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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里有话

军无法不立，法无严不威。“整肃军

纪，重在将也。”

习主席在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五

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

会议时，强调贯彻依法治军战略必须做

到“八个坚持”，其中一条就是“坚持抓

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这一重

要论述，充分体现出我党我军对依法治

军建设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进一步表

明了打铁必须自身硬的鲜明态度和责

任担当。

“上有所率，下有所进；上有所行，

下有所仿。”依法治军、从严治军，主要

是通过各级领导干部的具体行动和工

作来体现 、来实现的，他们的信念 、决

心、行动，对深入贯彻依法治军战略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抓住领导干部这

个“关键少数”，就抓住了深入贯彻依法

治军战略的牛鼻子，就能带动“绝大多

数”。必须从党和军队事业出发，坚持

以严的标准要求领导干部、以严的措施

管理领导干部、以严的纪律约束领导干

部，使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担负关

键责任、发挥关键作用。

常言道，领导干部在上面要求人，

在后面推动人，都不如在前面带动人管

用。领导干部既是从严治军的领导者

和组织者，又是从严治军的执行者和实

践者，领导干部怎么做，部队官兵都看

着。1949 年 10 月，华东军政大学校长

陈毅听说一些学员不愿遵守“男学员必

须剃光头”的规定后，自己先剃了个光

头。两天后的开学典礼上，陈毅对同学

们讲，一切都要从“头”学起，从“头”做

起。讲到激动处，他摘下军帽，露出锃

亮的光头，幽默地说：“我跟同学们一

样，从‘头’做起！”全场立刻沸腾了。随

后，男学员们都自觉剃了光头。将欲治

人，必先治己。只有职位越高越崇尚法

治，权力越大越敬畏法律，自觉在法治

建设中发挥关键性、示范性、引领性作

用，才能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上干在实

处、走在前列，从而带头深入贯彻依法

治军战略。

“法令之堤固于严而溃于散。”所谓

“严”，首先是对领导干部严。如果领导

干部身处法规之外、法律之上，执法犯

法、违法乱纪，那么“下之所以为，惟上

是视”，甚至“上有毫发之意，则下有丘

山之取”，必然会出现“上令既废，以居

则乱，以战则败”的局面。

西谚有云：“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

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

铜表上，而是刻在公民的内心里。”领导

干部深入贯彻依法治军战略，解决好尊

法问题是重要前提。不尊法，没有法治

思 维 ，就 没 有 资 格 当 干 部 。 要 脑 中 有

“弦”，牢固树立法治信仰，培塑法治精

神，从内心深处认同法 、信仰法 、坚守

法。要心中有“戒”，把讲规矩、守纪律视

为安身立命之本，自觉把对法治的尊崇

转化成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要胸中有

“规”，对法律法规已明确规定的，率先垂

范、带头落实，坚决做到人按职责干、事

按制度办，不越雷池，不闯禁区。

“腐败的本质是权力滥用。”依法治

军，关键是依法治官、依法治权。领导干

部手中都有一定权力。各级党委要抓住

定政策、作决策、审批监管等关键权力，

聚焦重点领域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

新兴领域治理机制建设，完善权力配置

和运行制约机制，进一步堵塞制度漏洞，

规范自由裁量权，减少设租寻租机会。

各级领导干部要牢记手中的权力是党和

人民赋予的，是用来为国防和军队建设

服务的，正确用权 、谨慎用权 、干净用

权。要敬畏权力，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

戒、行有所止，严格按原则、按政策、按规

矩、按程序办事，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

子，确保权力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权力必须有制约和监督，绝对权力

导致绝对腐败，这是古今中外都证明了

的一个道理。监督是防范也是关心，是

爱护也是保护。我军是党绝对领导下

的人民军队，在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

和监督上要有更高的要求。要健全党

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

体系，加大对掌握定政策、作决策、审批

监管等拥有关键权力的领导干部的监

督。各级纪委要履行好监督责任，全面

履 行 党 章 赋 予 的 职 责 ，推 进 监 督 具 体

化、精准化、常态化。领导干部要将接

受监督作为一种本分、本能，真诚欢迎

监督、真心接受监督、真切对待监督，习

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

（作者单位：94106部队）

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深入贯彻依法治军战略系列谈④

■夏锦之

老农种植葡萄、豆角等作物，都会

搭架引蔓使其长得好。同理，让“三大民

主”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各级领导也

应有“搭架引蔓理念”，多为基层官兵搭

建民主建设的“连心桥”，促其“金点子”

结出“金果子”。

当年，邓小平同志谈到人才培养和

使用工作时指出：“多给机会和平台，给

创造条件，这才叫培养。”从某种意义上

说，想不想、会不会、能不能给基层官兵

提供平台、创造条件，检验领导机关是

不是真正走群众路线，是不是心里真正

装着战斗力建设。

我们常说，集智者胜。有“智”是前

提，求“胜”是目的，会“集”是桥梁。对基

层 官 兵 的“ 智 ”，能 不 能 合 理 有 效 地

“集”，关乎能不能“胜”。会“集”，则“汇

星火以成炬，聚小智以大成”；不“集”，

则“金粒没于滩，便与沙同价”。

由此可见，领导机关能否搭建民主

建设的“连心桥”，事关军心士气、事关

部队打赢。熟悉基层官兵的性格特点、

掌握基层官兵的爱好特长，真心实意尊

重他们，内心深处相信他们，既“指路

子”，也“搭梯子”，基层官兵就会积极主

动给部队建设献计献策。

可惜的是，一些部队在搭建民主建

设“连心桥”方面做得还不够。有的渠道

旧，不适应新时代官兵的思想特点；有的

渠道堵，对提出的建议，要么置之不理，

要么推三阻四；有的渠道虚，嘴上说“多

提宝贵意见”，心里却把征求意见当走过

场。这样的渠道，怎能收到真知灼见？

尤其要看到，今天的基层官兵，来

自高校的多，带技入伍的多，特长明显

的多，你给他平台，他就会还你惊喜。正

因为如此，新修订的《军人委员会工作

规定》明确要求，“坚持改革创新，适应

形势任务发展变化，拓展丰富基层民主

活动的实现途径和方法手段，不断增强

凝聚力、组织力、号召力”。

“蜂蝶纷纷逾墙去，却疑春色在邻

家。”党支部、团支部和军人委员会，是基

层的三大组织。对如何发扬民主，这三大

组织的规章制度都有明确规定，不需要

到“邻家”去找，关键是把已有的平台真

正用起来。比如，党支部就要通过军人大

会、党小组会和议战议训会，了解和反映

官兵关于军事民主的意见建议。军人委

员会就要利用板报墙报、军营广播、新闻

简报等渠道，发挥好参谋作用、监督作

用、桥梁作用。三大组织只要把规定落地

落实，就一定能收集采纳到官兵提出的

好建议、好点子、好经验，为全面锻造“三

个过硬”基层凝聚更多“群蜂智慧”。

“谁会用网络，谁就拥有了最好的

智囊团。”今天的军营，公众号、微信群

等把官兵“链”在一起，也让发扬民主变

得更加快捷。应进一步把网络信息技术

运用起来，通过开设评论栏、挂载意见

箱、打造服务站等，激发官兵参与民主

活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应健全制度机

制，推动网上事务公开、网络民意表达、

网情分析研判，实现组织运行常态、民

主生活活跃、权利保障有力，汇聚起网

上同频、网下同心的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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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对手当然要继续研究，但自身

情况也必须重视起来。”近日，某部启动

常态化研究知己活动，要求官兵知彼也

知己，在认识自己中提高打赢胜算。

知己很重要，是因为“知彼是关键，

而知己是前提”；是因为一些官兵要么

对知己有偏见，认为知彼才显水平，要

么“只缘身在此山中”，对“己情”因熟悉

而 陌 生 ；也 是 因 为 知 己 与 知 彼 高 度 关

联，只有把二者同步考察，“研究双方的

对比和相互的关系”，才能客观真实地

知己，深入透彻地知彼，在恰当时机采

取合理行动。

对于我军的战略战术，毛泽东同志

多次谈到“并没有什么神秘”，就是“你打

你的，我打我的”。战争年代，我军许多

指挥员何以用兵如神？原因之一就是熟

悉“我的”。哪支部队能攻，哪支部队善

守；哪支部队惯于近战，哪支部队擅长夜

战；哪个兵有啥绝活，哪个兵有啥短板，

等等，都了然于胸，因而指挥得当，赢得

一次次胜利。

在 古 文 中 ，“ 知 ”有 时 与“ 智 ”是 通

假 字 ，暗 含 的 意 思 是 ，有“ 知 ”才 有

“智”，“知”深才“智”多。尤其应看到，

我 军 新 装 备 越 来 越 多 、战 法 更 新 越 来

越快，要求知己必须跟上编制体制、武

器 装 备 、作 战 理 论 和 作 战 方 式 的 变

化。另外，未来战争是联合作战，所要

知 的“ 己 ”，不 仅 是“ 自 己 ”，还 需 是“ 己

方”。面对不断延伸的知己半径，掌握

了各军兵种的作战特点、协同要求，对

自己的优缺点、所属的“车马炮”、队友

的 水 平 和 习 惯 等 了 如 指 掌 ，在 作 战 中

方能有效周密协同配合。

“存亡安危，勿求于外，务在自知。”

知己，贵在真知、深知，重在知新、知用。

必须到实践中去“知”，走进训练场，在摸

爬滚打中了解装备的战技术性能，掌握

作战运用的实际本领，让武器装备真正

成为制胜利器；必须在比较中去“知”，通

过与过去比，与作战对象比，在赢得比较

优势中找到“最优解”；必须用新技术去

“知”，熟练运用各种先进的科学方法和

手段，对自身的各个方面和构成作战能

力的诸要素精确分析，从系统和整体的

角度上作出判断，确保作战数据及时更

新、动态精确。

知己，贵在真知深知
■王桂华

春分已过，清明将至。在日子缓缓

又匆匆的流动中，时间生产着一切，也

证明着一切。

两会结束后，全国人大代表、火箭

军某旅二级军士长侯长岭跟网友分享

工作体会时说：“我相信天赋的力量，但

我更坚信，星光不负赶路人，功夫不负

有心人。强国强军，成长成才，我们都要

用好时间。”

古人云：“圣人不贵尺之璧，而重寸

之阴，时难得而易失也。”的确，时间珍

贵，理应珍惜。它是公平的，不会给任何

人多一分，也不会给任何人少一秒。但

时间也是有偏向的，把它“种”的地方不

同，结出的“果实”也不同。

钱七虎院士把时间“种”在了国家

防护工程建设上，“奋斗一甲子，铸盾六

十年，了却家国天下事，一头白发终不

悔”。他认为这是本分，没感动自己，却

“感动中国”；“绿化将军”张连印，把退

休时间几乎全部“种”在了绿染山丘上，

晨光里刻下他挥锹铲土的身姿，晚霞里

印着他扶苗浇水的背影，留下了千顷澄

碧、万顷苍翠……

而有些人，却“把时间散种在了盐

碱地上”，结果收获的自然是终身之悔。

电影《遗愿清单》里有这样一个情节：夕

阳 下 ，当 年 迈 的 主 人 公 颤 颤 巍 巍 写 下

“珍惜时间”4 个字时，便泣不成声。平

复情绪后，主人公叹道：“岁月不依不饶

毫不留情在我心上刻下悔恨，我却无能

为力。”

时间的来去，由不得你；时间的价

值，却全在你。达尔文说：“完成工作的

最好方法是爱惜每一分钟。”寸阴可惜,

曷敢从容？谁对时间吝啬，时间对谁慷

慨。所谓“勤勉多岁月”，并不是说勤勉

之人能在人生中额外多一些时间，而是

说只要珍惜点滴时间，把这些时间用在

有意义的地方，就能让时间更加充实。

于是，当别人犹豫不前的时候，勤

勉之人已在行动；当别人还在睡懒觉的

时候，勤勉之人已在充电；当别人选择

放弃的时候，勤勉之人依然在坚持。惜

时如金者，得到的是时间的奖励；虚掷

光阴者，最终只会徒留怅然。面对恒定

流动的时间，不同的选择会被赋予不同

的人生意义。

人们常说，时间自有智慧，时间自

有答案。从种子到果实，非一日之功，

需 持 之 以 恒 。哪 怕 一 件 微 不 足 道 的 小

事 ，乘 以 时 间 的 长 度 ，也 能 成 就 人 生

的 厚 度 。就 像 写 作 ，难 在“ 浅 出 ”前 的

“ 深 入 ”；就 像 做 事 ，难 在“ 生 巧 ”前 的

“ 熟 练 ”；就 像 学 问 ，难 在“ 薄 发 ”前 的

“厚积”。

时 间 有 价 值 ，但 时 间 本 身 无 法 增

值，关键在于对待时间的态度和做法，

正如恩格斯所说，“利用时间是一个极

其高级的规律”。在这方面，叶剑英元帅

的做法是：抓紧时间工作，挤出时间学

习，偷点时间休息。

现实中，有的人看似忙忙碌碌，到

头来却一事无成，就是因为没有掌握如

何利用这个“极其高级的规律”，没能让

时间成为成功的“加持”。殊不知，这“极

其高级的规律”是很重要的。比如，“睡

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积蓄了明天工

作的精力”，说明合理配置时间才能实

现效果最优。“日事日毕，日清日高”，说

明目标管理、敲钟问响方能积小胜为大

胜 。再 比 如 ，“ 不 违 农 时 ，谷 不 可 胜 食

也 ”，尊 重 规 律 、少 走 弯 路 也 是 善 用

时间。

一个人的时间观，反映其眼光、气

度和格局；一支军队的时间观，关乎其

目标、胸怀和成败。对于军队来说，时间

就是纪律，时间关乎胜利，赢得时间就

是赢得主动。

当年，邓小平同志提醒部队抓紧时

间学知识，他说：“当个连长，不是过去

的连长，当个团长，不是过去的团长，要

有知识，天上、地下，陆上、水下，包括通

信联络都要懂得。”

今天，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是

未 来 几 年 我 军 建 设 的 中 心 任 务 。能 否

“如期”，关键看用什么量词计算时间，

“用‘分’来计算时间的人，比用‘时’来

计算时间的人，时间多 59 倍。”

仰观天宇，时间长河悠长深邃；俯

身耕耘，时间自会不负汗水。只争朝夕、

不负韶华，是对未来最好的宣示。把时

间“种”在强军征程上，珍惜、善用时间

资源，不懈奋斗、砥砺前行，“生命的种

子”必将梦想花开，硕果累累。

珍惜时间 用好时间
■刘维姣

作者作者：：周周 洁洁

人到新环境，接受的教育、遇到的

事情，常常会留下深刻印象，并对今后

的工作、学习产生重要影响，心理学称

之为“起步效应”。新兵初入营，作为他

们的“第一领路人”，新训干部骨干在教

育中应善用“起步效应”。

军人出身的作家毕淑敏曾说，部队

真实的样子，在新兵连班长的嘴里。最

近火爆网络的微视频《什么是班长》，里

面有这样一句话：“新兵连班长，是一生

的影响，一生的记忆。”由此可见，新训

干部骨干对新兵说什么、做什么，对新

兵军旅以后的每一步，都会产生很大的

影响力。

“起初示以正面乐观，一生都会正

面乐观”，这是《先发影响力》里的一句

名言。锐始者必图其终，成功者先计于

始。新训干部骨干时刻以“我是什么样

子，带出来的兵就是什么样子”的思想

认识看待自己，思想积极、信念坚定，

严 格 自 律 、作 风 优 良 ，言 传 身 教 当 老

师 、沟 通 引 导 当 兄 长 、善 于 倾 听 当 朋

友，方能帮助新兵扣好军旅人生的“第

一粒扣子”。

教育善用“起步效应”
■李宇鹏

某部新兵连指导员在对新兵的个

人品质进行分析后，罗列其优点，并适

当添加需要增强的优秀品质，生成“个

人标签”贴在室内训练场的“标签墙”，

以此给新兵积极心理暗示。

“标签效应”认为，当人们长期接受

他人给予的正面评价时，行为就会不由

自主地向评价的方向靠近。新兵训练期

是提升军事技能的关键期，也是新兵思

想波动的高峰期。“肯定，能促坚定。”新

训干部骨干在管理中巧用“标签效应”，

多用欣赏的眼光看新兵，必将增强新兵

信心、激发新兵活力。

需要指出的是，多肯定并不代表不

能批评。恰恰相反，善意、准确、公道、及

时的批评，既是对新兵成长进步的负

责，也是对下一次肯定的期待。正如古

人所说：“雷霆与雨露，一例是春风。”这

样的批评，相信有梦想的新兵，一定会

闻过则喜、知过不讳、改过不惮。同时，

巧用“标签效应”也不意味着给新兵乱

贴、滥贴“标签”，切忌主观地给新兵归

类定性。毕竟，新兵初入军营，最需要的

是塑造，而不是评判。

管理巧用“标签效应”
■邵天然 刘含钰

一名马拉松高手谈到自己的训练

和比赛经验时说，我就是把长距离的马

拉松分成一段一段跑。这种训练方法，

体育界称之为“分段效应”。组织新兵训

练，不妨多借鉴这种方法。

让新兵尽快从“铁”变成“钢”，离不

开刻苦训练。但欲速则不达，急于求成，

用力过猛，用冲刺跑的劲头跑马拉松，

非但会造成训练伤，还容易挫伤自信心

和积极性。实践证明，越是组训科学，越

是尊重规律，转变得才越快。

用 好“ 分 段 效 应 ”，需 因 人 而 异 。

有的新兵身体素质良好、训练基础扎

实，有的新兵基础弱、上路慢。面对这

些 差 异 ，只 有 多 用“ 分 段 效 应 ”，注 重

根据个人实际分解目标，既定阶段目

标 ，也 定 近 期 指 标 ，才 能 使 新 兵 一 步

步实现转变。

训练多用“分段效应”
■楚霁超 齐文浩

玉渊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