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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心时新兵给你掏心窝子的话，一

定要慎重公开”，某部一名干部用自己的

教训提醒新训干部骨干，谈心内容相对

私密，切莫动辄“广而告之”。

沟通应注意什么？狄更斯说了这样

一段话：“在你的人生中永远不要打破四

样东西：信任、关系、诺言和心，因为他们

破的时候不会发出任何声响，但却异常痛

苦。”个别谈心是“小范围会谈”，新兵当然

希望你能保密。把谈心内容，特别是敏感

内容公之于众，新兵就会“异常痛苦”。

信任是畅所欲言的前提，怀疑是欲

言又止的根源。“心语都是小范围的。”不

轻易把新兵的心事“广而告之”，绝不把

新兵吐露的“悄悄话”当笑柄、把柄，替新

兵保守秘密的同时，还主动把新兵的“心

结”变成“连心结”。这样的谈心，新兵才

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谈心切勿“广而告之”
■王欣龙

画里有话

玉 渊 潭

近日，某部对导调人员集训后再次

明确，导调时尽量设计出作战任务的含

新量、尽量不干涉演练进程、尽量让双方

自主对抗，以科学导调提高演训质量、真

正摔打部队。

“在演练中提高部队水平，幕后必须

有一只会指挥的手”，一名军事家所说的

“会指挥的手”，就是导调。导调是部队

演训的指挥棒和调节器，引导演训方向、

控制战场节奏，是演训不可或缺的重要

组成部分。导调之“导”，是多引导，少执

导；导调之“调”，是多调控，少调教。把

握好“幕后”的定位，掌握好“调控”的分

寸，对于提高演练质效至关重要。

当 前 ，不 少 部 队 正 在 组 织 综 合 演

练。从调研看，一些导调有失偏颇：有的

自己走向前台，干涉过多，叫停过于随

意；有的评分规则过于繁琐，束缚了官兵

手脚，增加了导调难度；有的情况设置老

套，内容标准陈旧，习惯于“走老路”。诸

如此类，难以调动部队主动性，容易使演

训变成“演戏”，必须高度重视。

刘伯承同志指出，独立营独立团为

何一般战斗力都不错，因为他们婆婆少，

能随机应变放开了打。战场态势是打出

来的，不是提前设定的。有些时候，放手

也是“会指挥的手”。只负责启动“战争

时钟”，除确定演训开始时间、划定对抗

区域，明确作战任务外，一般不干涉演习

进程，让双方自主侦察、自主决策、自主

行动、自主保障，做实兵对抗的真正主

人，导调这只“无形之手”方能使演兵场

真正成为练将的战场、砺兵的熔炉。

今天训练是为了明天打赢。导调有

多高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跟明天战场

贴得有多近。官兵练兵备战，不怕吃苦

流汗，最怕“答案写好了，才发现题目已

经变了”。导调是演练的风向标，紧盯科

技之变，注重引导用好新装备；紧盯战争

之变，注重研究信息化智能化战争新特

点；紧盯对手之变，注重探索知敌制敌的

新战法，让每一个步骤都与未来战争的

需求对表，让每一个环节都与未来战场

的要求对接，方能以训练“陌生系数”提

高“打赢底数”。

战争很残酷，训练必须严酷。导调这

只“会指挥的手”，除了要打破常规导得

“新”，还须全程掌控导得“实”，有的放矢

导得“准”，从难从严导得“险”。把练技、

练谋、练胆结合起来，使部队时时处于战

场，随时处理情况，综合演练更能结新果、

结实果、结胜果，更有助于锻造出适应时

代、攻防兼备、能打硬仗的精兵劲旅。

（作者单位：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

当好“会指挥的手”
■董礼凤

1948 年，叶剑英同志担任华北军政

大学校长兼政委时，要求教员牢记“不

教而战是谓弃之，不学而教是谓害之”

的校训，把教学员怎么打仗作为极其重

要的任务。

跟叶剑英同志一样，“办学校是内

行”的刘伯承同志对教员的研战教战也

非常重视。他曾在军事学院选调教员

的文件上明确批示，打仗不精、不爱研

究打仗的人，一概不要。

军校，特殊的大学；军校教员，特殊

的教师。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军校研究

的是国家“存亡之道”，是因为从军校走

出的学员要奔赴“死生之地”，是因为尚

武 精 武 之 德 是 军 校 教 员 的 特 殊 师 德 。

这就要求军校教员必须具有“默然躬身

耕剑甲，书峰气海做胸膛”的担当、“春

秋战史载胸膛，古道新经论万疆”的积

淀，以及“笔墨藏韬生妙法，兵囊有策孕

良方”的韬略。

这样晓于实战的军校教员，是军校

发 展 的 脊 梁 ；这 样 痴 于 研 战 的 军 校 教

员 ，是 军 事 人 才 的 酵 母 。 课 堂 连 着 战

场，讲台就是战位。一个国家、一支军

队，有没有这样一大批军校教员，关乎

国运。

战国时期，秦国“将师置于战，亦置

于武堂”。秦穆公时期，更是“将师皆赴

秦之武堂，受（授）兵阵、粮草、间计”。

最终，“师育将，将为师，名将众尔使天

下一”。

1871 年，法军饮恨普法战争。法军

失败的原因很多，英国一名军事家指出

这样一条：“早在战争爆发前，普鲁士就

把优秀将领集中在军事学校授课，以育

各级指挥人才。反观法兰西，教官多是

对战争毫无兴趣的一些刀笔之吏。”

到了近现代，各国对军校教员的打

仗素质要求更高。比如，国外不少军事

强国都要求军校教员必须具有战争经

历，都建立了一线指挥员到军事院校任

教机制。

国防大学校史馆，有这样一张黑白

照片：照片上，毛泽东同志谈笑风生授

课 ，抗 大 学 员 们 席 地 而 坐 聚 精 会 神 听

课。不仅毛泽东，朱德、徐向前、罗瑞卿、

许光达等都给抗大学员授过课。办学 9

年，抗大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军政干部。

“ 天 下 之 患 ，莫 大 于 不 知 其 然 而

然。”岁月静好，这是普通人眼中的生活

状态；而狼烟在心，则是军人必须具备

的忧患意识。教学科研虽然在“幕后”，

却直接支撑着能打胜仗的“前台”。这

就是为什么人们对“笔峙边门防虎豹，

文 伏 利 剑 斩 熊 狼 ”的 军 校 教 员 如 此 渴

望，对“攻防术道根疆场，向战刀锋立讲

堂”的军校教员如此期盼，对“腹有书山

封计略，栽桃育李厚精兵”的军校教员

如此推崇。

“眼睛近视不可怕，目光短浅最致

命”，这是“武教头”、武警特种警察学院

教授蔡昌军常说的一句话。参加过实战

的蔡昌军转岗到三尺讲台后，瞄准未来

研战教战，成果丰硕。他说：“只要我当

一天教员，就要拿出更多科研成果，教出

更多素质过硬的指挥员和战斗员。”

“我一定要给学员教打赢未来之战

的本领”，这是“将军教员”刘怡昕的自

勉 。 学 员 们 这 样 赞 美 刘 怡 昕 ：我 们 在

“ 未 来 战 场 ”见 到 他—— 一 个 为“ 打 得

赢”练官训将的“新武器教练”；我们在

科学的殿堂见到他——一个抢占军事

科技制高点的“科研专家”。

三代机飞行员成为军校客座教授、

博士舰长当上军校教员、军校教员与部

队干部双向代职路子已经走开……为

战育人者，必先能胜战。相信广大军校

教员一定会更加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

变、对手之变，推动人才培养供给侧与

未来战场需求侧精准对接，树牢为战育

人之本，谋划为战育人之道，创新为战

育人之法，夯实为战育人之基，知部队、

晓实战，向广大学员传战争之道、授实

战之技、解打赢之惑，培养一大批德才

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

（作者单位：国防科技大学）

军校名师必晓于实战
■陈川江

政贵有恒，治须有常。近日，习主席

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党纪学习教育取得

积极成效，要巩固深化党纪学习教育成

果，坚持融入日常、抓在经常，把党纪学

习教育成果持续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强大动力。这一重要指示，揭示了我

们党抓党纪学习教育的重要方法论，是

我们破解违纪问题顽固性与反复性的一

把“钥匙”。

古人云：“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

胜。”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

本之策。开展党纪学习教育，是加强党

的纪律建设、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

发展的重要举措。党纪学习教育开展以

来，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新修订的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上率下

精心谋划，推动党纪学习教育平稳有序

开展；突出重点求真务实，高质量完成各

项任务推动党纪入脑入心；多措并举取

得实效，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

任务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学习教育取得

良好效果。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拒腐防变

只有进行时。一时明纪并不代表一直明

纪，现在守纪并不意味着永远守纪。违纪

问题为什么有时抓一抓有好转，松一松就

反弹？这固然缘于违纪问题的特性，却也

与抓纪律教育的方法有关。只抓一阵子，

个别人就会觉得不妨“躲过”“挺过”这阵

子，其结果就是风头一过，死灰复燃。这

就要求党纪学习教育必须融入日常、抓在

经常，确保心存敬畏、手握戒尺真正成为

每名党员干部的日常自觉。

坚持融入日常、抓在经常，不仅意味

着党纪学习教育应贯穿党员干部学习教

育的全过程，还要求体现在日常工作和

生活中，落实到干事业、谋发展的全部实

践中。归根结底，学习教育不是为了教

育而教育，最终目的是要通过解决实际

问题促进作风改进、推动事业发展。实

践启示我们，把学习教育真正融入经常

性学习教育，紧密结合常态化工作展开，

就能防止出现“两张皮”，以实实在在的

效果做到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

很多事情，融入了就容易了。融入

日常，就是把党纪学习教育与其他工作

融为一体、合而为一。虽然党纪学习教

育本身是一项重要工作，但绝不能独立

于其他工作之外。只有把党纪学习教育

纳入理论武装强基固本、融入组织生活

锤炼党性、嵌入日常生活强化自觉、引入

时代元素常抓常新，才能不断强化纪律

观念，从而守住公与私的“警戒线”、是与

非的“高压线”、情和法的“分界线”，自觉

做到不以“小节无碍”放松自我，不以“下

不为例”开脱自我，不以“无人知晓”放纵

自我，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毋庸置疑，针对一个时期的特殊任

务或突出问题，开展一次集中党纪学习

教育，非常必要，也确有成效。但解决

日常的党纪问题是攻坚战持久战，决不

能有差不多、松口气、歇歇脚的想法，决

不 能 有 打 好 一 仗 就 一 劳 永 逸 的 想 法 。

抓 在 经 常 ，难 在“ 常 ”字 ，也 成 在“ 常 ”

字。“常”，是水滴石穿的坚持，是厚积薄

发的沉潜，是矢志不渝的追求，是始终

如一的常态。抓在经常，就要坚持教育

为先、抓常抓长，探索纪律教育常态化、

制度化的有效途径，用好典型案例通报

等深化以案说德、以案说纪、以案说法、

以案说责，常态抓好纪律教育，安排党

委书记、纪委书记定期讲纪律党课，以

“严于高于地方，走在全党前列”的标准

要 求 正 风 肃 纪 反 腐 ，推 动 形 成 立 纪 必

教、有纪必学、执纪必严、违纪必究的制

度机制，为加快提高军队现代化建设质

效提供坚强纪律保证。

（作者单位：联勤保障部队政治工

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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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同志跟基层官兵谈心时，经

常不坐主席台，不坐高凳子，不拿笔记

本，而是坐在马扎上跟大家唠家常。新

训干部骨干跟新兵谈心，不妨也多些这

样的“马扎谈心”。

姿势，作为一种肢体语言，是一种态

度表征，折射内心的观念。谈心时，新训

干部骨干是高高在上俯视新兵，还是席

地而坐平视新兵，谈心效果是大不一样

的。调查显示，谈心时如果坐得比新兵

高，口气又很“官方”，新兵就会关上“心

门”，不愿意说心里话。

坐在哪里，看上去是位置，实际上是

态度。与新兵谈心时，坐相同的椅子，语

气不高不低、情绪不骄不躁，拒绝高冷、

态度真诚，少说官话、多说白话。如此这

般，新兵才会推心置腹，谈心才能取得好

效果。

不妨多些“马扎谈心”
■张毓洋

“如果你是一名新兵，你希望别人跟

你怎么谈心？是不是想让人先跟你共

情？”近日，一名领导提醒新训干部骨干，

与新兵谈心时做到“双向奔赴”，效果会

更好。

“双向奔赴”，是指相关方朝着共同

目标，一起努力，相互靠近。志同才能道

合。心理学研究表明，目标相同的人，交

流会更顺畅，更容易因共情而共鸣。美

好的“双向奔赴”，既是思想的互动，更是

心灵的握手。

不少新兵是“带想法入伍”。如果只

讲“大道理”，反对“小想法”，总是先入为

主看待新兵，就容易把特点当成缺点，把

合理追求当成不务正业，把实现自身价

值当成动机不纯，结果必然是自己憋着

气，新兵不服气。有时候，谈心“不是看

你站得有多高，而是看你离得有多近”。

谈心时做到“双向奔赴”，才更容易释疑

解惑，打开心结。

谈心力求“双向奔赴”
■刘含钰

作者：周 洁

基层观澜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

2024 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新闻中

心，刚刚摆放的一摞摞中、英、法等多语

种《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总是很

快被拿走。来参加峰会的一位外国领

导人说，书里的中国理论，蕴藏着中国

共产党人独到的治理之道，我要反复读

它、借鉴它。

理论就是武器，思想就是力量。思

想的引领，犹如征途中的旗帜、远航中

的灯塔。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

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

正确思想指引。

习主席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

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

之王道”。何谓王道？就是人间正道。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个人间正道就

是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真理。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

强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人

的 初 心 ，不 仅 来 自 于 对 人 民 的 朴 素 感

情、对真理的执着追求，更建立在马克

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之上。中国共产党

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鲜明地

写在自己的旗帜上。

理论的先进，是最彻底的先进；思

想的主动，是最大的主动。2020 年 9 月

17 日，习主席走进千年学府岳麓书院，

望着讲堂檐上的“实事求是”匾额，久久

凝思，深刻总结：“共产党怎么能成功

呢？当年在石库门，在南湖上那么一条

船，那么十几个人，到今天这一步。这

里面的道路一定要搞清楚，一定要把真

理本土化。”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马克思

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极大丰富

了马克思主义。

100 多年来，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

新境界，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产生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科

学理论指导，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

我 们 党 的 历 史 ，就 是 一 部 不 断 推

进 马 克 思 主 义 中 国 化 的 历 史 ，就 是 一

部 不 断 推 进 理 论 创 新 、进 行 理 论 创 造

的历史。

“现实的成功是最好的理论，没有

一种抽象的教条能够和它辩论”。100

多年来，中国共产党这个“行动的马克

思主义者”，创造出马克思主义的“中

国版本”，让这一理论始终充满活力，

也让一个“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

之上”的国家，走上强盛的道路；让一

个“积弱积贫，九原板荡，百载陆沉”的

民族，迎来复兴的曙光；让亿万“为奴

隶，为牛马，为羊犬”的人民，有了更美

好的梦想。

时 代 是 思 想 之 母 ，实 践 是 理 论 之

源。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勇于进行

理论探索和创新，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

果，集中体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

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最根本的

原因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

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掌舵领航，在于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科学指引。

习主席强调，“更好用中国理论解读

中国实践”“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

严历史责任”。时间是伟大的书写者，记

录走过的足迹，写下历史的华章。新中国

成立 75年来，中国大地沧海桑田，我们伟

大祖国的面貌、伟大人民的面貌、中华民

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化。

征 途 回 望 千 山 远 ，前 路 放 眼 万 木

春。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为

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改革发展稳定

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

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提出了大量亟待

回答的理论和实践课题。征程越是壮

阔，目标越是远大，任务越是艰巨，越需

要科学理论的指引领航。

思想的光芒，照亮民族走向复兴的

征程。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

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

用发展的理论指导实践，就一定能更好

地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

一支军队要想成为强大的精锐之

师，一刻也离不开军事理论的创新。人

民军队之所以不断发展壮大，关键在于

始 终 坚 持 先 进 军 事 理 论 的 指 导 。

习近平强军思想是人民军队的强军之

道、制胜之道。思想的利箭不是用来赞

美的，而是为了射入靶心。我们要坚持

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凝心铸魂，突出学好习近平强军

思想，推动这一思想往深里走、往实里

走、往心里走，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

推动军队高质量发展、有效履行新时代

使命任务的生动实践，为实现党在新时

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

界一流军队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

霄。”勇于结合新的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

新、善于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就一

定能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

章，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展现出

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中国理论：“一定要把真理本土化”
—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②

■王 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