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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瞭望

比武拿冠军拿到“手软”、跟强敌过

招就“来劲”、钓鱼岛空中维权“超霸

气”……新年伊始，新时代“空中王牌”、

空军航空兵某旅旅长郝井文矢志打赢

的事迹一经报道，立即圈粉无数。一名

网友留言：“有郝旅长这样一群军人守

卫祖国，咱百姓就专心追梦吧！”

如何让新年度的打赢底气更足？

近日，郝井文在接受采访时回答：“把

习主席开训动员令中‘实战实训、联战

联训，真正把制胜招法练过硬’的指示

落实好，把我们能够打的‘牌’准备好，

就能成为‘王牌’，不怕‘摊牌’！”

俗话说，“家里有粮，心中不慌”。对

于老百姓来说，平时备的粮食，就是应对

饥荒的“牌”。而对于军队来说，随时能

打胜仗的本领，才是手中最好的“牌”。

有没有这张“牌”、这张“牌”打得好不好，

决定着一支军队维护国家安全的底牌。

打扑克时的好牌，是靠运气拿到

的；而打仗时的“好牌”，是靠平时练出

来的。正所谓，“欲临敌而有功，宜闲习

之在素”。1950年10月，我军很多部队

在接到抗美援朝的命令后，几乎没有临

战训练，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

江”，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展开

殊死战斗并最终取得胜利。为什么当

时我军拉出去就能打胜仗？作家约瑟

夫·古尔登在其著作《朝鲜战争：未曾披

露的真相》中写道，中国军队在平时的

严格训练，以及经过严格训练得到的打

仗能力，使他们对装备远好于己的美军

毫不畏惧。而对于甲午战争清军的失

败，清军将领冯子材曾悲痛感叹：“若平

日里多些操练，亦不至于这般惨败。”历

史的经验与教训警示我们：要想打仗时

手中有“牌”，临时抱佛脚不行，只有平

时对练兵备战者发奖牌，对疏于训练者

亮红牌，才能练出未来战场的“王牌”。

“铁流澎湃砺精兵，蹈海踏浪铸利

剑。鹏飞万里向碧空，东风浩荡啸九

天。”这几年，伴着改革强军的强力推

进，全军将士肩扛强军兴军神圣使命，

激荡练兵备战火热激情。一次次装甲

起程、一次次战舰起锚、一次次战鹰起

飞、一次次导弹起竖，把胜战的刀锋打

磨得日益锋利。一家外媒惊呼：“解放

军能打的‘牌’越来越多，越来越好。”

毋庸讳言，跟战争年代相比，我军

的武器装备是更多更好了；与以前相

比，我军的训练环境、训练设施等有了

很大改善。然而，装备的改善和训练条

件的升级，并不能带来打仗能力的自然

提升。一些部队、一些官兵在面对“假

如战争今天爆发，我们能打赢吗”的提

问时，为什么底气不足？根本原因就在

于，平时实战实训、联战联训不够，还没

有把自己能够打的“牌”准备好。

当前，我军改革正向纵深推进，部

队驻地的移防、指挥体制的调整、人员

组成的变化、武器装备的升级，使一些

部队的战斗力处于“老牌”用不上、“新

牌”没形成的断档期。“战争是不会宽恕

训练差劲的军队的。”如果不能紧而又

紧、实而又实抓好实战化训练，一旦打

起仗来就会无“牌”可出，会给国家和民

族造成灾难性后果。

“这一仗，我们又会赢。”二战后期，

朱可夫在对德作战时很自信。为什

么？朱可夫回答：“我不知道德军将要

行动的计划，但是根据对情况的分析，

他们只能这样，而不会有别的做法。”一

句“他们只能这样”，说明朱可夫把德军

打仗时能出的“牌”摸得太清了。知敌

才能制敌。贴近实战练兵，实际上就是

贴近对手练兵。我军的每支部队，都有

一定的作战任务。日常训练中，只有把

作战对手的战略战术、兵力兵器、决心

意图等能出的“牌”摸清楚，才能瞄准对

手练兵，在未来战场上才能牵着敌人的

鼻子走，拖着敌人的辫子打。

“拿一手烂牌还能赢牌的人，才是

打牌高手。”这是人们对打牌高手的定

义。这样的高手高在哪里？高在出牌

时机把握精准。在我军的光荣战史上，

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争奇迹曾一再

上演。当时我军人员数量、武器装备都

不如对手，手里的“牌”是名副其实的

“烂牌”，但我军“出牌”艺术高明，“用

牌”技艺高超，所以才战无不胜，所向披

靡。如今，在我军手里的“牌”更好的情

况下，各级指挥员尤其应多揣摩用兵之

道、多创新战法训法，做好随时打仗的

充分准备，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

之必胜。

（作者单位：31654部队）

把能够打的“牌”准备好
■别新宇

基层观澜

1966年10月19日，周恩来在召集

科学家讨论解决运载核弹的工具时说：

“毛主席同意我们的方案，并赠给大家

十六字指示：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

可靠，万无一失。”听到“万无一失”这条

标准，大家感到了巨大压力。为此，周

恩来给大家解压：“什么叫万无一失？

把想到的、发现的，都认真解决了，就叫

万无一失。没发现的、解决不了的，是

吃一堑长一智的问题。打枪还有卡壳

的时候呢，别说导弹了。放心吧，只要

认真做了，出了问题，我周恩来负责。”

周恩来一句“出了问题，我周恩来

负责”，让科学家们没了后顾之忧，在放

开手脚后最终研制出我国的核弹运载

工具。这也启示我们：领导多些“出了

事我负责”的担当，就是给干部真撑腰，

就能激励干部大胆闯、放开试。

把新时代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

离不开广大干部“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的勇气与魄力；让改革强军在新时代迈

上新征程，离不开广大官兵“敢于啃硬

骨头”“敢于接烫手山芋”的胆识与担

当。然而实际工作中，为什么一些干部

想冲又畏手畏脚、想闯又怕这怕那？某

部网络调查显示，63%的干部“怕跌个

跟头再也起不来了”“万一砸锅了就前

功尽弃了”。

干部们这种“怕”并非多余。某部一

名干部受命开发某野战自动化指挥系统

三次失败后，该部领导不仅不帮他分析

原因、给其鼓劲，反而对其反复责难。转

业前夕，这名干部在局域网留言：“领导

要是不给创新者撑腰，谁还愿意去创

新？”的确，接“烫手的山芋”难免会被烫

着手，“第一个吃螃蟹”难免会被夹着

手。这时，领导如果一边在破解难题时

把闯将当“排头兵”靠前用，一边在出现

失误时把他们当“责任人”往前推，就很

可能让那些原本想闯想试的干部选择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长期下去，谁还

愿意去当“排雷手”、去扛“炸药包”？

我们常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败

之所以是“母”，是因为她包含着成功、

孕育着成功。习主席指出，“干事业总

是有风险的，不能期望每一项工作只成

功不失败”。实践证明，领导对创新路

上的失误越包容，创新者的动力才会越

大。也正是基于此，《关于进一步激励

全军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

实施意见》中明确规定，领导干部要带

头担当作为、带头承担责任，党组织要

为担当负责者担当负责、当干事创业者

的坚强靠山。

然而，一些领导在包容挫折和失误

方面做得不够好。当干部在啃“硬骨

头”、涉深水区时，他们怕失败后伤及自

身、累己名声，于是选择了漠不关心。

领导如此不担当，只会凉了人心，误了

发展。

强军征程上，无数攻城拔寨的任务

等着全军干部带头冲锋、迎难而上。大

家能不能在改革中敢闯敢试，把改革不

断引向深入，取决于各级领导有没有

“出了事我负责”的担当。当然，容错并

不是纵容出错，要求领导担当也不是部

属犯了错误都是领导的责任。广大干

部只要在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时“按规

定，尽全责”，领导干部在干部出现失误

时明辨“为公”还是“为私”，分清“无心”

还是“有意”，判定“无禁”还是“严禁”，

严格划分“失误、错误”与“违纪、违法”

的界线，就能让广大干部轻装上阵，在

创新中跨越一个个“雪山”“草地”，在探

索中征服一个个“娄山关”“腊子口”，推

动强军兴军不断迈上新征程。

（作者单位：空军工程大学研究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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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左半边一个“耳”，右半边一个

“口”再加“两点”，口与两点上下各占一

半，两点看上去像两只脚。似是告诉我

们，要履好职，首先要用耳朵听而且要多

听，因为“耳”占了“职”字一半；还要用嘴

说但要少说，因为“口”只占职右边的一

半；更要脚踏实地多下去干实事，既要把

听到的说出去的主张抓紧落实，又要在抓

落实中对发现的问题提出意见或办法。

因为“口”靠两只脚支在地上，是知与行的

统一，是实践之上的灼见。干部履好职的

要领有很多，撇开其他不谈，单从这个

“职”字中，就可悟出不少履职的学问。

履职尽责应善于听。我们党历来

提倡广开言路，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毛

泽东同志就十分注重“听”，在延安时，

他要求各级干部要多到生产一线去，到

人民大众中去，把方方面面的意见听全

听明白。听还要虚心，不要老打断人

家，让人把话说完，更不要带着主观判

断去听，这样才可能听到真话，掌握真

实情况，作出的判断和决策才不盲目不

主观。可见，听是干部正确履职的前提

和基础，只有多听、常听、用心听，才能

听出隐患问题、听出群众心声、听出解

决问题的办法路数。

履职尽责应慎重讲。讲话不难，难

在言之有物。现在，有个不好的现象，

就是有些干部讲话过多，逢会必讲甚至

争着讲话。为什么有的领导讲话大家

口口相传不会忘，而有的领导讲话人们

左耳进右耳出很快淡忘，原因就在于缺

乏思想的“共振”。讲话就要讲新话，讲

管用的话，讲一针见血的话，讲别人没

讲过而当地实际又要求非讲不可的

话。尤其不要信口开河，讲不着边际的

话，也不要口若悬河，讲正确的废话。

当你的讲话大家爱听，你就获得了引导

和组织群众的话语权，履职尽责就水到

渠成、言出必随了。

脚上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

少真情。常下去看看，不仅可以听到基

层的真情实况，还能反思履职的差距和

不足，密切与群众的感情，为履好职打

下基础。当年，习仲勋下放洛阳耐火材

料厂时有一个习惯，经常到厂里的大澡

堂里泡澡，一块儿泡的经常有下夜班的

几十个工人，他总是边泡澡边与工人聊

厂里的事、家里的事、社会上的事，从中

感受人民生活的酸甜苦辣，了解社会的

真相。可现实生活中，仍有一些干部不

愿接触群众，害怕群众提意见，喜欢待

在办公室做“画圈干部”、在会议室当

“举手干部”。长此以往，身子离群众越

来越远，心自然就融不到一块，哪里还

能履好职？

人有两只耳朵两条腿，但只有一个

嘴巴。这样的“分工”，就是让人多倾

听、多干事、讲管用的话。这能否算是

履好职尽好责的“真经”呢？

悟透一个“职”字
■傅懿韫

翻阅名人传记，颇感有一韵事耐人

寻味，这就是书房的雅号。

自古以来，人们都会给自己的书房

取一雅号，借以言志、修学养心。书房

的雅号，通常有斋、室、堂、屋、阁、轩、

居、庐、村、苑等诸多种。取不同雅号，

均出于主人的志向、情趣、品格和追求。

在书房的雅号中，“斋”字最为常

见。何谓“斋”？《说文解字》释：“戒、洁

也。”即洁净养心之处。潜心读书修身，

与“斋”字蕴含的宁心养性有异曲同工

之妙，故而将书房冠名斋，寄托的是一

种超凡脱俗、物我两忘的精神境界。

苏东坡在海南儋州时把自己的书

房取名为“德有邻斋”，其寓意来自孔子

“德不孤，必有邻”的名言。这位才学超

凡的文豪在仕途上颇为凄惨。但他失

意不失志，每到一处贬谪地，都不忘为

民造福，故而一路获得百姓称誉。在最

后一次被贬到儋州时，尽管已是62岁的

老人，但苏东坡依然不改入仕初心。当

地缺乏淡水、岁岁疟疾成灾，他就带领

百姓开凿水井，消除病患之源；海岛教

育落后，便开办学堂授业，用文化泽惠

穷人。先前，儋州乃至全岛从未有人登

科中举，但在他播下中原文化之后，海

南自宋代以来，共考出举人 700余名。

苏东坡在“德有邻斋”诗文中，用12个简

洁文字浓缩了自己的为官生涯：“问汝

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与“斋”的清静相比，“室”则多些简

陋与朴实。“室”字，古汉语的一种释义为

“所止也”，蕴含着“自足”之意。唐代著

名诗人刘禹锡被贬到安徽一县任通判

时，落井投石的县令给他安排了一间狭

小简陋的旧房。刘禹锡没有哀叹和怨

言，而是挥笔写就“陋室”二字，赫然贴于

居家兼书房的屋中。他安贫乐道、作诗

著述，千古绝唱《陋室铭》就写于这间简

朴的小屋里。“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

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

馨……”这篇短文，博观约取、韵味隽永，

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古文名篇。

把读书当作一种生活方式，是有志

者研究学问、砥砺精神的价值追求。故

而，古往今来的诸多名人伟人，皆喜欢

将自己的生活与研学、著述与志趣融为

一体的住所，取名为书屋。

上世纪20年代，在北平任职的鲁迅

鼎力支持女师大学生的爱国运动，奋笔

疾书抨击北洋政府，因而被反动文人骂

为“学匪”。对此，他诙谐回应：“说我学

匪，就学匪吧！”于是，愤然将原名“俟

堂”的书房改为“绿林书屋”。此后，他

每日总是坐于书屋旧桌前的老藤椅上

挑灯奋战。《并非闲话》《补白》……一篇

篇犀利的杂文，像一支支投枪，射向反

动当局和黑暗现实。

毛泽东也喜欢“书屋”之名。1949年

8月，他迁往北平时，原本不愿住中南

海。后来，看到居所有一块恰似韶山的

小耕地，又因平生对秋色与菊花情有独

钟，遂按组织决定搬进了中南海的“菊香

书屋”。其屋博拥群书，存有马列全套著

作、古今中外名著、社会和自然科学书籍

1万余种、9万多册，可谓“世界级”的私

人图书馆。他每日除工作、吃饭、睡眠

外，其他时间几乎沉潜于学海与著述

中。《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册、500余

万字的各类文章，大都书于“菊香书

屋”。1972年，会见尼克松总统时，对方

问他：“主席阁下，您的最大爱好是什

么？”他笑答：“就是好读书！”事实令人惊

叹：毛泽东于1976年9月9日零时辞世，

在8日处于时而昏迷、时而清醒的状态

下，只要一睁眼，便迅即读书、阅文件，真

乃“书伴终生、学至逝世”的一代伟人。

近年来，在军内外“老虎”中，居家

皆有雅致书斋，有的还专邀名流为其题

名。诸如，养心轩、品华台、悦读堂、观

海听涛廊等等，雅号煞是优美。但探微

细察，书架、书橱内，多为受贿敛财的古

玩珠宝、名家字画，也有装潢精致的书

籍，但皆原封不动、崭新如初。

书房是精神家园的一扇窗口，飘出

的当是芬芳的书香，而非物欲的铜臭；

雅号是价值追求的一种标识，定义的当

是内心的表白，而非灵魂的遮羞。是

焉，非焉？值得深思。

品味那些书房的雅号
■党予泽

“一开年就在连队搞这么多试点和

现场会，这哪是大抓基层，分明是折腾

基层！”1月6日的某部办公会上，该部

领导在否决了机关列出的“大抓基层计

划表”后告诫机关干部：大抓基层不是

铺大摊子、搞大动作，而应像做“针线

活”那样，多下慢功夫、细功夫。

我们常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基层是部队全部战斗力的基础，是一切

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抓基层、打基

础，始终是机关指导工作的重心所在。

然而，一提起大抓基层，个别机关干部

就看不起“小动作”，在他们眼里，似乎

不搞几个“大手笔”，就不是大抓基层。

给这些“大手笔”画画像，不难发现

有以下几根“粗线条”：

一是现场会接二连三。主要表现

是，在连队开“正规化管理现场会”“战备

拉动现场会”“经常性思想工作现场会”

等各类现场会，实在没现场会可开时，

就搞个“队列会操现场会”“落实新条令

现场会”。名目繁多的现场会，像“开春

的柳絮满天飞”。承担现场会的连队，

不得不把正常工作放在一边，“停工”搞

配合。活动结束后，机关的“笔杆子”写

个经验转发一下便算完事。某部九连是

远近闻名的红军连队，2016年，机关在该

连召开了5个现场会。当年底，该连丢

掉基层建设先进单位的荣誉后，指导员

说：“被机关的现场会反复折腾，不丢先

进才怪呢。”

二是检查接连不断。主要表现是，

今天检查战备落实、明天检查人员在

位；一会你来检查饭堂卫生，一会他来

检查装备保养。检查前有通知，检查后

有通报。不把基层检查个底朝天，绝不

罢手。为了应付检查，基层只得反复打

扫卫生、加班准备材料、周密设计线路，

持续的“迎检状态”，害苦了基层官兵，

他们该吃饭时吃不成饭，该休息时得不

到休息。

三是大项任务叠加。主要表现是，

一个任务还没结束，另一个任务已经下

达。任务层层叠加，标准层层加码。去

年年底，某部一个连队同时要完成军事

考核、士官选改和军事技能等级考核等

5项任务。连队干部无奈地说：“我们

都是三头六臂该多好，1天有30个小时

该多好。”

最近网上流行这样一句话：“度”行

天下。意思是说，做事能把握好度的

人，大多能成功。诚然，大抓基层离不

开必要的现场会、工作组和检查考核。

但应该认识到，适度能帮忙，失度则添

乱。目前基层之所以对各类现场会、工

作组和检查考核叫“多”不迭，恐怕与一

些“工作组不真工作”有关。

工作组为什么不真工作？深究根

源不难发现，“病灶”在于私心与惰性。

这些人，抓基层首先考虑的不是基层发

展，而是个人出名得彩。在他们看来，

静悄悄地抓，上面不知道，领导不注意，

没有搞大活动有“轰动效应”。对于如

何纠治，毛泽东同志早就给我们指出了

路子，那就是“必须从改善领导作风与

领导方法入手”。

一名老基层曾形象地说：“抓基层

就像织毛衣，编织它的时候，一针一

线，小心而漫长；而要拆除它，只需轻

轻一拉，就全散了。”什么时候，领导机

关作风改善了、方法改进了，就不会对

基层的“毛衣”胡拆乱拉了，就不会再

折腾基层了。

希望不再有乱折腾的日子，永远

没有。

（作者单位：63790部队）

乱折腾做不好“针线活”
■张晓霞

长城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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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某旅领导在蹲点时发现，连队
一名干部以严格管理为由，在让战士休
假或探亲前签安全保证书后，还要求他
们每天用微信发定位、报情况。“如果你
休假了，我让你这样做，你乐意吗？”该领
导在帮助这名干部认识这一“土政策”的
危害后，引导他按照条令和有关规章制

度，科学管理休假和探亲的战士。
这正是：
休假在老家，

无奈总被查。

如此不信任，

心灵怎通达？

周 洁图 刘含钰文

遵统帅号令 练精兵劲旅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