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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4.4元的话，这样吧，4太多，中国
人觉得难听，再降 4 分钱，4.36，行不
行？”近日，一段医保局专家与药企代
表谈判的视频受到广泛关注。这场
“圈粉无数”的谈判是我国建立医疗保
险制度 30 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对
战”：150个谈判药品中，共有 97个药品
谈判成功，价格平均降幅达 60.7%，使
得众多“贵族药”降为“平民价”，被纳
入国家医保目录。

【点评】

“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

关情”。4分钱虽然不多，但无疑砍到

了老百姓的心坎上，也砍出了感动和

希望。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

为不成。”党员干部的先进和优秀不

仅体现在事关强军事业轰轰烈烈的

大事上，也反映在关乎官兵利益的小

事之中。官兵的衣食住行、冷暖安

危，看起来都是小事，但正是一件件

涉及官兵切身利益的小事，才构成了

影响部队建设科学发展和安全稳定

的大事。集腋成裘、积沙成塔，只要

冲着官兵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去，都

值得竖起大拇指。正如医保局专家

所言，“我们这次谈判的方向就是尽

可能减轻老百姓负担”。足见，每名

党员干部都应有这份初心、这份情

怀，只要有利于官兵全面发展，有利

于基层问题解决，有利于部队战斗力

提高，哪怕事情再小，都应该尽己所

能，竭尽全力。

点滴小事折射党员干部形象，反

映思想作风。“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

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

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解

决一个问题，官兵就能多一份获得；办

好一件实事，单位就能多一步发展。

手乱伸一寸，政治品格就会玷污一尺；

越过纪律规矩雷池一步，党性修养就

会堕入万丈深渊。利民之事在一分之

间博弈，干事与干净也在一厘一毫之

间坚守。因此，干事要懂得在日积跬

步、日拱一卒中前行，不怕打磨与求

精。干净要斤斤计较、锱铢必较，莫让

点滴污垢脏了纯洁作风。

心系基层官兵利益，贵在以水滴

石穿的韧劲、绳锯木断的恒念，落地落

小落实，要懂得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

有比脚更长的路，以“小我”成就“大

我”，孜孜不倦、锐意进取，勇当实干

家、行动派。

一枝一叶总关情
■段官敬

新闻连连看

基层减负年，许多单位都围绕“网

络减负”用功发力。近日，火箭军某旅

一名指导员看到自己接连被“踢”出数

个微信群，不但没有感到烦恼，反而觉

得轻松不少。这名指导员心情转换的

背后，正是过去一段时间“指尖上的形

式主义”潜滋暗长的现实。

笔者在基层采访，常听到一些干

部抱怨，很多时间和精力被微信工作

群“绑架”了，每天在林林总总的群里

刷信息，就要浪费不少时间。过多过

滥的微信工作群不仅是形式主义的表

现，也成为基层的“新负担”：一是因为

建立特别方便，任何事由都可以瞬间

建个工作群，让基层干部应接不暇；二

是很多工作群只建立不解散，久而久

之群就“泛滥成灾”；三是很多工作群

异化成了“聊天群”“留痕群”，每天群

里信息不断，可有实质意义的却没几

条，但基层干部唯恐漏复或怕有反应

不及时之嫌，也不得不在这些“无用之

群”上浪费部分精力。指尖之苦，实为

形式主义之累，这样的工作群，不仅挤

占了精力与工作时间，而且不时弹出

的信息也让工作时间碎片化，降低了

工作效率。

当前新技术层出不穷，基于互联

网的沟通工具和方式越来越多，已成

为人们工作学习生活的重要“帮手”。

所以，对于微信工作群，不能因噎废

食，也不能放任不管。说到底，过多过

滥的微信工作群是形式主义在基层的

病症而不是病因。给基层减负，需要

的是“标本兼治”，而不仅仅是禁止微

信使用或减少微信群数量等，这些都

只是“治标”之策。要“治本”，就要根

治躲在微信群背后的形式主义。

指尖之苦，实为形式主义之累
■文/贾 乾 刘 强 图/赵正阳

画里有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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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院校办得好不好，培养出来的

学员能否担当起强军兴军重任，经受住

未来战争考验，关键在党委班子、在院校

长。

1952年，一批全国一流的专家教授

来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委

的陈赓同志求贤若渴，满腔热忱地为他

们搞好服务，给他们科研工作提供方

便。他有一句名言：“教员是‘做饭做菜’

的，学员是‘吃菜吃饭’的，领导是‘端盘

子’的。”正是凭着这种乐为科技人才“端

盘子”的精神，才有了英才辈出、名震一

时的“哈军工”。

国防和军队建设进入新时代，对我

军军事教育发展和院校长能力水平提出

了新的更高要求。一方面，院校长必须

秉持“端好盘子”，坚持为教学服务、为教

员服务、为学员服务。另一方面，院校长

要想带领院校跻身世界一流行列，培养

更多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

事人才，更要关心关注盘子里的饭菜质

量，坚持“做精饭菜”，成为讲政治、懂教

育、钻打仗、善管理、严自律的办学治校

行家里手。

“做精饭菜”，考问初心、折射使命。

这就需要院校长必须具备同岗位要求相

匹配的政治素质和政治能力，坚持从思想

上政治上建校治校。我军院校发展史，就

是一部坚持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沿

着正确政治方向阔步前行的历史。从井

冈山时期创建红军学校、抗日战争时期创

办抗日军政大学，到新中国成立后各类院

校创建发展，都始终坚持从思想上政治上

建校治校。院校长应该深刻认识到，解决

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

这一根本问题，是军事院校最大的政治，

也是加强院校党的政治建设的根本要

求。如果院校长不善于从思想上政治上

建校治校，学员即使学到再多军事知识、

练就再强打仗本领，也很难保证枪杆子将

来掌握在忠诚可靠的人手里。正如毛泽

东指出的：一个学校办得好不好，要看学

校的校长和党委究竟是怎么样，他们的政

治水平如何来决定。

“做精饭菜”，检验能力、考验本领。

这就要求院校长必须懂教育、钻打仗、善

管理，做办学治校的行家里手。军事教

育的本质属性，要求院校长必须深谙现

代战争规律、军事教育规律和人才培养

规律，紧跟时代发展、紧跟军队发展、紧

跟战争发展，坚持“打仗需要什么就练什

么，部队需要什么就教什么”，切实把好

用管用实用的东西端到课堂、端给学员，

让学员闻之就胃口大开，食之则终身受

益。我军十大元帅中多人有办学治校的

经历，徐向前担任过抗日军政大学校长，

刘伯承是军事学院首任院长兼政委，罗

荣桓当过政治学院院长，叶剑英当过中

国工农红军学校、华北军政大学、军事科

学院的院校长。正因为这些院校长都是

极富谋略、身经百战的名将，都是思想先

进、精通教育的大家，才能培养造就大批

优秀军事人才，这些院校也因此在中国

军事教育史上写下光辉灿烂的篇章。

“做精饭菜”，彰显修养、体现作风。

这就要求院校长必须时时处处严于律

己，以自身的好形象正校风、严师风、促

学风。“将者不可以无德，无德则无力。”

院校长作为办学治校的关键人物，要对

标对表新时代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要

求，坚持内外兼修、德才并蓄，追求正心

正道正派、慎独慎初慎微，修炼心系家

国、心系强军的大我情怀，涵养干净担

当、不染一尘的纯洁品德，砥砺事业为

重、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如此，方能成

为师生由衷敬佩、高度信任的院校长，才

能春风化雨般在学员心中播下真善美的

种子，确保培养的人才德才兼备。

时代引领使命，使命呼唤担当。实

事求是地讲，当前称得上专家型、打仗型

的院校长还为数不多。院校长要主动来

一场“头脑风暴”，超越旧思想体系的樊

篱，破除单纯的管理化思维束缚，对军事

教育、现代战争洞若观火，对立德树人、

为战育人深谋远虑，真正成为强校强教

的领头雁。可以预见，善于登高望远，致

力于改革创新的院校长，必能做出更加

精致的“饭菜”，肩负起新时代赋予军事

教育事业的光荣使命，建设世界一流军

事院校。

（作者单位：军委训练管理部政治工

作局）

“端好盘子”，更要“做精饭菜”
—学习贯彻全军院校长集训精神系列谈②

■范 云

长城瞭望

在年终总结中，“不够”一词每每可

见：学习不够努力、工作不够落实、对同

志不够尊重、要求自己不够严格等等。

党员干部敢于揭短亮丑，剖析自己

在思想、工作等方面的“不够”，是一种

上进的表现，值得肯定。问题是，有些

单位和个人，往往用“不够”去遮挡自身

真实存在的问题，而且年年都存在这样

一些“不够”，并没有解决。比如，有的

干部总说自己理论学习不够，可一到周

末只见其忙着给手机充电，不曾拿起书

本给自己“充电”；有的单位一谈问题，

就是工作统筹不够科学，可来年制订工

作计划依旧“复制粘贴”。认识到“不

够”，是一种进步，以“不够”作挡箭牌，

不见整改，则是不想进步，贻误事业。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有这样那样

的“不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不够”

重视不够。“不够”多存在一天，其负面作

用就多产生一天。因此，改进这些存在

多年的“不够”，要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有问题尽快解决，有不足尽快弥补，有

“不够”尽快加强，不能只说在嘴上、写在

纸上，关键要落实到行动上。

提醒大家，今年在总结“不够”时，务

必拿出措施和办法，扎扎实实在解决“不

够”上真下功夫，下真功夫。

仅说“不够”
远远不够
■陈 松 张尚志

在跑步机上挥汗如雨、气喘吁吁过

后，却只在原地踏步。当下，有的干部把

“跑步机模式”搬到工作当中，原地踏步

式“拼搏”，做起了“跑步机式”干部。

“跑步机式”干部最大的问题就在

于，只在原地跑就是不前进。出现这种

现象，并不是因为工作难度大、难以推

进，也不是由于任务重、担当不起，而是

由于干部自身的工作心态、工作方式出

了问题。比如，开展思想工作，人到心不

到，把和官兵的谈心交心，变为蜻蜓点水

的走过场；蹲点调研，不进基层班排、不

到训练一线，把大量时间花在“雕琢”报

告材料上……这些卖力不走心，出工不

出力的“原地跑”，触及不了问题本质，解

决不了实际困难，还会让工作拖后腿、事

业受损失，说到底是做了无用功。

进入新时代，党和军队的事业面临的

任务与挑战更加艰巨，需要以永不懈怠的

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开创新局

面。简单机械、原地打转的“跑步机式”工

作状态，与新时代的新要求新使命不合拍，

注定一事无成。党员干部要干事创业，就

当果断走下“跑步机”，破除“忙而不实”“跑

而不前”的形式主义，一步一个脚印真抓实

干、干出成效，真正向前走、往前跑。

“跑步机式”干部
跑不进新时代

■易献平 臧朔阳

谈训论战

泰山中天门以北有个“快活三

里”，地势平坦，风景宜人，疲惫不堪的

游客最习惯在这里坐下来休息放松。

而负重上山的“挑山工”却从不随便在

这里止步，因为一旦停留，腿脚就懒

了、心气就泄了，前方更险峻的“十八

盘”就更难攀登。

登山中途的“快活三里”，看似可

以让人调整休憩，然而疲惫的身体一

旦放松，思想、意志也随之懈怠，初登

山时一往无前的豪气、志在必得的锐

气，在身心的放松以及初尝成功的欣

喜中弱化，极易在路途更加艰险的“十

八盘”面前仰而却步。“快活三里”，闻

其名让登山者向往不已，然而也容易

消解攀登者的意志与决心，志在顶峰

者应当以戒惧之心谨慎走好。

仔细思量，为官从政的道路上又

何尝没有或明或暗的“快活三里”。每

一名新党员在党旗下握拳宣誓之时，

激情澎湃、热血沸腾如同整装待发的

登山者。而人到中年之时、业有所成

之际，不少人却往往沉醉于“小成就”，

沉溺于“小喜悦”，陶醉于“小天地”，在

沾沾自喜、自我满足、坐享其成之中逐

渐消磨了继续奋斗、接续攀登的意志，

甚至滋生“苦的时间太长了，该享受一

下了”的消极堕落思想，最终滑向人生

的“下坡路”。

揆诸历史与现实，党员干部队伍

中有不少人正是在人生的“快活三

里”阶段栽了跟头、摔了跤，让螺旋上

升的人生曲线在中段突然急转直

下。曾经的刘青山、张子善，在战争

年代舍生忘死，是名副其实的战斗英

雄，但在新中国成立走向领导岗位后

自恃革命有功，最终因腐化堕落被永

久地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初心易

得，始终难守。”在成绩、鲜花、掌声面

前更要多一分审慎，才能避免名利的

牵绊、杜绝欲望的膨胀，才能轻装上

阵再出发，争取更大辉煌。相反，“一

瓶不满、半瓶晃荡”之时，就自满、自

大、自欺，只会在“快活三里”处翻了

船、湿了鞋。

习主席曾警示广大党员干部：

“功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创

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不

容易，执掌政权后做到节俭内敛、敬

终如始不容易，承平时期严以治吏、

防腐戒奢不容易，重大变革关头顺乎

潮流、顺应民心不容易。”前行的路

上，应当警惕的不仅是变幻莫测的外

部环境，同样包括在事业初成的光环

中自身滋生的种种不良思想。在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广大

党员干部唯有不忘初心、继续砥砺奋

进，一步接着一步走、一锤接着一锤

敲，继续攻坚克难、勇往直前，才能将

党和人民的事业接续推向前进。相

反，躺在“功劳簿”上、睡在“军功章”

上、迷醉在“当年勇”上，有了点儿成

绩就得意忘形，作了点儿贡献就讨价

还价，在人生的“快活三里”处犹豫徘

徊、留恋忘进，最终将丧失进取的动

力、拼搏的意志，让精神的天空布满

雾霾甚至迷失自我。

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如何一

如既往坚守初心使命，是每一名共产

党员需要终身思考的人生课题。处于

人生的“快活三里”，更当多一份对信

念的坚守、对理想的执着、对法纪的敬

畏，在回望“来时路”中汲取前进动力，

在遥望“去时路”中强化宗旨意识，在

坚定走好“当下路”中彰显共产党人应

有的精神风采与历史担当。

“快活三里”莫流连
■李善禹

近日读报，空军“模范轰炸机大

队”武器操控师辛传志的事迹让人颇

为感动。他在备战国际军事比赛期

间，主动自我加压、刻苦训练，虽为备

份机组成员，全然没有“备份心态”，最

终取得体能比赛全部满分的好成绩。

无独有偶。在刚刚结束的第七届

世界军人运动会上，一个名叫李多琦

的女孩上了热搜。在空军五项赛场

上，李多琦将所有项目比了个遍，有的

项目成绩甚至超过了冠军，可按照规

则，替补选手成绩不计入总成绩。赛

后，队友们把所有奖牌都挂在了她的

胸前。

一个是战斗员，一个是运动员，他

们的岗位不同，却有着一个共同的身

份——军人。不管处于何种境地，“时

刻准备着”才是军人应有的状态。正

如辛传志所言：“最后即便是备份，也

要让状态时刻保持热度！”这就是他们

身为备份，却始终毫不懈怠、向战练战

的真实心声。

《孙子兵法·计篇》云：“攻其无备，

出其不意。”倘若一支军队的备份力量

缺失，便会在体系中产生“不意”“不

备”的薄弱环节，从而给敌人留下可乘

之机。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历史可

鉴，古时防守城池，常常留有一支预备

队伍临机待命，确保关键时刻前往支

援，从而力挽狂澜。

解放战争时期，著名的塔山阻击

战就是一个善用“备份”的典型战例。

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国民党各路援

军，当时东北野战军甚至将战斗力最

强的第1纵队作为“总预备队”部署在

阻击队身后，从而取得了锦州战役的

胜利。所以，唯有将备份备足、备硬，

才能抵得住不虞之情、突发情况，决战

时刻才能扛得住、打得赢。

然而，曾几何时，“备份”一词成

了坐“冷板凳”的代名词。一些官兵

一旦成了“备份”，便会滋生“任务轮

不到我”“打仗与我无关”的思想，从

而疏于训练、惰于创新、降低自我要

求。辛传志、李多琦的出现，让我们

感受到了军人对待“备份”应有的态

度——“备份”也是战斗的姿态。

俗话说，革命军人一块砖，哪里

需要哪里搬。居“二线”、当“备份”，

这是强军征程中不可避免的角色。

“二线”可处，“二线思维”不可有；“备

份”可当，“备份心态”要不得。“备份”

最大的价值就是一旦启用，就能拉得

出、顶得上、打得赢。从这个意义上

讲，“备份”对于战场打赢是举足轻重

的。广大官兵只有时刻牢固树立战

斗力标准，不因当备份而妄自菲薄，

关键时刻才能担负起打赢重任。

练好今日之“备份”，才能成为明

日战场上的“主角”。未来信息化条件

下的战争，战斗节奏加快、局势变幻莫

测、单兵作战效能增强，备份的重要性

更加突出。所以，广大官兵只有学习

和发扬“人人都能扛旗，时刻准备战

斗”的练兵热情，不断增强担当意识、

全局意识、补位意识，不忘苦练备战打

仗之能，关键时刻才能变辅为主，交出

自己的胜战答卷。同时，对各级指战

员而言，更应该把备份力量的配备与

训练作为研究课题，精选、优选备份力

量，精思、苦练备份方案，确保战时有

备无虞、常备必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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