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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多类非而是，多类是而非。是

非之经，不可不分。”是非观是对事物

“正”“反”的判断和取舍，划清界限才能

明辨是非。聚焦当前政治建军需要解

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针对存在的模

糊、扭曲甚至颠倒的观念，引导官兵在

讨论辨析中切实匡正思想认知、澄清模

糊认识、廓清是非界限，方能推动政治

建军走深走实。

“大丈夫处事，论是非，不论祸福。”

是非明，则方向清、路子正。清晰明确

的是非界限是一个政党、一支军队正气

盎然、精神奋发的标志。我军是执行党

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讲政治与明是

非紧密相连、互为因果。从一定意义上

说，讲政治的过程，也就是辨明是非的

过程。在对党忠诚、使命责任、政绩观、

权力观、群众观、斗争精神等方面，是非

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对坚持什么、反对

什么，宣扬什么、抵制什么，倡导什么、

批判什么，必须旗帜鲜明 、是非分明。

如果是非不分、邪正不辨，必然导致导

向不明、思想混乱、军心不稳，甚至影响

强军事业成败。

“两刃相割，利钝乃知；二论相订，

是非乃见。”讨论辨析是思想政治教育

的重要环节，是碰撞思想 、沟通交流 、

凝聚共识的一种有效途径。许多是非

问题并不像“泾水清清渭水浑”一样界

限清晰，需要科学分析 、深入辨析 、深

刻剖析，否则“成像”与“真相”就可能

出现偏差。铁石相击，必有火花；水气

相荡，乃生长虹。各抒己见中，可能就

分出了是非，知道哪些是应该坚持的；

你来我往中，可能就辨明了正误，知道

哪些是应该摈弃的。针对政治上的错

误论调、灰色思想和模糊认识，深入进

行讨论辨析，积极开展思想交锋，激浊

扬清、扶正祛邪，讲正道理、驳歪歪理，

模 糊 的 是 非 观 就 能 澄 清 过 来 ，错 误 的

是 非 观 就 能 纠 正 过 来 ，颠 倒 的 是 非 观

就能重新摆正过来。

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军情都在

发生复杂深刻变化，社会思潮广泛交流

交 融 交 锋 ，意 识 形 态 领 域 斗 争 暗 流 涌

动 ，我 军 在 政 治 上 面 临 的 考 验 错 综 复

杂。从现实情况看，铸魂与蛀魂的较量

一 刻 未 停 ，正 与 邪 的 斗 争 更 趋 尖 锐 严

峻；肃清流毒积弊影响仍未见底，是与

非的辨析还需持续加强；攻坚建军百年

任 务 艰 巨 ，进 与 退 的 抉 择 尤 须 清 醒 坚

定。“欲事立，须是心立。”越是形势复

杂、考验突出，越要提高清醒明辨是非

界限的能力，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

别 力 ，在 大 是 大 非 问 题 上 头 脑 特 别 清

醒、眼睛特别明亮、行动特别坚决，做到

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问题不明，讨论就没有针对性；靶

标 不 准 ，辨 析 就 没 有 方 向 性 。 让 讨 论

“论”起来、辨析“深”进去，必须瞄着价

值观念的困惑、直面现实工作的矛盾、

回应官兵关注的焦点。真忠诚与虚假

忠诚、变异忠诚，担当尽责与不作为、慢

作为，秉公用权与以权谋私，尊重依靠

官兵与脱离甚至折腾官兵，敢斗善斗与

享太平、当“好人”，高尚自律与庸俗放

纵，本领恐慌与抱残守缺……如何划清

这些界限，需要我们认真剖一剖、深入

辨一辨，问题大家摆、是非大家辨、答案

大家找，善于甄别 、敢于亮剑 、勇于批

驳，切实在思想争锋、观点争鸣、观念碰

撞中辨是非、廓迷雾、明界限。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

金。”是非观的形成不可能朝夕而就，廓

清是非界限也不可能一蹴而就。真讨

论真管用，大辨析管大用。讨论得越深

入，辨析得越彻底，就越能澄清谬误、明

辨 是 非 。 正 本 才 能 清 源 ，破 旧 方 可 立

新。只有引导官兵主动来一场思想上

的革命，深挖根源 、较真碰硬，边破边

立、破中有立，正本清源、固本培元，不

断进行检视、剖析、反思，不断去杂质、

除病毒、防污染，勇于向自己开刀、向惰

性开战、向惯性开火，才能有正确思想

认识、鲜明立场态度、过硬政治能力，真

正廓清是非界限、擦亮忠诚底色、永葆

政治本色。

“惟有识，则是非明；是非明，则取

舍定。”明辨是非乃至作出正确抉择，离

不开思想水平和政治觉悟。“内无妄思，

外无妄动”。觉悟高了，视野就宽阔，是

非就分明，抉择就正确，行动就坚决。

确立正确的是非观是一个系统工程，要

帮助官兵提高政治鉴别能力、真理认知

能力、道德自净能力、行为约束能力，把

握正确判定是非的基本立场和原则，掌

握明辨是非的科学思想方法和思维方

式，纠正“把反常当正常，把陋习当规

矩”的错误是非观念，始终保持政治敏

锐和政治清醒，做到风狂雨急立得定，

花繁柳密拨得开。

（作者单位：第80集团军政治工作部）

深入思想辨析 廓清是非界限
—聚焦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推动政治建军走深走实②

■范建立

他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提出

“一国两制”的构想，他改变了中国人民

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他就是一代伟人邓小平。

今年是邓小平同志诞辰 120 周年，

人们缅怀他的丰功伟绩，也追忆他的音

容笑貌。他经历了跌宕人生，开创了崭

新 时 代 ，建 立 了 不 朽 功 勋 。 他 为 什 么

能？他是什么样的人？“我是实事求是

派”，他自己的话对此作出了回答。

“我们党的优良作风之一就是实事

求是，这是马克思主义最起码的原则。”

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精髓。邓小平同志深悟这个精髓。他

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

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他还曾风趣地

说：“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

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

派，不错；如果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

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

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实事求是，

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重要的思想特点，

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遵循的思

想方法。

认识到实事求是重要不难，真正做

到实事求是很难。邓小平同志做到了。

无论是对待党的事业还是对待自身进

退，无论是指挥打仗还是指导建设，无

论是观察事物还是处理问题，无论是早

期还是后来，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他

都坚持实事求是，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是就是，非就非，不为表象所惑、不为风

险所惧，始终如一。苏区岁月、“文革”

前后，改革之初、风波来临，莫不如此，

显示出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态度、

博大胸襟、宽广眼界和高超智慧。

坚持实事求是，有时需要很大勇气，

甚至付出巨大代价，即使这样，邓小平同

志也无所畏惧，坚定笃行。他一生“三落

三起”，这三次大落，没有一次不是与说

实话、讲真话、求实情有关。红军时期，

他任江西会昌中心县委书记，坚决贯彻

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抵制“左”的政

策，不搞“堡垒对堡垒”，不同意“动员一

切经济力量为了战争”的口号，反对“地

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错误主张。正

是因为在行动中坚持实事求是，抵制了

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他被撤了职，受到

“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

实 事 求 是 不 仅 仅 是“ 求 真 ”的 问

题，还是“务实”的问题，不唯上，只唯

实。20 世纪 50 年代末以后，国家经济

建 设 暴 露 出 来 一 些 问 题 ，邓 小 平 同 志

经常提出自己的意见。针对当时有的

地 方 以 生 产 队 为 核 算 单 位 ，有 的 地 方

实行包产到户，他认为，调整农业生产

关系，目的是发展农村生产力，不能在

生产形式上简单划一。群众愿意采用

哪 种 形 式 ，就 采 用 哪 种 形 式 。 他 还 引

用“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

好猫”这句话，来表达对包产到户的肯

定。后来，这一理论受到批判，但历史

实践证明，源自实事求是的“猫论”显

示了巨大的生命力。

“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

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进入改

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更加强调坚

持彻底的求真务实精神，同时大力倡导

解放思想，敢于打破不合时宜的条条框

框，积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他

说：“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

设、搞改革也靠这个。”在中国实施改

革开放前无古人，没有经验可以借鉴，

很多时候需要“摸着石头过河”。邓小平

同志的办法是“允许看”。这个方法论

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让事实说话，让

实际来改变人、教育人，对的要继续坚

持，失误的要纠正，不足的要加点劲，有

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行稳致远。

实事求是，知行合一，也让世界领

略了邓小平同志胸襟坦荡、光明磊落的

政治品格和人格魅力。英国前首相希思

曾这样评价他：“我很享受和邓小平的

交谈，而且发现他在陈述自己的观点时

既坦率又直接。我讲什么，他看起来也

总是乐于接受。对直截了当的提问，他

答得也直截了当。”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多次与邓小平同

志打交道之后感叹道：“在习惯了毛泽东

的哲学宏论和形象比喻，以及周恩来儒

雅庄重的职业精神之后，面对邓小平言

辞辛辣、单刀直入的作风，偶尔犀利反

讽的插话，不喜欢空谈理论而喜欢着眼

于极度实际问题时，我花了相当一段时

间才把自己调整过来。”

邓小平同志以一生的实践告诉我

们，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生命、我们事

业的根基，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思想

方法和工作原则，永远不能变，永远不

能丢。

（作者单位：河南省军区）

“我是实事求是派”
■鲁建辉

风气好则心气顺、士气高，风气差则

气不顺、弊病生。正如一位政治指导员

所讲：“如果一个单位风气不好，那些想

好好干的战士，心气也慢慢被磨没了。”

风气，表面上听之无声、望之无形，

但像空气一样弥漫在每一个人的周围，

作用不可估量。好风气，人人受益；坏

风气，贻害无穷。“苦不怕累不怕，就怕

单位风气差”，这句话形象地说明，风气

不好则理不平、劲不足，最终影响单位

建设和个人发展。

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信心从

哪里来？就是从心气中来。“一点浩然

气，千里快哉风。”好风气，能凝神聚气、

攻坚克难，能鼓舞士气、激励斗志，能和

谐共处、持续给力，让人人有奔头有干

头，个个有信心有决心，单位建设也会

充满生机活力。

强军关头勇者胜，气可鼓而不可

泄。如今，攻坚建军百年时间紧、节奏

快，官兵责任重、压力大。风清气正，

心里亮堂。部队是个大家庭、大熔炉，

只有切实做好顺心气、减心压、解心结

的工作，把风气搞得清爽纯正，才能凝

聚军心士气，激发创造活力，筑牢强军

根基。

风气连着心气
■郭 峰

“有快有慢是常态，永远都快是例

外”，一位领导干部给新任职排长的寄语，

道出了干部成长进步的规律，既语重心

长，也给人启迪。

农作物栽培有一项墩苗技术，为使庄

稼长得更好，在一定时期内进行中耕和压

土，抑制幼苗茎叶生长，促进根系发育。

庄稼生长是这样，干部成长进步也是如

此，既无捷径可走，也不可能一帆风顺。

陈云同志当年提出著名的“台阶论”，说的

就是干部使用要逐级提拔，每一级台阶都

要踩实踩稳。实践也证明，干部多到任务

比较繁重、情况比较复杂、矛盾比较突出

的地方去“墩墩苗”，磨炼意志、转变作风、

增长才干，把基础搞扎实了，把本领练过

硬了，后面的路才能走得更稳更远。

对个人而言，追求进步是人之常情，

也值得肯定鼓励。但是，个别干部急于求

成、好高骛远，认为“干部就是‘赶步’，一

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一旦进步受挫、

晋升受阻，就会心态失衡、言行失范，抱怨

组织、责怪别人，甚至心灰意冷、自暴自

弃。有的盯着位置搞自我设计，只想从

“家门”到“校门”再进“机关门”，误以为这

样平台起点高、发展快，起步不久就能实

现起飞。岂不知，早熟的果子长不大，拔

苗助长易夭折，喜欢抄近路的人走不远。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个人的成长进

步，与树的生长一样，都需要深扎根、不离

土。“根之茂者其实遂”，只有扎根至深，才

能枝繁叶茂。材质疏松的“速生树”终究长

不高，干部要想行得稳、走得远，离不开基

础的扎实、根系的稳固。基层是锤炼干部

的熔炉，是茁壮成长的沃土。基础不牢，地

动山摇。干部进步不一定要多快，但一定

要稳；不一定要多高，但一定要实。如果

“头重脚轻根底浅”，阅历不够、后劲不足，

即便到了一定岗位也难以胜任。

“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军

旅生涯好比长途跋涉，一路走下来难免会

经历许多风雨与沟坎。军队是要打仗的，

战争是生死较量。想舒舒服服、无忧无

虑，就不要当干部；受不了苦、吃不了亏，

也不要当干部。越是条件艰苦、困难大、

矛盾多的地方，越能锤炼人、造就人。不

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只有当几回“热

锅上的蚂蚁”，接几次“烫手山芋”，在摔打

中立得稳，在风浪中扛得住，才能收获真

正的成长与进步，拥有更宽的肩膀、更硬

的脚板、更好的未来。

“离开党，我们这些人，都不会搞出什

么名堂来。”刘伯承同志的话语告诫我们，

干部都是有组织的人，个人进步一靠组织

培养，二靠自身努力。最好的选择是把自

己交给组织。无论何时何地，相信组织、依

靠组织、服从组织，这是干部应有的觉悟。

只要怀着“只管耕耘，不问收获”的良好心

态，坚信组织对每一名同志的发展都会负

责，坚信在任何岗位上都能书写精彩人生，

一刻不停地提高本领、增长才干，就一定能

够尽早脱颖而出，担当起强军重任。

（作者单位：联勤保障部队政治工作部）

成长进步莫“赶步”
■王青轩

玉 渊 潭玉 渊 潭

画里有话

作者：周 洁

79 年前的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

条件投降。当时，中国几乎所有报纸

的头版头条，都用了醒目的大号字体

书写着“日本投降”。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

衣裳。”14 年间中国民众所忍受的蹂

躏和屈辱、痛苦和灾难，所经受的艰

难和困苦、颠沛和流离，都在这一刻

涌上心头，“没有人能抑住自己的感

情 ，人 人 的 心 都 像 火 把 一 样 燃 烧 ”。

人们内心燃烧的，有喜悦和激动，更

有愤恨和感慨；有对战争的憎恶，更

有对和平的向往。

国家与国家的竞争，军队与军队

的较量，归根结底是实力的比拼。从

“打完子弹就上刺刀冲锋”的平型关大

捷，到“以血肉之躯消灭精良装备”的

百 团 大 战 ；从“ 不 惜 用 生 命 填 进 火

海 ”的 台 儿 庄 血 战 ，到“ 给 日 军 以 重

大伤亡，坚守孤城达 47 天”的衡阳保

卫 战 ……尽管中华儿女以铮铮铁骨

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城、以前仆后

继赴国难，铸就了“战争史上的奇观，

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

但中日军人伤亡比例仍然高达 5∶1，真

可谓“一抔热土一抔魂”。

和平来之不易，和平需要捍卫。

真理从历史“走”来，由历史赋予；和平

的真理往往从战争“走”来，由战争赋

予。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真理必将战

胜强权，光明必将战胜黑暗，这是抗战

胜利带给人们最深刻的启示。但是，

“必将”不代表“必然”，缺乏实力的正

义不堪一击，缺乏实力的真理自说自

话，缺乏实力的光明昙花一现。“能战

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

能打越可能挨打”，永远是和平与战争

的辩证法。无论什么时候，没有打仗

的准备，没有胜战的能力，和平愿望只

会成为一厢情愿，战争迟早会强加到

我们的头上。

和平不可恃，忘战必致危。79 年

过去了，战争之门远没有真正关闭。

弱肉强食、丛林法则不是人类共存之

道，但依然大行其道；穷兵黩武、强权

独霸不是人类和平之策，但依然蠢蠢

欲动；赢者通吃、零和博弈不是人类发

展之路，但依然沉渣泛起。今日之中

国，虽然没有大兵压境，但仍有群狼环

伺；虽然没有烽烟四起，但仍有战争之

患。今天的我们越来越坚定地认识

到：光明每前进一分，黑暗便后退一

分，和平必须以强大实力为后盾，能打

赢才能有力遏制战争，才能确保和平。

无实力而乞和平，则和平危；有实

力而卫和平，则和平存。1945 年 4 月，

盟军攻入德国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内的战俘和反战者成功发动起义，在

大铁门上贴上标语：“永不重演。”如何

让灾难“永不重演”，命运掌握在我们

自己手中。面对可能强加到我们头上

的战争，人民军队必须未雨绸缪、居安

思危，把博弈斗争的时局图装入头脑、

把战场争锋的态势图悬挂心中，有力

慑止战争，坚决打赢战争，用更强大的

能力、更可靠的手段紧紧挽住和平的

臂膀。

用
实
力
挽
住
和
平
的
臂
膀

■
张

斌

八一时评

“不乱容，不错容，才是真容错、容

真错。”一名领导干部对容错机制的体

会，引人思考。

管理学有一句话：对失败的容忍是

激励创新的必要条件。事后容错，才能

鼓励事前试错。当官兵对事后容错有

明确预期，干事创业就会少一些顾虑、

多一份热情；相反，如果事情还没开始

做就担心“秋后算账”，难免产生“干得

越多、出错越多”的想法。

严管是为了不纵容一个坏人，容错

是为了不误伤一个好人，这一点已经形

成共识，难就难在容什么、怎么容。容错

不是纵容，关爱不是溺爱，关键要处理好

“严管”与“厚爱”、“执纪”与“容错”的关

系，该容的大胆容，不该容的坚决不容，

确保容错在纪律红线、法律底线内进行。

容错有边，界限不能模糊。那些

“只要干事，所有错误组织都会包容”的

错误想法，拿容错当“保护伞”、搞纪律

“松绑”的错误做法，与容错的初衷背道

而驰。准确把握容错纠错的尺度，对不

该容、不能容的坚持“零容忍”，对“投机

取巧”“将错就错”“法外开恩”等行为予

以坚决惩治，方能发挥容错机制应有的

正向激励作用。

容错不是纵容
■杨金波

有个成语叫“通情达理”，就是说只

有“通情”，才能“达理”。这启示我们，

思想政治工作者只有在情感上互相沟

通，所讲的道理才能在静水流深中感召

官兵、带动部队。

“教育不动情，效果等于零。”基层

官兵这句朴素的话语，道出了制约思想

政治教育的一个深层次问题：教育是做

“人”的工作，“把自己的思想装进别人

的脑袋”不是强行“灌”进脑子里，而是

“走”进和“融”入心里，耕云播雨、润物

无声。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情的传递方

式不是靠理性的力量，而是以情感的魅

力感染对方。为什么一些思想政治教育

课没有让官兵体会到“点亮理论这盏灯，

一生不在夜里行”？就是因为缺乏真情

实感，把理论讲得冷冰冰、把课堂搞得死

气沉沉，教育结果只有笔记、没有印记。

“让思想有了情感，理论的光芒才

会璀璨。”教育风格可以各显身手，但真

情、真心、真诚是永恒的主题。只有带

着情感去传播真理、传递价值，用真心

去塑造人格、用真诚去释放真爱，理论

的光芒才会转化为心灵的抚慰，引领官

兵自觉熔铸精神、确立信仰。

通情才能达理
■王 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