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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 渊 潭

基层观澜

长城论坛

八一时评长城瞭望

明代巡抚吕坤在《实政录》一书中，

将官员按好坏分为八类，其中排在第七

的为“巧宦”。这类官员的突出特点就

是“滑”，乖巧玲珑，取巧图便，圆滑世

故，人们戏称之为“琉璃蛋”，意思是滑

到了极致。

清人魏源讽刺这种人：不担责任是

成熟稳重，会踢皮球是聪明智慧，得过

且过是办事得体。当时有一首词《一剪

梅》更是写道：“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

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

味圆融，一味谦恭。大臣经济在从容，

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

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寥寥数语，一

幅“巧宦”嘴脸跃然纸上。

晚清的王文韶可谓“琉璃蛋”式官

员的典型，为人柔和婉转，明于趋避，

“柔媚无风节，罕持正议，时论颇讥

之”。《南亭笔记》记载：“王仁和相国文

韶，入军机后，耳聋愈甚，一日，与荣禄

争一事，相持不下。西太后问王意如

何，王不知所云，只得莞尔而笑，西太后

再三垂问，王仍笑，西太后曰：‘你怕得

罪人？真是个琉璃蛋！’”

然而，王文韶凭着“琉璃蛋”的为

官之道，“历官中外，老成持重”，“详练

吏职，究识大体”，亲历咸丰、同治、光

绪三朝，最终官至尚书、军机大臣，可

谓“无病无难到三公”。虽然左右逢

源、官运亨通，“妻受荣封，子荫郎中”，

却没有“流芳身后更无穷”，而是作为

“官油子”的代号，不仅为时人所诟病，

也为后人所不齿。

“琉璃球”是圆的，哪里光滑就滚向

哪里，哪有阻力就躲开哪里。《瞑庵杂

识》中记载，道光年间深得皇帝倚信的

大臣曹振镛，虽琐鄙无能，却声名俱泰，

其秘诀就是：“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

耳。”这类人头戴安全帽，脚踩西瓜皮，

美恶皆言好，遇事和稀泥，“不恶又不

善，不识主人翁，随客处处转；因循过时

光，浑身痴肉脔”。但是，圆的东西总是

往低处滚，“琉璃球”式干部虽然一时如

鱼得水，却迟早要跌入民心的谷底，受

到群众的诟病。

“观于明镜，则瑕疵不滞于躯；听于

直言，则过行不累乎身。”与“琉璃球”式

官员相对，是那些“带刺”的直谏之臣。

魏征常犯颜苦谏，“逢上怒甚，神色不

移”；徐有功每遇武则天无故杀人，都要

宁死庭争，“臣身虽死，法终不可改”；汲

黯直谏不畏强权，不惧灾祸，“且已在其

位，纵爱身，奈辱朝廷何？”群众的眼睛

是雪亮的，历史是由人民书写的。这些

忠贞之臣敢为社稷争与谏，甘为黎民鼓

与呼，赢得了朝廷的信任，也得到了百

姓的拥戴。

这样的官员，就是毛泽东所说的

头上长“角”的干部：“我常跟同志讲，

你头上长‘角’没有？你们各位同志可

以摸一摸。我看有些同志是长了‘角’

的，有些同志长了‘角’但不那样尖锐，

还有些同志根本没有长‘角’。我看，

还是长两只‘角’好，因为这是合乎马

克思主义的。”头上长“角”，眼里揉不

进沙子，耳里听不进虚言，才能心中有

党、心中有民，坚持“为官避事平生

耻”，坚守“视死如归社稷心”，做人不

畏权与势，遇事敢于唱黑脸。

我党老一辈革命家的头上无疑是

长了“角”的，而且很锋利、很尖锐、很坚

硬。延安整风时，有人指出干部贪污，

责备陈毅没管好干部。多年后，陈毅忆

及此事，作诗感叹：“难得是诤友，当面

敢批评。”黄克诚抓党风有一条经验叫

“不怕撕破脸皮”，被人们赞为“党内夸

刚正，人推黄克诚”。正是无数共产党

员头上的“角”，顶住了不正之风，换来

了清风正气。

不可否认，虽然今天从严治党纵深

推进，政治生态焕然一新，但“琉璃蛋”

式干部仍有市场，一些党员干部头上的

“角”不那么尖锐了。都说批评武器好，

可用的人少；都赞犯颜直谏高，但身试

者寥。君不见，那些只肯栽花、不愿栽

刺的“滥好人”，驾轻就熟、八面玲珑的

“老司机”，避实就虚、明哲保身的“官混

子”，仍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活跃在我

们的身边。长此以往，不但会造就更多

的庸官、恶官、贪官，使正气受抑、邪气

上升，还会败坏党风、贻害政风，阻碍党

的事业发展。

改进作风永远在路上。“琉璃蛋”式

干部不会自动退场，党员头上的“角”也

不会自己变尖。只有在是非问题上坚

持原则，在正风肃纪上敢于亮剑，在组

织生活中大胆批评，做到“绝对不应盲

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才能让

“谔谔者”吃香、“诺诺者”消失，立起干

事创业的鲜明导向。

（作者单位：武警河南总队）

“琉璃蛋”与“头长角”
■龙 军

时下，借助抖音、微博、微信等新媒

体开展政治教育，成为不少授课人的

“最爱”。应该说，依托网络便捷海量的

信息，拓宽教育渠道，丰富教育资源，值

得提倡。

但是，面对泥沙俱下的网络信息，

个别教育者只是一味地“拿来”，感觉资

料多了、形式有了、官兵听了，便完成任

务了。其实，这种“快餐教育”虽有时代

标签，看似手法新颖、寓教于乐，实则有

些养分不足、深度不够，更缺少政治性、

原则性和战斗性。

究其本质，这是快餐文化的衍生品，

只是单纯地追求速成、通俗、短期流行，而

不注重深厚积累和内在价值。信息时代，

教育素材可以信手拈来，但固本培元却非

朝夕之功。如果教育者不分良莠、简单转

载，而受教育者自得其乐、浑然不觉，长此

以往必将导致官兵精神食粮不足、思想营

养失衡。

对于“拿来主义”，毛主席早就说

过：“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

收。”网络信息不乏媚俗、离奇、负面等

内容，这就要求教育者必须抓住教育的

“根”和“本”，找准教育的“靶”与“标”，

紧贴时代发展、紧贴使命任务、紧贴官

兵实际，科学分析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为我所用。

“快餐教育”不可取
■李宇浩 刘葆旭

一位指导员在课堂上阐述战斗精

神时，动情地说：“往小里讲，就是不怕

酸、不怕辣。”看到官兵们不解，便解释

道：“为了后半夜战备值班不犯困，很多

同志都通过喝醋、吃辣椒让自己清醒，

这难道不是不怕酸、不怕辣吗？”

此时，课堂上鸦雀无声，有些官兵

的眼眶已经开始泛红。战斗精神是我

军血性胆魄的生动写照，讲起来完全可

以引经据典、大开大合，但这位指导员

没有大而化之、泛泛而谈，而是讲了官

兵身边的一些平常事，虽然“泥土气息”

很重，却冒着热气、透着生气，有亲和

力、有凝聚力。

政治教育究其本质是一朵云推动另

一朵云，但如何“推动”是一篇大文章。不

同的教育方法、内容、形式，产生的效果也

不一样。最真实的往往最可信，最走心的

往往最动人。没有感情的教育是没有感

染力的。官兵身边的事，来自各个岗位，

来自你我身边，平凡之中见伟大、细微之

处见精神，更接地气、更受欢迎。

接地气方能聚士气，知兵心方能入

人心。只有坚持台上讲什么，先摸清台

下想什么，以“正言正理”春风化雨，用

“兵言兵语”沁入心扉，真正戳到麻骨，

解开思想扣子，才能让官兵在润物无声

中真融入、真思考、真受益。

“泥土气息”更动人
■周 飞

幸福源自奋斗，成功在于奉献，平

凡造就伟大。日前，“最美奋斗者”学

习宣传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广

大民众积极参与网上投票，选出自己

心中的英雄。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

波澜壮阔，70年砥砺奋进，一大批勇于

拼搏、敢于追梦的共和国建设者、新时

代奋斗者令人感动。这次入围的722名

“最美奋斗者”候选人中，有醉心学术的

科学巨匠，也有叱咤风云的商界巨子；

有为国争光的体育健将，也有技艺精湛

的大国工匠；有勇立潮头的领航者，也

有默默无闻的奉献者。他们奋力奔跑、

努力拼搏，只争朝夕、奋发有为，用辛勤

的汗水浇灌出了祖国的美好未来。

这次“最美奋斗者”候选人中，有39

位国防和军队系统代表。从雷锋、邱少

云、黄继光，到王伟、张楠、方永刚，再到

戴明盟、杜富国、李中华……有的牺牲

在血火战场，有的献身在育人讲堂；有

的为科研鞠躬尽瘁，有的捍主权血洒海

疆；有的驾战机翱翔蓝天，有的驭铁甲

驰骋沙场。虽然专业领域有别，年龄层

次不同，人生经历相异，但他们都有一

个共同的称号——“最美奋斗者”。“最

美”之美，美在将初心刻于胸、将责任扛

在肩，美在用生命担当使命、用奋斗书

写人生。拼搏和奋斗，让他们光彩照

人；知重与负重，让军旗迎风飘扬。

“最美奋斗者”是一个时代的精神标

杆，“是看得见的哲理”。杜富国失去双

眼双手，仍初心不改：“如果再有一次机

会，我还选择上雷场。”蒋佳冀在一次高

风险课目试训中要求第一个试飞，在请

战书中写下：“遗憾的是，我只能为祖国

牺牲一次！”林俊德，苦干惊天动地事，甘

做隐姓埋名人。程开甲，一片赤诚，一生

奉献，一切都和祖国紧紧相连……这些

“甘洒热血写春秋”的奋斗身影，激起了

人民军队逐梦前行最深沉的力量。从他

们身上，我们看到了我党我军的优良传

统，看到了革命军人、共产党人的政治本

色，看到了强军兴军的光明前景。

军人生来为战胜，最美的奋斗莫过

于为打赢而拼搏、因打赢而出彩。奋进

新征程，担当新使命，我们呼唤更多像

“最美奋斗者”那样的英雄官兵、时代新

人。“记住吧，只有一个时间是最重要

的，那就是现在！”从时不我待的“现在”

再出发，奔跑在岁月不居、时节如流的

强军路上，等不得、松不得、慢不得。惟

有保持朝乾夕惕、奋发有为的奋斗姿

态，发扬敢于战斗、不怕困难的担当精

神，高扬奋斗之帆、紧握奋斗之桨，勇挑

“千钧重担”，敢接“烫手山芋”，无畏“急

流险滩”，方能唱响新时代奋斗者之歌，

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点赞奋斗者 建功新时代
■丁鹏辉

军号一响，士气高涨。

“33年后，军号被重新征召入伍！”

自去年10月1日全军恢复播放作息类

号以来，从白山黑水到天涯海角，从东

海之滨到大漠高原，嘹亮的军号带着历

史的记忆穿越而来，重新响彻座座军

营。这是光荣传统的回归、红色基因的

回归、军队血性的回归，灼热了军人身

上奔涌着的强军热血，增强了民众的国

防意识和安全感。

今年8月1日起，我军施行新的司

号制度。这是适应时代之变、改革之

变、战争之变，根据部队管理为主、兼顾

指挥通信和军事文化建设的新功能定

位，将原来比较繁杂的号类调整重组为

作息类、行动类、仪式类3种，既有继承

也有创新，既有保留也有扩充，体系更

加完整、功能更加突出、操作更加简便，

迈出了依法使用管理军号的新步伐。

号声响、斗志昂，号令明、军威肃，此举

必将进一步强化号令意识、传承红色基

因、推进正规化建设、促进战斗力提升

和提振军心士气。

“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在司号员唇

间奏鸣。”军号，是军队的标识、军营的

象征、军人的语言。我军自诞生之日

起，就与军号紧密相连。当时，每个连

都有“司号员”，营都编有“号目”，师团

级单位有“号长”。前不久，福建宁化县

革命纪念馆捐赠了一本《中国工农红军

军用号谱》的复制件，从起床、就寝等生

活日常，到早操、夜训等训练场景，各类

军号达340余首，堪称红军军事生活的

一份“密码本”。“嘀嘀嗒，嘀嘀嗒”，嘹亮

的军号声承载着人民军队从无到有、由

弱到强的精神图腾。

“三军受号令，千里肃雷霆。”军号，

让号令意识有了“活的载体”。战争年

代，军号就是命令。无论是刀山火海，

还是枪林弹雨，只要激越雄壮的军号响

起，就要闻号而动、令出必行，义无反

顾、冲锋陷阵；没有号令，即便血流成

河，也要血战到底。电影《集结号》中，

团长刘泽水在向九连连长谷子地布置

阻击任务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听不见

号声，你就是打剩到最后一个人，也得

给我接着打下去。”军号，已经成为我军

听党指挥、纪律严明、绝对忠诚的标志

体现。

“这种铜质的金属之声，是世界上

最神奇的语言。”一把铜号，吹响了撼动

山河的信仰号角，吹出了一往无前的英

雄气概。军号一响，地动山摇，官兵就

不顾一切、不惧万难地冲向敌方阵地。

参加朝鲜战争的美国老兵本·乔治一辈

子也忘不了这样的画面：“志愿军发起

冲锋时撕心裂肺的军号声、尖利刺耳的

哨子声。”军号激扬，万马奔腾；军号齐

鸣，势如破竹，映照着我军勇往直前、所

向披靡的铁血军魂。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2周

年。92载披荆斩棘，浴血荣光；92载征

途如虹，天翻地覆。随着战争形态、作

战样式的深刻演变，我军信息化程度、

实战化水平不断提高，但军号依然是新

时代军队正规化管理的重要工具，承载

着人民军队诸多的红色记忆和精神财

富。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熟悉的

旋律，不变的军魂，高亢的军号声永远

是军人军旅生涯中最鲜亮的音符，永远

是强军征程上最神圣的军营文化符号，

必须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听吧，新征程号角吹响，强军目标

召唤在前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前

进的号角从未停息。全面施行新的司

号制度，赓续军号声中绵延着的先辈红

色基因，回荡军营、激荡沙场，渗透血

液、融入灵魂，必将激励官兵养成一切

行动听指挥的行动自觉，始终保持坚定

的革命意志和旺盛的战斗精神。军旗

猎猎，军号声声，昔日战场上令敌闻风

丧胆的军号，今天也一定能够激起敢打

必胜的血性胆魄，凝聚起强军兴军的磅

礴力量。

（作者单位：山东省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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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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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堂

据官兵反映，个别微商在朋友圈
明码标价销售“光荣之家”牌匾。设
计、制作、悬挂光荣牌是一项政治性
很强的工作，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
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的关怀，严肃
性、规范性不容破坏。相关执法部门
应提升政治站位，尽快查处贩卖假光

荣牌的行为。
这正是：
光荣牌轻荣誉重，

私制售卖法不容。

军地合力出重拳，

依法查处护尊崇。

许正正图 张颖科文

“五多”由来已久，上下深恶痛绝，

各级重拳出击，为何依然禁而不止、纠

而不绝、迭代变异？

中央军委日前印发的《关于解决“五

多”问题为基层减负的若干规定》，指出

了重复发电、层层开会、评比过多等突出

问题。探究问题原因，从表面上看是体

制机制尚未完善、提挡加速期任务艰巨，

实质上是依法治军方式没有转到位。坚

持战斗力标准，实现治军方式“三个根本

性转变”，才是治本之策、筑基之举。

“战而必胜者，法度审也。”一支常

胜之师，必定法度清明、法治昌明。《孙

子兵法》把“法”列为兵者五事之一。立

治有体，施治有序。如果各级党委依法

决策，严字当头、以上率下；机关依法指

导，刑起于兵、师出于律；部队依法行

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官兵依法履

职，信仰法治、坚守法治，做到工作循于

法、秩序统于法、忙乱止于法，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就没有滋生的土壤，“五

多”问题就没有生存的空间。

“军队要有军队的样子。”最近几

年，我军依法从严治军蹄疾步稳，从条

令条例、训练大纲到基层建设纲要，从

巡视工作条例、治理“微腐败”措施到问

责工作规定，出台了一系列完备配套、

严密高效、实在管用的军事法规制度。

尤其是在国防和军队改革进程中，改革

进行到哪一步，法治建设就跟进到哪一

步。应该说，这些法规制度涉及各个领

域、各个方面，标准要求明确细致、责任

时限具体详细，只要老老实实“照着

做”，抓到位、落到底，就可以根治“四

风”顽疾、解决“五多”问题。

然而，由于个别单位法治观念不强、

落实力度不够、创新能力不足，导致治军

方式没有实现“三个根本性转变”，给“五

多”留下生根发芽的机会，最终总是围追

堵截却打不成“歼灭战”。“五多”的表现

形式五花八门、花样翻新，但几乎都可以

从治军方式没有转到位找到根源。比

如，管理要求层层加码，追责问责泛化简

单化，岂不是“单纯依靠行政命令的做

法”？级级照抄照转文电，随意组织试点

观摩活动，岂不是“单纯靠习惯和经验开

展工作的方式”？频繁组织高层级大规

模比武竞赛，多批次组织检查考核评比，

岂不是“突击式、运动式抓工作的方式”？

“法者，治之端也。”事有轻重缓急，

更有本末源流。如果不从“端”上解决

问题，而是在“面”上打转转，就会治标

不治本，陷入循环往复的怪圈。《苏轼文

集·策别厚货财一》记载：里有蓄马者，

患牧人欺之而盗其刍菽也，又使一人焉

为之厩长，厩长立而马益癯。并且感

慨：今为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

推之，天下无益之费，不为不多矣。我

们也可以由是推之，“五多”之所以斩不

断、理还乱，不正是“不求其本而治其

末”的结果吗？一次会议、一个文电、一

次检查解决不了问题，就层层加码、重

复进行，甚至以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

义、以官僚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基层之

负必然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科幻作家刘慈欣的小说《三体》中，

有一种攻击方式叫“降维打击”。讲的

是，地外文明没有通过热兵器毁灭地球，

而是将我们所处的空间维度降低，地球

乃至太阳系无法在低维度的空间中生存

而被毁灭。根治“五多”问题，也要实施

“降维打击”。只要将法治信仰融入血

脉、将法治思维镌刻脑中，不断转变工作

职能作风、转变工作运行模式、转变工作

指导方式，真正降低“五多”的空间维度，

就能将其釜底抽薪、消灭殆尽。否则，老

“五多”未根除，新“五多”又出现，而且会

更多地消耗基层官兵的时间、精力和积

极性。

“善医者，不视人之瘠肥，察其脉之

病否而已矣；善计天下者，不视天下之安

危，察其纪纲之理乱而已矣。”目前，“基

层减负年”时间已过大半，但根治“五多”

的形势依然严峻。“逆水行舟用力撑”，只

有一鼓作气、连续作战，进一步明确职能

权限、规范权力运行、合理优化程序，处

处用法治视角审视问题、用法治逻辑分

析问题，事事用法治方式处理问题、用法

治手段解决问题，做到思想上真想减负、

方法上真能减负、实践上真在减负，方能

把“五多”连根拔起，使其无处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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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根本的是将治军方式转到位
■杨德龙

解决“五多”问题 减轻基层负担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