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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排长为激发一名副班长参加集
训比武积极性，私下承诺：拿到好名次
包其入党。这名副班长努力取得第二
名的成绩后，却因综合评定成绩不够靠
前，连队支委会研究决定不吸纳其为党
员发展对象。该副班长后续训练的积
极性因此受到一定影响。探究起来，都

是“空头支票”惹的祸。
这正是：
诺言不可随便许，

空头支票凉兵心。

鼓舞士气靠真情，

信用透支百弊生。

胥萌萌图 洪海东文

八一时评

长城瞭望 谈训论战

基层观澜

长城论坛

这一幕，意味深长，胜过千言万语，

让人心潮澎湃。

前不久，习主席在江西考察时专门

来到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于都，向

中央红军出发纪念碑敬献花篮并三鞠

躬。这是对红军先烈的深情致敬，也是

对长征精神的倾情礼赞。

艰难险阻何所惧，勇往直前克强

敌。伟大的长征精神，立起了一个个红

军及红军传人的铁脊梁，激励我们创造

了无数人间奇迹。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烧到鸭绿江

的战火，中国人民志愿军传承红色血脉，

不畏强敌、敢于亮剑，打出了红军传人的

铁血雄风，为我国赢得了和平发展的良好

环境。

近段时间，红色经典《谁是最可爱

的人》再次被人们提及。当年的这篇文

章，毛泽东批示“印发全军”；朱德连声

称赞“写得好！很好！”“最可爱的人”，

为子弟兵立起了一座丰碑，成为解放军

的代名词。

一个强大民族的背后，必然站立着

一支强大的军队。红军、八路军、新四军、

解放军、志愿军，名称虽然因历史而改变，

但人民军队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

良的红色基因始终不变，始终是国家的柱

石、民族的脊梁，始终是保卫人民幸福生

活、捍卫祖国和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

当前，我国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

机遇期，但面临的国际形势日趋错综复

杂。尤其要看到，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

周年，是大事要事多的一年，也是敏感时

间节点密集的一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

定的任务艰巨繁重。“军队不生产谷物，但

生产安全。”对广大官兵来说，无论国际风

云如何变幻，我们都要保持定力，树牢忧

患意识，强化底线思维，持之以恒地砥砺

精气神、锻造铁脊梁、练就硬本领。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现代战争，

涉及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各个方

面，往往表现为一种“混合战争”。在这

种“混合战争”中，军事力量发挥着至关

重要的支撑和保障作用。在应对未来

战争中，我国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和选

择增多了，但军事手段始终是保底的手

段。正如一位外交官所言：“军队在战

场上用枪拿不回来的东西，不要指望外

交官在谈判桌上用嘴拿回来。”国内战

争时的重庆谈判，前方打得越好，毛泽

东越安全；抗美援朝战争时的板门店谈

判，志愿军把“联合国军”彻底打疼了，

才有了“停战协议”的最终签订。历史

证明：只有军事这手真正强大了，我们

底气才足、腰杆才硬、脊梁才直。

鲁迅认为，具有自信力的中国人才

是“筋骨和脊梁”。中国军人要挺起脊

梁，首先要有自信力。但是，自信力不

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建立在强大实力的

基础之上。没有硬功夫做支撑，脊梁总

有弯下去的那一天。广大官兵不仅要

政治过硬，还要本领高强。只有真正解

决好“两个差距很大”“两个能力不够”

“五个不会”等问题，我军才能保持铁血

雄风，在各种斗争中赢得胜利。

“未来很远，我们的目光更远。”井

底之蛙很难有“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胸

怀。练就硬本领，必须具备战略思维、

世界眼光、全球视野，在学习对手、研究

对手中制胜对手。中国军人只有胸怀

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勇于做俯瞰大地的“雄鹰”，顺势而

为、提升自己，才能勇于担当，真正不辱

使命、不负重托。

预想最坏的，准备最难的，是为了争

取最好的。有效防范风险，底线思维不可

少。近段时间，华为公司的表现引人深

思。华为海思总裁在致员工的内部信中

言及：华为多年前已经作出过极限生存的

假设，并潜心打造“备胎”计划，在外来先

进芯片和技术不可获得时，将曾经打造的

“备胎”作为底牌。这一应对措施告诉我

们，只有常怀极限之忧，潜心做好应急预

案，才能游刃有余，最终化危为机、化险为

夷。对我军来说，没有问题的时候想到问

题的出现，没有危险的时候想到危险的降

临，多做几套应急预案，多留几个“后手”，

多练就“撒手锏”招法，才能有备无患、遇

事不慌，牢牢掌握主动权。

能力托底才有军事保底。应对未

来战争，没有实战本领，没有“几把刷

子”，到了关键时候上不去、打不赢，军

事手段保不了底，那是要负历史责任

的。全军官兵应时刻想着国家安危，想

着练兵打仗、带兵打仗的神圣职责，积

极投身实战化练兵场，不断熟悉新领

域、掌握新技术、练就新本领，全面提高

新时代打赢能力，切实担负起新时代使

命任务。否则，就无法适应新军事变

革，无法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也将无法

战胜强敌、赢得胜利、收获荣光。

青年官兵“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

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

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

的”。我们相信，赓续红军血脉、保持斗

争精神、历练过硬本领，英雄的人民军队

一定能克服各种艰难险阻，闯过“腊子

口”，打赢“上甘岭”，永远挺立起不屈的

脊梁，取得新长征路上一个又一个伟大

胜利！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军事管理学院）

锻造铁脊梁，练就硬本领
■刘海涛

前不久，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对俄罗

斯赫梅米姆空军基地进行了两次袭击，

共发射了36枚火箭弹，并使用无人机对

弹道进行修正，均被俄罗斯军队的防空

系统拦截。随后，俄罗斯军队出动战机，

将火箭弹发射阵地夷为平地。

去年，在叙利亚重镇拉塔基亚附近，

俄罗斯基地还成功拦截来袭的13架无

人机。

在这两次事件中，俄罗斯军队均展

示了强大的抗打击能力。这启示我们：

加强实战化训练，既要练好突击能力，也

要练强抗打击能力。

一支军队强大的作战能力，不仅体

现在突防能力上，更体现在防御能力、抗

打击能力上。就好比拳击比赛，你打别

人十拳，人家不怕；人家打你一拳，你就

趴下了，认输了，这是绝对不行的。现代

战争，杀伤力、破坏力极大，如果没有强

大的抗打击能力，承受不了敌人的第一

轮打击，就不会有翻盘的机会。只有具

备强大的抗打击能力，才能绝地反击，扳

回战局。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

御性国防政策，强调“人不犯我、我不

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也就是说，

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不会主动

发起战争。然而，当敌人“打第一枪”时，

我们必须要防得了、抗得住。只有抗得

住敌人的先发制人，我们才能做到后发

制人，让对手无还手之力。因此，对中国

军队来说，抗打击能力尤为重要，关乎荣

辱成败，关乎国家安危。

我们这支军队一直有抗打击作战的

优良传统。在抗美援朝战争第三、四、五

次战役中，面对敌人猛烈的攻势，我们有

力抗击，保持胜势，最终把战线稳固在

“三八线”附近。倘若我军的抗打击能力

不强，在机械化战争能力较强的“联合国

军”面前，肯定是要吃大亏的。

时移世易，能力也要因时而变、随时

提升。今天，一体化联合作战已成为战

争的主要形态。提高我军的抗打击能

力，对部队建设和官兵素质提出新的更

高要求。当前，仍有少数单位和官兵敌

情观念不强，联合作战意识不够，防备敌

人突袭的措施不足、方案不实，特别是运

用现代技术防敌打击的手段不多、运用

不好。诸如此类的问题不解决，就会严

重影响我军抗打击能力的提升。

提高部队抗打击能力，体系建设十

分重要。今天，科技已成为战斗力的核

心要素。只有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

建立起灵敏高效的预警网络、信息网络、

防护网络、反击网络，真正形成强大的体

系作战能力，才能在敌人的突袭面前能

生存、能反击、能战斗。

抗打击能力，不仅是体系建设的事，

还与广大官兵息息相关。现代战争，每

名官兵都是体系作战中的一个节点。节

点有力，则体系过硬。如果官兵能力素

质不足，不懂现代战争制胜机理，不懂联

合作战如何实施，就可能成为体系建设

中的一块短板，严重影响一支部队的整

体作战能力。因此，广大官兵只有树牢

敌情意识，积极投身实战化训练，把自己

练成“刀尖子”，练成体系作战中的强固

节点，才能提升对战斗力的贡献值，汇聚

起强大的抗打击能力和后发制人能力。

（作者单位：河南省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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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负是基层官兵的强烈呼声。一些

单位反映，减负减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减

下来。探究起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领

导机关求变意识不强，仍沿用着老思维、

老办法、老手段来减负。

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就“五多”问

题而言，“老五多”未根治，又出现了“新

五多”。这告诉我们，负担在变化，有的

还在借助现代技术滋长蔓延，因此，减

负的方法手段也要与时俱进。倘若还

像以前那样，一提减负，就下部队调研、

搞交流、制定措施，看似减负的劲头很

足，实则不仅没有减下负担，还增加了

很多发文、开会、调查问卷等官兵深恶

痛绝的东西。可见，仅靠发文、开会、定

措施来减轻基层负担，很难有什么实际

效果。

基层的一些负担，有老问题也有

新问题，很多都是顽症痼疾，依靠老传

统、老办法根本解决不了，必须转变方

式、探寻新路，以变来求“减”。这个

变，可以是“思路变”，譬如，树立极简

思维，努力做到少开大会、不用讲稿；

可以是“方式变”，充分利用大数据、云

平台等技术手段，真正做到“让信息多

跑路，让官兵少跑腿”；可以是“机制

变”，不搞层层定制度、级级来加码，严

格层级管理、各负其责。总之，只要让

变化满足官兵需求，紧跟战争节奏，充

分体现效益效能，就一定能把基层负

担减下来，让减负之年真正名副其实、

不负期望。

不求变就难以求“减”
■王 赞 希建波

前不久，第81集团军推出的《为基

层减负增效“双十条”措施》引发热议。

“双十条”大火的背后，是它真正发挥出

了效力，真正为基层减轻了负担，让官兵

可感可触、拥有获得感。

我们都说，纠“四风”抓得好，一个重

要原因就是官兵看到了变化，感受到了

扑面而来的清风，触摸到了纯洁健康的

政治生态。减负也一样，想要减出成效，

必须减少折腾、减少无效劳动，让官兵感

到满意，感到有足够的精力和心思用于

练兵备战。一句话，减负到不到位，评判

的尺子握在官兵手中。

到部队调研，问及官兵减负的成

效，一些官兵反映，并没有感到太多变

化。探究起来，主要是少数领导机关

把主要心思用在制定措施上，满足于

用文件减负、用会议减负，而没有把功

夫下在转工作方式、抓措施落实上。

现在基层的负担，并不是什么“秘密”，

大都是“五多”方面的顽症，以及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事实证明，负担不会

自动走开，除非开对方子、狠下猛药。

倘若只停留于表面上，减负喊得再响

也减不下来，反而会陷入“越减负越

重”的怪圈。

今年是基层减负年。减负之年，

就要见到效果、让人满意。这就需要

各级党委机关真正倾听官兵心声，强

化责任担当，敢于较真碰硬，实施

“靶向治疗”，真正把基层负担减下

来，把官兵包袱卸下来，让大家轻轻

松松投身强军实践，拥有满满的获得

感和成就感。

减负贵在减出获得感
■兰钧杰 钟 伟

大德者寿。95岁的老英雄、人民

功臣、离休干部张富清一辈子坦坦荡

荡、堂堂正正，朴实纯粹、无私无畏，关

键就在于自身硬、底气足。

上世纪60年代，正是国家困难时

期，全面精简人员。身为副区长的张富

清动员妻子“下岗”。张富清对妻子说：

“这是国家政策，首先要从自己脑壳开

刀，你先下来，我才可以动员别个。”

领导带头，干事不愁。党员干部不

仅要在工作中作表率，还要在利益面前敢

于眼睛向内、刀口向里。我们常说，打铁

必须自身硬。领导干部先从“自己的脑

壳”开刀，才能立起标杆、竖起旗帜，推动

各项工作落地生根。倘若领导干部自己

都不愿触碰利益，不愿动自己的奶酪，如

何做好别人的工作？实际工作中，很多矛

盾问题解决不好，就在于少数领导干部私

心过重，不愿从“自己的脑壳”开刀。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领导干部

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他们都看在眼

里、记在心里。“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

不正，虽令不从。”领导干部自我动刀、

自我亮剑，本身就是一种感召力、一种

自我牺牲精神，往往能起到“不令而行”

的效果。否则，讲话再多、措施再硬，也

难以达到预期目的。

当前，我军正处于深化改革、转型

建设的关键阶段，必然会面临大量棘手

问题，很多事情都关乎官兵的切身利

益，更加需要领导干部率先垂范、以身

作则。领导干部如果都能像张富清那

样，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吃苦在前，享

受在后；党和国家事业在前，个人福利

待遇在后，则什么样的改革难题都能破

解，什么样的重大任务都能完成。

思想决定行动。先从“自己的脑壳”

开刀，首先要大胆解放思想，主动来一场

“头脑风暴”。“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守

其苦者亦能获其甜。”对领导干部来说，

只有改革政策落地、官兵思想稳定、单位

发展进步，领导作用才能得到彰显，个人

价值才能得以实现。如果利益面前，总

想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患得患失、畏

手畏脚，这也不敢动，那也不想改，就无

法推动工作落实，不仅会影响事业“更上

一层楼”，还会被官兵“戳脊梁骨”。

从“自己的脑壳”开刀，关键在行

动。当年张富清让妻子下岗，妻子并不理

解。张富清态度坚决：“你不下来我怎么

搞工作？”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但再

难也要去做。共产党人就是为解决难题

而来的，唯一的特权就是带头冲锋、带头

“扛炸药包”。还是毛泽东同志说得好：

“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

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领导

干部既表态，更表率；既用声音指挥，更用

身影指挥；既触动灵魂，更触动利益，才能

充分展示一名共产党人的党性、初心和品

格，也才能影响和带动广大官兵奋斗新时

代、创造新业绩、铸就新辉煌。

（作者单位：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八三医院）

先从“自己的脑壳”开刀
■曹继华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提高党员干

部的政治免疫力，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就是学习到底、改造到老。

党员干部并不是生活在“无菌

区”，各种有害的“病毒”无孔不入，各

种“糖衣炮弹”可能随时袭来，各种围

猎陷阱也会找上门来，处处考验党员

干部的党性、作风和政德，时时检验

党员干部的政治免疫力。免疫力强，

就能抵御不正之风的侵袭。反之，就

可能被各种病毒、诱惑、围猎所“俘

虏”。

百炼方成钢。提高政治免疫力也

不是一劳永逸、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

持续不断的过程，离不开反复学习,不

断自知自省；反复改造，不断革命革

新。可以说，坚持学习到底、改造到老，

保持自身较高的免疫力，是党员干部的

永恒课题和政治任务。

1939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在

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向全党要求：“学

习一定要学到底，学习的最大敌人是不

到‘底’。自己懂了一点，就以为满足了，

不要再学习了，这满足就是我们学习运

动的最大顽敌。”学习使人笃志、智慧、明

理，也能使人少犯错、不犯错。工作中不

难发现，热爱学习、恒久学习的人，不仅

学识深厚，工作得心应手，而且修养良

好，作风深得人心。相反，坐不了冷板

凳、学习浅尝辄止的人，不是工作出差

错，就是作风破底线。纵观那些被查被

纠党员干部的原因剖析，大都是“学习不

够”“对党纪法规知之不够”之类。也难

怪，新知识层出不穷，新规矩不断出台，

不坚持持久学习，自然会导致无知而盲、

无知而错。

如果说学习是吸收，那么改造就

是消化，就是触动思想、触及灵魂，自

我革命、自我革新。周恩来同志说：

“每个党员从加入共产党起，就应该有

这么一个认识：准备改造思想，一直改

造到老。”他还说：“要做到人老精神不

老。人生有限，知识无限，到死也学不

完，改造不完。”现实生活中，有些党员

干部昨天干净，今天却脏了，主要原因

就是忽视了“三观”改造，未能做到改

造到老。党性不会随着党龄的增长、

职务的升迁而自然提升，需要持之以

恒、终身改造。如果一天不自我改造、

自我洗涤，灰尘就会“向我们的脸上大

批地扑来”。俗话说，棉花打杈为结

桃，果树整枝为结果。“吾日三省吾

身”，是改造；“苟日新，日日新，又日

新”，是改造；“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也是改造。革

命者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

从不讳疾忌医，坚持改造到老、革命到

永远。党员干部只有不忘初心、不改

本色，按照“三严三实”要求，不断纠正

错误、完善自我，努力使思想境界、精

神状态昂扬向上，才能摒弃“藏在皮袍

下的小”，在新时代呈现新气象、体现

新担当、实现新作为。

“灵魂之深处，自掘才可能。”学习

和改造是思想上的升华，是提高政治免

疫力的有效途径。我们常说，共产党人

永远年轻。这个“年轻”，就包括免疫力

强，思想纯洁，灵魂圣洁。党员干部只

要坚持恒久学习、永久改造，坚持不懈

消除认识盲区，久久为功加强党性修

养，就一定能筑牢防线、稳固堤坝，不断

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

腐定力，提高排毒杀菌、强身健体的政

治免疫力。

（作者单位：解放军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

学习到底 改造到老
■屈万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