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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论坛

长城瞭望 基层观澜

画里有话

玉 渊 潭

漫画作者：邱华龙

艰难方显勇毅，磨砺始得玉成。

刚刚过去的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

一年。这一年，除了抗疫史诗“让世界上

所有人都敬佩中国”外，脱贫攻坚战传来

的捷报，“再次让世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

的伟大”——历经8年，我国现行标准下

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

困县全部摘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

伟大历史性成就，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决

定性胜利，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

“历史经验中蕴含着比历史成就更

重要、更深远的力量。”复盘脱贫攻坚

战，成功的经验有很多条，习主席反复

强调并系统阐述的“一个都不能少，一

个都不能掉队”重要思想，是其中很重

要的一条。这一重要思想的关键字是

“都”，两个“都”字，既指出了脱贫攻坚

的奋斗目标，也明确了脱贫成效的评价

标准；既是谋事创业的方法论，也是“黎

民为大”的人民观。这一重要思想的要

义是“全”，人群全、领域全、区域全、内

容全，既体现出脱贫“一个不落”的决

心，也折射着共产党人一切为民的初

心；既检验着脱贫效果的成色，也映照

着一个政党的本色。

一首诗这样写道：“汗水，是浇灌人

民幸福的雨露。”为确保“一个都不能少，

一个都不能掉队”，习主席把脱贫攻坚作

为“心里最牵挂的一件大事”，在脱贫工

作上“花的精力最多”，多次叮嘱“只要还

有一家一户乃至一个人没有解决基本生

活问题，我们就不能安之若素”。

为确保“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

能掉队”，黄文秀用生命照亮扶贫路、毛

相林用血肉之躯在绝壁上凿出“天路”、

周永开“把信仰种进石头里”……可以

说，正是一个个共产党员在脱贫战线的

自我牺牲，才让党对人民的如山承诺可

信，才让“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

同富裕”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

要求可感。

人民军队，名字中有一个永远不变

的定语——“人民”；人民军队，还有一

个辨识度极高的称谓——“子弟兵”。

我军发展壮大的历程，始终闪耀着人民

与子弟兵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熠熠光

芒。战争年代转移时不落下一个群众、

抗洪抢险时不丢下一个亲人、抗疫斗争

中不放弃一名患者、脱贫攻坚中不落下

一名老乡……这样的队伍，群众怎能不

视为亲人？这样的军队，群众怎能不全

力支持？可以说，正是我军把初心使命

镌刻在了广袤大地上、落实到了群众心

坎里，这才拥有了“试看天下谁能敌”的

磅礴力量。

在老百姓眼里，“军人是桥上的栏

杆。”栏杆结实，民心踏实。人民军队永

远是战斗队，人民军队的生命力在于战

斗力。人民军队不忘初心，就是要在世

界强手的坐标系中找到自己的前排座

次，在战斗力建设中“一个都不能少，一

个都不能掉队”，既超“己”，也超“前”，

更超“强”。唯有如此，方能在灾难突发

时、在祖国呼唤时、在人民期盼时、在危

机来临时，为了初心前赴后继，为了使

命勇往直前。

时移世易。现代战争是信息化智

能化战争，是多维战场的对抗，持续时

间虽短，但涉及的领域更宽广；战场容

量虽小，但潜力的比拼更立体。民众参

与战争的深度和广度，不仅不会收缩，

反而不断扩大。“用兵以得民为先，安民

乃能御侮。”谁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就

把谁放在心上。牢记“人民是革命的母

亲”“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

于民众之中”，就能如习主席所说，“有

了民心所向、民意所归、民力所聚，人民

军队就能无往而不胜、无敌于天下。”

今天，强军兴军的大幕正在有序展

开，明天的“高潮”部分等待着全军官兵

去奋斗、去创造。征途如虹，初心如炬。

注重全面抓建，强化体系建设，力促人人

成才，把“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掉

队”作为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就一定能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迎来党在新时

代的强军目标的胜利实现。

（作者单位：77228部队）

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掉队
—从脱贫攻坚战中汲取强军力量系列谈①

■王 耀

近日，在某部组织的思想政治教育

网络调查中，81%的官兵在“多些人情

味”一栏后打了勾。“数据不会说谎。”

官兵们对“人情味”的期盼，其实是期

盼思想政治教育能多些温度。

思想政治教育从根本上来说是做

人的工作，是通往人心的工作。架不

起“情”的桥梁，就难以实现“心”

的交融。思想政治教育既需要理性的

力度，更需要情感的温度。实践证

明，没温度的教育，难以成风化人、

凝聚共识；冷冰冰的教育，难以春风

化雨、引人入胜。教育越有温度，越

能产生吸引力、感染力，进而温润兵

心、激励士气。

当前，绝大多数思想政治教育是

有温度的，但个别教育还有温度不足

的现象：有的讲课内容满足于当文件

材料的“搬运工”、上级精神的“传声

筒”，与官兵思想贴得不紧；有的表达

方式中四平八稳的“官话”多，接地

气的“兵话”少，与官兵不在一个

话语体系；还有的授课时高高在上、

语气生硬，把教育人变成了教训人，

等等。这些问题，值得高度重视。

古希腊神话中，塞浦路斯国王皮

格马利翁在雕刻一座少女雕像时，投

入了全部精力、融入了所有爱。结

果，爱神被他打动，赋予雕像以生

命。“皮格马利翁效应”正是对教育真

谛的生动诠释。授课者虽不是雕塑

家，却塑造着官兵心灵这个部队最珍

贵的艺术品。“爱是教育的灵魂，没有

爱就没有教育”。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只有对官兵和思想政治教育上升到爱

的高度，教育才有温度、深度和力

度，才有重量、力量和能量。

陶行知先生曾说：“好的思想政治

教育首先是温暖人心的。”要温暖人

心，离不开立德树人的仁心、诲人不倦

的耐心、有教无类的公心。如今，部队

的教育资源越来越丰富，教育手段越来

越先进，授课者的学历也越来越高，个

别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缺乏温度，从某

种意义上来说，缺的不是知识、方法，

缺的是爱心、责任心。

1982年6月，著名教育哲学家黄济

在调查了16所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后

谈到，人与人之间应该是“我与你”

而不是“我与他”的关系。也就是

说，对他人不要抱着一种“第三人

称”的冷漠，而应该有“第二人称”

一样面对面的温度。“人在与自己平等

的人面前会理性起来、温和起来。”试

想，在心里真正把官兵当成“缺之难

行、失之则亡”的手足兄弟，当成

“取长补短、互为人师”的人生挚友，

当成“同在一个战壕里战斗”的生死

战友，教育时怎能不像《古田会议决

议》中所强调的那样“站在同志之地

位”“用诚恳的态度”？

“坚持问题导向，注重回答普遍关

注的问题”，这是习主席对思想政治教

育提出的明确要求。如今的青年官兵思

想更活跃，与外部世界联系更紧密，头

脑中等待拉直的问号也更多。解决难题

的教育最有温度。增强服务意识，必须

把官兵“想听的”与教育“要讲的”无

缝对接，把社会上“风靡的”与官兵

“热议的”紧密结合，多做一人一事的

工作，奔着现实问题和活思想抓教育。

只有真正做到言及心声、言之有物、言

之必行，让官兵的思想包袱能放下，关

注问题有回应，精神状态能提振，这样

的教育才会有温度。

前苏联一个叫季娜的女孩，为了让

病重的祖母高兴，违反校规采下了珍贵

的“快乐之花”。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

知道后，不但没批评她，还动情地说：

“你再采3朵花。一朵给你，为你有一

颗善良的心；另外两朵送给你的父母，

为他们教育出了一个善良的人。”人心

换人心，玛瑙兑黄金。教育要有态度，

更要有温度。思想政治教育中，心里装

着官兵，能体谅官兵的感受，将心比

心，换位思考、感同身受，这样富有同

理心的教育，才能让官兵感到“心里暖

暖的”。

（作者单位：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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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热播的一部电视剧中，彭德

怀同志请身边人监督自己的细节令人感

动——在拒绝了比前线将士好一点的伙

食后，他说：“打仗没日没夜，我没时

间反思自己，请你们一定当好‘探照

灯’，随时监督我。”

监督是干部政治生涯的“安全

阀”，是阻止干部越轨的“刹车器”，是

防止干部蜕变的“防腐剂”。领导干部

能否主动接受监督，是对其组织观念、

党性修养和政治素质的检验。现实中，

一些党员之所以从“好同志”沦为“阶

下囚”，原因之一就是“不主动、不愿

意，甚至反感组织和他人的监督”。

“欲”不设防恐成“狱”。特别是当

权力缺乏监管时，再强的自律也会被更

强的诱惑侵蚀俘虏。因此，高明的人都

不忽视他律。正如司马光在《资治通

鉴》里所说：“古之圣王，患其有过而

不自知也，故设诽谤之木，置敢谏之

鼓，岂畏百姓之闻其过哉。”对于领导

干部来说，主动找几个“探照灯”给自

己装上，既是明智的做法，也是可贵的

品德。

然而，个别习惯在“镁光灯”下露脸

的领导干部，却嫌“探照灯”刺眼、碍事，

认为上级监督是不信任自己，同级监督

是为难自己，下级监督是不尊重自己，有

意无意躲避“探照灯”，结果在拒绝监督

中慢慢失守变质、腐化沉沦。

领导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对权力

的敬畏就是对人民负责。邓小平同志曾

告诫领导干部，谨慎总是好一些。“凡

善怕者，必身有所正，言有所规，行有

所止”。主动找几个“探照灯”给自己

装上，就是对权力的敬畏。有了敬畏，

才能在事关部队建设和官兵利益的问题

上慎之又慎，才能怕行为有失，怕无所

作为，怕有负重托，也才能严格约束自

己，清白为官，公正用权，不闯红灯，

不越雷池。

“金色的纽带”，这是柏拉图对法纪

的比喻。柏拉图告诉人们，有了法纪这

根卓越的纽带，人们就会不断受到它的

牵扯，当走向自己反面的时候，它能把

我们拉回来。主动找几根“金色的纽

带”给自己绑上，绑上的是安全，守护

的是幸福。而不断给自己“松绑”，逃

避监督，人生必然会像断线风筝、脱缰

野马，最终走向自由的反面。

当然，“探照灯”也有盲区，角角落

落不可能随时都能照到，这就需要领导

干部严格自律，“一日三省吾身”，经常

同党中央要求“对标”，拿党章党规“扫

描”，用强军目标“透视”，不断叩问初

心、守护初心，不断坚守使命、担当使

命，始终做到初心如磐、使命在肩。

（作者单位：武警特警学院）

找几个“探照灯”给自己装上
■杨 辉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像当年研究“谜一样的中国共产党”一

样，许多研究机构再次对中国共产党的

成功溯源。众多答案中，一个答案始终

不变——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源于

她有崇高而坚定的信仰。

巴尔扎克说：“以利益为主的阵营

总是会动摇的，但以信仰为主的是分化

不了的。”崇高信仰是共产党人的安身

立命之本和永恒追求，坚定信仰给共产

党人以正气和风骨。我们党能够始终

做到公而忘私、舍生忘死，能够始终做

到干在实处、走在前列，能够始终保持

蓬勃生机和活力，根源就在于将“进步

的政治精神”贯注到了党的建设之中，

就在于拥有一代又一代胸中有主义、心

中有信仰的不懈奋斗者。

信仰之“信”是一种科学认知，信仰

之“仰”是一种价值崇尚。崇高信仰来

自科学理论。毛泽东曾对斯诺说，《共

产党宣言》“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

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周恩

来也曾对《共产党宣言》的中文首译者

陈望道说：“我们都是您教育出来的。”

邓小平将《共产党宣言》称为“我的入门

老师”。

一个政党在人民心中的分量，取决

于这个政党对待人民的立场。“人民”，

是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内核和最高价值，

正是这个光辉的词语，让她区别于其他

一切政党，也给了她无穷的力量。

诞生于南湖小船的中国共产党，深

谙载舟覆舟之深意，历来尊重人民群众

的主体地位，把党和群众的关系，比之

为鱼水、喻之为血肉、视之为种子和土

地——党的根基、血脉、力量在人民。

当年，为何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

自叹“大势已去”，而“小米加步枪”的共

产党解放全中国是“大势所趋”？美国

军事观察组给出的答案是，国民党占领

了土地，共产党赢得了民心。信仰坚

定，是因为相信人民必胜；信仰永恒，是

因为始终与人民同行。

选择信仰道路艰难，坚守信仰高地

更难。这其中不仅布满荆棘，甚至还会

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

方志敏面对敌人严刑拷打时说：

“法西斯匪徒们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

决不能丝毫动摇我们的信仰！”殷夫视

反动派的爵禄为“薄纸糊成的高帽”，为

革命信仰不惜舍生取义。蒋先云面对

蒋介石“只要退出共产党，就委任你为

黄埔军校中将教育长”的许诺，决然回

答：“别的可以牺牲，唯共产党的党籍不

可以牺牲。”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像先烈

那样对信仰“从没有动摇过”，才能勇往

直前以赴之、断头流血以从之，受万难

而不辞、历风雨而弥坚。

“一切领导力本质上都是信仰的实

践。”坚定信仰，不是喊几句口号、搞几

次教育就能奏效的。信仰之花，需要用

一言一行去浇灌；信念之志，需要用一

举一动去践行。

人民军队因信仰而生、因信仰而

强。“坚定信仰信念，最核心最紧要的

就是铸牢军魂，毫不动摇坚持党对军

队绝对领导。”军魂是我军的“命根

子”。因为有这个“命根子”，我军历史

上从没有一支成建制的队伍被敌人拉

走。锻造铁一般的过硬部队，须先锻

造铁一般的信仰。强军征程上，每名

军人唯有以“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

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

忠诚”为标准，信仰之灯常擦拭，信仰

之问常自省，与党思想同心、政治同

向、行动同步，方能走得正、走得稳、走

得快。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使你倒下，

如果你的信仰还站立着的话。”今天，我

们好比攀行在登顶珠穆朗玛峰前最险

峻的路段，只有以信仰为旗、以实干打

底，才能经得起形形色色的诱惑和考

验，如愿实现由大向强的“关键一跃”，

领略“无限风光在险峰”的壮美。

信仰如旗，凝聚磅礴的力量；信仰

如炬，照亮前行的征程。让我们用一生

的坚守，去谱写一曲曲信仰之歌；用一

生的奋斗，去点燃一簇簇信仰之火！

（作者单位：陆军军事交通学院）

信仰如磐，百年大党的精神密码
■冀苏杭

在刚刚过去的训练预备期，某部对

长期存在的14个训练短板“挂号销账”，

补齐了9个短板，另5个也在加紧推进。

总结会上，该部领导说：“不抓紧补短，打

起仗来要吃大亏，要像行船补洞那样补

训练短板。”

行船补洞，关键在快。补训练短板，

也慢不得。然而，补短板不给力的现象

在个别单位依然存在。有的“拖”短板，

新官不理旧账，使短板“涛声依旧”；有的

“躲”短板，担心这些组训难度大、风险系

数高的“烫手山芋”烫掉了自己的“乌纱

帽”，因而消极保安全；还有的假装在补

短板，对短板训也训了、考也考了，效果

怎么样却不怎么关心。

部队是要随时准备打仗的，“随时”

二字，道出了备战的紧迫性，也要求补短

必须及时、即时。有一个软指头就难以

攥成硬拳头。“弛一机，万事隳。”训练短

板不在战争打响之前补强，战场上必将

付出血的代价。补训练短板等不得、慢

不得，只有及时补齐加固，才能扩大打赢

的容积，从而形成体系优势，实现战斗力

倍增。

没有破茧的勇气，难有化蝶的壮

丽。补短板，担当比方法更重要。敢

不敢立即向短板叫板，是检验一名军

人血性和担当的“试金石”。杨业功在

训练中“哪壶不开提哪壶”，这才大幅

度缩短了导弹发射的准备时间，提高

了导弹的命中精度；马伟明年复一年

对我国海军舰艇电力系统这一短板实

施攻关，这才实现了我国舰船动力从

落后到领先的跨越。他们这些成就，

既来自不懈的努力，更源于补齐短板

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唐代诗人韩愈说：“怠惰因循，不

能自疆。”意思是，平时懒散拖沓，就会

阻碍能力提升，而难有作为。对官兵

个人来说，只有做“走在时间前面的

人”，补短板以分秒计，才能以“志士惜

日短”的军旅轨迹，绽放“但有进兮不

有止”的精彩。对领导机关而言，除了

加强教育之外，“考”也是好方法。多

考短板，对在补短中拖拖拉拉的人打

板子，才能逼着官兵自觉补短、主动补

短、尽快补短。

（作者单位：武警芜湖支队）

像行船补洞那样补训练短板
■范承达

谁把人民放在心上，

人民就把谁放在心上。

牢记“人民是革命的母

亲”“战争的伟力之最深

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

中 ”，就 能 如 习 主 席 所

说，“有了民心所向、民

意所归、民力所聚，人民

军队就能无往而不胜、无

敌于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