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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里有话

玉 渊 潭

作者作者：：周周 洁洁

八一时评

“亿万千百十，皆起于一。”有学者

就如何抵达成功提出一个算式：如果你

现在的能力是“1”，以后每天在“1”的基

础上多努力 1%，1.01的 365次方，约等于

37.7834；但 倘 若 每 天 懈 怠 1% ，一 年 之

后，“1”就会缩水为 0.99 的 365 次方，约

等于 0.0255。数字给人的思维带来最直

观的冲击。1.01 和 0.99 的差距仅仅是

0.02，但一年后的结果却是天壤之别。

因此，千万不要小看那“1%”。一个

人是不弃微末、久久为功地向前 1%，还

是不思进取、无所作为地退后 1%，决定

着不同的结果。

“1%”的奇迹，与心理学中的“沸腾效

应”有相通之处。在烧水的时候，烧到

99℃并不能算开水；若再添一把火，使水

在 99℃的基础上再升高 1℃，才会沸腾起

来，真正从量变产生质变，获得更大价值。

“1%”的 背 后 是 锲 而 不 舍 的 坚 持 。

毛泽东同志有一句名言：“有利的情况和

主动的恢复，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

力之中。”任弼时同志曾这样表达自己的

心迹：“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肩负着革命的

重任，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应该走九十

九步。”事实上，“成功就是再坚持一下”。

“1%”的背后是关键时刻的奋起 。

人们常说，临门一脚最重要。实力相近

的选手争夺金牌，往往是最后时刻决出

分 晓 。 谁 能 在 最 后 突 破 潜 能 、超 越 极

限，谁就能赢得胜利。“一步之遥”是个

耳熟能详的成语，“一步”何以成“遥”？

就是因为距离成功的 1%，需要面对极

致的忍耐 、临界的考验 、极限的挑战。

“凡作事，将成功之时，其困难最甚。”当

年，徐向前在攻打运城时，向部队发出

“坚持最后五分钟”的战斗命令。正是

这五分钟，决定了战争的胜负。

“1%”的背后是铸就完美的追求 。

有一家工厂的大门上，挂着一幅“99+

‘1’=0”的巨幅宣传牌。“99+‘1’=0”，意

思是即使生产了 99 件合格产品，但有 1

件产品不合格，就相当于前功尽弃，这

个不合格的“1”影响了一个厂的信誉。

我国航天事业之所以取得一次次成功，

正是因为一代代航天人始终坚持“严上

加严、细上加细、慎之又慎、精益求精”

的高标准，坚持“零缺陷、零故障、零疑

点”的严要求，高度重视做好每一处看

似 微 不 足 道 的“1”，得 以 实 现 正 向 积

累。小事成就大事，细节成就完美。在

一些关键领域、重要工作中是没有容错

率的，只要出现 1%的差错，就可能导致

100%的失败。要想十拿九稳 、万无一

失，责任链上的每个参与者都必须履行

好自身责任，才能达到 100%的效果。

“1%”的 背 后 是 科 学 完 备 的 制 度 。

二战时期，某国军队降落伞的合格率为

99.9%，在当时已居世界首位。但军方仍

要求厂家将合格率提升至 100%，因为降

落伞 0.1%的故障率，意味着在数以万计

的伞兵中，将会有数名士兵因降落伞的

质量问题而丧命。可厂家负责人却辩

称，他们已经竭尽全力，99.9%已是上限，

除非出现奇迹。后来，军方提出了新的

产品验收方案，要求厂家负责人亲自抽

样 试 跳 ，降 落 伞 的 合 格 率 终 于 达 到 了

100%。这也启示我们，将“做完了”变成

“做好了”，从“过得去”迈向“过得硬”，离

不开科学的管理制度。

当 然 ，我 们 强 调 成 功“ 进 度 条 ”上

1%的突破，并不是否认前期 99%的积累

沉淀。我们不能犯愚人筑楼的错误：古

代有个富人羡慕邻家三层楼房，便请工

匠们为自己筑楼，但提出了一个荒唐的

要求，只要第三层、不要下面两层。这

个故事让我们在会心一笑的同时，也明

白了“泰山不拒细壤，故能成其高”的道

理。历经 190 次试验失败终于成功提取

青蒿素的屠呦呦，品尝过无数次失败最

终让我国火炸药事业迈入世界前列的

王泽山……探究他们成功之道，就在于

日复一日的坚持、勇攀高峰的毅力。

“行百里者半九十”。当前，实现建

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到了吃劲奋斗的攻

坚 期 ，不 可 避 免 地 会 面 临 一 些 难 中 之

难、坚中之坚、硬仗中的硬仗。每一名

官兵都是未来作战链条上的重要一环，

应多些“最后一道闸门”的警醒，少些

“击鼓传花”的放任；多些精益求精的执

着，少些“差不多就行”的散漫，尽职尽

责、善作善成，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

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千万不要小看“1%”
■陈忠礼

近段时间，经媒体广泛报道，某合

成旅“杨根思连”再次走进人们的视线，

再次给我们以奋进的力量。

“杨根思连”是坚决听党指挥、矢志

奋斗强军的先进典型，是践行“三个不相

信”英雄宣言、全面提高打赢能力的突出

代表。连队从战火硝烟一路走来，这让

官兵深深懂得能打仗是真本事、打胜仗

是硬道理。他们心系使命任务、苦练打

赢本领，以打仗的标准抓训练、打基础、

练硬功，把胜战的刀尖磨得越来越锋利。

脑子里永远有任务，眼睛里永远有

敌人。“杨根思连”养成了“时刻准备打

仗”的高度敏感性，自觉强化底线思维

和极限思维，经常检视预定战场的敌情

研透没有、作战方案的场景穷尽没有、

战备物资的需求想全没有、人员和装备

的状态保持好没有。他们一切着眼实

战要求，严抓备战打仗的每个细节，每

周组织方案预案、行动演练、车辆装备、

枪械附件、战备物资“五个过一遍”。用

官兵自己的话讲：“平时准备越精细，打

起仗来越有底。”

打赢未来战争，决胜在战时，准备

在平时。没有平时深度研究军事、研究

战争、研究打仗，没有平时比对手训得

更狠、练得更猛、研得更透，想在战场上

赢得胜利只是一句空话。“杨根思连”之

所以能够全时待战、随时能战，就在于

他们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

变实备实训，千方百计跑赢强敌对手，

夺取未来战争的主动权。

今天，科技已经成为核心战斗力、

第一战斗力。备战，重在紧跟科技进步

而备。科技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引

发了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的深刻变化，

日益成为影响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

我们与强敌的较量，打的就是科技战。

推进练兵备战，必须发挥科技的力量，

把官兵科技头脑、科技素养和部队科技

装备、关键核心技术等，转化为打仗能

力、制胜优势。在训练中，“杨根思连”

官兵注重用兵棋系统开展对抗，强化用

无人装备提升作战能力，坚持用数据说

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打仗，这是训练

的转型，也是科学的备战。

“战争的脸不停地在改变。”备战，

目的是打赢现代战争。英雄杨根思在

长津湖畔亲历的战争模式已经成为历

史，现在的“杨根思连”面对的是信息化

智能化战争。胜利，总向着走在战争前

面的人微笑。要想在未来战场上赢得

胜利，首先要洞悉现代战争制胜机理，

掌握现代战争规律，成为现代战争的明

白人。“杨根思连”官兵敢于突破自我，

坚决摒弃机械化战争思维，树牢信息主

导、数据赋能、体系制胜的新理念，练强

信息化作战本领，把自己融入联合作战

体系，成为未来战争的一只“铁拳”。

我们常讲，备战要有针对性。这个

靶标，第一位的就是强敌对手。在“杨

根思连”，官兵心中始终装着敌情，他们

像“解剖麻雀”一样研究对手，创新战法

训法，寻找破敌之道。事实证明，我们

的对手不是一成不变的，对手的昨天和

今天也大不一样。不知对手是谁，不知

对手的变化，做不到知己知彼，何谈克

敌制胜？只有坚持对敌情、对手和战场

环境进行精确研究，跟踪对手的变化，

看透对手的灵魂，找准对手的命门，才

能料敌如神、胜敌在先。

练兵备战、准备打仗，一个“备”字

重千钧。“杨根思连”备得精细、备得扎

实、备得到位，任何时候都敢于亮剑、敢

于斗争、敢于胜利。各部队只有像“杨

根思连”那样，备足战斗精神、备足战法

打法、备足打仗能力、备足作战物资，才

能确保一旦有事能够拉得出、上得去、

打得赢。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军事管理学

院学员一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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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拼’，不要‘卷’；要理性竞争，

不要盲目攀比。”某部在为基层减负工

作中，要求积蓄实干力量，坚决摒弃那

些忙而无效、忙而无功的内耗，引导官

兵 为 精 武 强 能“ 拼 ”、不 为 空 转 虚 耗

“卷”。这一做法，使广大官兵聚焦中

心、干事创业，受到广泛欢迎。

“卷”是现代人常讲的一个词，主要

指非理性的“努力”，它给人带来压力，

也带来一定程度的内耗。实际工作中，

个别单位存在搞形式造声势、层层加

码、拔高标准、过度留痕等现象。诸如

此类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一种内耗的

“卷”。这让人付出汗水却毫无效益，付

出劳动却“不打粮食”，其最大的危害就

是占用官兵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难以做

到心无旁骛抓落实、一心一意谋打赢。

练兵备战是军人的主责主业，精武

强能是军人的价值所在。俗话说：“武

艺练不精，不算合格兵。”为备战打仗而

拼搏，为提高制胜本领而奋斗，才是军

人应有的状态和追求。军人生来为战

胜，千万不能为内耗“卷”，而应多为精

武“拼”。只要干的是备战打仗的事，再

苦也不怕、再累也值得。若是心思外

移、精力用偏，忽视战斗力标准，就会消

耗部队士气，消磨官兵锐气，影响军事

斗争准备。

当前，部队正在广泛开展“新时代

奋斗观”大讨论，目的是为重整行装、奋

斗强军打下坚实基础，激励官兵苦练杀

敌本领、提高打赢能力。广大官兵只有

坚持革命加拼命、苦干加实干，把全部

心思和精力贯注到精武强能上来，才能

在真打实备中锤炼过硬本领，肩负起新

时代使命任务。

不为内耗“卷”，多为精武“拼”
■赵 旭

一个党委班子强不强、有没有战斗

力 ，与 党 内 政 治 生 活 是 否 严 格 密 切 相

关；一名领导干部作风好不好、威信高

不高，也同是否经受过严格的党内政治

生活锻炼密切相关。因此，加强党委班

子建设，让党内政治生活严起来实起来

至关重要。

一座炼钢熔炉，如果长期不生火，

或者生了火没有达到足够的温度，就锻

造不出好钢来。党内政治生活，就像一

座锤炼党性、淬化思想的熔炉，如果长

期 不 开 展 ，或 者 开 展 了 却 不 够 规 范 严

肃，必然锻造不出钢铁般的党委班子。

千磨万击，百炼成钢。严肃党内政

治生活，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

势，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党要管党

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必

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只有不断强

化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

则性、战斗性，领导干部的党性才会越

来越坚强；把党内政治生活严起来实起

来，党委班子才能风清气正、团结统一，

充满生机活力，才能发挥好党委班子的

核心领导作用，推动新时代强军事业蓬

勃发展。倘若党内政治生活不严不实，

必然助长错误思想、纵容错误行为，使

党组织失去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少

数党委班子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原因

和教训是多方面的，但严肃党内政治生

活不够是一个重要原因。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中央军

委和习主席以坚强的决心和有力的举

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

党内政治生活展现新气象，各级党委班

子建设得到新加强。从总体上看，党内

政治生活状况是好的。但也要清醒看

到 ，少 数 党 委 班 子 党 内 政 治 生 活 不 经

常 、不认真 、不严肃的问题依然存在。

有 的 党 委 班 子 原 则 性 缺 失 、战 斗 性 减

弱，个别班子成员游离于党组织之外；

有的好人主义盛行，民主生活会流于形

式，批评和自我批评开展不起来，思想

交锋“你好我好”，甚至搞变相表扬那一

套；还有的把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

搞个人说了算，主要领导“一言堂”，班

子其他成员“看脸色”，工作决策“一致

通过”，出了问题“集体负责”。

党内政治生活不严不实，甚至庸俗

化、随意化、平淡化，破坏党内风气，腐蚀

党员干部思想，削弱党委班子的创造力、

凝聚力、战斗力，损害党的形象和事业。

解决以上这些问题，必须让党内政治生活

严起来实起来，绝不能让管党治党的“大

熔炉”变成没有热度的“冷灶台”，更不能

让党组织变成缺少凝聚力的“大车店”。

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

长期性。让党内政治生活严起来实起

来，贵在落实制度。在长期实践中，我们

党形成了以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

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民主集中

制、严明党的纪律等为主要内容的党内

政治生活基本规范。党的十八届六中全

会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

的若干准则》，开启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崭

新篇章。这一准则，着眼新形势新任务

对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提出了新要求，不

仅是一次“思想上的革命”，更是一次“制

度上的探索”。各级党委只有把准则的

各项要求落到实处，才能烧旺党内政治

生活这个“大熔炉”，锻造过得硬的党委

班子，为有效履行新时代人民军队使命

任务提供可靠的组织保证。

木受绳则直，人受谏则圣。让党内

政治生活严起来实起来，班子成员要经

常 进 行 思 想 交 流 ，开 展 批 评 和 自 我 批

评，真正起到改造思想、增进团结、帮助

同志的作用。事实证明，人们对于真理

的追求是不可穷尽的，在认识世界的过

程中难免出现错误和偏差，只有不断地

进行修正，才能逐渐靠近真理。开展批

评和自我批评，是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

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班子永葆先进性

纯洁性的有力手段。新征程上，党委班

子成员应按照“照镜子 、正衣冠 、洗洗

澡、治治病”的要求，坚持原则、出于公

心，态度诚恳、讲究方法，把批评和自我

批评贯穿于党内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

使这一优良传统发扬光大，确保每名班

子成员的思想不断得到洗礼、灵魂不断

得到触动、党性不断得到升华。

“不奋发，则心日颓靡；不检束，则

心日恣肆。”让党内政治生活严起来实

起 来 ，重 在 坚 持 高 标 准 和 守 底 线 相 结

合。高标准是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坚

定信仰的“精神之钙”；底线是党规党

纪，是党委班子必须遵守的“硬杠杠”。

高标准如同“灯塔”，起引领作用，坚持

高标准就不会迷失方向、丧失动力。底

线如同“堤坝”，起规制作用，守住了底

线就不会恣意妄为、腐化堕落。严肃党

内政治生活，各级党委既要注重规范惩

戒、严明纪律底线，更要引导人向善向

上，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筑牢拒腐

防变思想道德防线。同时，班子每名成

员也要加强党性修养、锤炼人品政德，

涵养纯洁高尚的政治品格、无私无畏的

精神风范，坚决反对党内政治生活庸俗

化、随意化、平淡化倾向，坚决反对党内

政 治 生 活 中 的 自 由 主 义 、好 人 主 义 现

象，齐心协力把党委班子建设得风清气

正、坚强有力。

（作者单位：武警河北总队）

让党内政治生活严起来实起来
—加强党委班子建设系列谈④

■白志杰

天道酬勤，奋斗必成。奋斗者，一个

响亮的名字。

事业是奋斗出来的，没有奋斗者就

没有一切。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国家和

军队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

变革，是无数奋斗者拼出来、干出来的。

奋斗者不仅有着非凡的功绩，而且有

着正确的奋斗观，心中有党、坚定信仰，勇

于担当、敢于负责，真抓实干、善作善成。

他们是时代的先锋，民族的脊梁，理应受

到尊崇、得到褒奖。只有让奋斗者成为尊

崇的对象，广大官兵才能把奋斗当作干事

创业的法宝，大力弘扬奋斗精神，让实干

担当在军营蔚然成风。如果奋斗者得不

到应有的尊崇，就会降低人们奋斗的激

情，削弱向上的动力，影响工作的质效。

历史总是抛弃那些征途上的懒惰

者、懈怠者、无为者，而将坚定者、奋进

者、拼搏者镌刻在丰碑上。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党和国家授予 278 名个人

和 22 个集体“最美奋斗者”称号。这些

“最美奋斗者”用汗水和热血，为共和国

的成长、发展、壮大谱写了名垂青史的壮

丽篇章。表彰他们、宣扬他们，就是弘扬

正能量、唱响主旋律。

现实生活中，很多党组织和领导干部

对奋斗者关爱有加，让单位充满了清风正

气、昂扬锐气。然而，也有少数单位和领

导干部，对奋斗者不够尊崇。有的只想让

人奋斗，却不尊重奋斗者的权益，有了难

处让奋斗者上，有了好处让奋斗者靠边

站；还有的论资排辈思想严重，忽视了政

绩导向、实干导向。诸如此类的现象，必

然会丧失公平正义，影响官兵向上向好的

积极性主动性，既破坏政治生态，更危害

强军事业。

“水不激不跃，人不激不奋。”奋斗者干

工作，为的是集体利益、军队事业。但越是

这样，我们越不能让其个人利益受损。让

奋斗者受尊崇，就是要弘扬奋斗者的精神，

表彰奋斗者的奉献，传播奋斗者的事迹。

那些为军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就要

让他们走上台、戴红花、受表彰。只有让奋

斗者成为人人仰慕的对象，广大官兵才能

树牢正确奋斗观，全力以赴为实现既定目

标不懈奋斗、接续奋斗、顽强奋斗。

让奋斗者受尊崇，还应发挥好制度机

制的作用。军委办公厅曾印发《关于进一

步激励全军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

为的实施意见》。对于这样的制度机制，

应让其在日常工作中彰显效力。有了良

好的制度机制，让奋斗者在政治上受激

励、工作上得支持、待遇上有保障，定能引

导和感召更多官兵鼓足干劲，真抓实干、

埋头苦干、紧张快干，全身心投入到新时

代强军事业的伟大洪流之中，创造出属于

我们这一代人的辉煌业绩。

（作者单位：32735部队）

让奋斗者受尊崇
■许春林

心有所畏方能行有所止，严以修身

方能严以律己。

前不久，习主席在重庆考察时指

出，“反腐败永远在路上，没有敬畏感就

会迷了道”。这提醒党员干部，常怀敬

畏之心，敬畏党、敬畏人民、敬畏纪法，

才能行大道、走正道、不迷道。

君子之心，常存敬畏。敬，指尊敬有

礼，要求有所作为，保持进取之志；畏，指

心存忧惧，要求有所不为，保持谨慎之

心。对党员干部来说，既要“有所作为”，

把党和军队事业看得高于一切；又要“有

所不为”，做到“党不叫干啥就不干啥”。

心有所敬，行有所循；心有所畏，行有所

止。党员干部有了敬畏之心，就能正心

明道、怀德自重。如果没有敬畏，就没有

思想的标尺，没有行为的准则。

古人讲：“畏则不敢肆而德以成，

无畏则从其所欲而及于祸。”杨业功同

志要求部属“携礼莫入”，不收他人一

张宣纸，给权力套上“紧箍”，是一种敬

畏；王瑛同志认为，“我们手中的权力

都是公共权力，是人民群众让我们保

管的，我们只是一个保管员”，也是一

种 敬 畏 …… 正 是 因 为 有 强 烈 的 敬 畏

感，无数党员干部坚守底线红线，坚定

理想信念，一辈子干干净净为官、清清

白白做人。相反，那些缺失敬畏、心存

侥幸，热衷弄权、动辄越权，以权谋私、

突破底线的党员干部，人生之路将会

越走越窄，最终难逃迷失倾覆的命运。

心中有敬畏，脚下有定力。树三

观、砺心性，练本领、强作风，都需要常

怀敬畏、遵纪守法。党员干部坚持以敬

畏之心对待职责和权力，做到严以修

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才能永葆共产

党人的政治本色。

（作者单位：32608部队）

心 中 有 敬 畏 ，脚 下 不 迷 道
■魏江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