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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全军部队闻令而动，投

入紧张训练。与此同时，我军第二批

900多本新军事训练大纲经过严格试训

论证后发布施行。“坚持按纲施训、从严

治训”，是开训动员令的明确要求，也是

全军必须遵循的练兵原则。

战场上的较量，往往是从条令大纲

开始的。训练大纲解决的是训什么以

及怎么训、考什么以及怎么考等问题，

是指导部队训练的基本法规。能不能

学好大纲、用好大纲，决定着练兵备战

的质量。按纲施训就是按战施训。全

军严格落实大纲规定，才能更好地统一

训练思想，提高训练的实战化、联合化、

科学化、规范化水平，使战斗力建设朝

着能打仗打胜仗方向大步迈进。

1937年底，上海太原相继失陷。党

中央敏锐地作出判断，在华北“游击战

争进入主要地位”。然而，游击队怎么

组织、游击战如何打法，对许多指挥员

而言还是一个新课题。为此，八路军认

真总结抗战经验教训和日军作战规律，

形成《游击战术》《游击战与运动战》等

一批教材。为了使各级指挥员充分掌

握，部队还开办了游击训练班。这些努

力，造就了“太行山区麻雀满天飞”的作

战局势，让侵华日军如芒在背、似鲠在

喉，频频受挫。事实上，当时供部队学

习使用的游击战要诀，就类似于今日的

训练大纲。

跟着时代变，贴着战争走，是练兵

永恒的法则。信息网络时代，战争过程

日益科学化，作战行动更加强调标准

化、规范化、精细化，迫切要求军事训练

权衡扶正、准绳高悬。这个“权衡”和

“准绳”，就是训练大纲。训练中随意性

强，凭主观意志和个人喜好偏训漏训，

打折扣、搞变通、做选择；跟着感觉训、

凭着经验练，脱纲离目、自行其是；违背

规律、盲目蛮干，热衷于华而不实的点

子和花样……这样的部队决不会很好

地融入作战体系，更不可能在体系支撑

的现代战争中有所作为。

过去一年，首批新大纲进入练兵

场，带来的变化是深刻立体的。空军

地导某旅实弹考核一改过去只看命中

率的做法，实施全过程考核，逼着部队

把每一个环节练硬练强；陆军某师把

联合训练渗透到每个作战单元，推动

联合课目走向比武前台；某潜艇支队

明确管训治训责任，杜绝练兵中存在

“特殊人”以及训不到的“死角”；某陆

航旅搭建完善信息系统，实现飞行训

练监察全域覆盖……新要求、新规则

的落地，使练兵场战味更浓、效益更

高。实践充分证明：有高水平的大纲，

有按纲施训的坚定者、明白人，才有战

斗力高质量的提升。

我军向来提倡“严爱相济”，而严与

爱是辩证统一的。坚持按纲施训、从严

治训，把部队打造成战斗力过硬的精兵

劲旅，使官兵在未来战场和各项任务中

以最小代价夺取最大胜利，这才是对打

赢真正的负责、对官兵最好的爱护。新

大纲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紧贴实战要

求，固化先进经验、增加训练时间、加大

难度强度、量化标准要求。“依法必须从

严，从严必须依法”，做到这一条，才能

让官兵在严与爱的熔炉中百炼成钢，具

备与潜在困难和对手掰手腕的实力。

“用兵之法，教戒为先。”新时代练兵

备战的又一轮号角，已响彻座座军营。

各级要结合新年度训练任务，下功夫学

习新大纲、研究新大纲，做按纲施训的

“明白人”；要以学习贯彻新大纲为契机，

严格训练考核和监察督察，坚决纠治训

练中的顽症痼疾、和平积弊；要及时总结

部队训练实践鲜活经验，滚动完善训练

内容、积极改进训练手段、不断创新训练

方法。我们相信，坚持按纲施训、从严治

训，我军实战化训练水平必将提升到新

的水平、推进到更高阶段。

做按纲施训的坚定者明白人
■李三其

长城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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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扎在庄稼地里，日晒雨淋便视

若平常。有个两年不下地，日头底下就

蹲不住，飘些冷雨就受不起，肩挑手提

更是不知退回去多少。这种变化，外出

务工的农民有深切感受。难怪老人慨

叹：放下的锄头拿起难。

“人心一息不可纵逸，闲散既久，毛

发微事便自不堪。”勤，源之于心，见之

于行。人只有惯于勤，才能吃苦习劳，

干得了事、干得成事。否则，遇上苦事

累活就胜任不了。放下的锄头拿起难，

庄稼人如此，为官从政更应有所警醒。

雍正处理朝政，自早至晚，少有停

息，白天同臣下接触，议决政事，晚上批

览奏折。即使在吃饭和休息的时候，也

是孜孜以勤慎自勉，正如他在一首七律

中所说的：“独览万几凭溽暑，难抛一寸

是光阴。”雍正自身勤勉忙碌，对臣下也

作此要求。《清稗类钞》中记载，刑部大

门曾悬挂一块匾额，雍正悄悄派人取了

下来，刑部无人知晓。

御门听政之日，雍正问刑部大臣：

“你部有无匾额？”刑部大臣回答：“有，

大门上挂着呢。”雍正听罢，命人将匾额

抬出来，训诫道：“匾额在这已经很久

了，你们竟未察觉，可见平日里很少入

署、疏于公务。”这里，雍正批评的就是

慵懒懈怠的坏风气。

人很容易偏向闲适，尤其是肩上担

子还不重的时候。嘉庆年间，四川一些

候补官员闲来无事，聚在一起玩叶子戏，

即使客人来访也拒而不见。蒋攸铦到任

四川总督后，决心治一治这股歪风。

借一次与属吏见面的机会，蒋攸

铦把候补官员留下来，笑语：“诸君无

案牍劳，以叶子偶尔坐遣，未尝不可。

然频频为之，则伤财失业，作无益害有

益……诸君行将握篆，与其为无益有

损之事，曷不先将律例留心观览乎？”

他与诸人约定，一两个月后就律例提

问，谁对答的好，立即委任；否则终身

不用。自此，无人再敢嬉于博。

不勤，则一人之逸，百人之劳。《居官

日省录》有言：“我之欲寝也，曰得无有立

而待命者乎；我之欲休也，曰得无有跂而

望归者乎；案牍之留也，曰得无有藉以为

奸者乎；狱讼之积也，曰得无有久系冻饿

者乎。”每一个官位都因事而设，都连着

一副担子。贪图安逸，把担子扔在一旁，

就不知有多少人为之受累。

在古代，断狱关乎辨黑白、顺人

心、纯民风，是府衙的一项重要工作。

然而，官员不勤，没有效率，就危害无

穷。老百姓遇上狱讼之事，不免工商

旷业、农佃雇替。差房之应酬、城寓之

食用，处处需要花费，待事情完结，已

是家财耗尽。有的甚至因为长期羁

留，受饥寒、生疾病而致死。官若肯

勤，何至于此？由此不难看出：怠之祸

人，甚于贪酷。

北宋时，罗适曾任江都县令。凡是

与民便利的事，他都悉心谋划。荒旱则

设法引水，水患则筑堤捍御之，又让老

百姓多种桑麻，遇有争讼总是快速办理

决不滞留。罗适每天从黎明忙到深夜，

有人讥笑他：“你这个官当得太辛苦

了！”罗适说：“与其把担子推给属吏，使

百姓呼无所应，还不如自任其劳，让百

姓无不平之怨。”不数月，江都便被治理

得井井有条，百姓安居乐业。

干事业不畏辛劳，这是胸怀大局、

境界高远的体现。隋朝仆射高颍临睡

前，总要用盘子装些粉置于床侧，想到

一件公事，就记在上面，天亮后则抄写

下来，入朝行之。梁武帝兴师北伐时，

徐勉参掌伐魏军书，由于工作繁重，他

动辄几十天才回家一次，家犬对主人陌

生了，往往群吠不止。类似的人物画

像，我们脑海中不妨多装几幅，回味起

来既增修养，又得鞭策。

“不要百姓半文钱，原非异事；但问

一官二千石，所造何功？”这是清代余云

焕撰写的衙署大堂楹联，倡导的就是既

干净、又干事。勤敏居官，是职分所当

然。肩上挑着担子、扛着责任，就必须

远离疲疲沓沓、松松垮垮，牢固树立“此

心不敢不尽，此身不敢不劳”的意识。

否则，岂不成了公堂木偶？

放下的锄头拿起难
■铁 坑

玉 渊 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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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马谡以“某自幼熟读兵书，

颇知兵法，岂一街亭不能守耶”自荐任

事。街亭失守后，虽十分爱惜马谡，孔

明也不得不“戮谡以谢众”。这是为

何？因为“军中无戏言”。

军队是高度集中统一的战斗组织，

各项建设和任务一环扣一环、一链接一

链，无不系着生死存亡。只有令出必

行、承诺必践，才能蹄疾步稳、一往无

前。军队需要铁的担当、铁的肩膀。信

誓旦旦地表态、言之凿凿地承诺，固然

会给人留下事不避难的初始印象。可

如果半道上撂挑子，不落实、不落地，就

是辜负信任，就会贻误事业。现在，“军

中无戏言”说的少了，但这种重视承诺

的责任意识、这种言出必行的诚信文化

任何时候都不能缺。

“在最困难的时候向党要一副担子

挑在身上”，这是我军的优良传统，也是

我们战胜一切敌人、克服一切困难，建

立不朽功勋的重要凭借。言必信，行必

果。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那些

抢着攻坚并勇于攻坚、冲在最前且奋战

到底的部队和勇士，都是事业的刀尖、

前行的标杆。

改革开放前，我国没有高性能的计

算机，许多重要数据和资料不得不送到

国外计算处理。研制巨型机的任务下

达到国防科大，慈云桂教授受领任务的

同时立下军令状：每秒 1亿次一次不

少，6年时间一天不拖，预算经费一分

不超。在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科研

团队夜以继日豁出命来干，最终比预期

提前一年完成任务。

汶川地震中，进入北川的道路被巨

石和泥石流封死。由于路段地势险要，

有专家判断，没有一二十天打不通。某

工程团主动请战并立下军令状：24小

时打通道路！他们科学编组、艰苦奋

战，每一秒钟都在冲刺，最终只用了12

个小时便抢通道路。北川“生命通道”

快速打开，为大规模救援行动赢得了宝

贵时间。

担当者的表态，有助于统一思想、

激励士气，有助于坚定目标、增强决

心，因而是必要的。然而，还有一种表

态则有作秀造势之嫌。我们并不讳言

类似情况的存在：有的人或情况不明

决心大，轻率许诺；或缺乏一抓到底的

恒心和韧劲，遇到困难就打退堂鼓；或

图虚名、博喝彩，哗众取宠。逢场作戏

的空表态、大而无当的喊口号、只说不

做的唱高调，实际上是严重的作风问

题，此风一长，任务落实就容易“打滑”

“空转”。

勇于担当、言行信果的干部，既是

强军事业急需的，也是广大官兵欢迎

的。军委办公厅日前印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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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注重工作实绩

的考核，着力纠治表态多调门高、行动

少落实差等突出问题”。《实施意见》态

度鲜明，就是要祛除“口惠而实不至”的

歪风，立起重实绩重实干的导向。

当前，国防和军队建设正处在滚石

上山的关键阶段，担子多、任务重。实

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履行“四个

战略支撑”使命任务，光靠喊是不管用

的，必须在解决好一个又一个突出问

题、办好一件又一件实事中往前推进。

各级组织要结合《实施意见》的贯彻落

实，不断浓厚重落实、抓落实的作风。

各级干部要树立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

政绩观，以执行力表达忠诚度，既勇于

担责又努力尽责。只有这样，个人价值

才能更好发挥，强军梦才能如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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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训论战

刘伯承元帅一生历经数百次战役

战斗，有着“战争之神”的美誉。为避

免打情况不明的莽撞仗、糊里糊涂的

懵懂仗，他倡导部队办学习班、训练

班，努力消灭“武盲”。这一要求，至今

仍有针对性。

所谓“武盲”，就是不懂战争、不

会打仗的人。备战打仗是军队的主

责主业，军人只有知战善战，才能在

战场这个死生之地赢得胜利。如果

是“武盲”，就根本上不得战场，更别

提打出军威、捍卫荣誉。打仗是一门

大学问，无论是战斗力生成还是兵力

运用、无论是制胜机理还是时代特

征，都需要深刻洞悉、把握规律，既抓

住相对稳定的，又看到快速变化的。

下功夫钻透这门学问，才能练有方

向、打有底气。否则，就会是“蚊子叮

菩萨，咬错了人”。

革命战争年代，刚刚投身军旅的广

大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对行军作战

和部队教育训练也是外行。但经过残

酷战争的锻炼、官兵自身的努力，昔日

的放牛娃、学徒工、青年学生，成为英勇

善战、足智多谋的沙场骁将，不仅为军

队储备了大量优秀军事指挥员，也为打

出漂亮仗、战胜强大敌人奠定了基础。

这是我们引以为傲的历史，也是承载宝

贵经验的往事。

上世纪七十年代，邓小平在一次

会议上提醒指挥员要有自知之明，他

说：“不要以为我们过去打了很多漂亮

仗，立了很多战功，就觉得自己行。”当

今时代，军事技术一日千里，战争面貌

日新月异。我军多年没有打过仗了，

官兵对现代战争的认识和理解处在前

沿还是落后时代，这是一个重要问题，

因为它决定着备战的方向、练兵的质

效、战场的胜负。解决不好，以后就会

吃大亏。

现代战争节奏快、强度大，比过去

更容不得“武盲”。这几年，我军大兴战

争和作战问题研究之风，指挥员带头加

强学习，加强军事斗争实践锻炼，努力

提高战略素养、联合素养、指挥素养、科

技素养。但要看到，少数同志在钻战研

战上用心不勤、慵懒怠惰，缺乏使命感、

危机感、紧迫感，甘于陷身战争的重重

迷雾中，这是极大的危险。

“不专就不能精通，不熟就不能生

巧。”各级要视打仗为安身立命的专业，

深入研究战斗力生成规律，切实掌握现

代战争制胜机理。须知，军事斗争只有

适应新的形势、熟悉新的作战对象、学

会新的战略战术，才能在未来战场克敌

制胜。

别因怠惰成“武盲”
■詹志刚

“一见任务就兴奋，任务越重越来

劲”，这是部队忠于使命、勇于担当职业

精神的体现，也是官兵爱岗敬业、甘于奉

献优良品质的写照。无论集体还是个

人，具备闻战则喜的劲头，气象就不同。

1939年8月，奉命在延安养病的徐

海东主动要求回前线，毛主席问他的健

康情况，他回答：“好多了。我这个人一

听打仗就有精神，上阵一冲锋就什么病

也没有了。”徐海东打仗有瘾、战功赫

赫，被誉为“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和平年代虽不见硝烟，但练兵备战

的担子不轻。空军航空兵某旅率先试

用新一代训练大纲。旅长郝井文遇挑

战就兴奋，他敢于突破以往的飞行“禁

区”，带头飞以前不敢飞的课目，充分挖

掘装备极限作战性能，为部队普训蹚出

一条路子，被称为新时代“空中王牌”。

军人一见任务就兴奋的劲头从哪

来？来自对强军打赢的事业充满热爱，

来自脑子里永远有任务、眼睛里永远有

敌人、肩膀上永远有责任、胸膛里永远

有激情。有了这种劲头，眼前的任务和

挑战就不是“包袱”而是“荣誉”、不是

“选择题”而是“必答题”，就有刀山敢

上、火海敢闯的精神和力量。一路走

来，我们决胜逆境险境、实现变革图强，

靠的就是这股劲。

在基层，使命也不是空洞的图景，

而是一个个接连不断、具体详细的生动

实践。比如，备战一场军事比武、讲好

一堂教育课、开展一次调研活动、参加

一次边境巡逻、完成一个课题攻坚，等

等。面对艰巨繁重甚至带有风险的任

务，是不计得失、不怕困难挺身而出，还

是心里的算盘珠子拨的嗒嗒响，“就怕

一不小心把任务接过来”，最能看出一

个人的境界和担当。现实中，那些强于

攻坚、能打硬仗的部队，往往渴望挑战、

不惧任务；那些不善突破，总在一个层

次徘徊的单位，往往“躲担子”成风。

“是否一见任务就兴奋？”多一些这

样的自问，有利于我们找回宝贵初心、

保持奋进姿态。现在，强军的接力棒握

在我们手上，亟待落实的任务接踵而

至。我们只有强化“朝受命夕饮冰”的

事业心和“昼无为夜难寐”的责任感，拿

出昂扬向上的朝气、闻战则喜的豪气、

实干苦干的意气，才能干成一番事业，

不负组织期望。

你是否一见任务就兴奋
■刘浩宇

基层观澜

评优评先是激励先进、鞭策后进
的重要抓手。然而，个别部队评先进
单位，不看作风和实绩，而是“轮流坐
庄”。这种平均主义，既挫伤了“快马”
的工作热情，又给慢作为、不作为提供
了温床。久而久之，评优评先就会沦
为形式，大家为荣誉奋战的激情也会

降低。
这正是：
评优评先树标杆，

必须严遵标准办。

优秀一旦轮流转，

何来干劲勇争先？

周 洁图 史建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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