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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在中央军委基层建设会议
上明确指出：“要锻造能打仗、打胜仗的
过硬基层，使基层真正做到召之即来、
来之能战、战之必胜。”习主席的重要讲
话，立起了新时代基层建设必须强化战
斗队思想的鲜明指向，必将有力激发广
大官兵练兵备战热情，推动战斗力标准
在基层落实。

锻造能打仗、打胜仗

的过硬基层，必先突出党

委领导这个“领头雁”

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基础
在基层，活力也在基层。实践证明，衡
量和评价基层部队打仗思想是否牢固，
心思精力是否聚焦，统筹谋划是否到
位，想打仗、练打仗、钻打仗氛围是否浓
厚，以战领建、抓建为战思想是否牢固
等，首先是看党委领导的作用发挥。

充分认清根本职能。军队首先是
一个战斗队，是为打仗而存在的。虽
然我军在不同时期担负的具体任务不
同，但作为战斗队的根本职能始终没
有改变。守不忘战，将之任也；训练有
备，兵之事也。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
零。党委领导应强化忧患意识，认清
周边安全环境，狠抓和平积弊纠治，教
育引导官兵强化“随时上战场”意识，
真正使战斗队思想在官兵头脑中深深
扎根。强化担当精神，认清自身弱项
不足，主动亮出战斗员第一身份、扛起
备战打仗第一职责，把提高打仗本领
作为紧迫任务。坚持各项战备制度，
落实战备工作，常态组织实战实案演
练，使人员、装备、物资等时刻保持引
而待发的战备状态，确保遇有情况能
够迅即出动、决战决胜。

牢固树立战斗力标准。习主席强
调：“要坚持战斗力标准，强化战斗队思
想，把备战打仗指挥棒在基层牢固立起
来，按照对战斗力的贡献率统筹各项建
设。”这要求我们必须加强对军事、政
治、管理、保障等各项建设的统筹规划，
确保所有工作、各种资源、奖惩激励始
终向战斗力聚焦。切实处理好抓训练
与保安全的关系，坚持从实战需要出
发，从难从严训练部队，遵守规程，遵循
规律，坚决摒弃“危不施训、险不练兵”
“消极保安全”的现象。处理好战备训
练与管理工作的关系，树立科学理念，
创新管理模式，把准为战指向，真正管
出训练效益、管出评价导向、管出胜战

本领。处理好物质条件与战斗精神的
关系，继承发扬我军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引导官兵始终
保持勇猛顽强、敢打必胜的血性胆魄。

始终聚焦主责主业。着眼为强军事
业夯实基础，紧紧围绕备战打仗这个主
责主业加强基层党的建设，使之成为部
队战斗力的增强剂和功放器，切实把党
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制胜优
势。坚持以能打仗、打胜仗为根本着眼
点，突出练兵备战，强化实战实训，不搞
表面上热闹、实际上无效、形式大于内容
等活动，坚决防止和纠治游离中心、冲击
中心、干扰中心的苗头倾向。着力强化
带兵打仗、练兵打仗思想，督促基层紧紧
围绕能打胜仗解难题、抓落实，做到事关
备战打仗的紧前推进，利于打仗的一抓
到底，确保把全部心思、主要精力用在训
练上、投在打赢上，真正为战斗力生成提
高减压减负。牢固立起鲜明导向，大力
表彰谋战抓训、实战实训的先进单位，大
力宣扬勤学苦练、成绩突出的训练典型，
大力营造训好光荣、练精吃香的浓厚氛
围，持续激发练兵动力。

锻造能打仗、打胜仗

的过硬基层，核心是立起

实战实训这个“风向标”

强军必兴训，实战先实训。当前，
全军持续掀起军事训练热潮，官兵练兵
备战更加自觉。但同时也要看到，贴近
实战不紧、紧跟前沿不够、统训抓训不
实、训练保障不细等问题还不同程度存
在。破解这些训练中存在的问题，需要
深挖根源、集智攻关，坚持仗怎么打兵
就怎么练，打仗需要什么就苦练什么，
部队最缺什么就专攻精练什么，全面提
高基层实战化训练水平。

瞄准实战标准抓训练。部队强大
的战斗力,根本上是源自于严格的实战
化训练。军事训练离实战越近，打赢就
越有底气。紧跟时代发展，集中精力研
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准确把握
现代战争制胜机理，真正把强敌、环境、
力量、资源、战法等研究透。创新训练
模式，抓联合作战训练强化体系对抗能
力，抓复杂环境下训练提升战术素养，
抓极限条件下训练磨砺战斗意志。加
速改革转型，围绕新编作战单元、新型
作战力量、新质作战能力等因素，积极
探索基层战斗力生成和运用特点规
律。提升训练质效，从人员、时间、内容
等方面入手，抓住关键战位，落实训练
时间，优化措施流程，切实让真打实训
在基层蔚然成风。改善训练保障条件，
加强训练场地建设，推动作战数据建

设，引导基层用数据支撑指挥、调控训
练、优化管理、牵引建设。

树立问题导向抓训练。问题是时
代的声音，是工作的导向。应当把发现
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摆上重要位
置，真正厘清是思想问题还是能力问
题，是装备问题还是人的问题，是决策
问题还是落实问题，对突出短板弱项扭
住不放、持续用力，一个问题一个问题
解决，确保取得成效。既要具体问题具
体分析，解决现实难题，也要抽丝剥茧、
寻本追源，分析规律、找准症结，解决倾
向性、规律性问题。坚持跟踪问效、常
抓不懈，对初见成效的工作，保持长期
抓、反复抓的决心韧劲，力争形成工作
机制、养成良好习惯。真正扑下身子、
沉到一线，尊重官兵主体地位，解决问
题坚持问计官兵、问效基层，切实增强
工作实效。

落实铁律要求抓训练。依法治
军、从严治军是建设强大军队的铁律，
稀稀拉拉、松松垮垮打不了仗，更不可
能打胜仗。始终坚持依法治军、从严
治军方针,严格部队管理,保持基层部
队正规的战备、训练、工作、生活秩
序。严格按纲施训，练强单兵、练精装
备、练全要素，防止随意更改训练计
划、降低训练标准、减少训练时间等现
象。坚持从严从难，加大对抗性训练
力度，强化实兵战术对抗训练和专业
技术对抗训练，把精神逼到绝境，把体
能累到极限，把技战术练到极致。敢
于较真碰硬，推行训练问责制，刀口向
内深纠不良训风、演风、考风，将训练
监察贯彻全程，全面彻底纠治演训中
的形式主义、好人主义，坚决把虚假作
风和水分赶出训练场。

锻造能打仗、打胜仗

的过硬基层，关键是扭住

制胜因素这个“支撑点”

在战争制胜问题上，人是决定因
素，现代战争更要紧紧抓住人才这个关
键因素，大力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
死”的战斗精神。但也要看到，随着科
学技术不断发展进步，武器装备因素的
重要性越来越突出。锻造能打仗、打胜
仗的过硬基层，需要在加强基层软硬件
建设上下功夫。

切实建强人才队伍。宰相必起于

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国家之间、军
队之间的较量，说到底还是人才的比
拼。基层党委领导应把人才培养摆上
重要位置，树牢“有一技之长是人才、胜
任本职岗位是人才、经过组织培养人人
皆可成才”的大人才观，着眼战斗力生
成配打仗型干部、育战斗型骨干、练全
能型士兵。区分层级建强队伍，围绕平
时带兵建连、战时带兵打仗，明确培养
目标要求，重点抓好连队主官、基层军
官、专业士官和关键岗位人才的培养。
多措并举提升素质，用好军事训练平
台，激励官兵争当训练尖子、技术能手、
精武标兵。用好武器装备平台，引导官
兵练通装备、练精技术、练强本领。用
好重大活动平台，通过实兵实弹演习和
急难险重任务，锤炼官兵实战能力和心
理素质。

大力培育战斗精神。气为兵神，
勇为兵本。革命战争年代，我军之所
以在无数战斗中以弱胜强，靠的是“一
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军人
生来为战胜，须臾不可无血性。深化
学习教育，结合“传承红色基因、担当
强军重任”主题教育，推进红色基因代
代传工程，让官兵从我党我军光辉历
史、经典战例、英雄事迹中汲取红色养
分、强化使命担当，夯实听党指挥、英
勇顽强、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思想根
基。突出实践磨砺，广泛开展群众性
练兵、实战化比武活动，依托艰苦环
境、险重任务、比武竞赛等摔打部队，
培养官兵不怕苦累、连续奋战、敢打敢
拼的血性胆魄。强化文化熏陶，积极
开展唱战斗歌曲、讲战斗故事等活动，
打造尚武、练武、精武的文化环境，培
塑为了胜利一往无前、除了胜利一无
所求的价值追求。

管好用好武器装备。打仗离不开
武器装备，人的因素同武器装备结合在
一起，才能成为制胜要素。在当前装备
更新换代、新老交替的转型期，我们既
要练好练精手中现有武器装备，也要超
前学习研究新型装备，努力实现人与武
器的有机结合。对基层部队来讲，应赓
续爱装管装好传统，教育引导官兵认清
装备连着战斗力，搞清装备技术性能、
相关参数和运行环境要求，严格依规用
装，自觉落实装备管理制度，实行科学
化、精准化、信息化管理，使武器装备时
刻保持良好的战技术性能，为锻造能打
仗、打胜仗的过硬基层提供坚实的物质
技术保证。

（作者单位：71602部队）

坚持战斗力标准，强化战斗队思想，把备战打仗指挥棒在基层牢固立起来

锻造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基层
■范建立

1929 年 12 月召开的古田会议，是
我党我军发展史上具有重大而深远影
响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通过的《中国
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
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创造性提出
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一系列方针原
则，回答解决了建党建军带根本性、方
向性的重大问题。在古田会议决议诞
生 90周年之际，重温这篇不朽的纲领
性文献，从中汲取智慧和营养，仍然能
够产生强烈的思想震撼，带来深刻的现
实启迪。

古田会议决议是马克思主义建党
建军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
结合的科学产物。1928 年 4月，朱德、
陈毅率领部队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的
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随后成立中国
工农红军第四军。由于红四军主要成
分是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旧军队起义官
兵等，部队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单纯军事
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等错误
思想。如何纠正错误思想、建设新型人
民军队等问题，红四军党内未能取得一
致意见。加之，红四军出击东江失败，
部队思想混乱、士气低迷，面临着严峻
考验。在红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根
据“中央九月来信”，红四军召开了第九
次党代会。会议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
草的八个决议案，形成了我党我军历史
上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决议内容极
其丰富，主要贡献包括：

确立思想建党原则。古田会议决
议深刻阐述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极
端重要性，明确提出党的建设的核心问
题在于坚持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指
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
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
正确路线，妨碍极大。”“不提高党内政
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
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担负重大
的斗争任务。”决议指出有计划地进行
党内教育，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强调
通过教育“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
都政治化、科学化”。决议列举了红四
军党内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表现，深
刻分析了存在原因和危害，提出思想建
党的具体途径。

明确政治建军方略。古田会议决
议阐明了党与军队的关系，从政治上、
思想上、组织上确立了党领导军队的基
本原则和制度，强化了党对军队的集中
统一领导。决议指出“军事只是完成政
治任务的工具之一”，批判了“军事好，
政治自然会好”等单纯军事观点，强调
“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
论”，规定在红军中建立党的“领导的中
枢”。为保证党对红军的领导，决议对
如何提高党员质量，健全党的各级组织
和组织生活，实行集体领导原则，加强
党的组织性、纪律性等，都提出了明确
的要求。

奠定政治工作基础。古田会议决
议确立了我军政治工作方针、原则、制
度，指出：“红军的军事机关与政治机
关，在前委指导之下，平行地执行工
作。”决议对红军党组织的地位及职能、
政治委员与党内工作的关系、政治机关
设置等，均作了明确。强调“红军的宣
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其任
务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
决议还规定了瓦解敌军的政策方法、政
治工作的作风等。

树立新型军队样子。古田会议决
议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
务的武装集团，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
具。强调红军决不是单纯打仗的，打
仗、筹款、做群众工作是红军的三大任
务。决议明确规定红军官兵政治上平
等，强调保障士兵的民主权利，坚决废
止肉刑，纠正打骂士兵等旧军队的管教
方法。决议重申红军必须遵守三大纪
律和六项注意，坚持军民团结等。这些
规定要求，从根本上划清了红军与旧军
队的界限。

时光荏苒，经典永恒。90年来，古
田会议决议如思想火炬，照耀着我们
党砥砺前行、不断发展壮大，指引着人
民军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从胜
利走向胜利。决议的思想价值、指导
意义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奋进在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阔步在强军
兴军新征程，要求我们必须大力传承
红色基因，弘扬古田会议精神，始终坚
持古田会议决议所确立的思想建党、
政治建军原则，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强军
思想武装头脑，打牢听党指挥、献身强
军事业的思想政治根基；始终坚持党
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
全面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任何
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从党中央、
习主席指挥；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性
质、宗旨和本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永远做人民的子弟兵；始终把“打
仗”作为首要任务，紧紧扭住能打仗、
打胜仗这个强军之要，练就过硬本领，
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我军的新时代
使命任务。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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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一个国家发展进步的灵魂，
也是一支军队发展进步的灵魂。我军要
赢得军事竞争主动，最需要的是创新，
根本出路也在创新。广大官兵是创新的
源头活水，应充分尊重他们的首创精
神，积极鼓励他们投身致力于创新事业
中去，做新时代的创新先行者。

推动军事创新，必须大力弘扬首创
精神，首创精神是推动军队改革发展的
强劲动力，是一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状
态。新时代，强军兴军步伐不断加快，
同时又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机遇与
挑战并存。广大官兵应积极投身时代变

革的洪流中去，前瞻性分析思考各种机
遇与挑战，把首创精神融入到强军兴军
事业的各领域全过程，积极开创强军事
业新局面。

打造一流创新环境，必须营造勇于
创新、鼓励创新的良好氛围，形成浓郁的
“创味”，把创新活力充分释放出来。创
新动力不足、创新氛围不浓是制约军队
改革创新的主要障碍。广大官兵应燃起
干事创业激情，拿出直面矛盾问题、创造
性解决顽瘴痼疾的勇气，做敢为人先、革
故鼎新的弄潮儿。

军事领域是创新创造最激烈、最活
跃的领域之一，求新求变的创新思维，
成为助推世界新军事革命、催生战斗力
跃升的必备素质。不创新不行，创新慢
了也不行，抢占战略竞争制高点，对创

新提出极高要求。这要求官兵应摒弃一
切僵化保守的落后思维，努力为军事领
域自主创新、前沿创新、颠覆创新、交
叉创新、协同创新贡献智慧力量。

依靠改革创新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
实现跨越发展是决定我军前途命运的关
键。人民军队靠改革创新走到现在，也
要靠改革创新赢得未来。创新浪潮催使
广大官兵既要传承弘扬我军建军治军的
特有优势、传家法宝，使党指挥枪的显
著优势在新时代更加突显，又要与时俱
进落实改革强军战略，确保军事理论有
创新、战法战术有绝招、武器装备有杀
手锏，着力打造新时代革命军人敢于创
新、善于创新的创新形象。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

工作研究院）

做敢为人先的创新者
■彭洲飞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

代主题，但战争威胁从未远去，“丛

林法则”依然没有改变。如果危机意

识淡薄，思想和精神懈怠，就会得

“和平病”。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必

须坚决丢掉幻想，把备战打仗指挥棒

牢固立起来，做好随时打仗的充分准

备，尤其是做好备战打仗的思想准

备，切实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

代使命任务。

丢掉“仗一时打不起来”的幻

想。我军已经30多年没打仗，承平

日久，有的官兵天真地认为“打仗离

我还远”。这是“和平病”的典型表

现。一支军队的衰败，往往是从滋生

和平积弊开始的。历史上，清军八旗

兵曾骁勇善战、所向披靡，然而到后

期却变得不堪一击。主要原因就是长

期太平无战事，八旗子弟无所事事，

整日提笼遛鸟、游手好闲，最后连马

都不会骑。忘战必危、殆战必败。和

平积弊是战斗力最致命的腐蚀剂，必

须坚决破除。

军人生来为打仗。虽然现阶段我

国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的可能性不

大，但因领土、领海等争端引发武装

冲突甚至局部战争的可能性始终存

在，这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对可能发生的战争风险，我们应始终

保持战略清醒，保持盘马弯弓、箭在

弦上的作战准备。

廓清“仗打起来不一定轮上我”

的模糊认识。有的官兵存有这样一种

片面认识：现代战争大多是小规模的

局部战争，仗真打起来，肯定是一线

部队先上，我在后方，轮不上。这是

典型的侥幸心理和麻痹思想。与传统

战争相比，现代战争远程打击能力空

前增强，前方后方都是战场，且现代

战争都是一体化联合作战，军事、政

治、后勤、装备各作战要素都需无缝

衔接、全面融入，不论处在哪个岗

位，都是战斗员。再者，我们面临的

对手复杂多元，既有现实对手也有潜

在对手，说不定在哪个方向就会出现

战事。谁能置身事外？

过去讲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

在要讲养兵千日、用兵千日。因为部

队天天都在执行任务，呈现练兵用兵

一体化、兵力运用常态化的特征。这

就要求我们必须打牢养兵千日、用兵

千日的思想根基，做好首战用我、随

时用我的思想准备。

破除“等准备好了再打仗”的错

误思想。当前，国防和军队改革正在

深入推进，有的官兵因此错误地认为

现在还不是打仗的时候，幻想着等改

革完成了，训练到位了，武器装备全

面升级了，我们再准备打仗。

战争从来都充满着偶然性和不

确定性，什么时候打，不仅仅取决

于我们，还取决于对手。敌人不会

等我们都准备好了再来，战争也不

会等改革完成后再爆发。从世界历

史看，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遭

到反法联军的多次攻击，正是在其

开展军事改革的过程中；20世纪40

年代，日本偷袭珍珠港，也是在美

国进行机械化军事改革时。从我国

近代史看，日本对我发动的甲午战

争、全面侵华战争，哪一次是等我

们准备好了？哪一次不是突然袭

击？历史的教训警示我们：改革当

头，练兵备战的要求不是变低了，

而是更高了；不是可以放松了，而

是“睡觉也要睁只眼”。

“思想的锈蚀比枪炮的锈蚀更可

怕。”以上这些错误思想认识，容易

侵蚀官兵备战打仗的思想根基。面对

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面对我国的

安全和发展环境，广大官兵应强化威

胁就在眼前、战争随时来临的意识，

强化首战就会用我、勇于直面战场的

意识，强化只争朝夕练兵、时刻准备

战斗的意识，积极投身练兵备战，切

实提高备战打仗能力，确保召之即

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作者单位：陆军步兵学院石家庄

校区）

备战打仗首先要做好思想准备
■陈建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