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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血”代替不了“造血”，

自建才能自强。基层自建能

力的高低，决定着基层建设的

质量。建设“三个过硬”基层，

关键在提高基层自建能力，这

是一个基本规律，也是基层建

设的一条成功经验。

指导帮建基层是领导机关的职责所

系、价值所在。如何指导帮建？习主席

在中央军委基层建设会议上指出：“要

把指导帮建的着力点放在提高基层自

建能力上。”《关于加强新时代军队基层

建设的决定》也明确要求，领导机关要

“着力提高基层自建能力”。

部队建设实践中，机关帮建是基

层发展的外因，基层自建是基层发展

的内因，帮建的成效，重在通过提高基

层自建能力而实现。如果基层自身缺

乏“造血功能”，单靠从外向内“输血”，

生命的源泉很快就会枯竭。实践证

明，基层自建能力的高低，决定着基层

建设的质量。可以说，建设“三个过

硬”基层，关键在提高基层自建能力，

这是一个基本规律，也是基层建设的

一条成功经验。

当前，对基层建设不管不顾的情况

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帮建基层用力过多

的现象还有不少：统得过死，每天基层

干什么都要上面说了算；管得过宽，没

收了不少本属于基层的权力；帮得过

细，连换个水龙头这样的小事也要管。

如此“勤婆婆”，养出了一些“懒媳妇”，

使个别基层干部滋生出“你不放心，我

不用心；你不撒手，我就甩手；你要包

揽，我就偷懒”的心态，导致基层自建能

力弱化。

如何科学帮建基层？一些党委机

关给我们提供了经验。原“乌蒙铁军”

某炮兵团的帮建诀窍是强化层次指导，

实施能级管理；“昆仑铁骑”驻疆某汽车

团的帮建门道是强内功、正秩序、严奖

惩；“海空雄鹰团”某航空旅的帮建重点

是出思路、教方法、传经验……不难看

出，这些单位指导帮建基层的共同点

是：指导不主导、统揽不包揽、到位不越

位、帮建不代建。

缺少自建能力，领导机关再用力，

基层也很难有大的发展。凡是基层建

设过硬的单位，无不是注重自建的单

位。比如，陆军“双大功七连”坚持“自

己能办的事情自己办”，空军“甘巴拉

英雄雷达站”坚持“什么时候都不忘强

筋骨”，火箭军“导弹发射先锋营”激励

“每名官兵都当主人翁”，等等。这些

基层建设先进单位启示我们，自建才

能自强。

由此可见，在抓建基层中，机关科

学帮建，基层才能依法运转；机关下放

权力，基层才有动力。机关多搞“蹲连

住班”式调研，多做“有的放矢”式指导，

多给“雪中送炭”式服务，基层多些以我

为主、不等不靠、主动作为，基层建设才

能在机关帮建和基层自建的良性互动

中科学发展。

我军“脖子以下”改革完成后，部队

大多是“小机关、大部队”，基层单位范

围更广、类型更多，传统意义上的营连

比重明显下降，师团级别的基层单位明

显增加。这些新情况，更加要求领导机

关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坚持把工

作重心放在激发基层内生动力上，着力

提高基层自主抓建的意识和能力。假

如还不改变观念和指导方式，哪怕是

“千手观音”，恨不得一周有个“星期

八”，也照样会分身乏术、事倍功半。

有这样一句歌词，“有一种爱叫做

放手”。基层官兵处在部队建设的第一

线，基层的情况他们最熟悉，基层的特

点他们最了解。因而，他们对基层建设

最有发言权。授渔鱼满仓。给“拐杖”

只能解燃眉之急，强“筋骨”才是治本之

策。信任基层、还权基层、支持基层，激

励基层以“主人翁”的姿态投身基层建

设，把连队当家建，把战友当亲人看，把

打赢当事业干，基层才能在强大内生动

力的推动下锻造成刀尖铁拳。

当然，提高基层自建能力，并不是

让领导机关当“甩手掌柜”。在信任

放权的同时，对基层遇到的自身难以

解决的难题，领导机关还必须“该出手

时就出手”，尽心竭力为基层解难，推

动基层建设又好又快发展。

（作者单位：空军军医大学）

关键在提高基层自建能力
——加强新时代军队基层建设系列谈⑦

■王福林

长城瞭望

传球和射门是足球运动中的术语，

传球服务射门，射门为了进球、赢得胜

利，但如果满场都是传球员，没人愿意

射门，胜利便无从谈起。现实生活中，

少数同志只愿当传球员、秀球技，不愿

踢出“临门一脚”，结果看似事事经

手，事事负责，实则“事从手中过，片

刻不劳神”。

只想“传球”，不愿“射门”的党

员干部信奉“明哲保身，但求无过”

“干事越多、责任越重、风险越大”等

庸俗哲学。于是乎，这些人见事不干

事、干活不出活，相互推诿、各自扯

皮；遇到好事抢着干，碰见难事绕道

走，干工作挑肥拣瘦，习惯于问题向上

交、难事推他人、责任向下移；喜欢用

部署来推动部署、以文件落实文件，照

搬上级方案，照抄传统经验，落实工作

仅满足于“安排了”“通知了”；对基层

反映强烈的问题，不敢拍板做决断，只

画圈不表态，秉持放放再说、等等再

办、拖拖再看的工作心态。

只“传球”不“射门”的现象，历

来有之。明末清初，东鲁古狂生在《醉

醒石》中写道：“国事之败，只缘推诿

者多，担当者少。居尊位者，以地方之

事委之下僚；为下僚者，又道官卑职

小，事不由己。”从历史教训中可以看

到，当前，在我们遇到各种事情需要滚

石上山的关键时刻，更需要坚决杜绝推

诿行为，让“皮球健将”“太极高手”

彻底没有“生存空间”。

分析各类推诿扯皮现象背后的原

因，不难发现根源还是少数党员干部政

治觉悟不高、宗旨意识大局意识不强，

对自己的职责不明，对抓落实的重要性

认识不清醒，把请示报告、按章办事当

作“挡箭牌”，唯恐担责负责。

不沉下心来抓落实，再好的目标，

再好的蓝图，也只是镜中花、水中月。

广大党员干部应把落实作为推动事业发

展的动力，培养令出即行的号令意识、

紧迫意识，坚决果断、毫不含糊地执行

上级的决策指示，以“等不起、慢不

得、坐不住”的危机感推进工作落地落

实。应提高抓落实的能力，解决本领上

的短板、能力上的不足、知识上的欠

缺，掌握落实工作的方式方法，在落实

工作、解决难题中找到信心；擦亮党员

的担当底色，自觉把党的事业扛在肩

上，坚持党性原则、坚守党员本分，拿

出“十八般武艺”狠抓落实，以实效论

英雄，用实绩赢口碑，夯实“想射门”

的思想觉悟，锤炼“能射门”的能力素

质，培塑“敢射门”的血性胆气。

（作者单位：32145部队）

多些“敢射门”的血性担当
■朱 刚

八一时评

这段时间，不少部队冬季拉练陆续

展开：11月27日午夜，某合成旅拉练在风

雪交加的祁连山腹地紧急展开，部队全

员全装出动，“车马炮”淬火雪野“大棋

盘”；11月30日，武警某部拉练首次在冰

湖中进行，面对陌生地域，“特战尖兵”砥

砺“火蓝刀锋”……这些部队的拉练新闻

播出后，网友们热情点赞、主动转发。

部队的中心工作是军事训练。拉练

既是部队的经常活动，也是提高练兵备

战质量的基本途径。各部队在拉练中瞄

准补齐短板、着眼实战，凸显向战为战的

鲜明导向。

顾名思义，拉练，即拉出去训练之

意。回看以往的拉练，一些部队做得还

不够好：有的认为拉练就是“拉出去活动

活动筋骨”，思想上不重视，组织上不严

密；有的在拉练中偷工减料，只重视练

“走”，而忽视练“打吃住藏”。诸如此类，

既脱离了训练要求，更远离实战标准，实

不应该。

恩格斯说，真正的练兵场是在敌人面

前。这个“敌人”，不仅指武装到牙齿的敌

人，也包括变化无常的天候。部队在严寒

条件下拉动与作战，从装备性能到训法战

法，都会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不摸透

严寒条件下怎么打仗，真打起仗来就会吃

大亏。1941年的苏德战争，当纳粹德国百

万大军围攻莫斯科时，寒流突袭，毫无准

备的德军被大量冻伤，而且坦克的发动机

无法启动，火炮的瞄准镜失去效能，自动

武器不听使唤，人员和装备当了严寒的

“手下败将”。由此可见，战斗力的提升，

既需要“血雨浸战袍”的砥砺，也需要“寒

风裂征衣”的磨练。

1970年2月，毛泽东在两份有关部

队冬季拉练的报告上先后批示：“这样训

练好”“如再不这样训练，部队就变成老

爷兵了”。寒冬不猫冬，全面练硬功。克

服“猫猫冬”或“歇歇脚”的想法，推动拉

练从“走起来”向“打起来”、从单纯人员

拉动向全要素成体系拉动、从适应性训

练向实战化训练转变，拉练才能真正促

进战斗力提升。

“军队平时环境离战场越近越能打

仗。”抓好拉练，必须严格按照习主席“大

抓复杂环境下训练，大抓极限条件下训

练”的要求，按照整建制参训、全要素训

练、实案化演习、大数据采集的思路，全

面锻炼信息化条件下走、打、吃、住、藏、

联、供、管、救、修等能力。拉练中，应把

战场设真、对手设强、情况设险、困难设

足，让官兵“走”得不顺、“吃”得不香、

“住”得不安。如此，方能在一番番如火

如荼的鏖战中、一轮轮惊心动魄的攻防

中、一次次雷霆万钧的突击中，锻造出一

支支能打胜仗的精兵劲旅。

（作者单位：32102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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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普次，57岁；德吉，62岁；次
仁曲珍，64岁。这 3位藏族阿妈，给海拔
4655 米的西藏军区詹娘舍边防哨所送
了 37年给养。近日，一部反映 3位阿妈
拥军爱军故事的电视纪录片刷屏网络。
屏幕上，看着阿妈们肩扛蔬菜爬向雪山
之巅的背影，詹娘舍边防哨所一名战士
说：“我们每天在云的怀抱里，而阿妈们
的身影，才是我们心中‘最美的云’。”
【点评】

詹娘舍边防哨所，远、高、冷、险，令

很多年轻人都望而却步。3位老阿妈为

什么要一次次去哨所？普次阿妈说：“我

们给官兵送菜，就是为了感谢共产党、感

谢金珠玛米。”

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一支军队

的兴衰存亡，归根到底取决于人民群众对

其认可程度。“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

后一尺布用来缝军装，最后的老棉被盖在

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到战场上。”这首

当年的歌谣，连同如林的担架、如流的推

车，一起见证亿万人民是如何拥军爱军，

铸就民族的新生、国家的诞生。

今天，形势在变，人民对子弟兵的

爱没有变。这种爱，过去是千针万线纳

的布鞋，是带着体温的炒面，是赵趁妮

“还有很多拥军的事要赶紧去做”的执

着，现在是3位阿妈年复一年给边防哨

所官兵送给养的坚持……这是一脉相

承的爱，一如既往的爱，一刻也不曾中

断的爱。正是有了这种爱，人民军队才

一路闯关夺隘，不断向前。读懂“最美

的云”里的拥军情怀，将感动转化为行

动，就应履行使命、不辱使命，用忠诚、

担当为祖国竖起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

(作者单位：山西省吕梁军分区）

（扫描下方二维码，可观看 3位阿妈
给边防哨所送给养的最新视频）

读懂“最美的云”
■朱卫华

【新闻】这几天，两段有关杜富国的
视频在网上广泛传播。一段是他面带
微笑，带着义肢熟练洗脸刷牙的场景；
另一段是他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写
下了“永远向前”4 个字。一名网友跟
帖：“这 4个字尽管不那么工整，却让人
感动、震撼。”
【点评】

“我要不要继续活下去？”刚受伤时，

杜富国常默问自己。幸运的是，杜富国

并没有让消极的状态持续太久。受伤半

个月后，当他扶着墙可以挪动时，他鼓励

自己，“我要振作起来”。

为什么要写“永远前进”4个字？杜

富国回答：“因为我要向前看，我不向后

看。”在杜富国看来，自己虽然失去了双

手和双眼，但还有一双健全的腿，还有一

双耳朵，还能说话，还有很多战友、朋友，

“我只看我拥有的，不看我没有的”。

著名残疾人励志演讲家尼克·胡哲在

其自传《人生不设限》中写道，“真正改变

命运的，并不是灾难，而是我们的态度”。

每个人的一生，都会遇到挫折苦难。事在

人为，境由心造。人不怕痛苦，就怕丢掉

坚强；人不怕磨难，就怕放弃希望。我们

为杜富国失去双眼双手而悲痛，更为他乐

观向上的精神而震撼。从两段视频里，我

们感受到的是一种自强不息的力量。杜

富国用他的乐观坚强告诉我们，只有那些

在挫折中不畏艰险、勇于搏击的人，才能

成为命运的强者。

（作者单位：武警安阳支队）

（扫描下方二维码，可观看杜富国最
新视频）

感悟“永远向前”
■刘春江

新闻连连看

年终岁尾，不少部队都开展谈心交

心活动。如何在谈心交心中摸到实情、

增进感情，找到破解基层难题的良方？

12月2日，火箭军某旅组织领导机关下

基层谈心交心前，播放了一段杨业功的

生前视频。视频中，杨业功叮嘱即将下

连蹲点的机关干部：“跟基层官兵谈心

时，千万不要坐在高椅子上，要同坐在

板凳上。”

看到这则新闻，笔者不禁想到一

个故事。上世纪 50年代，彭德怀在基

层调研参加一个班的讨论会时，陪同

的干部给他搬来一把椅子，还拉开一

床被子垫在上面让他坐。彭德怀移走

椅子，坐在战士的矮凳上跟大家聊起

来。“他自然地坐在凳子上，说话随和，

没一点架子，战士们都抢着跟他说

话。”调研结束前，彭德怀在分析当时

一些新独立国家政局不稳的原因时

说，“就是他们的领导不愿意和大家一

样坐矮板凳、硬板凳”，并借此告诫领

导干部：“那些坐在很高很高的板凳上

的人，看不到士兵了。”

板凳，又称条凳。这种凳子没有靠

背，没有扶手，只用四条凳腿支着一块

木板，结构简单，样子“寒碜”。然而，当

官兵们坐在同样的板凳上，围在一起，

却能让人有说心里话的冲动。

一本有关如何交流的书中写道，当

与交流对象坐在同一高度的位置时，人

们更愿意打开话匣子，掏出心窝子。对

这一说法，国外一名心理学家用实验做

了证明。1982年9月，当这名心理学家

让一个公司高管坐在前排的高沙发上

跟员工交流时，有发言欲望的员工仅占

27%。而当他让这名高管与员工坐在相

同的凳子交流时，有发言欲望的员工猛

增到84%。

从古而今，很多成大事者，多是谦

恭待下者。比如，刘备屈膝求贤，三顾

茅庐，连张飞也看不惯，但实现了政治

抱负。再如，唐宰相娄师德忍辱负重，

即便遭人排挤，依然“恭勤接下，孜孜不

怠”，为官终身守节，得以功名始终。

官兵平等是我军的政治优势，和官

兵同坐一条板凳是我军的优良传统。

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我

曾几次同毛泽东一起去参加村民和红

军学员的群众大会，去过红色剧院。他

毫不惹眼地坐在观众的中间，玩得很高

兴。”习主席每次到基层时，也都是跟基

层官兵围坐在一起倾心交谈。领导干

部的“坐风”一变，看上去好像矮了，但

离官兵更近了。当官兵之间心贴得近

了，许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今天，军营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

一些部队可能已经没有板凳了，但跟

官 兵 谈 心 交 心 时 的“ 低 姿 态 ”不 能

变。提倡这种低姿态，并不是要求领

导和机关干部在基层官兵面前低三下

四、点头哈腰，而是要求领导和机关

干部在谈心交心时不要高高在上，坚

持与官兵平等地探讨问题。因此，谈

心交心时能否与官兵平起平坐，看似

小问题，实则反映着思想觉悟，检验

着群众观念，反映出与基层、与士兵

的思想距离。

坐在同一条板凳上，体现的是平

等的态度和真挚的感情。原辽宁省军

区外长山要塞区政委杨建立跟基层官

兵聊天时给自己约法三章：不坐沙发、

不坐高椅子、不坐主席台。他一到基

层，官兵们都把他当亲人、知己，争着

跟他谈心交心。由于杨建立聊天时总

坐在马扎上，战士们亲切地称他为“马

扎政委”。

周恩来说：“要了解真实情况，就

要与老百姓平等相待。”功成理定何神

速，贵在推心置人腹。谈心需要技巧、

方法，更需要平等相待的态度、真心实

意的情感。在与基层官兵谈心交心

时，俯下身子，放下架子，坐同一条板

凳，以“空杯”的心理、“小学生”的姿态

向官兵请教，官兵才会对你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提倡“同坐板凳”的谈心
■樊 博

玉渊潭

长城论坛

12 月 1日，某地警方查封一家打
着“关爱退伍军人”旗号的虚假培训机
构。该机构以“退伍军人学费半价”为
诱饵欺骗退伍军人，其名称、教材、结
业证书都是伪造的。警方提醒广大退
伍军人，报名参加技能培训时，最好先
甄别培训机构的真伪，防止上当受骗。

这正是：
退伍返家乡，

受尊理应当。

防范有陷阱，

眼睛要擦亮。

周 洁图 周瑞博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