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八一评论 E-mail:jfjb81pl@163.com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３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桑林峰

长城瞭望

今天，很多军队院校都悬挂着这样

的标语：“从这里走向战场”。的确，一

所真正的铁血军校，就是一座“胜战熔

炉”。从军校走出来的学员，必须能打

仗、打胜仗。

军队院校因打仗而生、为打仗而

建，必须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

人才，使人才培养供给侧同未来战场需

求侧精准对接。而最好的供给，就是让

军校大门对接一线战场，让学员能够

“从院校直接走向战场”。

学员的培养，是“最艰巨的战争准

备”。之所以艰巨，是因为战争能力的

培养是复杂的系统工程，绝非一日之

功，必须紧贴时代发展、紧贴战争发展，

把学员们打造成德才兼备、智勇双全的

“合金钢”。唯有如此，才能让学员一毕

业就能走上战场。

我军很多优秀指挥军官，比如王锡

民、满广志、蒋佳冀等，他们善于带兵打

仗，离不开院校的实战化培育，以及联

合作战指挥训练。如果军校学员毕业

后还要到部队适应一段时间，甚至在打

仗理念、装备运用、技术储备上落后于

部队，无疑会影响军事斗争准备，影响

新时代强军事业。明天打什么仗，学员

就应适应什么战场，这才是军事院校培

养人才的根本要求。否则，“从这里走

向战场”就仅仅是一句口号。

战争总是不期而遇。我们不能让

人才培养经过几个来回，等完全有作战

能力再打仗，而应让毕业学员走出军校

就能上战场。如果说军校是一个工厂，

那么能打仗、打胜仗的学员就是“合格

产品”。倘若出不了“合格产品”，军事

院校就不配姓军为战。

曾任延安炮兵学校校长的朱瑞提

出，“变学校为部队，拿部队当学校”。

让军校大门对接营门、对接战场，一直

是我军的优良传统。延安时期的我军

院校，培养的学员可以直接用于战场，

比如抗大毕业的学员，是各个抗日根

据地最抢手的人才，因为他们有知识、

会打仗、能指挥、善思考，一个抗大学

员就是一个小智囊库。1939年9月，深

入敌后办学的抗大二分校学员正在河

北灵寿县陈庄进行野外训练，突遇日

军独立第八混成旅团长水原义重带领

1500余人实施偷袭。面对敌情，抗大

学员迅速按照遭遇战的战法，占领有

利地形，先敌展开、先敌开火。最终，

日军除少数漏网外，大部被歼。这次

抗大学员参加的战斗，被中共中央称

为“模范歼灭战”。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培养合格学

员，对党忠诚是第一位的。我们常讲，

德才兼备，德为帅。对军校学员来说，

最大的“德”就是听党指挥。著名的阿

里巴巴公司，培养人才就很重视团队精

神和价值观的考核。要想成为真正的

“阿里人”，“德绩”要占到50%。阿里巴

巴之所以能经受市场经济的洗礼，与他

们对价值观的强烈认同是分不开的。

我们的军校学员普遍缺乏对马克思主

义理论的系统学习，缺乏对我军光荣传

统的深入了解，缺乏艰苦环境和复杂斗

争的锻炼，要想经得起战场的考验，必

须先过忠诚关。军校学员只有对党绝

对忠诚，听党话、跟党走，才会让红色基

因、血性胆魄根植内心，在需要的时候

冲锋向前、勇敢战斗。

培养合格学员，能打胜仗是立身之

本。军校学员，首先是战斗员。如果培

养的学员在主责主业上不过硬，就不配

称之为战斗员。“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

师。”懂打仗、会打仗的教员才能培养出

能打仗、打胜仗的学员。当前，我军院

校教员参加过战争、懂得现代战争的，

数量还很有限。有的教员思想深处依

然追求“以前的仗是怎么打的”“过去的

课是怎么上的”“往届的学员是怎么教

的”，用旧思维面对新事物，这些都是要

不得的。只有充分走开人才交流的路

子，大量引进作战部队一线优秀指挥员

担任教员，才能培养出既有理论又懂实

战的军校学员。

学员直接走向战场，不懂现役装备

不行。纵观我军院校使用的装备，很多

都落后于作战部队，有的甚至是我军淘

汰的装备。对装备而言，原理不同，使

用必然不同，学了机械化装备还得从头

学习信息化装备。这就需要把现役装

备引进院校、引入教学。只有这样，才

能实现装备与人才的最佳结合，让毕业

学员分到作战部队就能很快驾驭信息

化装备，真正实现“不让装备等人才”。

“打仗需要什么就教什么，部队需

要什么就练什么，确保培养的人才能

够打赢现代战争。”我们相信，乘着全

面深化我军院校改革的东风，找准面

向战场的路径，真正把战斗力标准牢

固立起来，就一定能培养出能打仗、打

胜仗的人才，让今天的学员成为明天

战场的强将。

让学员一毕业就能上战场
—学习贯彻全军院校长集训精神系列谈④

■吴 旭

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

长期性。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离不开良

好的制度保障。

习主席在上海考察时强调，要“通过

健全制度、完善机制，使‘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这个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党员干部的

终身课题常抓常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

会也指出，“要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

制度”。这些都清晰地告诉我们，守护初心

使命，需要制度的力量、制度的作用。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制度

如渠，行为如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既要教育引导、文化熏陶、典型示范，也

要健全机制、完善制度。一切法治和一

切制度，都离不开为谁服务、为何奋斗的

问题。有了制度的守护，党员干部才可

以更好地按照初心使命的规范要求担当

作为、干事创业。反之，如果没有制度约

束，党员干部就可能脱轨越界、脱纲离

谱，违背我们党的初心使命。

初心和使命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句

话”，却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宣示着

我们党的理想信念、性质宗旨、党性原

则、作风纪律等。这一切大都体现在我

们党的制度规定中，譬如《党章》《中国共

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关于新形势下党内

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等等。可以说，严格遵守党

的法规制度，就是不忘初心使命，也是在

践行初心使命。

事必有法，然后可成。对党员干部

来说，不遵守制度机制，不执行党规党

纪，就是对初心的背离、对使命的丢弃。

从那些被查被纠的官员来看，他们都有

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无视制度规定，肆

意违反党规党纪。探究起来，其背后深

层次的是价值观的丧失，也是初心和使

命的失守。也难怪，很多违反党纪法规

的党员干部，面对《党章》反思时，往往痛

哭流涕、悔恨不已。

“君子检身，常若有过。”发挥制度威

力，践行初心使命，就要经常对照党章党

规找差距。党章党规明确规定了党员干

部的责任义务、行为规范。党员干部只有

以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逐

一对照党章党规，全面查找各种违背初心

和使命的问题，真刀真枪解决问题，才能

擦亮初心、强化使命，在为党分忧、为国干

事、为民谋利中实现新的更大作为。

守护初心使命，除了遵守党章党规

外，还要不断健全制度、完善机制。各级

党组织要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精神，全面梳理两批“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成果，把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

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努力形成长效机

制，坚持不懈锤炼党员干部忠诚、干净、

担当的政治品格。

(作者单位：32653部队)

用 制 度 守 护 初 心 使 命
■李晓武

长城论坛 基层观澜

中央军委基层建设会议指出，全

面锻造听党话、跟党走的过硬基层，

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基层，法纪

严、风气正的过硬基层。怎样才算

“三个过硬”基层？一个重要的检验

标准就看能否完成硬任务。

基层单位存在的价值，就是要听

党指挥，决战决胜。凡是过得硬的基

层，从来都是难关能闯、难题能解、

难仗能打，也就是说关键时候上得

去，没有完不成的任务。如果一个基

层单位整天喊着“能打仗、打胜

仗”，一遇到大项任务却完不成，一

遇到棘手问题就往上推，这就不叫过

硬基层。

1958年成立的空军地空导弹第

二营，取得多次击落敌高空侦察机的

战绩，开创了世界防空史上用地空导

弹击落敌机的先例，被国防部授予

“英雄营”荣誉称号。后来，毛泽东

指示把“英雄营”全体官兵接到北

京，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他们。

不仅这个单位，我军许多基层单位，

比如进藏先遣英雄连、黄继光英雄

连、杨根思连、新兴里战斗模范连

等，都因善攻坚、敢冲锋，能圆满完

成硬任务而在军史中熠熠闪光。

今天，比起那些获得荣誉称号的

基层单位，少数基层单位完成任务的

能力有所下降。有的平时工作这也行

那也行，一接受硬任务这也不行那也

不行；有的完成一般性工作还行，一

遇到急难险重任务就“掉链子”；还

有的依靠自身很难完成大项任务，不

是要上级机关加强力量，就是要技术

单位提供保障。诸如此类的基层单

位，经受不住各种任务的检验，就很

难称之为过硬基层。

完成硬任务，最重要的是能完成

战斗任务，具备新时代打赢能力。基

层战斗力过硬，我军才能克敌制胜。

打仗主要靠基层官兵冲锋陷阵，关键

时刻上不去，再高明的指挥员也束手

无策。尤其是现代战争战略决策、战

役指挥、战术行动高度一体，更强调

精兵作战、精兵制胜。作为遂行战斗

任务的基层单位，只有随时能上得

去、扛得住、打得赢，才可以说自己

是过硬顶用的“刀尖子”。

全面锻造过硬基层是带兵人的

重要职责。只有下大力解决好基层

建设中战斗堡垒作用、练兵备战、

思想教育、部队管理、作风建设等

“跟不上”的问题，努力做到政治

上过硬、战斗力过硬、治军带兵过

硬，才能圆满完成各项任务，真正

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

胜，为推进新时代强军事业提供坚

实基础和支撑。

（作者单位：95112部队）

能完成硬任务才叫过硬基层
■邓开明

八一时评

敢不敢面对首战，能不能打好
首战，检验着军人的血性担当，也考
验着军人的能力素质。

军人时刻准备上战场。对于每名官

兵来说，我们不妨问问自己，“首战用我”

的能力有没有？

第80集团军某旅侦察营营长李庆

昆有！

李庆昆在马里维和期间，当地武装

矛盾突然激化。面对不断升级的局势，

指挥部决定举行一场实弹战术演习，以

武慑敌、以慑止战。“谁来打响第一枪？”

演习前一天，指挥长的发问，使现场瞬间

安静下来。大家都知道这“第一枪”的重

要性：打好了，扬我军威，不战而屈人之

兵；打不好，长敌气焰，局势或会发生突

变。关键时刻，李庆昆挺身而出。演习

开始，李庆昆一枪击中目标。随后，战友

们火力齐开，各种武器喷吐着火舌，靶标

被打得千疮百孔。看到这一场景，不明

身份的武装人员相继离开。

李庆昆的这一枪，是我军赴马里维

和的第一枪，打出了国威军威，有力震慑

了武装冲突人员。

战争关乎国家安全、人民幸福。要想

取得胜利，首战至关重要。兵法上有一个

重要法则，那就是争取首战胜利。首战取

得胜利能极大地鼓舞军心士气，为后续胜

利打下坚实基础。敢不敢面对首战，能不

能打好首战，检验着军人的血性担当，也

考验着军人的能力素质。

因此，“首战用我，用我必胜”绝不是

说说而已，也不是喊口号那么简单，真正

要把誓言落地，是需要下一番功夫的。

“首战用我”，用你能堪用吗？如果平时

滥竽充数，肯定不敢站出来；如果平时搞

假把式，也肯定打不赢。要想做到“用我

必胜”，不经真刀真枪的实练不行，没有

一枪毙敌的本领也不行。

李庆昆为何敢打“第一枪”？他的回

答是：“这些年的苦练，那么多子弹不是白

打的。”手枪速射，他坚持练同一个动作上

千次；攀登训练，他“承包”了一条攀登绳，

一爬就是十几遍；手榴弹投准，他练得吃

饭时连筷子都拿不稳……14年的军旅生

涯，17处伤痕伴着李庆昆从普通一兵到特

战精兵，从精武标兵到基层优秀指挥员。

今天，一体化联合作战已成为战争

的主要形态。首战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

“第一枪”，可能是飞机的第一次攻击、导

弹的第一次发射、舰艇的第一次出击，等

等。打赢“首战”，对广大官兵提出了新

的更高要求：不仅要具备过硬的军事素

质，还要具备良好的政治素养；不仅要懂

得本兵种专业，还要精通联合作战技能；

不仅要能打敢拼，还要具备技术理性。

未来战争，牵一发而动全身。只有具备

新时代打赢能力，我们才能掌握战争主

动权，夺取战争的最终胜利。

首战不简单。为了打赢“首战”，广

大官兵必须强化实战化训练，摒弃和平

积弊；必须直面血与火的考验，丢掉“一

切幻想”。准备战争、打赢战争，永远都

是军人的主责主业、神圣使命。

（作者单位：75180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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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勃

调查了解，部分官兵盲目迷信于

微信撤回功能，把撤回键当作保密

锁。殊不知，微信消息撤得回，涉密隐

患“撤不回”。

谋成于密而败于泄。涉密信息发

送之后马上撤回，看似只在软件上走了

一遭，好像“了无痕迹”，实则早已被后

台拓下备份，涉密隐患由此而生。涉密

信息一经触网，往往会在当事人毫无察

觉中，就被他人从途中窃走。无论任何

时候，保密就是保安全、保发展、保战斗

力。倘若我军的军事行动、决策部署被

提前泄出，那么战场上便如同“透明

人”，又何谈胜战？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

网络失泄密已成为影响军事安全的重大

隐患。当前，我们所面临的最尖锐的斗

争来自网上，最直接的失泄密途径也在

网上，过不了网络关就做不到防微杜

渐。作为一名军人，必须始终绷紧保密

这根弦，摒弃图省事、存侥幸的心理，培

养守纪律、不盲目的自觉,真正做到涉密

信息不上网,切实从源头上杜绝泄密风

险，牢牢守住保密安全红线。

涉密隐患“撤不回”
■巫照参

“网红”战舰临沂舰舰长张广耀说：

“没有负重，怎么可能有很多机遇？你看

许多机遇都在等着有能力、有定力的人

呢。”年轻干部只有勇于在艰苦中磨砺、

在负重中成长，才能书写出璀璨的青春

诗篇。

今天的军营，迷彩服渐成“正装”，穿

着常服的时间比以往大大减少。这充分

说明，现在部队练兵备战的任务很重、强

度很大，刻苦训练、精武强能已成为军营

的主基调。在这种情况下，最需要年轻

干部吃苦耐劳、敢于负重，自觉接受淬火

和锤炼。只有不怕风雨、不怕苦累，摸爬

滚打、层层历练，才能做疾风劲草、当烈

火真金。

部队工作苦、任务重，塑造人，也挑

选人。少数年轻干部经受不住改革转型

时期的“阵痛”，打起了退堂鼓，或者信奉

“不做不错”，不可避免会被时代淘汰。

习主席讲：“要用知重负重、攻坚克难

的实际行动，诠释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

赤诚。”在这大浪淘沙的时代，谁敢于负重

前行，谁真心热爱军人职业，谁就能经受

住考验，挺立时代潮头，锻造出彩人生。

担当面前“敢负重”
■陈所峰

火箭军某部专门制定了基层敏感事

务工作“流程图”，严格按照程序和要求

处理敏感事务，公开名额、条件、标准、过

程和结果，纯正了基层风气，凝聚了兵心

士气。这一做法，值得借鉴。

我们常说，有话放到桌面上，敏感事

务也应该放到“桌面讲”。立功受奖、战士

考学、选改士官、入党提干等基层敏感事

务，事关官兵切身利益，捂不得、躲不得。

如果搞“暗箱操作”，不仅违反军规军纪，

还会疏远官兵关系、影响风气建设。

敢交“明白账”，好事不背人。在全面

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今天，带兵人

要敢于接受“日光灯”照射，学会在“玻璃

房”里工作。事实证明，与其握紧拳头让

人猜，不如摊开手掌让人看。带兵人勇于

把敏感问题放到“桌面讲”，让权力在阳光

下运行，让官兵拥有知情权、参与权、建议

权和监督权，才能建设法纪严、风气正的

过硬基层，赢得官兵“心上的任命”。

敏感事务“桌面讲”
■周道海

集思广益

前不久，曾听闻某部一名机关干部

抱怨，单位为加强人、车、枪、弹、密管理，

出台的制度规定过于繁琐。比如申请一

辆公车赴县城办事，为落实车辆审批制

度，需要到所属部门备案、业务股长承

办、值班常委签字。一些时候，拿派车单

四处找上级签字的时间比处理业务的时

间还长。所以，为提高工作效率他索性

不坐公车，直接自费打车外出办事。

类似这样的事例在基层并不鲜见。

一些管理者为了不出问题，对制度的制

定格外上心，常常绞尽脑汁把制度设计

得又全又细，唯恐考虑不周到、不细致。

但这样制定出来的制度，往往很繁琐，操

作性差，执行效果也不好。相反，当年的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至今仍在发挥强

大效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简单易

行。实践证明，一项好的制度，应当确保

好用实用。如果详略失度，无法落实，制

度也就失去了意义。

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简不可以合

众。晚清名臣张之洞曾在《筹改营制折

并单》中论道：“大率参制兵勇营之制而

用之，取勇营之简易，参以制兵之持久，

化饥为饱，化繁为简，化散为整，化板为

活。”文中务求简易的治军之道值得今

天的带兵人反思。

奥卡姆剃刀原理也告诉我们：“如

无必要，勿增实体。”其意为做事追求简

单高效，减少层级，直达目的。这一理

念在军事管理领域同样适用。如果部

队管理程序繁杂，凡事多头传达，计划

随意变动，权力随意上收，必然会造成

基层工作忙乱，学习生活无序。唯有加

大“简”的力度，尽量删减重叠交叉的制

度，才能为备战争取时间，为打赢腾出

精力。

当然，管理制度务求简易不是盲目

追求粗糙简化，命令指示简明扼要也不

是削足适履。只有树牢精细化、精准化

理念，确立集约高效的工作指导，善于

将繁琐问题简单化、抽象问题具体化，

真正“以胜战之心，行简政之道”，才能

更好地适应改革强军快节奏、高效率的

标准要求，真正提升部队工作效能和实

际战斗力。

治兵之道贵在从简
■文/陈渝丰 图/洛 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