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冈村宁次对

抗日军政大学恨得“咬牙切齿”。他声

称，“宁可用20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学

员，用50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干部”。

日寇为何如此忌惮抗大学员和抗大干

部？日军《支那作战研究纪要》中给

出了答案：“这里的教员来自前线，精

通作战，他们的军事课程安排都是针

对皇军的”。

欲造良将，先觅良师；没有名师，难

出高徒。教员是军事院校的脊梁，是军

事人才的酵母。教之本在师，名师必晓

于实战。军校要锻造出更多的军之脊

梁、胜战英才，就必须坚决贯彻落实

习主席在全军院校长集训开班式上提

出的要求，“打造高水平师资队伍”“培

养一批知晓现代战争的名师”。

我军历来高度重视军校教员队伍

建设。叶剑英元帅指出，“教员是办好

学校的关键”。陈赓大将比喻说，教员

是“做饭做菜”的，学员是“吃饭吃菜”

的，如果教员水平不够，做出来的“饭

菜”学员不爱吃，就培养不出高素质军

事人才。战争年代，正是因为一批有着

丰富作战经验、经过训练一线锤炼的战

将走上讲台，向广大学员传战争之道、

授实战之技、解打赢之惑，才培养出一

批又一批胜战英才，为中国革命胜利奠

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老师是学生明天的样子。”能否

为部队培养出能打仗、打胜仗的军中

良将，关键在于是否有一批知晓现代

战争的名师。然而，一些教员在晓战

研战方面做得还不够好。有的学历很

高，但“含军量”不足；有的任职经历不

够丰富，专业实践技能相对较弱；有的

对教学理论研究较深，对战争理论、战

争机理探索不够。以其昏昏，焉能使

人昭昭。这些问题，就是“读书谓已

多，抚事知不足”，与“从院校直接走向

战场”的要求还有不小差距。

给学员“一杯水”，教员先得有

“一桶水”。信息化时代，战争形态、

作战样式发生很大变化，装备技术更

新越来越快，教员即使之前有“一桶

水”，跑、冒、滴、漏，几经蒸发过

后，现在还剩多少呢？剩下的还是不

是现代战争所需呢？教员如果不加紧

学习，知识就会老化，思想就会僵

化，能力就会退化。“水之积也不厚，

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让自己拥有的那

点水变成“一池水”“长流活水”，就

应时刻研究战争、关注周边安全形

势，加强对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

研究，不断探索指导未来战争的理论

和方法。

管理学中有这样一句名言：“人们

可能不会做你提倡的事情，但一定会

做你考核的事情。”没有哪名教员愿意

自己所教的知识派不上用场。对军队

院校来说，教学评价是指挥棒、刻度

尺，是试金石、倍增器。发挥好教学

评价的导向作用，在教学评价的内容

上紧贴部队实际、作战需要，教员就

会主动了解部队、研究战争。实践证

明，只有形成了完备的教学体系、科

学的考核体系、完善的问责机制，为

战而教的施教准绳才会真正确立起来。

教员是院校的教员，也是部队的

教员，不走向部队、走进训练场，只

呆在书斋里，就难以了解部队真实情

况。只有坚持打通院校教学与部队训

练的“中梗阻”，走开军校教员与部队

干部双向代职路子，让部队实战成果

回馈院校、反哺课堂，让“冒着热

气”的演训成果进入课堂，教员才能

在与部队深度互动中知部队、晓实战。

（作者单位：陆军边海防学院）

培养一批知晓现代战争的名师
—学习贯彻全军院校长集训精神系列谈③

■唐晓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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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时评长城瞭望

“我的假批下来了，明天就可以回

家了。”12月11日，在某旅修理连晚点

名时，连长张凯军让大家看了看休假

报告后接着说：“休假回来，我们再一

起战斗。”

探亲休假，永远是军营里一个热门

的话题。当渴望一年的幸福时光来临，

有多少故事在默默地诉说温情，有多少

笑容在疲惫的脸上绽放。然而之前，一

些官兵提起探亲休假并不像张凯军连

长那样大大方方：“现在这么忙，休假大

家会不会认为我觉悟低？”“领导都没休

假，我怎么好意思休”……曾经的这些

思想顾虑，不知吞噬着多少官兵的幸福

感和获得感。

探亲休假，是身体的补给站，工作

的加油站。科学处理好工作与休假的

关系，使官兵能在休假中处理家庭事

务、调理个人身心，不但不影响单位建

设，还会有助于战斗力提升。三国时，

魏明帝派30万大军征讨蜀国，直逼祁

山。诸葛亮力排众议，让收拾好行装按

例回家探亲的士兵如期启程。留在战

场上的8万将士被丞相的信义之举所

感动，军心大振，个个以一当十，蜀军大

获全胜。去年底，某部调查发现，凡是

探亲休假制度落实好的单位，官兵干劲

更大，家庭矛盾也少。

“落木无边江不尽，此身此日更须

忙。”当前，我军正处于转型发展的攻坚

期，许多官兵为了事业，夜以继日忘我工

作。官兵的背后，也有一个个军属的付

出。有的家属为了让配偶在军营安心工

作，包揽家务，照顾老人小孩，任劳任

怨。有的军娃，放学回家不见爸爸，只能

在视频通话时亲亲爸爸。合理安排符合

规定的官兵探亲休假，有助于官兵给身

体补补能量，给心情换换环境，调整心

态，轻装上阵，重新开始新的战斗。

休假既是制度也是权益，绝不能作

为工作是否敬业的参照和标准。这一

点，如今不仅已成共识，也有制度保

障。2017年4月，军队专门下发《关于

现役军人休假探亲有关问题的通知》，

新修订的《内务条令（试行）》明确规定，

“对符合探亲（休假）条件的军官和士

兵，应当根据部队任务、人员在位率和

工作情况，分批给予安排。”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工作与休假

是不矛盾的，提倡按规定休假和鼓励干

部敬业奉献是不矛盾的。只有让领导

带头休假、督促部属休假成为风尚，广

大官兵才能在探亲休假离队时少一些

忐忑、多一分安然。

探亲休假是工作的加油站
■范翼涛

玉 渊 潭

在年终总结中，很多战友得到表

彰，取得荣誉。如何看待荣誉？近日，

面对刚刚取得的新成绩，解放军总医院

第二医学中心领导借本单位被中央军

委授予“模范医疗保健集体”荣誉称号

13周年之机教育大家：“荣誉是鞭策，是

新起跑线，千万别让荣誉绊住腿脚。”

闻此，笔者想起钱学森和王泽山对

待荣誉的故事。

钱学森被毛泽东称为“火箭王”，人民

给他的荣誉，既多又高。对自己的荣誉，

钱学森曾动情地说：“我作为一名中国的

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

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一生所做的工

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

王泽山被誉为“火药王”，是迄今为

止唯一三次问鼎国家科技奖一等奖的

“三冠王”。每次取得荣誉时，王泽山都

有点“怕”，“我怕我被荣誉弄晕乎了，工

作不努力了”。为此，王泽山院士不敢

功成身退，84岁还跟年轻科研工作者一

起，奋战在火药研究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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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能使人们在心理上产生

满足感，在精神上激发崇高感。荣誉非

常宝贵，值得人们追求。明代思想家顾

炎武说：“人生富贵驹过隙，惟有荣名寿

金石。”古罗马也有这样的警句：“荣誉

是人生的第二遗产”。

荣誉是一种标志，也是一面镜子。

如何对待荣誉，反映着一个人的见识和

境界、精神和作风。

1859年，达尔文的巨著《物种起源》

出版之后，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纷纷发

给他奖章，表彰其光辉的功绩。对纷至

沓来的勋章荣誉，达尔文在给表弟福克

斯的一封信中写道：“为各门科学和全

世界开放的柯普雷奖章被认为是一种

巨大的荣誉，但除了几封亲切的信以

外，这样的事在我看来是无关紧要的”。

跟达尔文面对荣誉的淡定不同，我

国许多老红军在面对荣誉时，更多想到

的是那些因为牺牲而没有获得荣誉的战

友。比如张富清老人，当记者问他为何

要隐藏功名时，95岁的张富清眼睛湿润：

“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献出了自己宝贵

的生命。一个排、一个连的战士，都倒下

了。他们对党忠诚，为人民牺牲。和牺

牲的战友相比，我有什么资格张扬呢？”

“没有荣誉心的军人，是打不了胜

仗的。”克劳塞维茨说：“在一切高尚的

感情中，荣誉心是人的最高尚的感情之

一，是战争中使军队获得灵魂的真正的

生命力。”荣誉对军队的激励作用，拿破

仑这样说，“只要有足够的勋章，我就能

征服世界。”

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共牺牲了

11位师以上高级将领。其中，116师参

谋长薛剑强是最年轻的一位，牺牲时年

仅29岁。把军人荣誉看得比命还重的

薛剑强在日记里曾这样写道：“谁都不

愿死，谁都希望活，然而荣誉却有时推

翻了这个规律，荣誉使人勇于和死神接

近。”在我军历史上，千千万万的革命军

人都像薛剑强一样崇尚荣誉，都把打赢

看作是军人最高的荣誉，把战功看作是

军人最美的光环。

荣誉代表着过去，影响着未来。只

有把荣誉视为奋进的动力，荣誉才能产

生持久奋进的力量。如果抱着荣誉不

放，则会成为压垮人的包袱。正如邓小

平同志所说：“一个人只有不因为自己

的功劳和职位而骄傲，不用来作为‘特

殊化’的资本，反而更加谦虚和谨慎，更

加提高自己的以身作则的责任心，他的

功劳和职位，才是值得尊敬的。否则，

他的骄傲和放肆，必然会把自己淹死。”

对取得荣誉的人，陈毅元帅曾这样

提醒，“虽有功，岂无过失应惭怍。”功劳

更多是“公劳”，荣誉只属于过去。多一

些“惭怍”之心，常存感恩之心、常怀进

取之志，不为荣誉所惑、不为浮言所扰，

就会在成绩面前不失奋斗之志，在赞扬

声中保持清醒头脑，从而在军旅人生再

立新功。

荣誉是新的起跑线
■汤 如

基层观澜

荣誉是一种标志，也是一面镜子。如何对待荣誉，反映着一

个人的见识和境界、精神和作风。

打赢是军人最高的荣誉，战功是军人最美的光环。“没有荣

誉心的军人，是打不了胜仗的。”荣誉代表着过去，影响着未来。

只有把荣誉视为奋进的动力，荣誉才能产生持久奋进的力量。

“小寒大寒，冻成一团”。连日来，

不少部队都在“冻成一团”的严寒中，

“就”着呼啸寒风、“吃”着冰霜雨雪，开

展实战化演练。岁末将至，谁都希望在

演练中取得好成绩，给全年军事训练画

一个圆满句号。但若像右图中的部队

那样，为了取得好成绩而自降难度，弄

虚作假，那就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实战化演练是检验训练水平、衡量

训练效果的有效手段，根本目的是推进

实战化训练，检验和提高部队的整体作

战能力。不实打实、硬碰硬，演练就会

走过场，就检验不出真实训练水平，提

高不了战斗力。实践证明，在冬季综合

演练中，演练内容越难，越能锻造打赢

本领；演练组织越严，越能磨炼摔打部

队；演练标准越高，越能激发练兵动

力。如果为了好成绩而让航模飞慢一

点、把靶子设近一点、把补给少带一点，

这样考核出的虚高成绩，比不合格危害

还大。

年底的冬季实战化演练，不是把一

年的亮点拿到年底来展示一下，也不是

让各个单位的“拿手好戏”来一次华美

“彩排”。在这场演练中，是否摸清自身

底数，远比得到多少分数重要；通过演

练得到多少提高，远比评估结果更重

要。问题是镜子，也是梯子。从某种意

义上说，在冬季实战化演练中，“发现问

题”是最大的收获。查到的问题越有价

值，演练越有成效。因而，有问题不可

怕，可怕的是发现不了问题；发现问题

不可怕，可怕的是掩盖问题。

“让一切不适应战争的事情毁灭在

平时，才能胜利在疆场！”对于冬季训练，

我们的提法先是“冬季适应性训练”，再

后来是“冬季训练”，现在则是“冬季实战

化训练”，从被动地“适应”到主动地“实

战”，几字之差折射的却是从指导理念到

训练内容的全新更迭。在冬季演练中，

搞虚的、假的、空的，“如此操练一千年便

有何用？”只有坚持求真求实，严查严考，

用实训点燃“冬天里的一把火”，坚持打

仗需要什么就苦练什么，什么问题突出

就解决什么问题，才能在真抓实备、真训

实练、真考实评中提高战斗力。

用实训点燃“冬天里的一把火”
■赵镜然 王联红

画里有话

“每棵大树，都曾只是一粒种子。”

1999年12月20日0时整，一队威

武的人民子弟兵跨越拱北口岸，踏上澳

门的土地。一颗种子，从此播撒在这片

国土上。

光阴荏苒20年，种子扎根濠江之

畔，长成葱茏之树，暖人的绿意，融入澳

门美丽的天空。

20年根深叶茂，因为脚下是“祖国

的大地”——深沉的爱国情，是相守与

共的沃土。

400余年骨肉分离的痛，刻骨铭

心。祖国，始终是澳门“梦寐不忘的生

母”。在这片土地上，从郑观应发出“列

强踏破天朝梦，拱卫江山无战袍”的“盛

世危言”，到孙中山“始见轮舟之奇，沧

海之阔”的“务天地之想”；从义士沈米

英勇反抗殖民统治终遭杀害，到“五二

九”惨案引发全澳罢工罢课；从食品印

上“毋忘七七”的救亡热潮，到濠江中学

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曾有人引

用文天祥的词，形容爱国爱澳的传统：

“镜里朱颜都变尽，只有丹心难灭。”

正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的中国

心”，发出这样的心声——“澳门人朝思

暮盼，就盼着家园由自己军队守卫的这

一天！”迎接驻澳门部队进驻的那天，一

位澳门同胞挥舞着手中的五星红旗说。

五星红旗血染的火红里，从来燃烧

着人民军队的赤诚。“你的名字比我生

命更重要”——每逢军营开放活动，驻

澳门部队官兵都以“升国旗、唱国歌”作

为最隆重的开场，表达最崇高的敬意。

丹心相印，息息相通。2018年的

军营开放活动，国旗手的队列里，多了

澳门青少年的身影。这一年，澳门实现

大、中、小学升挂国旗全覆盖。这几年，

驻澳门部队协助澳门数所大学组建国

旗护卫队、仪仗队，为60多所大中小学

培训国旗手。

同升一面旗，同唱一首歌。军营

开放日里，国歌的高唱越来越整齐嘹

亮——人民子弟兵与澳门同胞在一

起，拳拳之爱，赤诚如歌。

20年春华秋实，因为“沐浴着梦想

的阳光”——当梦想照进“宝地”，“映日

荷花别样红”。

“祖国好，所以澳门好。”GDP增长

近8倍，人均GDP增长近5倍；本地居

民失业率从6.3%下降至1.8%；实行10

年义务教育和15年免费教育——曾经

经济低迷，治安堪忧；如今经济繁荣，社

会和谐，文化多元——“回归20年，是

澳门历史上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生

活在澳门，办公在横琴”，越来越多的澳

门同胞，选择到大湾区寻找更广阔的发

展空间。他们说，因为与祖国同行，澳

门才梦想开花。

“澳门好，因为祖国好。”从退伍时

才能到澳门市区“看一看”，到入伍前

就曾到澳门市区“逛吃”过；从刚入驻

时栖身近乎全封闭的龙成大厦，到有

了更宽阔的营区、更多的外出机会；从

惊叹澳门的如锦繁华，到自豪内地的日

新月异——新时代的“莲花卫士”，更加

从容自信地矗立于霓虹灯下。

“我们手牵手走在西望洋山上，看

红日照亮了东方”。“同心共圆中国梦”，

是驻澳门部队与澳门同胞开展系列文

化联谊活动“中国故事”的主题。173

场活动，覆盖澳门6所大学、58所中小

学 、200多 个 社 团 —— 数 字 会“ 说

话”——澳门故事、驻军故事，是中国故

事闪亮的篇章。祖国好、民族好、澳门

明天更美好——人民子弟兵与澳门同

胞在一起，梦想天空，写满希望。

20年风雨守望，因为知道“我是

谁，为了谁”——驻澳门部队诞生于3

月 5日，与那位平凡而伟大的战士雷

锋，有着相同的血脉、共同的基因——

全心全意为人民。

把初心作恒心，把使命当生命，“报

答你是我唯一的倾诉”——无论战争年

代浴血奋战，还是和平时期“最美逆

行”，人民子弟兵，力量来自人民，心中

装着人民，一切为了人民。“那一年，那

一月，那一天，自己的队伍走向你。爱

有多深、情有多真，从此为你遮挡风和

雨。”这句驻澳门部队创作的《澳门组

歌》的歌词，是誓言，更是行动。

两年前，澳门遭强台风“天鸽”正面

袭击。人民军队首次在港澳地区展开

灾后救援行动。官兵三昼夜鏖战，污水

浸透迷彩，轻伤不下火线。送走“天

鸽”，15万人参与签名活动、17本写满

感谢与祝福的签名册，送到驻澳门部

队。有澳门同胞深情地写下：“有你们

真好”。

这是真诚谢意，更是血浓于水。“你

的黑色眼睛，与我一样明亮；我的血脉，

与你紧密相连”——人民子弟兵与澳门

同胞在一起，守望相助，血脉情深。

1999，2019——20年，根柢槃深，枝

叶峻茂，人民子弟兵与澳门同胞在一

起，共同诉说着绿叶对根的情意。

绿

叶

对

根

的

情

意

—
写
在
中
国
人
民
解
放
军
进
驻
澳
门
二
十
周
年
之
际

■
邵

薇

周 洁图

欲 造 良 将 ，先 觅 良

师。能否为部队培养出

能打仗、打胜仗的军中良

将，关键在于是否有一批

知晓现代战争的名师。

一批有着丰富作战

经验、经过训练一线锤炼

的战将走上讲台，向广大

学员传战争之道、授实战

之技、解打赢之惑，方能

培养出一批又一批胜战

英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