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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建设各项工作，如果离开战

斗力标准，就失去其根本意义和根本价

值。”思想政治教育是“各项工作”中十

分重要的一项，也必须坚持战斗力标

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不断提高对

备战打仗的贡献率。

党和人民所需就是军队的使命任

务，军队的使命任务规定着思想政治教

育的任务。军队永远是战斗队，能打胜

仗是第一责任。服务保证战斗力提高，

既是思想政治教育使命任务所在，也是

我军威力和优势所在。人民军队之所以

能够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进程中有

效履行职能使命，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把

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到战斗力建设各个环

节，融入到军事斗争准备全过程，凝聚起

强军兴军的磅礴力量。我们强就强在这

一点，敌人最怕我们的也是这一点，我们

要坚持和发扬的更是这一点。

这场疫情防控斗争，对人民军队是

一次现实考验，对思想政治教育也是一

次实战检验。面对前所未知、来势汹汹

的疫情，军队医护人员奋战在抗疫第一

线，思想政治教育也必须进入“战时状

态”，为战服务，为战助力。“请全国人民

放心，在疫情面前，我们中国人民解放

军誓死不退！”……没有按部就班的授

课，没有板起面孔的说教，一场简单的

出征仪式、一段感人的现场视频、一首

激昂的抗疫歌曲，就是一次很好的教

育，就能激发官兵攻坚克难、冲锋陷阵

的战斗激情。这充分说明，思想政治教

育只有围绕中心才有大作为，服务打赢

才能起作用。

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好不好，关键要

看是否有利于部队打胜仗。战争年代，我

军思想政治教育跟着战斗任务走、围绕战

胜敌人转，创造了“诉苦三查”“仇视鄙视

蔑视”教育等许多宝贵历史经验，为战争

胜利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其中，以“诉

旧社会的苦、诉旧军队的苦，查阶级、查思

想、查斗志”为主要内容的诉苦教育，是人

民军队的一大创造，被毛泽东同志定名为

“新式整军运动”。一位外国学者把它称

之为“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都没有过的政

治手段”，认为“这样的集体诉苦比指挥员

或是政委的任何说话都更有感染力”。这

一自我教育方式，打开了几百万士兵群众

的信仰之门，而这正是解放战争乃至整个

中国革命的胜利之门。

其实，搞好思想政治教育没有多少

深奥的道理，形式上抓起来也不难，但

要真正提高对备战打仗的贡献率就不

那么容易了。个别单位思想政治教育

偏离主责主业，不注重服务中心，搞一

些“看上去很美”的东西，甚至忽悠人、

糊弄人，场面上轰轰烈烈，听起来热热

闹闹，就是对打仗用处不大；有的把教

育内容搞空了，把检验标准搞虚了，把

形式手段搞假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战斗

力效能大大降低；有的搞自我设计、自

我循环、自我检验，坐在屋子里设扣子、

凭着想当然立靶子，一味上规模、造声

势、争彩头，等等。皮之不存，毛将焉

附。思想政治教育一旦游离中心、远离

打仗，自转空转乱转，势必难立威信，也

发挥不出应有的功能。

军队为战而存，教育为战而行。天

下并不太平，战争危险现实存在，随时

准备打仗仍是我军的第一要务。越是

形势复杂、任务艰巨，越要抓住思想政

治教育这个中心环节，绝不能有和平思

维、鸵鸟心态。战争准备没有平时和战

时之分，政治教育要把平时和战时贯通

起来考虑，对于搞什么教育、怎么搞教

育，一定要心里有数、手中有招。一方

面，平时教育要着眼生成和巩固战斗力

发挥作用，突出实战、能战、胜战，在深

化练兵备战中体现价值，在完成现实任

务中展示威力，在全面提高新时代备战

打仗能力中检验成效。另一方面，战时

教育要为保持和激发战斗力发挥作用，

主动与打仗实践同步伐、与打仗要求相

适应、与打仗主体相契合，有效发挥思

想政治教育的作战功能。

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提高思

想政治教育对备战打仗的贡献率，不

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必

须在建立完善制度体系上下功夫。只

有以全新的视角、创新的理念、求新的

态度，积极探索思想政治教育服务保

证战斗力建设的作用机理、特点规律，

在聚焦打仗上把稳方向、凝聚力量、鼓

舞士气，不断推进思维理念、运行模

式、指导方式和方法手段创新，着力构

建充满时代性的教育内容体系，拓展

形式多样的教育方法体系，建立完备

有效的教育保障体系，方能为能打胜

仗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作者单位：第74集团军某旅）

提高教育对备战打仗的贡献率
—积极探索构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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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看看你被哪些好友删除了吗？

赶紧扫描二维码……”最近，一款“清

粉”软件颇为流行。战士小王毫不犹豫

地扫码检测，一个个“僵尸好友”果真现

形，但同时也被不法分子植入的病毒带

来了不少烦扰。

网络时代的军营，上网已经成为官

兵工作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

像小王一样，“没穿盔甲即上阵”，信息

辨别能力弱、安全防范意识差的同志不

在少数。有的“无知”，只知用网不识

网，只想上网不懂网，面对“网络险滩”

“网络禁地”毫无防备；有的“无畏”，认

为“一机一世界”，自己干了什么、看了

什么没人会发现，啥二维码都敢扫、啥

微信群都敢进、啥灰段子都敢发；有的

“无度”，网络道德滑坡，自控能力较弱，

不知不觉沉迷其中难以自拔，甚至走上

违法犯罪道路，等等。

《军队基层建设纲要》明确要求：

教育引导官兵科学识网、正确用网、依

规上网，提高网络政治素养、文明素

养、法治素养和安全素养。网络素养

看似无形，实则有力，似一道堤坝，可

以实时拦截不良信息、不速之客、不法

之徒的纷扰侵袭；如一记警钟，时时警

醒我们“敌人就在身边，泄密就在指

间”，必须时刻保持高度的警觉意识和

戒备状态。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

还。”古代战场，身无盔甲等于把自己暴

露于敌人的刀剑之下，随时可能中箭身

亡；网络空间，毫无防备等于将自己置

身于敌人的包围之中，随时可能受到攻

击。一些同志之所以频繁受到信息骚

扰，遭遇网络诈骗，沉湎网络游戏，深陷

非法网贷，甚至被敌特分子拉拢策反，

与网络素养缺失有直接关系。

网络素养并非与生俱来、从天而

降，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每

一名官兵都要从平时养成开始，从点滴

细节做起，增强网上自律意识，提高网

络防范技能，做到管住放纵的“手”，不

该点的不点、不该扫的不扫、不该看的

不看；遵守用网的“规”，不能干的坚决

不干，不让传的坚决不传；把握用网的

“度”，网游适可而止，网贷量力而行；警

惕泄密的“坑”，牢记网上有风险、有敌

情，时刻绷紧保密这根弦。

（作者单位：齐齐哈尔军分区）

身无“盔甲”莫触网
■杨金刚

有人说，一次失利后，要用成功去

正名。

今年5月5日，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

首飞成功后，一位相关负责人说，这不仅

实现了空间站阶段任务的首战告捷，也

为中国航天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为推进后续任务增加了更大信心。从某

种程度上讲，这是一场正名之战。

如果说，去年“胖五”蛰伏两年一飞

冲天是为自己正名。那么，这次“胖五

B”的成功，则是为“胖五”家族，乃至整

个长征火箭家族、中国航天家族正名。

因为，今年以来我国航天发射已经遭遇

两次失利。扫除失利的阴霾，正需要一

场振奋人心的成功。

没有人喜欢失利。谁都想自己的生

活顺风顺水，谁都盼自己的事业蒸蒸日

上。然而，现实之中不如意事十之八九，

没有那么多的风花雪月，也没有那么多

的春风得意。尤其是攀登科技高峰的进

程中，扛起胜利大旗的战场上，走向强军

兴军的征途中，更多的是一次次“将登太

行雪满山”的挑战，一次次“一山放过一

山拦”的考验，甚至是一次次“山重水复

疑无路”的危机。

有成功就会有失利。面对各种波

折、压力、坎坷，一味叹息无济于事，徒然

悲伤于事无补。“不有百炼火，孰知寸金

精”。中流击水，才能激流勇进；知耻后

勇，才能抵达远方。中国女排有“五连

冠”的辉煌，也有“走麦城”的低谷，一次

次战胜自我、超越自我，一次次逆境奋

起、绝处逢生，铸就了激励几代人的“女

排精神”。正如报告文学《金杯之光》中

写道：“祖国和人民的希望使她们永远不

会失去在挫折中奋起的前进动力。”

“如果过去的就让它过去，那未来

只会更糟。”失利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

蹶不振、自暴自弃，甚至破罐子破摔。

世上没有常胜将军，有的是永不言败、

绝不服输的军人；也没有常胜之师，有

的是不畏强敌、愈挫愈勇的军队。志愿

军第 38军在入朝第一次战役中，因未

按时到达指定位置，影响战役全局，军

长梁兴初受到彭德怀极其严厉的批

评。第二次战役中，部队知耻而后勇，

用一场大胜一雪前耻，赢得了“万岁军”

的威名。“善败者不亡。”38军书写了我

军正确对待失利、善于总结教训、走向

更大胜利的典范。

成功固然可以为失利正名，但失利

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且不是所有的失利

都有被正名的机会，绝不能一味寄希望

于用下一次的成功来为这一次的失利正

名。6月23日，我国北斗三号全球卫星

导航系统最后一颗组网卫星发射成功。

然而，就在前不久，该卫星在射前功能检

查过程中，专家组发现技术问题，毅然决

定推迟任务时间。这种“不带疑点加注，

不带隐患上天”的科学精神，防患于未

萌，止祸于未发，难能可贵。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对于战

争而言，全局性、关键性的战役战斗事关

党和国家前途命运，输不起也不能输，更

不能依赖于下一次“正名”的机会。要未

雨绸缪、防患未然，把隐患消灭在训练场

上，将胜券掌握在自己手中，确保一声令

下决战决胜、不辱使命。

（作者单位：武警宣城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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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6月 13日，浙江省温岭市大
溪镇良山村附近高速公路上，一辆槽罐
车发生爆炸，引发周边民房及厂房倒
塌，事故造成 20人死亡、100多人受伤。
浙江省迅速召开安全工作视频会议，要
求彻查原因，举一反三，消除隐患。

【评论】

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但从

媒体披露的情况看，槽罐车所属公司曾

10次受到处罚，原因包括未按规定实施

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聘用无从业资格的

人员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等。这说

明，该公司违规不是一次两次了。

任何一起事故的发生，偶然背后都

存在着必然因素。犹记得，去年3月21

日，江苏响水发生特别重大爆炸事故，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习主席

专门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各地举一反

三、亡羊补牢。很显然，此次事故所属

公司并没有从中汲取教训、引以为戒，

只“举一”而没有“反三”。

事故不是故事。把别人的事故当

成镜子，当作“反面教材”，看一看本单

位安全管理工作是否落实，查一查存在

什么安全隐患漏洞，想一想应该采取什

么防范措施，做到防微杜渐、警钟长鸣，

方能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如果把

别人的事故当故事听、不以为然，当笑

话看、幸灾乐祸，事故迟早会找上门来，

悲剧必将再次上演。

眼下，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不容乐

观，各部队野外驻训陆续展开，动车

动枪多，人员流动大，再加上夏季恶

劣天气增多，自然灾害频发，给抓好

安全防事故工作带来挑战。每一名官

兵都要认清事故的危害性，时时讲安

全，事事想安全，对违章违规绝不姑

息，对问题苗头绝不放过，确保万无

一失、杜绝事故。

“举一”之后重在“反三”
■李 硕

【新闻】不久前，山东省冠县“落榜
生”陈某某，16 年后报考成人高考时，
意外发现自己曾被人冒名顶替上了
大学，随后辗转多个部门进行求证。
据了解，冠县已成立联合调查组进行
调查追责，冒名者已被停职，学历也
被注销。

【评论】

无独有偶。山西临汾仝卓伪造应届

生身份参加高考案，已进入追责阶段，其

继父和相关责任人受到严肃查处。此案

处理“快、全、严、重”，体现了惩治违法行

为、维护高考公平的决心，也及时回应了

公众关切。

这两起事件之所以备受关注，是因

为都违背了高考规则、践踏了高考公平

的底线。高考事关一个人的前途，甚至

影响一个家庭的命运，最需要讲求公开

透明、公平公正。然而，每一起高考舞弊

案的背后，绝不是当事人在“独舞”，往往

有一张扭曲的关系网，有一条见不得光

的操作链条。

今年受疫情影响被推迟的高考即将

举行。同时，军校招生、征兵、文职人员

招考、士官选晋等工作也陆续展开。这

些工作牵扯官兵切身利益，敏感性强、影

响力大、关注度高，容不得半点闪失，来

不得丁点马虎，必须以公开求公正，以公

平赢兵心。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公开才能确

保公正。个别单位在敏感事务上虽无违

规之处，却时常引起官兵“猜疑”，一个重

要原因就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公开不

及时不全面。无论是笔试面试，还是体

检政审，每一个环节都要坚持“摊开手掌

看，不握拳头猜”，能公开的全部公开、能

公示的现场公示，事事见阳光、时时受监

督，最大限度减少人为操作空间，让官兵

切实感受到“透明”的力量。

“透明”方能让人“心亮”
■张德生

网络上曾流传一个段子：“啥叫代

沟？就是我问老爸《菊花台》怎么样，他

说没喝过。”人与人之间叫代沟，物与物

之间叫代差。存在代沟影响沟通，而形

成代差有时候则要付出代价，尤其是军

事装备上出现代差，后果是致命的。

先看两个悲惨的战例。

一个是 1879年的罗克渡口战役。

双方兵力对比：祖鲁军4000余人，英军

140余人；士兵身体状况：祖鲁人身强体

壮、久经沙场、凶悍无比，英军士兵则大

多从贫民区征召而来，面色灰暗、身材

瘦弱；武器装备方面：祖鲁人手持阿塞

盖短矛、大盾，英军则人手一把马蒂尼-

亨利来复枪。战斗中的祖鲁人异常勇

猛，无畏地迎着子弹冲锋，有的抓住发

烫的枪管与英军展开白刃战，但结局却

出人意料：十几个小时之后，祖鲁人留

下大片尸体溃散而去。

另一个是 1898年的思图曼战役。

成千上万的苏丹战士，身穿阿拉伯长

袍，手持刀枪，排成10行，“一面面大旗

高高飘扬，无数刀剑和矛尖在旭日的映

照下银光闪烁”。英埃联军的阵地上，

排列着整齐的火炮和 44挺马克沁机

枪。第一波次冲锋中，1.2万名苏丹士

兵伤亡 4000余人，而英埃联军仅死伤

160人。许多人对当时的战斗留下深刻

记忆，“没有人能活着冲到300码之内”

“整个平原惨不忍睹，到处是死去或垂

死的人和马匹”。

这两场战斗不禁让我们重新思考

这个问题：决定战争胜负最重要的因素

到底是“气”还是“器”？这个问题是战

争领域永恒的话题，自古以来没有标准

答案。拿破仑说：“战争的胜负，四分之

三取决于精神因素。”富勒则说：“只要

找到合适的工具或武器，胜利就有了九

成九的把握。”孰对孰错，难以定论，因

为看待战争胜负的角度不同。但有一

点可以肯定，武器装备一旦形成代差，

胜利就变得非常艰难。

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写道：

“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

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

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

争取战争的胜利。”这一理论无疑更客

观、更全面，“气”与“器”同等重要。但

是，罗克渡口的祖鲁人与英国人，思图

曼城外的苏丹军队与英埃联军，进行的

是两代战争模式的较量，显然已经“超

越了客观条件的限度”。也就是说，武

器装备的代差，意味着战争模式的代

差，有时候仅靠精神因素和数量优势是

难以改变战局的。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同志反复强

调：军人“不但要有压倒敌人的勇气，而

且要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

力”。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点，即便曾经

创造过辉煌的军队，也难以摆脱被淘汰

的命运。近代以来大清王朝屡战屡败，

甚至连都城都陷落敌手，主要是因为与

侵略军展开的是两个战争模式的角

逐。直隶总督琦善派人到英国炮舰上

调查后写道：英舰“无风无潮，顺水逆

水，皆能飞渡”。朝廷重臣胡林翼在安

庆看到洋船在江面上迅疾如风，惊诧之

下愤然吐血，史载：“既复驰至江滨，忽

见二洋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

风。胡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

几至坠马。”武器装备如此落后，思想观

念如此滞后，这样的军队焉能不一败再

败，走向覆灭？

新中国成立初期，频频遭到美国

的核威胁，美方在多个场合声称“将不

得不使用原子武器”。因为他们知道，

中国没有原子弹，无法实施对等的反

击。美方恣意挥舞的“核大棒”，使第

一代国家领导人深刻认识到，原子武

器是“决定命运的”，“我们要不受人家

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并且下

定决心：“再穷也要有一根打狗棍”。

“两弹一星”的横空出世，拉近了中国

与西方在原子武器方面的代差，改变

了中国的命运。

“随着军事技术不断发展，武器因

素的重要性在上升，如果武器装备上存

在代差，仗就很难打了。”近些年来，我

军既敢于亮剑，也重视铸剑，在一些关

键领域的核心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一

批撒手锏武器加速形成战斗力，战略威

慑力、战争遏制力显著增强。同时也必

须看到，世界新军事革命浪潮惊涛拍

岸，力度之大、速度之快、强度之高前所

未有，一觉醒来就可能形成新的代差。

我们曾经饱受武器装备代差带来的创

伤，现在绝不能再犯类似的颠覆性错

误。抢占优势、占据主动，手握防身利

器，身怀独门绝技，关键时刻方能敢于

亮剑、战胜强敌。

代 差 的 代 价
■冯起成 周一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