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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党委的战略谋划能力，事关工

作的计划性、预见性，事关落实的主动

性、实效性。习主席反复强调军队各级

党委要提高战略谋划能力。在《中国共

产党军队党的建设条例》中，战略谋划

能力更是排在党委需要提高的“五个能

力”之首。

“计熟事定，举必有功。”战略谋划

体现党委意志、引领建设方向、指导工

作实践、影响工作成效。战略谋划能力

强，则事半功倍；战略谋划能力弱，则事

倍功半。1936年12月，毛泽东同志针对

一些党委班子谋划工作“看得太近，谋

划的不好”的问题特别指出：“任何一级

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

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

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对于

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来说，提高既见人

之所见、亦见人所未见的战略谋划能力

非常重要。

战略谋划能力前的“战略”二字，

给谋划能力赋予了更高标准。战略代

表整体、代表长远、代表根本。战略谋

划即超前认识、前瞻思维，是一种“事

先知道”“主动设计”。提高战略谋划

能力，既是党委工作的主要内容，也是

衡量班子建设水平的核心尺度。作为

党委班子成员，应从战略层面谋划部

队建设，因为战略谋划是“怎样做正确

的事”，而细节则研究“如何把事情做

正确”。只有善于从战略上想问题、理

思路、抓落实，才能有“登泰山而小天

下”的气魄和眼界，才能把各个局部、

各项工作带起来。

当前，尽管各级党委班子的平均学

历很高，但一些班子成员的战略谋划能

力并没有水涨船高。有的认为提高战

略谋划能力是上级的事，自己抓不抓无

关紧要，把提高战略谋划能力看小了；

有的觉得自己人微言轻，抓了也是白

抓，把提高战略谋划能力看低了；有的

认为抓战略谋划能力更多就是抓思想

引领、抓政治教育，“中心”没居中，抓提

高战略谋划能力抓偏了。

党的各级党委是各单位统一领导

和团结的核心。带兵打仗是各级党委

的第一要务。没有能打仗、打胜仗的党

委班子，就带不出能打仗、打胜仗的部

队。解放战争中，我军之所以能最终夺

取胜利，各级党委高超的战略谋划能力

是主因之一。正如陈毅元帅所说的：

“我们比战术是比不上人家的，如操场

动作、内务管理、战斗动作等。我们愈

往下愈差，但愈往上愈强……战略指导

更不知比他高明多少倍。”提高战略谋

划能力，各级党委必须下功夫研究军

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加强重大战略

问题研究，以战略谋划能力的提高，促

使本方向、本领域、本单位建设的科学

性更强。

“不审天下之势，难应天下之务。”

邓小平同志指出：“党委如何领导？应

该只管大事，不能管小事。”大事带有

政治性、全局性和长远性。抓大事、谋

全局是党委领导必须始终关注的重

点。提高战略谋划能力，各级党委要

胸中怀着“全局图”，眼睛盯着“大棋

盘”，只有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全局有决

定意义的重大问题上，从宏观上搞好

谋篇布局，才能使党委领导工作纲举

目张，不断提高与履行使命任务相适

应的战略谋划能力。

着眼长远是提高战略谋划能力的

内在要求。对各级党委来说，谋划长

远，既是一种工作方法，也是一种胸襟

境界。井底之蛙，难见“山巅奇观”；鼠

目寸光，难见“横岭侧峰”。“先谋后事者

昌，先事后谋者亡。”不论是谋打赢、促

改革，还是搞建设、干事业，各级党委都

必须立足长远，不能急功近利，将注意

力投向更长远的未来。在筹划工作时，

要善于算长远账，不能只算眼前账，更

不能为了暂时利益损害长远利益。当

党委班子成员个个都有了“任一届职，

负几代责”的坚强党性，有了“前人栽

树，后人乘凉”的宽广胸襟，有了“功成

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党委的战略谋

划能力自然就会提高。

（作者单位：武警陕西总队政治工

作部）

胸怀全局，提高战略谋划能力
—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军队党的建设条例》提高党委“五个能力”①

■王小平

长城瞭望 长城论坛

新闻连连看

1952年10月19日，朝鲜上甘岭，21

岁的黄继光在战火中奋力一扑，用他年

轻的胸膛，堵住了还在喷射火舌的枪

眼。从此，黄继光为了胜利不怕牺牲的

光辉形象永远镌刻在共和国史册上。

近日，记者们再次来到黄继光英雄

连采访，无不为他们辉煌的成绩惊叹：

荣誉室里，一面面“军事训练一级单位”

“训练标兵单位”等锦旗挂满墙壁；展览

柜里，一个个体现他们军事过硬的证书

摞起来比人还高。成绩何以取得？黄

继光英雄连官兵给出的答案异口同声：

打仗就要不怕牺牲。

类似黄继光这样的勇士，在当年抗

美援朝战场上还有很多。比如，把“怕

死当不了好兵”作为座右铭的飞行员韩

德彩，在飞机快没油的情况下依然击落

美国“双料王牌”飞行员驾驶的敌机；穿

着单衣在零下30多摄氏度严寒中战斗

的志愿军战士刘石安，面对潜伏中被冻

死的一个个战友含泪说：“为祖国牺牲

最幸福”。不怕牺牲，赢得了胜利，也赢

得了对手的尊重。美国人大卫·哈伯斯

塔姆在《最寒冷的冬天》里写道：“美国

及联合国军最敬佩中国人民志愿军的，

是他们冒着强大火力勇敢冲锋的不怕

死精神。”朝鲜战场美军炮兵部队军官

比尔·尼莫则说：“中国军人训练有素，

似乎根本不怕死。”

中国军人为何不怕死？在抗美援

朝志愿军牺牲的11位师以上高级将领

中，116师参谋长薛剑强是最年轻的一

位，牺牲时年仅29岁。他在日记中给

出了答案：“谁都不愿死，谁都希望活，

然而荣誉却推翻了这个规律，荣誉使人

勇于和死神接近。”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不可不惜，但

不可苟惜。军人，保家卫国重任在肩，

职责使命重于泰山。试想，如果怕牺

牲，训练时怎敢担风险闯极限？抢险时

怎会当先锋打头阵？战场上怎敢大喊

“跟我上”？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为了

胜利，军人就应英勇无畏、敢于牺牲。

该牺牲时敢牺牲，虽九死而犹未悔，才

不愧为人民子弟兵。

不怕牺牲既是我军战胜强敌的重

要法宝，也是我军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精

神财富。回望我军历史，南昌起义、井

冈烽火；首战平型关、血战黄土岭；千里

跃进大别山、百万雄师过大江；大战清

川江、血战松骨峰……千百次浴血战

斗，千万人慷慨捐躯。正是革命先烈以

“不惜唯我身先死”的不朽牺牲，才赢得

了军人的荣光、祖国的安宁。

官兵怕不怕牺牲、敢不敢牺牲，对一

支军队的战斗力至关重要。害怕牺牲，

战斗时难免畏手畏脚，战斗力就会大打

折扣。“没有顽强的意志，没有敢于牺牲

的品质，再好的武器装备也不能保证胜

利。”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怕牺牲是一种

态度、一种精神、一种意志、一种信念。

“舟覆乃见善游，马奔乃见良御。”

长征，每到战斗最激烈时，带头冲锋的

大多是领导干部。英雄的人民军队史，

就是一部领导干部“相看白刃血纷纷，

死节从来岂顾勋”的壮丽史诗。实践证

明，领导干部“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

之急”，普通官兵就会“刀丛扑去争山

顶，血雨飘来湿战袍”。试想，有敢于牺

牲的领导干部带领，还有什么强敌不能

战胜，还有什么事业不能开创？

不怕牺牲不止于战场。时刻牢记

并践行习主席“为了共产主义理想，我

们都应该能够豁得出去；党和人民需要

我们献身的时候，我们都要毫不犹豫挺

身而出，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的重要

指示，我们就能无坚而不摧、无往而不

胜，就能“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像上

了膛的子弹，一旦扣动扳机，呼啸而出、

直奔靶标。”

（作者单位：西藏日喀则军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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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日前，我国导弹及制导雷达
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定昌同
志，因病逝世。“搞科技，必须敢搞最尖
端的，必须要用勇气搏击科技‘浪尖’！”
一名网友将陈定昌这句名言的字体加
大加粗后写道：“敢于冲‘浪尖’，才让陈
定昌院士成为了顶尖人才。”

【评论】

陈定昌为何要搏击“浪尖”？他没

直接回答过这个问题，但他在日常谈

话中已经给出了答案。比如，他曾说，

“搞科研要有胆量”“对新技术的渴求

不能缺”“科研上总跟着别人，肯定会

受制于人”。试想，陈定昌若总是亦步

亦趋、四平八稳，哪能“常走在技术的

前沿”？

“浪尖”由不同方向的水流激起，所

在位置波浪的速度最快且凶险异常。

笔者看到过这样一句话，“人的一生就

像冲浪，迎着风浪才能踏浪而行，越闪

躲越是发现海浪铺天盖地地打下来”。

科技界的“浪尖”，汇聚着众多前沿科

技，如果怕承担风险而不敢冒险，那注

定只能做一名“追随者”。

恩格斯指出：“一旦技术上的进

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

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

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

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科

技是核心战斗力，我有他无的高端科

技更是撒手锏。科技强军中，只有像

陈定昌院士这样敢为人先、敢搏“浪

尖”，才能成为制胜未来的高手、强

手。而若不能站在科技的浪尖，则必

将被淘汰在战争的退潮里。

顶尖只因冲“浪尖”
■赵焕斌 李明瑞

【新闻】2020 年 9 月 17 日，空降兵
部队迎来了自己的 70岁生日。当天，
“空降兵 15勇士”在庆祝活动中相聚的
新闻刷屏网络。一名网友跟帖：“勇士，
真正的勇士，12年前汶川地震救灾时，
他们在无气象资料、无地面标识、无指
挥引导条件下无畏一跳的壮举，再次
‘降落’到了我的面前。”

【评论】

800－1000米，是伞兵跳伞的正常

高度，我军降落伞设计使用的极限高度

为3500米。然而，在2008年5月14日

11时，随着领队李振波的一句“跟着

我”，于亚彬、任涛、李玉山等15名勇士

从4999米高空跃出机舱。当朵朵伞花

在茫茫云海中绽放，当15名勇士全部

降落在震中“孤岛”茂县，他们在创造高

空跳伞纪录的同时，也给灾区群众带来

了希望。

哲人有言：“自私的人都是胆小

鬼。”“空降兵15勇士”当时之所以无

畏，是因为他们心底无私。生死关头，他

们心里只有使命、只有人民，唯独没有自

己。正是因为这种无私，他们才有了面

对生死时的无畏和勇敢、面对得失时的

无私和从容，才能为了人民无所惜。

“气为兵神，勇为兵本。”战场不仅

仅是武器装备的对抗，更是军人勇气的

较量。军人的勇气，筑牢的是为保家卫

国赴汤蹈火、义无反顾的信念，激励的

是“能打仗、打胜仗”的精神。强军征

程上，只要始终保持一颗“勇敢的心”，

我们就能因无私而无畏，以“敢把头颅

试剑锋”的血性、“革命何须怕断头”的

无畏，书写无悔的军旅人生。

无畏背后是无私
■徐梦玥 孟玉婷

国庆节前夕，笔者参加了一场军地

联合举办的音乐会，深深地被《保卫黄

河》《长征组歌》《强军战歌》那慷慨激昂

的旋律所震撼，真切地被《延安颂》《说句

心里话》《小白杨》那优美抒情的音符所

陶醉。每一个旋律都是那样耳熟能详，

每一场表演都是那样感人肺腑，每一名

观众都是那样投入和感动……美好的歌

声唤醒了记忆，点燃了激情，再现了中华

民族从苦难走向辉煌的光辉历程，给人

以美的享受，也使人精神升华，这就是红

色经典的魅力。

红色，是党旗、国旗、军旗的颜色，也

是共产党人、革命军人的精神本色、人生

底色。习主席多次强调，要把红色资源

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

传承好。从于都河畔到沂蒙山区，从遵

义古城到宝塔山上，再到最近参观“半条

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习主席用实际

行动告诫全党全社会：“共和国是红色

的，不能淡化这个颜色。”

“国民之魂，文以化之。”红色文化，

像一面猎猎飘扬的旗帜、一支燃烧不熄

的火炬、一把催人奋进的号角，承载着我

军的性质、宗旨和本色，蕴含着鲜明的政

治立场、坚定的信仰信念、先进的制胜之

道、崇高的革命精神、优良的作风纪律。

如同一扇窗户，让人了解过去、触摸历

史；又像一粒种子，让人在内心激发认

同、产生情感共鸣。

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

国作战70周年，我们耳畔似乎又响起了

那首“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熟

悉旋律，其实还有另一首歌被称为继《志

愿军战歌》之后“投在朝鲜战场上的又一

颗‘精神原子弹’”，这就是歌曲《我是一

个兵》。据报道，志愿军铁道兵一等功臣

袁孝文夜巡线路，不幸被定时炸弹炸断

双腿。在他将要离开战友时，还在轻轻

地哼着“我是一个兵，爱国爱人民……”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文艺演出中，

来自陆海空三军的230名将军组成一个

合唱团，在人民大会堂纵情高歌《我是一

个兵》。国际友人感慨：“这么多高级将

领合唱一支士兵歌，在世界上罕见！”

读懂一部作品，升华一次人生境界；

解码一段旋律，产生一次心灵共鸣。在

上甘岭战役打响前，黄继光3次观看电

影《普通一兵》，这是根据前苏联作家

帕·茹尔巴的长篇小说改编的。电影主

人公马特洛索夫在苏联卫国战争中，为

确保红军胜利,用自己的身体堵住敌人

从碉堡里射出的子弹。黄继光在看第二

遍时，给母亲写信说“想做马特洛索夫式

的战斗英雄”。

一代代人民子弟兵创造着红色文

化，并被红色文化所塑造。长篇小说《红

日》《保卫延安》等，话剧《霓虹灯下的哨

兵》《万水千山》等，电影《南征北战》《红

色娘子军》《英雄儿女》等……即使历史

翻过新的一页，那些红色经典升腾的精

神之光，依旧烛照着我们，在中华民族的

精神家园筑起一座巍峨的精神殿堂。

先进军事文化是人民军队的精神

血脉，是建设一流军队最深厚最持久的

力量。风云激荡的革命历史，惊心动魄

的伟大战役，感人至深的红色故事，不

仅蕴藏着我们“从哪里来”的精神密码，

更标定了我们“走向何方”的精神路

标。著名学者金一南在《苦难辉煌》一

书中写道：“不是要你到历史中去采摘

耀眼的花朵，应该去获取熔岩一般运行

奔腾的地火。”这“奔腾的地火”，就是红

色传统、红色基因。我们亲近和了解红

色文化的目的，是为了发扬红色传统、

传承红色基因，从这些红色资源中获取

“奔腾的地火”。

“记忆中那一片红，你红得让我好

心动，风雨藏在岁月的背后，而我依旧

能读懂你沧桑的笑容……”没有光大，

再伟大的精神血脉也难以传承；没有传

承，再丰厚的精神财富也难有价值。当

广大官兵接过红色文化的火炬，就担负

起传承红色基因的重任。惟有把手中

的火炬燃烧得光明耀眼，然后再交给后

来者，才能确保我军血脉永续、根基永

固、优势永存。

高擎红色文化的火炬
■车万里

“对手一点也不弱、更不傻，打起

来我们绝不会轻松取胜，千千万万要立

足于难打来做准备。”前不久，在某旅

备战打仗交流会上，一位连长分享了这

样一条训练体会——按打恶仗标准组织

平时每一次演练。

在这个连，备份不是样子货，对自

己可能担负的职责人人清楚明白；与上

级无法通联，他们有至少三种应对方

案；进攻中没达到预期效果，自身伤亡

还很严重，继续进攻还是就地转为防

御，两个方案他们都多次演练……“演

练中多给自己找麻烦，实战中可能才不

麻烦。”这名连长说。

《孙子兵法》突出强调：“善战者先

胜而后求战。”战争与其说是战时的

“瞬间决战”，不如说是战前的“超前准

备”。以色列偷袭伊拉克核反应堆时只

花了2分钟时间，但以打恶仗险仗为目

标准备了20年之久。我军当年解放固

若金汤的天津仅用29个小时，一名战

地指挥员总结说：“打胜这场速决战，

是因为我们攻城的解放军是按打恶仗来

准备的结果。”

1986年，俄罗斯军事家赫莫尔托

夫在研究了 104场败仗后撰文：“轻

敌，把对手看弱小，战前对战场上的情

况考虑不全面，是败仗的共因之一。”

一首歌中这样唱道：“没有人能随随便

便成功。”打仗更不可能轻轻松松取

胜。若是视演习为演戏、过家家，设计

都在预定之中，情况都在预选之中，决

心都在预谋之中，过程都在预知之中，

结果都在预期之中，这种演习“像模像

样”，但与实战相去甚远。长此以往，

形成惯性，一旦到了刺刀见红的战场，

面对不期而遇的突发状况，必然手忙脚

乱、不知所措。

军事学家蒋百里认为，战争之特

性有四：危险、劳苦、情状之不明和

意外之事变。按打恶仗备战演练，对

官兵是挑战，更是历练。“意外”多了

就不会感到意外。自己为难自己了，

对手才为难不了你。演练时只有立足

最复杂战场情况、最强大作战对手，

让特情设置全程“随机嵌入”，从最坏

处着想，向最好处努力，才能用一个

个“意想不到”倒逼官兵谋求应变之

策、探寻胜算之道，打起仗来才更有

信心、更有把握。

按打恶仗标准组织每次演练
■徐文丰

画里有话

玉 渊 潭

漫画作者：周 洁

战略谋划即超前认识、

前瞻思维，是一种“事先知

道”“主动设计”。提高战略

谋划能力，既是党委工作的

主要内容，也是衡量班子建

设水平的核心尺度。各级

党委必须下功夫研究军事、

研究战争、研究打仗，加强

重大战略问题研究，以战略

谋划能力的提高，促使本方

向、本领域、本单位建设的

科学性更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