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军 无 法 不 立 ，法 无 严 不 威 。 依 法

治军、从严治军，严之有据、严在法内、

严 得 科 学 ，是 建 设 强 大 军 队 的 基 本 规

律，是治军带兵的科学遵循。

“与其失之于宽，不如失之于严，法

立然后知恩，威立然后知感，以菩萨心

肠，行霹雳手段，此其时也。”兵以治为

胜，治以严为要。军队、军人、军事活动

具有特殊性，对严明法纪有着强制性要

求，必须严字当头、一严到底。治军之

道，得之于严。严才能正纲纪，严才能

肃军威，严才能打胜仗。稀稀拉拉，松

松 垮 垮 ，就 不 成 其 为 军 队 ，就 打 不 了

仗。我军历来以军纪严明、秋毫无犯而

著称于世，早在建军之初就制定“三大

纪 律 、八 项 注 意 ”，强 调“ 创 造 铁 的 红

军”。“严”成为我军区别于旧军队的显

著 特 征 ，也 奠 定 了 我 军 从 弱 小 走 向 强

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坚强基石。

厉行法治，知易行难。依法治军贵

在严，也难在严；从严治军严在法，也重

在法。深入贯彻依法治军战略需要讲

求方法论，学会运用辩证的方法看待问

题、解决问题。治军的要求是从严，从

严的尺度是依法。“依法”和“从严”是辩

证统一、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整体，依

法治军必须遵循从严治军铁律，从严治

军必须贯彻法治原则。“凡兵，制必先

定”，从严不是严在法外，而是在依法前

提下从严，严在法内、严之有据。“适度

则立，过度则废”，从严也不是越严越

好，不是层层加码 、任性加码 、无限加

码，而是在从严原则下用法，严之有度、

严在格内。

“不要以为在简单粗暴或纵容放任

的 基 础 上 能 够 建 立 起 巩 固 的 军 队 纪

律。”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个别单位没

有处理好依法与从严的辩证关系。有

的过分突出从严，不讲实际生搬硬套、

不循法纪人为拔高，机械地要求官兵听

话守规矩，各种“不准”“严禁”“不得”等

规定层出不穷，只要一出问题就上纲上

线、“顶格”处理，捆住了担当作为、干事

创 业 的 手 脚 。 有 的 失 之 于 宽 、失 之 于

松、失之于软，对战士无原则溺爱，无底

线袒护，出了问题想方设法捂着盖着，

打折扣 、搞变通，让铁规矩成为“稻草

人”“橡皮泥”，让官兵成为“温室里的花

朵”。凡此种种，使治军带兵失之偏颇，

有严管少厚爱，有“硬度”缺“温度”，容

易把战士管“傻”了、把官兵关系管“远”

了、把内部环境管“冷”了。

“刚柔者，立本者也。”《关于全面从

严加强部队管理的意见》的主要特点体

现在“六个贯彻始终”，其中之一是“全

面从严贯彻始终”，强调“严之有据、严

在法内、严得科学”。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军在从严治军方面屡出铁腕举措，下

大气力治松、治散、治虚、治软，彰显了

抓从严治军不松劲、不松手、不松气的

鲜明态度。同时，严格规范用权、强化

科学管理、激励担当作为，用心用情用

力解决好官兵急难愁盼问题，进一步巩

固和发展团结、友爱、和谐、纯洁的内部

关系。如今，全军上下既律令如铁、执

法如山，有令必行、有禁必止，又充满融

融暖气、虎虎生气。

严是手段，不是目的。依法治军、

从严治军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教育人、

培塑人、爱护人、凝聚人。严是爱、松是

害，要求严一些、管理紧一些，既是对党

和军队负责，也是对官兵个人负责。部

队之所以被称为“大学校”“大熔炉”，就

在于始终严格要求、严格训练、严格管

理，同时依法依规 、体现关怀 、温度不

减，使官兵在军队建设法治化轨道上健

康成长。可以想见，如果依法失据、从

严失范，管理松懈、纪律松弛、作风松散

等现象就会潜滋暗长，部队就会人心涣

散、百弊丛生，既不利于个人成长进步，

也影响部队建设发展。

严管出战斗力，厚爱出凝聚力。当

前，我军从使命任务要求到建设内涵，

从日常运行状态到部队组织形态，从官

兵成分结构到社会外部环境，都出现许

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特点，对治军带兵提

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我们必须始终绷

紧法治之弦，坚持依法和从严统一、严

管和厚爱结合、约束和激励并重，既不

能“降格”执法，损害法纪的严肃性，也

不能“越格”执法，侵犯官兵的合法权

益，切实做到宽严相济、情理交融，严生

威、法生信，真正锻造出一支军令如山、

守纪如铁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

严之有据 严在法内 严得科学
—深入贯彻依法治军战略系列谈⑥

■张志宇 付思达

6八 一 评 论２０２４年４月３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张顺亮 韩炜

基层观澜

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伴

随着一树春景、细雨落花，一封烈士遗

书在网上传颂：

“当你们看到这封信时，我可能已

经牺牲了。”“听老兵说，战士如果牺牲，

国 家 会 补 给 500 元 。 这 500 元 钱 妈 留

100，大 哥 100，二 哥 100，三 哥 100，姐

100，就 写 这 些 了 。”“ 妈 ，昨 晚 我 睡 不

着。自个到山上向着北方咱家的方向

跪下给您叩了十八个头”“别的，儿实在

写不下去了”……

这封信的作者是牛智强，原南京军

区 1 军 1 师 1 团 1 连一名普通战士，1985

年 1 月 16 日在边疆保卫战中牺牲，年仅

18 岁。

最是真情能动人。这封遗书简单

质朴、真实感人，没有华丽的语言，没有

响亮的口号，却有震撼人心、催人泪下

的力量。网友纷纷留言：“18 岁那么有

担当，有爱……致敬每一位为国捐躯的

烈士”“看哭了，泪目了”……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

天。”岁月的长河里，无数英烈以鲜血

浇 灌 理 想 ，用 生 命 捍 卫 信 仰 ，矢 志 奋

斗 、前仆后继 、英勇牺牲，留下了许多

永 不 褪 色 的 红 色 记 忆 、感 天 动 地 的 英

雄故事，也留下了一封封遗书、一首首

遗诗。

“躯壳纵填沟壑去，精神犹在海天

张。”这些烈士的精神遗产，彰显着“死

里逃生唯斗争，铁窗难锁钢铁心”的忠

诚信仰，凝聚着“革命何须问死生，将身

许国倍光荣”的坚贞信念，也揭示了我

党我军何以饱经艰难而不断前进、历经

挫折而不断壮大的精神之钥。

言 为 心 声 。 烈 士 遗 书 中 ，那 细 腻

而 温 情 的 笔 触 ，勾 勒 出 了 他 们 内 心 质

朴 而 纯 粹 的 信 仰 与 追 求 。 1930 年 8

月 27 日 ，临 刑 前 的 几 分 钟 ，共 产 党 员

裘 古 怀 有 感 于“ 每 一 个 同 志 在 就 义 时

都 没 有 任 何 一 点 惧 怕 ，他 们 差 不 多 都

是 像 完 成 工 作 一 样 跨 出 牢 笼 的 ”，匆

忙 之 中 给 党 和 同 志 们 留 下 了 一 份 遗

书，饱含深情地用“满意”和“遗憾”四

个 字 诠 释 自 己 对 信 仰 的 理 解 ：“ 我 满

意 我 为 真 理 而 死 ！ 遗 憾 的 是 自 己 过

去 的 工 作 做 得 太 少 ，想 补 救 已 经 来 不

及了。”

文如其人，诗如其人。透过烈士们

遗书遗诗中平实的文字，我们能够真切

地感受到他们胸膛中热流的涌动、信念

的升腾。烈士王幼安在牺牲前写下一

首《就义诗》：“马列思潮沁脑骸，军阀凶

残攫我来。世界工农全秉政，甘心直上

断头台。”坦荡而敦厚的诗句，真挚、赤

诚，有深情、有浩气，是壮怀激烈、“以诗

为证”的心灵写照，也是烈士伟大人格

的真实反映。

夏明翰临刑前，反动派问他还有什

么话说，他说：“有！”索了纸笔，一挥而

就仅有 20 个字的《就义诗》：“砍头不要

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

来人。”他在狱中给母亲陈云凤的信中

还写道：“亲爱的妈妈，别难过，别呜咽，

别让子规啼血蒙了眼，别用泪水送儿别

人间。儿女不见妈妈两鬓白，但相信你

会看到我们举过的红旗飘扬在祖国的

蓝天！”这是典型的用热血、用大爱、用

信念、用生命写就的诗和信，每个字都

掷地可作金石之声，呈现了一个为民族

为国家为真理毫不犹豫抛头颅洒热血

的英雄形象。

烈士遗书，字字凝血，句句滚烫，闪

耀着穿透岁月的永恒光芒，激荡着跨越

时空的精神力量。

“ 假 如 不 幸 的 话 ，云 儿 就 送 给 你

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

中 国 为 志 ，为 共 产 主 义 革 命 事 业 奋 斗

到底……”这是江竹筠最后的遗言，饱

含着对孩子的殷切希望。

“ 现 在 为 了 祖 国 人 民 需 要 站 在 光

荣 战 斗 最 前 面 ，为 了 全 祖 国 家 中 人 等

幸 福 日 子 ，男 有 决 心 在 战 斗 中 为 人 民

服务，不立功不下战场！”这是黄继光

在牺牲前 6 个月写给母亲的一封信，让

我们读懂了他用胸膛堵枪眼时的钢铁

意志。

“每当我走近并走上飞机，心中总

会有一种非常的自豪感！——是的，琴

琴，我的理想，我的梦已经实现了！”这

是“海空卫士”王伟写给妻子阮国琴的

家书，让我们看到了他的“海空之恋”。

……

从革命战争年代的烈士绝笔到和

平 年 代 的 尺 素 明 志 ，字 里 行 间 浸 润 出

浓郁的家国情怀、崇高的价值追求，生

动传递着一个民族厚实的底蕴。捧读

烈 士 的 遗 书 遗 诗 ，就 像 进 行 一 场 无 声

的对话 、心灵的沟通 、思想的洗礼，让

灵 魂 有 了 栖 息 之 地 ，让 前 行 有 了 坚 定

方向。

“烈士的生命，植入了大地。信念

与理想，在这片热土上扎根传承。”清

明时节，亲近自然 、品味春天的同时，

让 我 们 在 重 温 峥 嵘 岁 月 、祭 奠 革 命 先

烈中，接力传承英雄志，赓续那股英雄

气 ，奋 力 走 好 新 时 代 的 长 征 路 。 这 是

对 英 烈 最 好 的 缅 怀 ，也 是 对 英 烈 最 好

的纪念。

精神犹在海天张
■陈攀文

海军南昌舰官兵始终奋战在远洋一

线，多次与外军舰机海上交锋。不畏强敌

对手，敢于竞速竞跑，这是南昌舰的演训常

态，也应成为我们练兵备战的鲜明导向。

我军从战火硝烟中一路走来，几乎

一直在与强敌对手较量。从穷凶极恶的

日本侵略者，到拥有美式装备的国民党

军队，再到武装到牙齿的世界头号强敌，

我们打了无数大仗、恶仗、险仗、硬仗，创

造了一个个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以劣胜

优的战争奇迹。

网上有一句流行语：“在这个世界

里，你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奔跑，才能让自

己留在原地。”战争是一场淘汰赛，也是

一场竞速赛，既与时间博弈，更与对手比

拼。在这个“发展慢了就会落后”的时

代，不前进就要落后，前进速度慢了同样

要落后，甚至形成代差。

“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败也，

必在慢之。”面对“下一仗可能颠覆这一

仗”的战场剧变，我们在拼命奔跑，对手

也没有放慢脚步。一步慢则步步慢，一

篙松则退千寻。只有坚定必胜信心，强

化“读秒”意识，只争朝夕、加速冲刺，敢

于斗争、善于斗争，才能跑赢时间、超越

对手、赢得胜利。

敢与强敌对手竞速竞跑
■李 飞

心理学上有个“三明治效应”，讲的

是把批评包裹在表扬鼓励之中，这样不

仅不会挫伤被批评者的自尊心和积极

性，还会让其主动地接受批评、改进不

足。这一效应，揭示了掌握批评艺术技

巧和方式方法的重要性，对于新战士的

教育管理很有借鉴意义。

鲁迅先生说过：“其实即使天才，在

生下来的时候的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

的儿童的一样，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

初入军营的新战士，正处于人生的“心理

断乳期”，角色的“成长转换期”，思想尚

未成熟，个体差异较大，尤其是面对陌生

环境、紧张训练会有很多不适应。人非

圣贤，孰能无过。如同《士兵突击》中的

“笨鸟”许三多一样，在训练中“慢半拍”，

在管理中“捅娄子”，在交往中“闹别扭”，

在工作中“出洋相”，这些都是正常现象。

卡耐基认为，批评是调整人的行为

的常用手段，也是管理者必须掌握的基

本技能。一位好园丁不仅要用剪刀把花

草剪整齐，还要用锄头把杂草锄干净。

作为一种工作方法和促进新兵成长的重

要途径，善意诚恳的批评，是带兵人手中

不可或缺的工具。针对新战士身上的缺

点、行为的过错，直面问题、敢于批评，让

其“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是带兵人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也是大胆

管理、勇于担当的表现。

西谚有云：“批评如同你忠实的门

警，你若把它一脚踢开，你的一切就会被

错误偷尽。”过而改之，善莫大焉。批评

是治病救人的良方，很重要，也很必要。

但是，人人都希望被赞扬，谁希望被批评

呢？一句话，能使人笑，也能使人跳，关

键要看怎么说。批评是一门艺术，也是

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好，就能收到“良

言一句三冬暖”的效果；运用得不好，就

可能产生“恶语伤人六月寒”的后果。

“不是不堪为器用，都缘良匠未留心。”

新训一阵子，影响一辈子。作为新兵军旅

生涯的启蒙者和引路人，新训骨干责任重

大。有位作家说，编辑改文章要多用“雕

刀”，少用“锉刀”。新战士是“原始稿”，难

免有缺点和不足，带兵人要像编稿一样，因

人而异，多用“雕刀”，缺点要凿掉，删繁就

简；优点要雕琢，浓墨重彩。寓批评于鼓励

之中，二者相互结合、有机融合，如盐入水、

有味无痕，就能帮助新战士正确认识自我、

乐于接受批评、真心改正错误。

著名的肝胆病医疗专家吴孟超教授

说，他之所以经常批评自己的学生，是因

为他们很有希望。新战士是军队的未

来，是强军的希望。带兵人要带着同理

心、共情心、责任心，灵活运用“三明治”

式批评，批评前要关注优点、赏识肯定，

批评时要指明问题、表达建议，批评后要

谈心交心、解开心结，切实把问题点到穴

位上，把成绩赞到心坎里，真正让新战士

调整心态、唤起自信，振奋精神、鼓舞斗

志，扣好军旅生涯“第一粒扣子”。

（作者单位：栖霞市人武部）

把批评包裹在鼓励之中
■伍国玺

玉 渊 潭玉 渊 潭

画里有话

毛泽东同志多次强调：“全党都要学

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讲道理是

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硬核素质，是一门“技

术活”，也要讲求辩证法，既讲“两点论”，又

讲“重点论”；多讲“两面理”，少讲“一面

理”，切实把道理讲全面、讲深刻、讲到位。

思想政治工作的本质是讲道理，基

本特点是以理服人，说理水平决定着教

育成效。从现实情况看，一些教育课道

理讲不透、听了不解渴，说理干巴巴、听

了没味道，除了教育者理论功底弱、知识

储备少、创新思维缺等原因外，还有一个

重要因素就是缺乏辩证思维，只讲其一、

不讲其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把道理

讲浅了、讲偏了。

希腊哲学家芝诺认为：“说理是一只

摊开的手掌，而不是一个攥紧的拳头。”

手掌有五指，意味着讲理要客观、全面、

辩证。比如，讲道理要带着感情讲，因为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同时，讲道理也

不能一味讲感情，还要讲理性。道理是

客观规律的反映，是不以人的情感意向

为转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就是这样的道理，讲起来就不

能单从个人情绪、情感出发，必须以讲理

性为主，防止感性化、随意化、庸俗化。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很多时候，政治教育课中的道理凝结和

体现为相应的知识。马克思主义理论，

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

成果，都体现为系统的知识体系。教育

者通过讲知识来讲道理，这是正常的。

但要看到，知识只是思想的载体，思想

才是知识的灵魂。讲知识只是途径，不

是目的，目的是通过讲知识来讲思想，

揭示知识背后蕴含的思想力量和精神

力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力量不仅在

于它的知识，更在于其深邃而博大的思

想。如果只讲知识不讲思想，教育课就

变成了专业课，讲道理也就成了无源之

水、无根之木。

“用说服而不用压服的办法，用摆事

实，讲道理的方法，见效甚快。”事实胜于

雄辩。摆事实，讲故事，是讲道理的常用

手段。当然，讲道理不是孤立地讲事实，

不能停留在举例子的水平上，而要事理

交融、寓理于事、析事明理，讲清事与理

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以规律驾驭事实，

以事实揭示规律。近年来我军的变化可

以说是脱胎换骨，比如手中武器的换代、

战法训法的革新、新质力量的涌现、新风

正气的上扬等。把这些活生生的事实搬

上讲堂，不仅要激发官兵自豪感、成就

感、使命感，更要把习近平强军思想的理

论威力和实践伟力讲清析透。

讲道理要讲辩证法，说起来简单，其

实并不容易。如何把抽象的理论具体

化、深奥的真理通俗化，如何把零散的东

西系统化、感性的东西理性化，都需要教

育者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只有坚持

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

散地看待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新形势新

情况，学会一分为二看问题、多个角度讲

道理，才能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从而

沟通心灵、启智润心、激扬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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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板不补，必埋隐患；弱项补强，方增

底气。某部针对训练中暴露的问题，全年

开设“补差训练班”，固弱补短、强基固

本。这一做法启示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能

忘了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的工作。

战争充满对抗性，短板弱项是己方

战斗力链条上的薄弱点，是对手眼里攻

击的关键点。战场是一个放大镜，不补

短，短板就会成为作战体系的“命门”“死

穴”；不固弱，弱项就会成为暴露给敌人

的“软肋”“七寸”，带来“击一点而撼全

局”的致命影响。

“弛一机，万事隳。”现代战争是体系

与体系的对抗，有一个“软指头”，就难以

攥成“硬拳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体系短板是最危险的短板，体系弱项是

最致命的弱项，任何一个弱点、堵点、断

点都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成为

整个作战体系的“阿喀琉斯之踵”。

部队是要随时准备打仗的，不在枪

响之前补齐补强短板弱项，战场上必将

付出血的代价。短板弱项往往是难啃的

“硬骨头”。只有横下一条心，立下军令

状，直面不足、勇猛精进，夙兴夜寐、宵衣

旰食，才能将短板变成提升战力的“加长

板”，让弱项成为制胜战场的“加分项”。

瞄准短板弱项用力发力
■刘晓辉

作者：周 洁

“平时敢为人先，战时才能不落敌

后。”某旅党委要求官兵珍惜每一次训练

时机，朝着未知领域全速奋进、加速突

破，不给战斗力建设留下任何盲区和死

角。可见，敢于突破自我、勇于挑战未

知，是赢得胜利的关键。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战争是“不

确定性的王国”。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

军事训练，都有很多“无人区”“空白区”

需要去探索。这些未知领域往往是影响

军事变革的前瞻性、战略性领域，既是能

力建设中缺乏探索的盲点，也是战斗力

提升的增长点。

奋进并非易事，突破需要创新。每

个未知领域对军人而言都是一个新“战

场”，没有先例可以参考，没有经验可以

借鉴。敢闯敢试、敢为人先，敢想敢做、

勇于突破，才能掌控未来战争的制高点

和主动权。如果不敢突破自我、消除盲

区，就会受制于人，陷入被动。

强军者，当为战冲锋，披荆斩棘；攻

关者，当迎难而上，闯关夺隘。面对科技

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我们要将未

知领域作为创新实践的“练兵场”、提升

战力的“加速器”，敢探“未发明的新理”，

敢入“未开化的边疆”，提出新理论、开辟

新领域、探索新路径，不断创造“变不可

能为可能”的奇迹。

勇向未知领域奋进突破
■杨晓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