觉”拴住了头脑、绑住了手脚。未来

战场上，哪一只“黑天鹅”将左右战场局

势，哪一头“灰犀牛”将影响战争走向，

或许很难作出预料。但正因如此，多想

想那些“不可能”“行不通”，多一些“反

直觉”思维，应是每名指战员走上战场

之前的必修课。

多一些“反直觉”思考
■王海旭

清代刘廷玑的《在园杂志》，记述了

一段发人深思的话：“君知千里马乎？

今日而千里矣，倘明日足茧不能千里，

是乌得名千里马耶？”

衡量一匹马是不是千里马，人们往

往关注一个指标——“日行千里”。然

而，另一个指标或许更为重要——“日

日行千里”。也就是说，甄别千里马，既

要看今日，也要看明日；既要看“路遥”，

也要看“日久”。

同理，衡量一个人是不是真人才，

不能只看一时一刻的表现，而是要看每

时每刻的状态。虽说“是金子总会发

光”，但有为数不少的人，迎来一两次

“高光时刻”之后，便迅速地黯然失色，

难以发出持久的光芒。这样的人，恐怕

算不上杰出人才、卓越人才。

日行千里殊非易事，因此，有的人

“今日千里”之后，想的是喘口气、歇歇

脚，顾不上考虑“明日千里”的事，以致

产生“始勤终怠”的现象。也有人以

为，只要跑出一次“日行千里”的佳

绩，就可以被永远贴上“千里马”的

标签，因而守起了摊子、吃起了老

本。

对于这些人，清代阮葵生在《茶

余客话》中有十分形象的譬喻：“初至

为走盘珠，稍久为算盘珠，既久则佛

顶珠。”意即，起初像天然浑圆的珍珠

一般，十分灵动；过了一段时间，就

像扁圆的算盘珠，运转不那么灵了；

时间一久，则变成了佛顶珠——佛顶

珠一词，如今已专门用来比喻懒散呆

滞、推拨不动的人。

《在园杂志》记载，昆山有个叫许

虬的人，罢官回家后，曾在一佛寺中

居住。一天，寺里失火，许虬本已逃

了出来，却又冒着大火返回寺内，抢

出一个蒲团来。众人不解。他说：“老

夫一生受用都在这个，失去便无处立

脚矣！”

许虬的话，固然荒唐可笑，却也值

得深思。现实中，不是也有为数不少的

人，一旦得了个可供立脚的“蒲团”，就

须臾离不得身了？正所谓“功成弗居，

贤将所难”，过往的成绩和荣誉，成了不

少人安身立命的“铁饭碗”、自我欣赏的

“装饰品”、奋进路上的“终止线”。

守成者没有出路，奋进者才有未

来。人们素来敬佩各行各业的“常青

树”，他们能够永葆先进，靠的是一以贯

之的努力、持之以恒的韧劲。要想成为

“日日行千里”的千里马，就应当把“永

远在路上”“没有完成时”当作价值追

求、融入精神气质。

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从延安时期

“本领恐慌”的警醒，到改革开放之初

“不注意学习，忙于事务，思想就容易庸

俗化”的省察，再到新时代新征程对“能

力过硬”的惕厉，无不体现出一种“明日

千里”的忧患感。正因此，我们才能在

不同时期积蓄力量和底气，让“中国号”

航船乘风破浪、一往无前。

当前，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

知识更新的速度超过历史上任何时

期。如果不像海绵吸水一样不断掌握

新知识、熟悉新领域、开拓新视野，就难

以解决本领不足、本领恐慌、本领落后

的问题，不仅难以“明日千里”，甚至可

能寸步难行。

实现本领升级不可能一蹴而就，需

要持续发力、久久为功。今天，军队转

型重塑的过程，也是我们每名官兵实现

素质升级、能力提升、本领扩容的过

程。我们要抓住一切时机，学习新知

识、掌握新本事，从而跟上时代步伐、踏

准时代节拍，应对新的挑战、赢得新的

荣光。

多些“明日千里”之虑
■魏 寅

近日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明确规定，“借集体决策名义集体

违规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

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

党察看处分。而此前中央军委印发的

《中央军委巡视工作条例》中，也将“以

党委集体决策名义集体违规”列为重要

巡视内容。

不可否认，现在仍有少数单位的党

委班子成员，视集体决策为规避监督的

旋转门、推卸责任的挡箭牌，用“程序正

义”为“违规决策”披上合法外衣，甚至

出现集体怠工、集体失误、集体腐败等

现象。

比如，在选人用人问题上搞平衡、

做交易，我要提的人你照顾一下，你想

提的人我照顾一下，甚至个别酝酿中评

价不高的干部也拿到会上去讨论。这

是严重违反干部使用原则和纪律的。

用10个干部，即使9个是好的，只有一

个是照顾性的，那群众也会认为没有坚

持原则，整个班子就会为个别人埋单、

背黑锅。

也有一些单位，对亟须解决的问

题、群众热盼的事情，虽有集体决策，但

却议而不决。究其原因，或是认为“不

洗碗就不会打烂碗”，唯恐决策失误将

来倒查责任挨“板子”；或是怕丢特权，

凡是给自己定规矩、扎笼子、削福利的

事，能拖则拖。凡此种种，皆是把为官

不为的责任推给“集体”，是不讲规矩、

不守原则的表现。

当前我军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克体

制机制的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各项工作纷繁复杂、千头万绪又迫在眉

睫。各级党委作为“一线指挥部”，处于

承上启下的重要位置，肩负着结合实际

指导落实的重要职责。如果党委“一班

人”在集体决策时公私不分、是非不明，

借集体决策之名行集体违规之实，就会

消解改革的力量、迟滞发展的进程，给

部队建设埋下严重隐患。

“集体决策”就能免责，“组织行

为”就难追责——这些都是由于不知

法、不守法而导致的错误认知。实际

上，人数多少并不是衡量制裁与否的

依据，党纪国法在很多方面都体现了

“若众犯法，法亦责众”精神。相关司

法解释中也写道，“以‘集体研究’形

式实施渎职犯罪，应依法追究负有责

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可谓扼住了集体

违规的命门。

业有责乃远，法严人思进。要提高

集体决策的水平和效率，确保集体决策

的科学和规范，就必须加强党内民主集

中制建设，完善民主决策机制，牢固树

立“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误必追

究”的导向，形成人人关心决策、积极参

与决策、依法慎重决策的局面，促进部

队建设水平不断提升。

集体决策不能集体违规
■卢亚其

长城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