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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里有话

在训练预备期的教练员队伍强训

中，某部除提升教练员的大课授课质量

外，还引导大家多探索“一对一”式的教

学方法。这一做法，值得提倡。

因人施教，是我们历来所倡导的。

之所以倡导，是因为把“人”的基础、特点

等情况摸不准，“施教”的针对性、实效性

就无从谈起。“一对一”教学效果好，好就

好在熟悉对象、对策对路。俗话说，名师

出高徒。名师之“名”，既在于其有名著、

名誉，也在于他不仅有一流的学识，还有

高超的教学方法，能根据每一个学生的

特点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

兵法上提倡“不拘常法，临事适变，

从宜而行”。组织教学也是一样。“红、

活、硬、细、实”，是当年“郭兴福教学法”

的核心要求。其中，“活”是这一教学法

的精髓，即从遵循受训者认知特点规律

出发，因人施教，以教得活促学得活、用

得活。对“郭兴福教学法”中的“活”，叶

剑英同志这样打比方：“这就好比开小

灶，也好比小组教学，用最适合的教学

方法，让人人都受教。”

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今天的

兵员，差异化明显；今天的岗位，多样化

突显。立志提高教学质量的教练员，无

不注重探索更多“一对一”式的教学方

法。比如，“时代楷模”、海军航空大学

某基地舰载机飞行教官群体，其提高教

学质量的一个鲜明特点是教学方法切

合每一名飞行员的实际。武警部队优

秀“四会”教练员陈力，在教学中常常提

醒自己突出“个性化、针对性”。

“一对一”，英语翻译多用“one on

one”，少用“one to one”。“on”，意为教

学相长；“to”，是指单向输出。三人行必

有我师。当下，部队大学生兵多、有特

长的兵多，施教时不忘记自己的身份，

又不好为人师，更容易找到恰当的施教

方法，实现教学相长、共同成长。

我 们 常 说 ，教 师 要 给 学 生“ 一 碗

水 ”，自 己 必 须 先 有“ 一 桶 水 ”，并 做 到

“长流水”。“一对一”施教，教学对象人

数是少了，但对组织教学者知识储备、

方法技巧的要求更高了。“不教而战是

谓弃之，不学而教是谓害之。”搞清“战”

的需求，厘清“训”的方向，摸清“教”的

方法，深刻领悟“四会”教练员能力标准

之新、之变，自然会成为“仗怎么打”的

明白人、“兵怎么练”的带头人，以“头雁

效应”实现“倍增效应”。

（作者单位：93995部队）

多探索“一对一”式教学方法
■裴玉虎

团结是部队党委班子建设的永恒

主 题 ，是 搞 好 班 子 建 设 的 生 命 线 。

习主席强调：“团结出凝聚力、团结出战

斗力，领导干部要带头讲团结。”搞好团

结，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这是团结的

基础。班子团结了，就能促进民主集中

制的落实；民主集中制建设搞好了，又

能为班子团结提供可靠保证。

毛 泽 东 同 志 在《党 委 会 的 工 作 方

法》中强调，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

要处理好自己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指出

“如果这‘一班人’动作不整齐，就休想

带领千百万人去作战、去建设”。对于

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来说，能不能

自觉维护团结是一种素质、一种境界、

一种能力，也是党性、品德、胸怀、水平

等的重要体现。

懂团结是智慧，会团结是本事。当

前，有的党委（支部）班子里既有 60 后、

70 后，还有 80 后、90 后，存在着年龄梯

次大、职级相差大、观念差异大等现象，

加上近年来干部交流任职力度持续加

大，对搞好班子团结带来了现实考验和

更高要求。书记和副书记作为统班子、

带队伍的第一责任人，只有坚定扛起抓

好班子团结的如山责任，带头维护班子

团结，部队才能出干部、出政绩、出好风

气。

书记、副书记团结得像一个人，整

个班子就会团结得像一家人。大家经

常说，班子行不行，就看前两名。在这

方面，老一辈革命家为我们做出了很好

的榜样。刘伯承、邓小平两人尽管年龄

相差 12 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前

后共事 13 年，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

协调，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

书记、副书记之间带头搞好团结，就须

自觉做到军政不分家、相互不争权、原

则不让步、沟通不保留、问题不回避、责

任不推诿。这样做了，班子团结就一般

不会出现大的问题，即使有了误解和矛

盾也很容易化解。

同志源于共同的志向，同事因为共

同的事业。一个清晰且宏伟的事业目

标，始终是凝聚班子成员的“磁石”。“一

班人”能在一起工作，源于对这份事业

的执着热爱，每名同志都想干出一番业

绩、实现个人抱负。当前，正值全力以

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

战最吃劲的阶段，部队练兵备战、规划

攻坚、装备建设等各项工作如火如荼，

书记、副书记应让每名班子成员都各司

其职、各负其责、各展其才，充分调动大

家的积极性主动性，真正在干事中共好

事、共事中干好事，不断结下深厚的战

斗友谊，形成坚强的革命团结。

“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

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班子如“拼

图”，成员各有“棱角”，书记、副书记的

容人雅量和宽广胸襟非常重要。容人

之长、不妒贤能，多用欣赏的眼光看待

班子成员，就能成人之美 、乐见其成。

容人之短 、不求全责备，多从“人无完

人”的宽容体谅心态对待问题，就能对

班子成员工作上的差距不足乃至失误，

多一些帮扶指导和容错空间。容人之

异、不搞“一言堂”，就能营造班子内部

宽松民主的氛围，鼓励大家畅所欲言、

平等交流，认真倾听尊重每份建议，特

别是对那些和自己意见相左的同志，团

结他们一道工作。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感情是团

结的“粘合剂”，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

量。“一班人”能在一起相处共事是人生

极其难得的缘分，是值得一辈子珍藏的

美好回忆。书记、副书记须引导班子成

员自觉珍惜这种缘分，有了成绩大家击

击掌，遇到挫折彼此鼓鼓劲，发现苗头

主动提提醒，出了问题互相宽宽心，真

正做到共事一场、友谊一生。书记、副

书记应真心实意与班子成员交朋友、打

成一片，满腔热忱帮大家排忧解难，努

力让自己成为一团炽热的火，给人以光

明、给人以温暖、给人以力量，让同志们

发自内心地亲近信任书记和副书记，关

键时刻能第一时间想起书记和副书记。

团结不是无原则的一团和气，不是

好人主义。我们要的团结是真团结，力

争“和而不同”，不能“同而不和”，坚持

靠党性保证团结，靠原则强化团结，靠

斗争赢得团结。书记、副书记要正确看

待团结，不能只讲雅量丢了原则，不能

有了胸怀失了底线，不能顾了面子毁了

里子，更不能揣着明白装糊涂、当“好好

先生”，要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

勇于在班子内部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

斗争，努力使班子成员之间形成掏心见

胆、并肩奋斗的真团结，进而把部队团

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

（作者单位：军事航天部队某部）

带头维护班子团结
—自觉做坚持民主集中制的表率④

■吴之保

从手工售票，到计算机售票，实现

网上查询客票信息，再到如今在线订

票、支付、退改签、候补购票，可持有效

证件“扫脸”进站乘车，中国铁道科学研

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员、中国铁

路 12306 科创中心副主任单杏花为此

持续奋斗 20 多年。

科研动力来自哪里？“人民的需求”

“ 学 生 们 的 需 求 ”“ 农 民 工 兄 弟 的 需

求”……刚刚获得“时代楷模”称号的单

杏花回答记者提问时，“需求”是答案中

的核心词。单杏花的回答也启示我们，

把个人追求瞄准打赢需求，奋斗才有动

力、有实效。

“坚持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打仗

需要什么就苦练什么。”军队是要打仗

的，打赢需求是各项工作的根本牵引，

能否把个人追求瞄准打赢需求，事关练

兵备战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内容方

法、要求标准、保障条件、组织形式和发

展方向。如果对打赢需求研究不深入、

不具体，军事训练就找不到发力点，体

系融合就找不好结合点，难题攻关就找

不准突破点，现实应对就找不出制衡

点，练出的本领很可能是“三年技成而

无所用其巧”的屠龙之术。这就是通常

所说的，备战瞎抓导致战场抓瞎。

俗 话 说 ，提 衣 提 领 子 ，牵 牛 牵 鼻

子。如果把练兵备战比作一头牛，那

么打赢需求就是牵牛绳。郝井文“每

个课目、每次训练都瞄准打赢需求”，

这才带出了一支空中劲旅；“黄草岭功

臣连”车长王锐坚持“专攻精练打仗最

需要的”，这才把“手中活”练成了“必

杀技”。实践证明，把个人追求与打赢

需求对接，就会有不竭的练兵动力和

明晰的努力方向，就能够收获成功的

喜悦。

“用户说要更快的马，你给一匹赤

兔马就可以满足他，但如果给他一辆福

特车，就相当于创造了需求。”安全形势

在变，战争形态在变，作战对手在变，打

赢需求也随之而变，要求个人追求必须

做好预设、调整方向、创新引领，不能满

足于提供“赤兔马”，而要着眼于送上

“福特车”。尤其要看到，实现建军一百

年奋斗目标到了攻坚期，如何体系治理

发展中的瓶颈问题，如何全力攻克备战

打仗中的短板弱项，如何真正打通规划

执行中的堵点卡点等，这些都需要以打

赢需求为根本牵引，把准未来战争脉

搏，切实用更新更勇敢的头脑牵引今天

的备战、设计明天的战争、制胜未来的

战场。

战争是最具权威的“教科书”，战

场是最为客观的“审计师”，战局是最

有 说 服 力 的“ 试 金 石 ”。 一 切 练 兵 备

战的效果，最终都要交给战争来检验

和 评 判 。 暂 时 没 打 仗 并 不 代 表 不 知

打赢需求。多一些“反觇式”牵引，加

强 针 对 性 训 练 ；多 一 些“ 借 鉴 式 ”牵

引 ，加 强 指 导 性 训 练 ；多 一 些“ 探 究

式 ”牵 引 ，加 强 检 验 性 训 练 ；多 一 些

“ 实 践 式 ”牵 引 ，加 强 实 战 化 训 练 ，方

能 使 训 练 内 容 和 方 式 紧 贴 战 争 发 展

要 求 ，战 法 手 段 得 到 不 断 完 善 ，切 实

打通战训耦合的全链路，全面提高训

练水平和打赢能力。

把打赢需求作为个人追求
■刘文宁

“向往荣誉的热情是心灵的火炬。”

荣 誉 ，是 对 人 们 行 为 的 一 种 褒 奖 和 肯

定，体现着才能和本领，象征着成绩和

功 劳 。 荣 誉 是 一 种 标 志 ，也 是 一 面 镜

子，如何对待荣誉，反映一个人的品德

高下。

1942 年 12 月，刘伯承同志 50 岁生

日 的 时 候 ，中 共 中 央 为 他 举 行 庆 祝 活

动，《新华日报》（华北版）刊登了他的略

历及其亲笔题词，朱德同志在《解放日

报》上发表文章肯定他的卓越贡献和崇

高风范。

面对巨大荣誉，刘伯承向大家致谢

后说：“离开党，像我们这些人，都不会搞

出什么名堂来的。因此，我愿意在党的

领导下，做毛主席的小学生，为中国人民

尽力。如果我一旦死了，能在我的墓碑

上题上‘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十

二个大字，那就是我最大的光荣。”

鱼不离水，瓜不离秧。组织之于党

员，犹如阳光、雨露、沃土之于草木。党

员和军人荣誉的获得，固然离不开个人

的勤奋努力，但更离不开组织的培养。

“有一颗感恩的心很重要，所有的人都

要有感恩的心。”组织是“硬靠山”，成绩

是“硬杠杠”。取得荣誉时，对组织心怀

感 恩 ，就 会 多 一 份“ 心 灵 成 长 的 营 养

剂”，就会更加信赖组织，依靠组织，从

而取得更大的荣誉。

彭 德 怀 同 志 获 得 过 许 许 多 多 荣

誉。然而，在强敌面前敢于“横刀立马”

的“彭大将军”，面对荣誉却非常清醒和

谦虚。他说，我是集体的普通一分子，

荣誉归功于集体。

参军不到 3 年，雷锋同志就荣立二

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被表彰为模范

共 青 团 员 、模 范 共 产 党 员 。 对 这 些 荣

誉，雷锋在日记里写道：“力量从团结

来，荣誉从集体来。”

现实中，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像彭德

怀、雷锋等同志那样，自觉把功劳当“公

劳”。1950 年 6 月，陈赓同志这样严厉

批评个别居功自傲者，“对个人的功绩，

我们也是重视的”，但“不要以为我们自

己不得了。个人脱离人民、团体，什么

都做不成”。

列夫·托尔斯泰有一个著名公式：

“一个人的价值=他人的评价÷自己的

评价。”意思是，自我评价越高，个人价

值越低。多把荣誉归功于集体，不仅不

会让荣誉缩水，反而能防止个人膨胀，

有利于更好赢得人心、集聚力量，取得

更大的荣誉。

“不要以为你很高，这种高是因为

你骑的马高，下了马该多高还多高”，这

是罗荣桓同志任总政治部主任时对机

关同志说的一句话。实践反复证明，时

刻保持“下了马该多高还多高”的清醒，

就不会有“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的

联想。

杂交水稻研究到今天，亩产再提高

1 公斤都是巨大荣誉。然而，2011 年秋，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试验田收割

以后，袁隆平“考虑到今年实验环境较

好”，主动说服验收专家组放弃通行的

“七五折”，改用更苛刻的“七二折”确定

亩产量。这种主动给成绩和荣誉打折

的做法，令专家组敬佩不已。

一 个 人 取 得 荣 誉 ，除 了 自 己 的 努

力，也离不开所处时代、供职平台、所遇

机会的加持和帮助，因此应该理性看待

自 身 荣 誉 。 正 如 陈 云 同 志 在《要 讲 真

理，不要讲面子》一文中所指出的：工作

做出成绩时，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

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是个人，这样的

次序是不能颠倒的。

“虚荣的人注视着自己的名字，光

荣的人注视着祖国的事业。”荣誉只是

对昨天和今天成绩的肯定，并不是对未

来工作的肯定。不沉溺荣誉，把荣誉作

为前进的起点，不断创造新的荣誉，这

才是对待荣誉应有的态度。

伟大科学家牛顿取得了很多荣誉，

但他却谦虚地告诉大家：“我只是觉得

自己不过是好像在河滨玩耍的一个小

孩子，有时很高兴地拾起一颗光滑美丽

的石子，但真理的大海，还在我的面前，

未被发现。”

“荣辱之来，必象其德”“荣誉是德

行的奖品”“荣誉是美德的伴侣”“人的

美德的荣誉要比他财富的荣誉不知大

多 少 倍 ”…… 一 个 品 德 高 尚 的 人 论 起

荣誉，总是论“绩”少、论“德”多。取得

荣誉时，对照这些名言警句反躬自省，

一定会更加感恩组织、融入集体、珍惜

平台，取得更多的成绩，追求到更大的

成功。

（作者单位：武警上海总队）

荣誉是美德的伴侣
■朱 寒

好风气好比好空气，人人受益；坏

风气如同雾霾天，人人受害。风气建设

是部队建设的“晴雨表”，好的风气能鼓

舞士气、催生朝气、激发勇气。

如何让军营始终充满清风正气？

习主席给出明确答案，“执行党的纪律

不能有任何含糊，不能让党纪党规成

为纸老虎、稻草人”“建立健全包括刚

性的制度约束、严格的制度执行、严厉

的惩戒机制在内的立体式、全方位的

制度体系”“我们提出那么多要求，要

多管齐下、标本兼治来落实，光靠觉悟

不够，必须有刚性约束、强制推动，这

就是纪律”。

“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刚性

执纪，就是说到做到、敢于碰硬，就是不

可变通、没得商量，就是对违反制度规

定踩“红线”、闯“雷区”的零容忍，就是

没有“情况复杂、情有可原”“念其初犯、

下不为例”“点多面广、法不责众”等任

何“宽大为怀”的做法，就是坚持“一把

尺 子 量 高 低 ”，不 留“ 暗 门 ”，不 开“ 天

窗”。执纪时能否做到刚性，考验着各

级党组织的党性，影响着部队风气的纯

洁性。

天下之事，行之贵常。以刚性执纪

护清风正气，贵在坚持，难在坚持，成在

坚持。“逆水行舟用力撑，一篙松劲退千

寻。”任何歇歇脚、缓缓劲、松口气的做

法，都可能造成风气建设前功尽弃。从

严治军从来不会一蹴而就，作风建设必

须久久为功。只有绝不“宽松软”，坚持

“严紧硬”，保持“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劲

头、“寸草也能遮丈风”的自觉，才能在

刚性执纪中激浊扬清，培植出一片风气

建设的“防护林”。

以刚性执纪护清风正气，必须抓

“龙头”。在风气问题上，人们有“三上

三下”的说法，即“上梁不正下梁歪”“上

有所好下必甚焉”“上行者下效”。古人

说：“源清则流清，源浊则流浊。”个别单

位风气之所以“流浊”，归根到底是因为

个别领导干部“源浊”所致。在领导干

部违规违纪违法时，不因官大而“网开

一面”，不因位高而“从轻发落”，不因权

重而“下不为例”，领导干部这个“龙头”

抓好了，风气建设就不会差。就算一时

出现问题，也比较容易扭转过来。

以刚性执纪护清风正气，必须抓

“苗头”。禁微则易，救末者难。讳疾忌

医，就可能小病拖成大病，由病在表皮

发展到病入膏肓，最终无药可治。从

“苗头”抓起，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对小

毛病早提醒、小缺点早批评、小错误早

纠正、小问题早处理，把问题解决在萌

芽状态，就可以防止小毛病酿成大问

题 ，不 仅 有 省 力 之 功 ，而 且 有 警 示 之

效。如果眼睁睁地看着踩着了“红线”、

抵近了“底线”，谁也不说、谁也不管，等

到问题严重了才刚性执纪，等于把同志

害了。

以刚性执纪护清风正气，必须抓

“势头”。经过持续的刚性执纪，清风正

气的“势头”已经基本形成。对于违规

违纪违法，真可谓利剑奋斫、势在必得，

力之所至，势如破竹。“所当乘者势也，

不可失者时也。”然而，个别人错把势头

当风头，以为躲躲就能过去。刚性执纪

的成效如何，不仅看一时之变，更看长

久之态。如果来时锋芒盛、去时太匆

匆，风头过后难免一切照旧，好风气就

难长存。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好作风

与坏作风的较量，从来是此消彼长。兵

法上讲，得势，则胜算在我。面对风气

建设的好势头，只有在执纪时坚持尺度

不松、力度不减、调门不降，才能确保清

风长在、正气长存。

以
刚
性
执
纪
护
清
风
正
气

■
韩
宗
宾

玉 渊 潭

八一时评

刚性执纪，就是说到做

到、敢于碰硬，就是不可变通、

没得商量，就是对违反制度规

定踩“红线”、闯“雷区”的零容

忍，就是没有“情况复杂、情有

可原”“念其初犯、下不为例”

“点多面广、法不责众”等任何

“宽大为怀”的做法，就是坚持

“一把尺子量高低”，不留“暗

门”，不开“天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