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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瞭望

对于战斗力这座大

厦来说，基础训练是构成

体系作战能力的基础。

如果一枪一炮、一招一式

的训练抓不严训不实，就

很难进入更高阶段的实

战化训练，再高明的战略

战术也只能是“镜中花”

“水中月”。

课目一个不漏，不练精不罢手；人员

一名不缺，不过关不停歇；装备一件不

少，不精通不放行……新年开训后，陆军

第76集团军某合成旅采取“过筛子”的方

法，将每名官兵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拉

单列表，确保“把每一个单兵、每一型装

备、每一类作战要素训到位”的要求落到

实处，全力夯实战斗力建设的根基。

俗话说，万丈高楼平地起。高楼是

否稳固，关键在于基石是否牢固。对于

战斗力这座大厦来说，基础训练是构成

体系作战能力的基础。如果一枪一炮、

一招一式的训练抓不严训不实，就很难

进入更高阶段的实战化训练，再高明的

战略战术也只能是“镜中花”“水中

月”。特别是在信息化战争中，只有把

每个基础课目练强练实，把手中装备练

熟练精，才能聚合强大的体系力量，掌

握决胜未来战场的主动权。

注重抓基础训练是我军的优良传

统。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利用作战间

隙积极开展以刺杀、射击、投弹、爆

破和土工作业为主的基本技战术训

练，在边训边打、边打边训中提高作

战能力，为打胜仗奠定了坚实基础。

今天，尽管战争形态、作战样式发生

了很大变化，但基础训练在战斗力建

设中的地位作用并没有改变。从部队

情况看，基础训练搞得好的单位，整

体训练就能又好又快；忽视基础训练

的单位，往往不得不回炉补课。实践

表明，训练基础扎实，部队打胜仗、

完成任务就有保证。忽视基础训练，

部队就会吃大亏，甚至付出血的代价。

在部队，官兵们称基础训练是“家

常饭”。意思是说，百吃不厌这种饭，

就能吃出战斗力。然而，个别部队的一

些官兵却不爱吃这样的饭。有的认为基

础训练太“小儿科”，瞧不上眼；有的

觉得基础训练太“琐碎”，提不起劲；

有的嫌弃基础训练难以“显山露水”,

出不了彩，等等。这些都是把基础训练

的地位看低了、作用看小了。

对基础训练的忽视，就是对官兵

生命的漠视，就是对战斗力的轻视。

未来作战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抗，只有

把体系中的每个人员、每个要素、每

个单元训扎实训过硬，作战体系才能

高度融合，整体效能才能有效发挥。

任何一个节点的基础不过硬，都可能

造成整个作战链条的松动、断裂。

尤其要看到，我军“脖子以下”改革

完成后，部队实现结构重组、力量重构、

体系重塑，战斗力处于换羽重生期。要

使编制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每一个单

位、每一名官兵都必须经受换羽之苦、

拔节之痛和升级之艰。当此之时，更加

需要把基础训练抓实、抓牢、抓常，如此

才能为实现从“瘦身”到“壮骨”奠定坚

实基础。

88岁高龄的齐白石，鉴赏自己年轻

时的一幅作品，发现自己画功已大不如

前，便每天深夜一笔一笔地练习描红。

儿子不解地问：“您早就盛名于世，怎么

想起描红这般初级的东西？”他回答，越

是基础的东西越不能放弃。美军海豹

突击队员在《艰难一日》中写道：“我们

没有什么与众不同，就是通过反复的基

础训练，使任务形成肌肉的记忆。”抓好

基础训练，最忌半途而废，最需坚定不

移；最怕一曝十寒，最需坚持不懈；最忌

遇难则退，最需坚韧不拔。不从一招一

式练强基本功，怎能锻造一剑封喉的硬

本领？平时训练中，对基础训练像歌唱

家那样“曲不离口”，像武林高手那样

“拳不离手”，战斗力建设才能在常吃

“家常饭”、常练“童子功”中厚积而薄

发，基厚而屹立。

（作者单位：31654部队）

打牢基础，夯实战斗力建设的根基
——遵从统帅号令大抓军事训练系列谈④

■别新宇

玉渊潭

“不须迎向东郊去，春在千门万户

中。”春节，是中国人最为浓重的乡愁；

年味，是中国人最为沉醉的味道。

年味，小时候是一幅画——漂亮的

新衣，多彩的糖果，织成难忘的图景；成

年后是一首诗——爆竹的豪放，春联的

隽永，抒发着迎春的激情；中年后是一

支歌——钟声的悠扬，拜年的温馨，洋

溢着动人的韵味。

年味，和平年代是一对火红的春联，

是一串清脆的鞭炮，是一桌最想动箸的

年夜饭，是一堆合家围坐的红炭火。然

而，有这样一个时期，有这样一群人，他

们的年味是“闻鸡久听南天雨，立马曾挥

北地鞭”，是“寒风裂征衣，飞雪裹战袍”，

是“剑戟多砥砺，神州无烽烟”。

是的，这是战争年代的年味。当年

味融入了战味，别有一番风味。

俗话说，不吃饺子不算过年。抗美

援朝战争期间，曾有这样一个吃“饺子”

的故事。那年除夕，某团官兵刚准备包

饺子时，一声令下，部队轻装开拔，奔向

百里外的高山，执行紧急抗登陆任务。

第二天行军间隙，炊事班用大锅化了一

锅雪水，不想让大伙再“一把炒面一把

雪”地过年，好歹也喝个热乎。可是，过

年吃饺子，已是不成文的规矩。不知谁

想了个主意：用雪包饺子。一试，还真

行，白生生，亮晶晶，有棱有角的。“包”！

官兵们立即忙活开了，一只只“雪饺”很

快飞入大锅。至于味道，与“一把炒面一

把雪”相比，肯定是别有一番滋味。

咱中国人过年离不开鞭炮。鞭炮

代表着中华民族乐观与豁达的精神。

再清贫的日子，再纷乱的岁月，只要到

了年节，人们都会想方设法放上一串串

大红鞭炮，激发自己的热情与勇气。似

乎没有爆竹声，就没有吓走妖魔、祈来

福祉。放鞭炮，在过去是年味的一种

“中国式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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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治亭和一个连的战士在朝鲜度过。除

夕，敌机不时地掠过阵地上空，部队警惕

地注视着敌人阵地，留下的一些战士在

地堡里包饺子。这时，有战士开玩笑说，

要是不打仗，这个时候一定要放些鞭炮，

好庆祝新年。谁知这时候，敌机投下几

颗照明弹，阵地一片光明。一个战士幽

默地说：“嗬！敌人给我们送来了节日礼

花，相当于帮咱们放鞭炮呢。”

写春联、贴春联、赏春联是“很有文

化的一种年味”。好的春联融诗歌的韵

律、散文的抒情、辞赋的铺陈、史论的深

邃于一体。或期盼和顺祥瑞，或明示立

志图新，或概括世事变幻，或讴歌万物

更新，或抒发内心情怀，或描绘时代变

迁，或憧憬美好未来，往往给人以寄托、

信心和力量。

那年，参加边境作战的部队官兵要

在前线过春节，官兵们书写的战地春

联，让人至今难忘。当时，步兵的春联

是，“大洞小洞猫耳洞洞洞藏龙卧虎，步

枪机枪冲锋枪枪枪怒火满膛”；炮兵的

春联是，“挥千炮炮炮长眼，发万弹弹弹

生刺”；工兵的春联是，“破敌障当开路

先锋，打头阵做无名勇士”；坦克兵的春

联是，“驾铁骑执枪保边关，举钢盾飞矢

破敌胆”；通信兵的春联是，“电波哒哒

望长空不愧千里眼，键铃嘀嘀贯四方当

好顺风耳”……这些春联，在石块勒刻

的有之，在帐篷涂抹的有之，用彩砾镶

嵌的有之，用泥丸摆列的有之，用蕉叶

裁剪的有之。而官兵把手指咬破，用鲜

血描画的更让人深受触动。

穿越岁月的经纬，如今军营的年味

里尽管没有了战争年代的硝烟味，但越

是“万家团圆日，举国欢庆时”，军人越

要“挽弓当满弦，将士带甲眠”。这是因

为，冰峰哨卡，紧握钢枪的双手越有力，

父老乡亲走亲访友的双脚就越轻盈；夜

幕四合，紧盯星空的眼睛越明亮，兄弟

姐妹安然入梦的神情就越安详；风雪沙

场，冲锋陷阵的杀声越激越，中华儿女

砥砺奋进的脚步就越铿锵……万里边

关万里寒，万家团圆万家暖。军人的年

味，永远是为了祖国、为了人民站岗放

哨的奉献的味道。

（作者单位：武警芜湖支队）

回味硝烟里的年味
■范承达

怎样才能过一个平平安安、欢欢乐

乐、踏踏实实、清清爽爽的春节？近

日，某部一名领导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竹因有节品自高，年因有‘节’更宜

人，过节必须有‘节’。”

消费不铺张，过一个讲节约的春

节。这个春节，节约之风劲吹：春晚讲

究简朴、高档烟酒遇冷、多家星级酒店

主动“降星”甚至“脱星”……“节约

过大年”成为时尚。经过“红米饭、南

瓜汤”精神洗礼，汲取“爬雪山、过草

地”苦难营养的人民军队，早已把艰苦

奋斗、勤俭节约融入血液。官奢兵必

逸，兵逸必失利。树立正确的消费观，

不超前消费、盲目消费，才能防止“外

出之时风风光光，归队之后紧紧巴

巴”。正如古人所说，“取之有度，用之

有节，则常足”。用过紧日子的理念过

好日子，既是传统，更显修养。

娱乐不过度，过一个有节制的春

节。苏轼有句名言，“善养身者，使之

能逸而能劳”。意思是说，没有人可以

精力无限，忙碌周期与休憩周期相结合

才能让生命充满精彩。春节期间，官兵

个人支配时间相对较多。这个时候，适

当娱乐娱乐，无可厚非。但不能打起牌

来通宵达旦，玩起游戏没完没了。为什

么有的官兵会患“节后综合征”，原因

之一就是娱乐没有节制。加之今年春节

肺炎疫情蔓延，娱乐更应该绷紧防疫这

根弦。

走访不庸俗，过一个有节操的春

节。过年期间，官兵之间难免会有一些

礼尚往来。但须知，礼物贵在其所体现

的德义，不在乎它本身有多么贵重。礼

重了，反倒可能把情义变轻了，或者彻

底变味儿了。尤其是上下级之间，贵重

的礼物就有攀附、贿赂、收买、交易之

嫌，属于“金玉其外，炮弹其中”。有鉴

于此，领导干部须谨记，每逢佳节倍思

廉，且把年关当廉关。对于普通官兵来

说，更没必要为送礼而烧脑，因为在今

天的军营，干好工作才是给党组织和各

级领导干部最好的礼物。

“旄尽风霜节，心悬日月光。”让

春节从人情往来、奢靡铺张的困扰中

摆脱出来，回归亲情团圆、安乐祥和

的节日内涵，是党心军心之所向。春

节，让我们进一步拂去爱慕虚荣、贪

恋浮华的泡沫，扫清物质主义、享乐

主义的阴霾，让春节返璞归真，让军

营正气盈盈、幸福满满。

年因有“节”更宜人
■孔 勇

长城论坛

春节，给在外执行任务的官兵拜

年，是某旅的一个传统。春节前，得知

除夕旅领导要通过电视电话会议系统

给自己视频拜年，士官葛震海感动地

说：“组织还惦记着我这个在外的兵，

真是太温暖了。”

作家冯骥才曾说：“人情味正是中

国最深的年味。”每逢春节，人们都会

通过登门、电话、短信等方式，给长辈、

上级拜年。对下级，尤其是对暂时不

在单位的下级，一些领导在拜年时就

把他们忘记了。

“每逢佳节倍思兵”。探亲休假、

在外学习，或者执行任务的官兵，尽

管暂时不在单位，但他们还是单位的

人，理应受到单位的关心。春节时，

给他们拜个年，话短情长，会让人身

上热乎乎、心里暖乎乎，会让人有一

种不是一家人胜似一家人的亲切，从

而让官兵对军营产生更强烈的归属

感。所以，温馨提醒大家：拜年时别

忘了在外的官兵。

拜年：别忘了在外官兵
■刘含钰

军营过大年，组织一些文艺晚会、

篮球比赛、猜灯谜等集体活动，既有利

于官兵放松身心、增进感情、培养协作

精神，又能让军营充盈浓浓的年味，这

样的集体活动应该开展好。

但过犹不及，如果集体活动安排

过多、过满，就事与愿违了。去年春

节，某合成旅七连除参加旅里的3项

集体活动外，连里又组织了3000米接

力赛、“我们都有小才艺”、基础课目擂

台赛等6项集体活动。收假后，有官

兵吐槽，放假还不如周末轻松。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过年，除了

热闹，休息是官兵的朴素愿望。集体

活动过多，“乐兵”就成了“疲兵”，节假

日就成了“假节日”。各级在筹划节日

计划时，应给官兵留够自主支配时间，

主动给集体活动瘦瘦身，多在求精、求

简上下功夫，今年还应该与防控肺炎

疫情结合起来。这样的活动安排才能

让官兵有所乐、有所得，忙而不疲、乐

而安全。

娱乐：集体活动莫太多
■么亮亮

每逢过年，领导机关都会慰问来

部队“逆向团圆”的军属。这里，笔者

给领导干部提个醒，登门慰问别太匆

匆，最好能坐下来跟军属聊聊天。

慰问的“慰”，是安慰、抚慰之意；

慰问的“问”，是问候、询问之意。“慰

问”二字，慰是目的，问是途径。不问

难有慰，想慰就得问。然而，个别领导

在慰问时，因为“问”得太客套、太简

短，因而没有达到“慰”的目的。去年

春节，某部领导到士官公寓慰问一名

军属时，打了声招呼，屁股没挨凳子，

放下米面油就走了。望着领导着急的

样子，这名军属放下没送出去的茶水

对丈夫说：“你们领导慰问是到了现

场，但这是赶场。”

慰问时，仅将统一采购的米面油等

物品送出去就万事大吉，大有走过场之

嫌。在慰问前做足功课，在慰问时嘘寒

问暖，真正了解军属缺什么、急什么、愁

什么，在慰问后精准解难，这样的慰问才

有真情实意，才会让军属心里暖暖的。

慰问：请跟军属多聊会
■娄 宁

春节既是举家团圆、普天同庆的幸

福日子，又是表达亲情、互送祝福的快

乐时光。每逢春节，军人也很想回家与

亲人团聚、与朋友言欢，但因使命神圣、

责任重大、岗位重要，绝大多数军人只

能用坚守岗位为亲人祝福，用无私奉献

书写忠诚，用枕戈待旦让祖国放心。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隆重、最喜庆的

传统节日，又因大家特别重视，回家过

年，自然而然就成了人们心中最缱绻的

牵挂、最强烈的期盼。军人的情感世界

非常丰富。万家团圆日，绝大多数军人

也想回到亲人身边，为老人尽上一份孝

心，为妻子分担一些辛劳，为孩子辅导

一次作业。然而，军人的使命与职责，

只能让他们把对家的眷恋、亲人的牵

挂、恋人的思念，默默地放在心底，悄悄

地打包珍藏。

战争没有节假日。军人练兵备战，

就如同工人做工、农民种地一样天经地

义。所不同的是，工人的产品不合格可

以再加工，农民的粮食减产可来年再

干，而军人一旦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就

可能会遭遇灭顶之灾。因此，节日更是

战备日。越是这个时候，广大官兵越要

增强战备意识、树牢打仗观念。只有时

刻保持箭在弦上、引而待发的戒备状

态，国家才能和平安宁，人民才能幸福

安康。

“安享和平是人民之福，保卫和平

是人民军队之责。”为了守护人民的安

宁，绝大多数官兵无法回家过年。对

此，官兵们无怨无悔。因为大家深深地

懂得，老百姓之所以把军人誉为桥上的

栏杆，就是因为在当今险象环生、暗流

涌动的国际安全环境下，有了军人负重

前行，心里才会多一些安宁，拥有一种

踏实。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

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

情。”作为革命军人，长年远离故土和

亲人，应该说，他们对家的思念会更浓

烈、更深沉，但“家”对他们来说，又不

单是传统意义上的老婆孩子、父母尊

亲这个小家，更是14亿中华儿女这个

大家。所以，他们肩头扛起的是责任

和义务、奉献和牺牲、使命和担当。为

了祖国的安全与稳定，为了人民的幸

福与安康，为了社会的安宁和孩子们

的笑声，他们把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

诚，落实到实际行动上；他们把坚定的

脚步，印刻在茫茫戈壁和千里边防线

上；他们把履职尽责和无私奉献，书写

在日常生活和平凡岗位上。枪为祖国

扛，岗为人民站。

今夕何夕，无论何时，军人永远是

华夏大地壮美山河的守岁人，永远是护

佑祖国安宁的长明灯，永远是和平的守

护者。春节，因为有包括军人在内的守

护者，人民才过得更心安、更踏实、更精

彩和更有年味。应该说，守护和平是军

人最美的祝福。

（作者单位：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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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时评

漫画作者：周 洁喜 送年货

E-mail:jfjb81pl@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