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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 渊 潭

跨界思维

谈训论战

八一时评

长城瞭望

解决“五多”问题 减轻基层负担③

明朝的戚继光在《止止堂集》中

说，为将者不仅要“能剿外寇”，而

且要“能攻心寇”。他还说，善立功

者荡一方之寇而平之，善立德者荡一

身之寇而平之。这里的“一方之寇”

指的是外寇，而“一身之寇”指的则

是心寇。

何谓心寇？侵心之敌也，也就是

害人害己的邪恶之念。相对于或强大

或弱小的外寇，心寇暗藏于心之一

域，不肯露出真容，不为外人所睹。

如果一个人讳疾忌医、怕丑怕痛，听

任心寇作恶，不但不可能建功立业，

迟早有一天会身败名裂。

诸葛亮在《将苑》中指出：“夫为

将之道，有八弊焉。”这“八弊”无疑

是军人需要提防的“心寇”：一曰贪而

无厌；二曰妒贤嫉能；三曰信谗好

佞；四曰料彼不自料；五曰犹豫不自

决；六曰荒淫于酒色；七曰奸诈而自

怯；八曰狡言而不以礼。

心寇种类之多，表现之繁，危害

之烈，多少人心知肚明，可又“哀之

而不鉴之”，如飞蛾投火般地上演一个

又一个似曾相识的悲剧。

战国时期魏国庞涓，“自以能不及

孙膑，乃召之；至，则以法断其两足而

黥之，欲使终身废弃。”最终死于孙膑

之谋的乱箭之下。同样，项羽有勇无

谋，居霸王之功，贪天下之誉，入秦都

大肆掠夺珠宝、美女，可谓愚而贪，终

落得个霸王别姬的下场。清朝抚远大将

军年羹尧战功赫赫，得到朝廷的特殊恩

遇。但是他倚功造过、骄横跋扈，贪敛

财富、结党营私，平日里飞扬跋扈，气

势凌人，“异己者摈斥，趋附者荐拔”，

最终被削官夺爵，赐自尽。

“偾事之将，恒由于贪。”贪可谓

是心寇之首，为将者一旦心生贪念，

贪于军中，则部属生怨，士卒离心；

贪于军外，则容易受制于人，失机堕

术。即使有“平生宏远之谋”，也难免

要陷入“半筹不展”的困境之中。所

以，为将者当以“众之死生、国之存

亡”为大任，不可怀“染指之情”。

《草庐经略》中言道：“将能心澄

如水，则德盛而威自张，万众仰之惟

谨，敌人闻风而畏服。”汉代的卫青出

身卑微，母亲是平阳公主家的女奴。

后其姐姐被选入宫，并被立为皇后。

卫青先后7次率军出击匈奴，立下赫赫

战功，但他有功不居功，且身为皇亲

国戚，位尊不自恃，为人宽和，不挟

私怨，多次把皇帝的赏赐和军功让给

部下。“飞将军”李广迷道失期自刎，

李广之子李敢，把父亲之死归罪于卫

青。为替父报仇，他伺机把卫青刺

伤。但卫青宽容大度，不但没有追究

李敢的责任，而且隐瞒其事而不使人

知。卫青之所以成为名垂青史的战

将，除了“剿外寇”的功和能，更有

“除心寇”之后表现出来的德和识。

“欲事立，须是心立”。我党我军

一贯重视党性修养和道德建设，特别

要求党员干部主动检视自我，常掸心

灵灰尘，不断升华自己的思想境界，

涵养浩然正气，塑造高尚品格。

刘伯承元帅为中国革命建立了卓

著功勋，可他从不居功自傲。苏联作

家西蒙诺夫说，刘伯承是他所见过的

将军中最谦虚的一个。刘伯承年轻时

投身革命学生军，有乡邻劝他去经商

发财，他说：“大丈夫当仗剑拯民于水

火，岂顾一身之富贵！”当他脱离军阀

部队时，有人要拉他重新在军中任要

职，他严词拒绝：“我家无私蓄，遇敌

奋不顾身者，唯恐内忧外患，国将不

国，官压兵扰，民将不民，并非为博

取虚名和荣显。这班军阀若以爵禄相

诱，可说是有眼无珠了。”

知人者智，自胜者强。我们要想回

答好“胜战之问”，战胜那些拿枪和不

拿枪的敌人，首先就要拿出战胜自己的

气概，下决心“荡一身之寇而平之”。

（作者单位：63936部队）

荡一身之寇而平之
■杨 欢

被誉为“善讲中国故事的改革者”

赵启正，曾经以“原生态苹果”来比喻舆

论宣传和信息生产，提出要把自然生长

的“原生态苹果”献给受众，不必非要为

人家提炼出“维生素C”。这一生动比

喻对于部队的政治教育不无启示。

赵启正认为，“原生态苹果”就是

要讲真实的故事，要讲情节。因为故

事离真理最近。曾任职国务院新闻

办公室主任、做过多年舆论宣传工作

的他觉得，只讲数字和道理，受众就

会认为你在说教，是提炼出来的“维C

药片”，如果是讲故事，他们就会记住

情节，“原生态苹果”会以其真实性、

生动性打动受众，让人信服，并从中

悟出道理。

联系到现在的部队，仍有一些教

育者总怕官兵理解不了、理解偏了，

精心提炼理论精华，惯于向官兵灌输

干巴巴的道理。有的一上来就是“一

是……二是……”，全是要点，不仅要

求官兵记下来，一些还需背下来；有

的倒是能说会道，但就是“一捆捆的

马列主义往下拿”，不联系官兵，也不

联系实际；有的对于官兵关注的热点

避而不谈、谈而不透，就差给官兵隔

离出来一个“思想安全区”，结果不仅

把官兵讲麻木了，也把他们对政治教

育课的热情浇灭了。

现在的“90后”“00后”官兵，从小

生长在互联网时代，思维活跃、好奇心

强、求知欲旺盛，思想也比我们想象的

成熟。对于一个问题，他们是既知其

然，又想知其所以然。大道理他们也都

懂，关键是如何入脑入心。然而，不带

血肉的理论对他们来说根本无感，硬往

脑袋里塞也不契合他们的接受习惯。

他们需要的是一个“原生态苹果”，去自

我体悟、激发表达，启发和锻炼自己的

“思想牙口”。

人们常说，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

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

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但前提是一

棵树和另一棵树必须紧挨着，拥有平

等互动的交流，这样才具备“摇动”的

条件和可能。如果教育者老是担心

官兵这个消化不了那个消化不了，什

么都要“榨成汁”“剁成泥”喂到嘴里，

甚至是提炼成“维生素C”，不仅会造

成对方消化能力退化，而且喂的东西

对方也未必爱吃。

少一些抽象道理，多一些鲜活事

例；少一些结论和概念，多一些事实

和分析；少一些空泛说教，多一些真

情实感，充分尊重和激发受教育者的

主观能动性，给他们一个“原生态苹

果”，相信这样的教育会起到更加触

动人心的效果。

给官兵一个“原生态苹果”
■狄伯文

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

源。诊治“五多”这个老毛病，也必须从

源头抓起。

“五多”作为形式主义的典型表现

之一，在部队为害已久，之所以屡禁不

绝，必有其思想根源。思想是行动的先

导。只有抓住思想根子，连根拔起，与

现下的制度双管齐下，才能达到药到病

除的效果。如果不能从思想上拔除“五

多”的病根，再好的制度在落实过程中

还是会跑偏走调，治理“五多”就难免再

走上老路。

“五多”问题，其蔓在下，其根在

上。长久受“五多”困扰，基层官兵看到

的“五多”花样最多，体会也最深。一些

基层干部甚至总结出几“怕”：最怕上面

“突发奇想”，基层就得加班加点搞突

击、抓落实；最怕上面不顾实际追求数

字和好看，逼得下面热热闹闹做样子、

轰轰烈烈走过场；最怕上面把消极保安

全当政绩，只知一味封堵、高压严管；最

怕上面总拿过去的经验和观念框定变

化的现实，一抓工作就发文、开会、讲

话；最怕上面爱“刷存在感”，而且都来

基层“刷存在感”……

细察这诸多“上面”的源头，问题

还是出在个别领导干部的思想上。有

的政绩观错位，为出名挂号、谋求私

利，整动静、搞动作，热衷自我设计、自

我循环、自我检验。有的是本位主义

思想作怪，各自为政、各行其是，以自

我为中心、以业务为半径，各划各的

圆，全然不管彼此的交叉重叠。有的

就是懒汉思想，为图省心省事省力，不

管什么工作，都用发文、开会、讲话模

式往上套。有的摆脱不了惯性思维，

似乎除了文电、会议、检查评比、派工

作组，就不会开展工作了，也不愿意开

动脑筋开拓其他工作方法和手段。只

要这些思想病根一直在，“五多”就会

源源不断地被输出。也只有拔除这些

思想上的病根子，克服“五多”为基层

减负的目的才不会落空。

战争年代，革命军人心中只有一

件事：打赢。因为打不赢，就可能给部

队和人民带来灭顶之灾。有时几条板

凳、甚至就地一坐，半小时就能开个碰

头会；半页纸、几行字，就是一篇简练

的战斗通报。抗美援朝时期，彭德怀

给党中央的一份电报只有6个字：“饥

无粮，寒缺衣。”反观今天，我们有多少

时间浪费在了无效的会议上，又有多

少时间用在了工于辞令、长篇大论

上？4间土房、1部电话、3张桌子，在

世界上最小的指挥所里，毛泽东指挥

了世界上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在西

柏坡期间，毛泽东一年时间亲手拟电

报408封，指挥前线战争。今天我们的

办公条件好了、指挥手段新了，但为什

么一些指挥员“五个不会”“两个能力

不够”问题依然存在，身边“传声筒”

“应声虫”“笔杆子”多了起来？怪“五

多”吗？不，是背后制造“五多”的人的

思想根子出问题了，旁逸斜出太多，将

主枝都岔偏挤歪了。

思想上的病还是要从思想上解

决。各级领导和党员干部当以“君子

检身，常若有过”的态度认真检视反

思，不仅要纠治表面上的“五多”，也要

找实造成“五多”的思想病根，从思想

根源上挖掘、剖析、整改。须以刀刃向

内的勇气，向思想深处的顽瘴痼疾开

刀，勇于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

念。以思想上的破和立，从上而下带

动解决“五多”问题，切实把基层负担

减下来，把战斗力标准立起来，把官兵

干劲鼓起来。

洪水决堤之时，没有一滴水是无辜

的。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不少人是一边

喊着痛恨“五多”，却又在一边制造“五

多”；一些人思想上有觉悟，但是遇到具

体问题、具体事情，还是不自觉就又回

到习惯的老路上；还有的是上面说一阵

就抓一阵，不说了各种规定措施就又被

束之高阁了。“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

人。”要想彻底告别“五多”，就需要从我

做起、从现在做起。虚情假意解决不了

任何问题，空喊不行，手电筒只照别人

不照自己也不行。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只要领

导和党员干部带头以思想上的自我革

命转变观念、转变作风、转变工作方式，

以战斗力为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做好关

闸分流；各级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办事，

不让法规制度成为“稻草人”“泥菩萨”，

从思想上动真格、从行动上来真的，“五

多”必定可治。基层工作训练生活有秩

序了，劳逸结合好了，干部战士自然干

劲十足，必定形成上下一心练兵备战的

生动活泼局面。

拔除“五多”的思想病根
■陈晓杰

在一次进攻战斗中，某营向团指挥

所报告：“我营一连攻占多个要点，伤亡

严重，请求支援。”团指挥员将“一连”理

解为成建制的“一连”，便调整部署下达

向纵深推进的命令。实际上，这“一连”

是“连续”的意思。最终因敌我兵力悬

殊，该营占领的阵地被敌人反扑夺了回

去。战场上，一个字句、一个手势、一条

旗语，都有可能决定胜负，影响战争全

局。这一战例从反面告诉我们，说好军

语也是战斗力。

一位军事理论家曾说：“没有军事

术语的统一，便不能准确地交流思想，

势必影响以后的军事行动和作战指

挥。”与其他领域相比，军事行动历来强

调敏捷、高效、协调、一致，对军事用语

的规范性、精确性要求较高。无论是战

备建设、作战指挥，还是教育训练、部队

管理，都要依靠标准语言——军语来传

达。离开军语，部队上下就难以做到军

令统一、步调一致；滥用军语，则可能给

部队遂行任务带来各种风险，甚至会贻

误战机、导致失利。

转变训练作风，强化实战观念，说

好、用好“战场语言”是基本功，也是软

实力。尤其是在一体化联合作战中，战

场空间全域多维，作战要素高度联动，

作战节奏空前加快，作战管理更加精

细，没有统一的军语，出错的概率就会

大幅增加，协同的效率就会急剧降低，

甚至可能打乱仗。只有将联合训练的

基础打牢，到了战时才能游刃有余。比

如，陆军某集团军要求各级指挥员除了

学好用好本军兵种的军语外，还要研习

其他军兵种的常用军语。“海里”“节”

“链”等海军军语，融入了陆军的日常训

练，以便为浮渡装载、海上射击、抢滩登

陆等战斗协同做好准备。

当前，一些部队在使用军语方面还

存在不少问题。有的不注重使用军语，

把军语当成了可学可不学、可用可不用

的“摆设”；有的凭感觉想当然，比如“包

围”“合围”混用、“番号”“代号”不分；有

的滥带敬词，表面“客气”实损威严，比如

“请稍息”“请入列”等；还有的用网语俗

语代替，变成“另类军语”，比如，把“明

白”变“欧了”、用“老板”称呼首长等。

军语是全军通行的标准化语言，看

似简单但要正确使用、收到实效并不简

单。每名官兵特别是指挥员，应牢固树

立标准意识，对相关的口令、手势、旗语

等，不但要耳熟能详，而且要融入训练

实践、力求精益求精，做到既无“冗余口

令”，也无“模糊语言”，努力推动实战化

训练走深走实。

（作者单位：32127部队）

说好军语也是战斗力
■任晓勇

据悉，某单位在上级专项调研组
到来前，专门挑选调研谈话对象，并
对其进行集体吹风，要求与调研小组
谈话时“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要心里
有数”。此种做法不仅让官兵心生不
满，更无法让上级了解实情，不利于
单位的长远发展。

这正是：
知道上级来调研，

官兵言论安开关。

堵住嘴巴埋祸患，

实事求是利长远。

郭佳兵文 周 洁图

8月1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

《古田军号》在全国上映，隆重献礼古田

会议召开90周年和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影片以一个红军小号手后代的视

角，讲述了1929年红四军进入闽西到

古田会议召开那段鲜为人知的峥嵘岁

月，再现了年轻的革命领袖带领一支年

轻的军队，倾尽心力探索革命道路的艰

难历程。

1929年12月，中共红四军第九次

代表大会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召开，

毛泽东亲自为大会起草决议，即《古田会

议决议》，这是我军思想建党、政治建军

的纲领性文献。古田，也因人民军队在

此定型、政治工作在此奠基而名扬天下。

人们记住了古田会议的伟大成就，

却容易忽略真理的来之不易。90年

前，这支军队头顶着大革命失败的阴

霾，还面对着党内分兵分权的争议、红

军内部种种旧军队的积弊，从领导者到

普通士兵，多少人心中充满着迷茫和困

惑——红旗到底还能扛多久？

古田会议前，我军作为一支新型人

民军队尚未完全定型，“有些人不把党

代表制度看成是人民军队的一项建军

原则，对党代表的尊重与否，完全是看

人行事”“有的愿意到处打城市，认为打

下城市后，可以进去吃吃喝喝”“有的对

战士的错误放任纵容，说什么‘当兵的

只要能打仗就行，平时马虎点没关

系’”，破坏群众纪律的事情时有发生。

那时候的军队，最为迫切的问

题，是教育问题。对此，毛泽东体会

颇深，他说：“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

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问题。”他深知，古往今来，揭竿而起

的武装力量数不胜数，而最后往往

沦为满足个人或小集团私欲的队

伍，遇失败而哗变溃散。没有崇高

信仰引领的军队，是靠不住、稳不住

的。这种天然缺陷的根子，便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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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政治灵魂”。

从三湾改编开始，到古田会议定型，中国共产党加强人民军队建设的一条

主线，就是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以及以此为核心确立的红军的性质、

宗旨和一系列理论方针原则和制度，划清了新型人民军队与旧式军队的根本区

别，为红军从思想上和组织上真正成为党绝对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奠定了坚

实基础。

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此后，我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能以劣

胜优，在围追堵截中保留火种；能在漫漫两万五千里长征路上，从容自信不畏艰

险；能在十四年抗战中，浴血奋斗撑起民族脊梁；能在三年解放战争中，把蒋介石

赶到台湾；能跨过鸭绿江将头号帝国主义打回三八线……能够压倒一切敌人而不

被敌人所压倒，正是因为古田会议精神指引方向。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这是人民军队与别的军

队最大的不同，也使人民军队具备了崇高的政治灵魂。

述往以为来者师。重温古田会议精神，是为了记住“从哪里来”，更是为了明确

“向何处去”。当前，国际国内安全形势纷繁复杂，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尖锐，敌对势力

争夺人心、搞乱军心的手段不断翻新，面对铸魂与蛀魂的较量、固根与毁根的拉锯，

无论何时我们都要在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个根本政治原则问题上，头脑要特别

清醒、态度要特别鲜明、行动要特别坚决，要让古田军号永远嘹亮、让古田精神永放

光芒。只有这样，才能告慰历史、告慰先辈、一往无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