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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强军兴军

的必由之路，也是决定我军未来的关键

一招。这条“必由之路”能否顺畅抵达

目标，这个“关键一招”能否取得最终效

果，既取决于改革政策是否对路，也取

决于改革效能的释放程度。

改 革 航 船 云 帆 高 扬 ，强 军 征 途 气

势 如 虹 。 在 国 防 和 军 队 改 革 中 ，英 雄

的人民军队从“器”到“制”，从“棋子”

到“棋盘”，从“头脑”到“灵魂”，“破”得

有 理 而“ 立 ”得 有 力 ，“ 破 ”得 坚 决 而

“立”得坚定，让人们感受到了“带着电

闪雷鸣的变化”，改革效能也在应对国

家安全威胁、日常战备值勤、抗洪抢险

救灾和抗击新冠病毒感染疫情中得到

初步显现。

然而，体制的建立、力量的优化、制

度的健全，并不代表联合指挥实现完全

顺畅，打仗能力得到最大提升，顽症痼

疾自然消失殆尽。有了好的发动机，还

需有好的润滑油，这样机器才能运转顺

畅；改动了棋盘，还得调整规则，这样才

能避免争执。现实中，有的单位机制缺

少联动，“龙头开始摆，龙尾还没甩”；有

的对改革配套政策不会用、不善用、用

不 好 ，还 在 用 老“ 交 规 ”跑 新“ 高 速 公

路”，等等这些，无异于新瓶装旧酒，是

难以充分释放改革效能的。因此，如何

最大限度地释放改革效能，成为摆在全

军官兵面前的一道“必答题”。

环 环 相 扣 的 题 ，必 须 丝 丝 入 扣 地

解。体制转型的“一次创新”，我们已取

得成功；机制转轨的“二次创新”，还需

要我们以将改革进行到底的精神，不等

不靠，奋力推进。惟其艰难，才更显勇

毅；惟其笃行，才弥足珍贵。只要我们

持续掀起“效能风暴”，用好打仗的体

制、胜战的结构、科学的制度，最大限度

地释放改革效能，就一定能让一切战斗

力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军队现

代化建设的源泉充分涌流。

观念转变的程度，决定改革效能释

放的力度。“给亚瑟王宫廷里一位骑士

一支自动步枪，如果他拿着这件武器骑

上马，用枪托砸对手的脑袋，这样就不

是转型。如果他躲在一棵树后边，开始

射击，这样做才是转型！”如何自觉从建

用一体转变到建用适度分离上来，如何

更好厘清职能界面、认清主责主业……

这些都要求我们先转观念再理关系，主

动来一场思想革命。如果清理不了“观

念路障”，释放改革效能就是一句空话。

恩格斯指出：“衡量一次军事改革

是否成功，标准可能有多种多样。但最

根本的一条是看经过这种改革的军队

能否经受得住战争的考验。如果说军

队改革有一个核心的话，那么这个核心

就是从根本上提高战斗力。”改革是为

了打胜仗，必须牢牢把握能打仗、打胜

仗这个聚焦点。改革效能释放的大不

大，关键看对战斗力的贡献率高不高。

最大限度地释放改革效能，需要全军官

兵更加充分地理解新体制的新机理、新

编成的新效能，更新观念、创新模式、强

化训练，推进改革成果向战斗力转化，

真正把体制优势转换为制胜优势，把发

展潜力转变成打赢实力。

“图垂成之功者，如挽上滩之舟，莫

少停一棹。”最大限度地释放改革效能，

必须不折不扣落实各项既定改革决策

和部署。全军应保持永远在路上的坚

韧和执着，运用改革创新的办法解决新

情况新问题，打通改革“最后一公里”，

确保各项改革举措落地，坚定不移把改

革进行到底。要接续推进改革的落实、

完善、优化工作，进一步优化体制、完善

机制、理顺关系，全面提高军队组织功

能、作战效能和运行效率。

改革效能如何被激活，如何最大限

度地释放，关键在人的能力素质。“旧船

票”登不上“新客船”，“1.0 软件”驱动不

了“2.0 硬件”。变革必变能力，转型必

转素质。面对新体制、新装备，广大官

兵只有实现素质全面升级、本事全面扩

容、能力全面转型，让能力跟上新要求，

才能将能力短板转化为提升战斗力的

跳板，为释放改革效能提供坚强能力支

撑。

风 雨 多 经 人 不 老 ，关 山 初 度 路 犹

长。回首来路，改革强军的车辙已深深

刻在强军兴军的征程上；眺望远方，改

革 迢 迢 的 征 途 上 依 然 密 布 荆 棘 和 难

关。我们坚信，只要保持改革促进派和

实干家的姿态，永不僵化、永不停滞，披

荆斩棘、奋勇向前，最大限度地释放改

革效能，落实落细落稳各项改革举措，

奋楫中流的人民军队一定会不断夺取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新胜利。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

工作研究院）

最大限度地释放改革效能
—锚定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砥砺奋进③

■范 晶

1942 年 8 月，针对个别同志对工作

“有时间办也有能力办，但就是拖到不

得不办时才仓促办”的现象，谢觉哉同

志写出了《计日程功 反对拖缓》一文。

文中倡导：“日常事件如例行文件，生活

问 题 ，讲 到 就 须 做 到 ，‘ 一 日 事 一 日

毕’。”该文分析一些工作落后的原因后

一针见血指出，“这就是‘拖缓’二字在

作祟”。

拖，本意指拉着物体使之移动。作

为形容词，则指做事不爽快、不干脆、效

率不高，就是我们常说的拖延。什么是

“拖延”？心理学家这样解释：当事人故

意延迟一项既定任务的执行，哪怕他明

明知道这项任务最终是必须完成的，而

且这样做可能会使情况恶化。

由此可见，拖延不仅是一种消极的

心理倾向，还是一种有害的行为习惯，

更是一种可怕的主观故意。正因为如

此，著名学者阿尔伯特·哈伯德称拖延

是“最危险的恶习”。

拖延的特点和危害，《明日歌》里这

样形象描述：“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

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世人若

被明日累，春去秋来老将至。朝看水东

流，暮看日西坠。百年明日能几何？请

君听我明日歌！”

有位作家曾痛心指出：“时间救治

不了大多劣根的东西。像麻木、拖延，

时间就救不了。”中外都有、自古就有

的拖延现象，现如今也普遍存在。

2018 年 3 月，德国一名社会学家对

26 所大学的 4 万多名学生调查后写道：

“拖延症已是年轻人的常见病，在一些

年轻人身上还是不治之症。”《拖延心理

学》中也指出，在年轻人中，拖延成了一

种难改的普遍习惯。

或许是为了鼓励年轻人摆脱拖延

症，2018 年 9 月，一名大学校长在开学

典礼上给新生们上了一堂别样的“开学

第一课”，不谈学术研究，也不谈职业规

划，而是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对拖延

说“不”。

拖延，痛苦的是自己。人们常有这

样的体会，做工作、办事情，越是拖延，

内心越是焦躁，心理压力越大。18 世纪

英国作家塞缪尔回想自己患拖延症的

情景时说：“我无法克制责备自己一直

忽视那些最终不得不做的事情，而每一

刻的闲散都增加了我的痛苦。”

拖延，失去的是信任。一名管理学

家这样指出：“在管理者眼里，拖延就是

慢性对抗，就是想以我凡事都会拖延的

习惯，让管理者少给自己交任务。拖延

会失去信任，失去信任就是失去成功。”

拖延，拖累的是集体。一名专栏记

者调查了本世纪 20 年来破产的 30 家企

业后发现，破产的原因之一是，决策者

和管理者对经营管理中出现的问题，采

取拖延的态度，不及时果断解决，导致

问题积重难返。

俗 话 说 ，醒 得 早 不 如 起 得 早 。 对

于摆脱拖延症，有人推荐“5 秒法则”，

即 当 你 有 了 目 标 和 行 动 的 想 法 时 ，立

刻倒数 5、4、3、2、1，动起来。比如早晨

闹 钟 响 起 之 时 ，大 脑 会 联 想 起 很 多 感

受——糟糕的天气、拥挤的交通、繁重

的 工 作 …… 离 开 被 窝 变 得 困 难 ，而 倒

计 时 会 帮 助 人 甩 掉 复 杂 的 感 受 ，直 接

跳起床，让改变发生。

这 种“ 直 接 跳 起 床 ”，就 是 立 说 立

行 、日 清 日 结 。 把 这 种 好 作 风 坚 持 下

去，必结硕果。唐朝宰相刘晏“为人勤

力，事无闲剧，必一日中决之”，最终成

“众臣典范”。“导弹司令”杨业功“一事

当前干在先，万事面前不避难”，较短时

间就使部队战斗力实现大的提高。

军队的事情最耽搁不得，军人的作

风是雷厉风行。“一朝一夕，今日即逝。

一时一刻，今日须惜。”当年，聂荣臻元

帅听到国防科技工作者 8 点能开展的计

算决不拖到 9 点，上午能开展的测试决

不拖到下午的工作状态后赞许道，不拖

就是不怕，就是信心。同志们这赶早不

赶晚的劲头，一定会让人民需要的东西

尽快上天。

一“拖”天下无易事，一“勤”天下无

难事。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为了成

长、成才、成功，为了梦想、职责、使命，

让我们经常默念“今日事今日毕”。

对 拖 延 症 说“ 不 ”
■王 禛 刘含钰

“大会小会，都要求主官参会。”一名

基层主官无奈道，“有时一天不得不去开

好几个会，分身乏术呀。”这种“凡会都要

主官到”的做法，应该纠正。

不可否认，让基层主官参加会议，有

利于更好统一思想、贯彻落实。然而应该

看到，基层处于指挥层级的末端、练兵备战

的前沿，基层主官日常工作任务重。如果

不分会议内容，不问基层主官在位情况，所

有会议都要求“主官参加”，就可能在会议

较集中、工作头绪多时导致基层主官“围着

会议转”，没时间抓建。

把所有人都用好是很大的本事。基

层有主官，也有副职，还有骨干，机关在

通知参会人员时，应摈弃“主官参加才能

引起重视，落实才能到位”的片面认识，

根据会议内容合理确定参会人员。这样

既能让基层主官从“会海”中摆脱出来，

又能把其他干部的积极性激发出来，两

全其美，何乐而不为？

会议不必都要求“主官参加”
■危 平

上世纪 60 年代末，在某部检查工作

的徐向前元帅发现该部一些领导本职工

作成绩平平后严厉指出：“基本工作拿六

七十分是不行的”，并告诉大家本职工作

就是本分，本分就要拿高分。要不然，就

对不住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的身份。

本分，即本身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习主席深刻指出，标准决定质量，有什么

样的标准就有什么样的质量，只有高标

准才有高质量。能否积极主动在本分上

拿高分，体现着一名军人的质量意识、进

取意识和责任意识。

古人云，“职分之事求精”，否则就是

“旷职”。新修改的党章明确要求，党员

要“在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中起

先锋模范作用”。《内务条令》规定，军人

必须“刻苦钻研专业技术，精通本职业

务”。可以说，在本分上拿高分，既是共

产党人和革命军人的一种标识，也是一

种责任。

敬业，是人们在评价一个人热爱本

职时常用的一个词。何为敬业？其实，

精业才是敬业。精业，就是对工作精耕

细作、精雕细刻、精益求精、精金百炼。

试想，如果一个人对工作敷衍塞责、应付

了 事 ，哪 怕 他“ 经 常 连 轴 转 ，忙 得 团 团

转”，能说他敬业吗？

战场成败，既比临场发挥，更比平时

工作标准的高低。对军人来说，无功便

是过，平庸就是错。这是因为，平时工作

满足于“差不多”，上了战场肯定会“差很

多”；平时工作满足于“过得去”，打仗时

对手必然会让你“过不去”。

要想战场“打得赢”，平时就须“过得

硬”。尤其要看到，战场比考场情况更复

杂、压力会更大，即便平时工作“取法乎

上”，上了战场也可能“仅得其中”；要是

平时工作“取法乎中”，打起仗来很可能

“仅得其下”。如果在本分上拿不到高

分，那么战争就会用失败和死亡，来惩罚

那些训练得过且过的人。

2022 年 11 月 30 日，神舟十五号航天

员入驻“天宫”，与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

组相聚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开启中国

空间站长期有人驻留时代。中国航天为

何屡创奇迹？一名记者在深入采访后，

用航天员刘旺的座右铭给出答案：出手

必须出色，完成必须完美。

“看似能力差距，实则是责任心差距。”

责任出勇气、出力量、出智慧。一些人在本

分上拿不到高分，不是因为缺学历、缺时

间，而是因为缺责任心。事实告诉我们，责

任心强，平凡岗位也能创造非凡成绩；责任

心弱，能力再强也干不好工作。

业精于勤，人勤业精。“人民英雄”国

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陈薇在大学期间门门

课得高分，她的诀窍是“我只是比别人更

勤奋一些”。某部排长刘付鸿锋之所以能

成为“特战尖兵”，原因之一是他流的汗比

别人更多。“职分之内，不可惰。”在本分上

拿到高分，不能靠天分，而要靠勤奋。

“真正限制我们的，是我们思维里看

不见的墙。制约创新的，大多来自习以

为常。”兵无奇不胜，技不新难高。敢于

“异想”，方得“天开”。完成本职工作时，

善用新技术、敢闯新路径、常试新方法，

“平凡的岗位在某个清晨，就可能开出令

人惊喜的花儿”。

（作者单位：北部战区空军政治

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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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
宗
政

万丈高楼平地起。高楼是否稳固，

关键在于地基是否牢固。基础训练是

指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基本动作、基本

技能的训练，是战斗力大厦的地基。能

否像绘“工笔画”那样精细抓实基础训

练，关系战斗力的质量、高度和稳定性。

重视基础训练，是世界各主要军事

强国的基本做法。美军海豹突击队员

在《艰难一日》中写道：“我们没有什么

与众不同，就是通过反复的基础训练，

使任务形成肌肉的记忆。”战争年代，尽

管战斗频繁，但我军仍然非常重视刺

杀、射击、投弹、爆破和土工作业等以

“五大技术”为主的基本技战术训练。

不管训练模式如何改变，打基础

始 终 是 军 事 训 练 必 须 遵 循 的 基 本 规

律。从当前情况来看，一些官兵对基

础训练还欠缺绘“工笔画”的细腻。有

的觉得基础训练太“小儿科”，瞧不上

眼，训练时粗枝大叶；有的认为基础训

练太“琐碎”，提不起劲，训练时马马虎

虎；有的嫌基础训练出不了彩，训练时

有应付心态。

习 武 之 人 常 说 ，“ 入 门 先 站 三 年

桩。”如果不能打牢站桩的功底，到头

来学到的不过是花拳绣腿。要想有功

力，必先强功底。对军事训练来说，基

础训练就是“站桩”，就是“童子功”，扎

实苦练才能打牢功底。现实中，一些

部队之所以训练质量不高，甚至出训

练事故，原因之一就是基础训练不精

细、不扎实。

未来战争中，作战体系的层次更

高、规模更大、结构更复杂，对基础训练

的标准也更严。慢工出细活，细活出精

品。广大官兵只有在基础训练中下好

“工笔画”的细功夫，对每一个内容切之

磋之、对每一个课目琢之磨之，才能以

基础训练“万千之垒土”，筑起联合作战

“九丈之高台”。

与专业训练、合成训练相比，基础

训练背记多、重复多，对抗性、趣味性不

强，容易使人“复而怠，寂而疲，久而昏

昏焉”。使命是动力之源，而趣味能让

动力长久。组织基础训练时，灵活采取

小竞赛、互相考等方法，让训练场“活”

起来，就会如开国大将张云逸所说：“方

法好了就没了枯燥，这样战士自然会进

行较长时间的基本训练。”

（作者单位：93046部队）

打基础如绘“工笔画”
■王 亮

画里有话

玉 渊 潭

基层观澜

近日，一名领导在部队召开基层建

设座谈会时，请来许多基层官兵诉说他

们 的 烦 心 事 ，引 导 他 们 多 提 建 设 性 意

见。这种当面多听“基层声音”的做法，

值得点赞。

随着信息网络的普及，基层与上级

联系的渠道更多了。但相比领导和机关

干部，基层官兵与上级联系机会相对较

少。“打柴问樵夫，行船问艄公。”这种情

况下，邀请更多基层官兵参加座谈会，既

有利于掌握更多“点”上的情况，还有利

于提高帮建基层的针对性。

让基层官兵在座谈会上畅所欲言，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唐代时，魏征在谈到自

己敢说真话的原因时对李世民说：“陛下

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

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由此可见，

座谈会上要想多听“基层声音”，“导之使

言”很关键。座谈时，当领导干部有求谏

若渴、虚怀若谷的胸怀，放下架子、甘当学

生的姿态，不轻易打断、不频繁看表的耐

心，基层官兵自然会掏心窝子。

座谈会应多一些“基层声音”
■赵彦虎 王飞军

“一张一弛，其备不忒。”节假日和双

休日按比例安排战士外出，有利于战士

舒缓身心，能让战士处理一些工作日没

法处理的个人事务，应该组织好。

然而调查发现，有的部队一些不合

理的外出程序和规定，让本来就紧张的

外出时间“缺斤少两”，使得战士对外出

“既盼又怕”。“组织外出人员集合学习

外出规定 10 分钟、至少必须提前 20 分

钟归队……”一名战士晒出被“克扣”的

外出时间后吐槽：外出一趟就跟紧急集

合似的，啥事都得争分夺秒。

保证战士外出时间，就是保障战士

权益。多些设身处地、换位思考，在简化

有关外出程序和规定的基础上，批假时

就提醒外出人员遵守外出规定、目的地

较远时允许乘坐网约车、建议办事提前

网上预约，如此为外出的战士精打细算，

相信战士会更加珍惜外出时间、用好外

出时间。

莫让战士对外出“既盼又怕”
■许梦清 李向前

作者：周 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