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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一场实弹演习中，某部数辆

列装不久的新型装甲突击车悉数登场，

在改革中诞生的特种作战分队等新型作

战力量纷纷亮相。该部放手让官兵在崭

新领域、陌生地域中操作新装备、检验新

战法，让新装备、新力量尽快形成战斗力

的做法，值得学习借鉴。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军事训练会议上

强调，加强新装备新力量新领域训练。

新装备、新力量、新领域三者可谓彼此倚

重、缺一不可，共同构筑起练兵打仗的基

本要素，具体回答了战场上由谁来打、用

什么打、在什么地方打等关键问题。人

们常说，现代战争形态已发生根本性变

化，涌现出许多新的样式新的特点。新

在哪里？很大程度就体现在新装备新力

量新领域上，新装备演绎新样式，新力量

催生新样式，新领域孕育新样式。可以

这么讲，欲把握现代战争趋势，着眼点在

跟踪新装备新力量新领域的变化上；推

进军事训练转型升级，着力点在练好新

装备新力量新领域上；提高部队打赢能

力，着重点在用好新装备新力量新领域

上。

“凡兵有大论，必先论其器。”人类战

争发展史表明，军队始终是时代科技的

集合体，谁夺取了科技优势，出其不意地

首先使用某一新型武器装备或某一新型

作战力量，就易获得作战上的显著优

势。正如列宁所言：“用人群抵挡大炮，

用左轮手枪防守街垒，是愚蠢的。”当前，

我军新装备型号越来越多，科技含量越

来越高，但必须明确，“弦”的力量体现在

箭上。只有不断加大新装备训与用的力

度和强度，实现人与装备的最佳结合，才

能真正在战场上彰显优势。英国早在一

战时就发明了坦克，但其战场表现不佳，

没有给敌应有的重创；法国二战之前不

仅有了先进的坦克，还有了成熟的装甲

兵战术，但也未能转化为战争胜势。可

见，再先进的装备如果训不到位、练不到

家，也只能是空欢喜一场。

新型作战力量是时代军事发展的风

向标，是新质战斗力的增长点，也是打赢

未来战争的制高点。古往今来，每一次

成功的军事变革，大都发轫于新型作战

力量的快速崛起。赵武灵王克服重重阻

力推行胡服骑射，才有了赵国的称雄于

世；第四次中东战争，埃及军队依托防空

导弹和反坦克导弹的奇兵突袭，才打破

了以色列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二十世

纪六七十年代，刚刚组建的我军地空导

弹部队，一次次击落美制高空侦察机，捍

卫了国家的神圣领空。时至今日，新型

作战力量日益成为带动战斗力整体提升

的新引擎、撬动打赢天平的新杠杆，受到

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关切。需要指出的

是，新型作战力量的巨大潜质转换成实

战能力绝不是水到渠成那么简单，其更

大的作战价值、更强的作战效能，必须在

实战化演习和对抗演练中去发现和挖

掘。缺少这一关键环节，或者说重建轻

训、重管轻用，就不可能发挥好新型作战

力量的拳头作用。

克劳塞维茨说，“人们不能像挑选

货物那样随意选择战区”，战争不可能

在我们熟悉的领域爆发。明天的战争，

陆海空天电都是战场，极可能会在新边

疆打响，会在物理空间、技术空间和认

知空间打响。明天的陆军不再是单纯

的陆地攻防，既可能乘海军舰船登陆作

战，也可能乘空军飞机实施远程投送打

击，还可能担负防卫火箭军导弹阵地的

作战任务。对诸军兵种来说，平时多到

崭新领域、陌生地域“经风雨”，才能做

到一旦有事，不分领域、不分地域、不分

环境，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如果仅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练来

练去、“一招鲜”上想来思去，必将难以

适应未来战争全域作战的需要。

使命如磐，战鼓催征。以中央军委

军事训练会议为标志，预示着全军实战

化军事训练将进入新阶段、跃上新征

程。谋划新装备新力量新领域军事训

练，提高新装备新力量新领域实战化运

用程度，需要我们转变理念，既要看编制

表上新装备新力量的比例，更要看实际

训练中新装备新力量动用的比重；既要

把单装、单兵练精，更要融入体系、把系

统练强；既要大胆训练，也要科学练兵，

勇于在复杂的战场环境、频繁的战斗转

换中让新装备打头阵、新力量唱主角，全

面检验官兵的生理极限、装备的性能极

限、人与装备结合的战斗力极限，真正让

新质战斗力资源动起来、活起来。

苏联军事家格鲁季宁说过：“军官

的理论和技术知识水平以及实际经验

的多少，归根到底决定着军队训练的质

量及其战斗准备程度。”经验表明，一名

不熟悉新装备、不善用新力量、不敢涉

新领域的指挥员，其知识结构、科技素

养必然存在某种缺陷和不足。各级指

挥员必须认清使命与挑战，自觉站在时

代前沿、战争前沿、科技前沿，认真钻研

现代战争制胜理论。要扑下身子、站在

排头，在带头参训中学习新科技、掌握

新技能，通过提升驾驭新装备新力量的

能力，牢牢攥紧未来战场一击制胜的铁

拳。

（作者单位：陆军研究院）

加强新装备新力量新领域训练
■张西成

长城瞭望

“我们要坚持人民至上，只要是人民

群众欢迎、咧嘴笑的事，再难也要干到

底；只要是人民群众不高兴、撇嘴的事，

就坚决不要干！”在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

发展座谈会上，习主席饱含深情的一番

话语发人深省。

工作好不好，基层官兵说好才是真

的好。官兵是“咧嘴笑”还是“撇嘴怨”，

取决于干事能否对接官兵需求、尊重官

兵感受，能否实实在在解决问题、推进工

作。急部队之所急，解官兵之所忧，把烦

心事办成暖心事，干一件成一件，事事做

到官兵心坎里，官兵脸上的笑容就会越

来越多。

“将军因士兵而存在，机关因基层

而设立。”满腔热忱为广大官兵服务，是

领导和机关的天职，也是密切联系群众

的重要内容。基层官兵处在强军实践

的第一线，是部队建设的主体。强军兴

军的伟力，归根结底来自基层热土、生

发于基层官兵。关心基层官兵，就是关

心部队战斗力；把基层官兵放在心上，

就是把强军兴军放在心上。一事当前，

“先想到士兵、多想到士兵”“先想到基

层、多想到基层”，是对领导工作的起码

要求。只要是符合绝大多数人利益，让

绝大多数官兵“咧嘴笑”的事，再难也

要做好，再辛苦也要推进；相反，只要是

绝大多数官兵“撇嘴”、不认同的事，即

使有一时效益，也要坚决反对、果断舍

弃。

时间是最公正的裁判。实践告诉

我们，凡是让官兵“咧嘴笑”的事，往往

能得到官兵的拥护，取得最大的成

效。在人民军队转型重塑的关键时

期，从中央军委到各级机关，坚持把工

作重心放在基层，战区机关干部选调

交流、调整易地执行任务部队津贴发

放、完善驻高原海岛部队相关政策、文

职人员聘用合同管理、军人及其家属医

疗保障、颁布施行退役军人保障法……

一系列暖心惠兵的政策陆续出台，一

系列服务基层的举措相继落地，让基

层的条件大幅改善，给官兵带来更多

获得感归属感，全军将士斗志更加昂

扬。可以说，国防和军队建设有今天

的大好局面，就是因为始终坚守基层

至上、士兵第一的工作理念，坚持把官

兵“咧嘴”还是“撇嘴”作为检验工作实

效的标准。

当前，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进入攻

坚期，基层部队和官兵还面临不少实际

困难。个别领导和机关的同志思想深

处并没有真正解决好“为谁当官、为谁

服务”这个问题，“基层至上、士兵第一”

执行不够到位，这些无疑与党和军队的

优良作风背道而驰。军井未汲，将不言

渴；军幕未施，将不言困；军食未熟，将

不言饥。各级领导干部应当经常想一

想，筹划工作是不是先为基层打算，在

基层建设上花了多少心思和精力，投入

了多少财力和物力，为基层解决了多少

难题，做了多少有益的实事，官兵究竟

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拥护不拥

护？这样，才能摆正机关与基层的位

置，处理好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把服

务的要求真正贯彻和体现到领导机关

抓基层的各项工作中去，使基层建设不

断迈上新台阶。

官兵“表情包”，工作“晴雨表”。只

要我们牢记习主席的谆谆嘱托，想问题、

办事情、做决策时总记挂着基层官兵的

喜怒哀乐、安危冷暖，我们的工作就能确

保正确的方向，得到官兵的衷心拥护，强

军事业就能无往而不胜。

（作者单位：武警合肥支队）

官兵“表情包” 工作“晴雨表”
■文/陈海江 图/张人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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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年终岁尾，一些部门和单位陆

续召开民主生活会，进行各种形式的谈

心谈话，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严

肃的党内政治生活能不能搞好，搞出质

量来，就看大家能不能把内心真实想法

和看法拿出来晒一晒，能不能做到真正

的“思想见面”。

人的思想是需要经常“见面”的。

“思想见面”是一种形象化的说法，就是

说人与人进行思想交流、谈谈心，把自

己对事物的立场、观点和态度说出来，

进行沟通碰撞，甚至激烈交锋。有人或

许会说，人的思想是属于自己的事情，

见不见面没多大关系，知不知道无所

谓。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人的各种行

为，都是可以从思想上找到根源和“出

处”的，怎么想、怎么看决定了怎么做，

理解一个人就得先了解他的所思所

想。人的思想最明显的特点是动态着

的变化着的，是“活着”的波动着的。这

就决定了它需要而且应该经常“见面”。

见面不是目的，目的在于解决思想

问题，不经常见面就不知道他在想什

么，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经常“见面”

才会熟悉而不陌生、亲切而不疏远、温

暖而不冷漠，一旦思想藩篱拆了，人的

距离也就近了；思想隔阂没了，人的关

系也就融洽了。1958年，许世友在海

防前线某步兵连当兵一个月。他在当

兵总结里说：“我这次向战士们谈了自

己的全部经历以至家庭开支、儿子的工

作等情况，战士们感到我是信任他们、

尊重他们的。于是，他们也就向我谈他

们的心里话。”可见，多些“思想见面”有

利于扫掉各自的思想灰尘，祛除杂念、

荡涤邪念、净化思想；有利于更好地统

一思想、凝聚共识；有利于增加了解、增

进理解和增添感情；有利于及时消除疙

瘩、化解矛盾等。一些人出这样那样的

问题，一些单位积累这样那样的矛盾，

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思想之门一直关

闭、很少促膝谈心导致的。

人的思想是可以经常“见面”的。

有人或许会说，人的思想突出特点是

无形或隐形的，有很大的私密性、隐蔽

性和潜在性，不让见，也见不着，无法

见面，也无从见面。其实不然，人的思

想活动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只要学

会透过现象看本质、见人见事见思想，

只要抓住机会、见机行事，只要将心比

心、以心换心，就能真心看见真实、真

诚获得真经、真情赢得真话。思想见

面不一定非要等到开民主生活会才

“难得一见”，更应该经常见之于平常、

见之于非常、见之于日常，没有矛盾和

问题需要见，有了矛盾和问题更得

见。现实中，不想、不愿和不敢“思想

见面”的主要是两种人，一种是思想有

问题的人，他们往往存有各种私心杂

念，甚至是“馊主意”“坏想法”，从而遮

遮掩掩、不可告人；另一种主要是存在

各种各样的顾虑和担心，怕自己灵魂

深处的东西还不够成熟，或可能有不

对的想法看法，说出来了怕被人抓辫

子、装袋子、打棍子，陷自己于被动，于

是三缄其口，逢人只说三分话。1962

年，陈云在批评“大跃进”以来党内的

异常组织生活时深刻指出：“‘逢人只

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

象是非常危险的。”

思想能不能见面，取决于你的思想

有没有设防。只要是有利于事业发展、

有利于相互团结、有利于他人成长进

步，就可以敞开心扉、推心置腹，可以开

诚布公、无所顾忌，可以以心交心、以心

换心。思想能不能见面，还得营造好氛

围、好环境，创造好时机、好条件，制造

好话题、好谈资，在轻松自在、融洽热烈

的状态下，让“思想的朋友”无话不说、

推心置腹。

“思想见面”是一件非常愉悦、受益

良多的事情。见之前或许沉默寡言、闷

闷不乐，见之后风和日丽、神清气爽。

多一些“思想见面”，让人与人的相处更

加简单和谐，更加默契顺畅。

多
一
些
﹃
思
想
见
面
﹄

■
徐
文
秀

1937年10月25日，刘伯承利用有利

地形，在晋东七亘村设伏，击败日军辎重

部队。

“用兵之法，贵在不复。”第一次七亘

村伏击战胜利后，我军本应迅速撤离，另

寻战机。但是，刘伯承对敌军情况认真

分析后指出，日军第20师团正向平定进

犯，急需军用物资，在他们打通正太路之

前，仍然只能走七亘村送补给。同时，敌

指挥官熟悉中国古代兵法，很容易得出

我军不会在此地二次设伏的误判。因

此，刘伯承果断决定在七亘村第二次设

伏，只在具体细节上略做调整，创造了在

同一地区连环伏击取胜的经典战例。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伏击战胜在

出其不意，因此，同一地点连续设伏，历

来被视为兵家之忌。现实工作生活中，

类似的常识性禁忌并不少见。它们一方

面有利于人的认知和行动，另一方面也

仿若一道禁锢思维的高墙，束缚了创造

创新之举。譬如，当你迷信“穷寇勿追”

时，就可能养痈遗患，给敌人以喘息之

机；当你认定陌生人不可靠时，即便所有

人都心怀善意，你也会画地为牢，不敢主

动去打声招呼……

心理学家说，使人产生消极情绪和

行为障碍的决定因素，并不是已经发生

的客观事件，而是人们内心对客观事件

的看法和评价。很多时候，我们焦虑不

安，与成功的目标背道而驰，并不是因为

遭遇了特别的困境，而是因为自己的“心

态”。正是隐藏在我们内心的那些错误

偏激观念，如高墙一样困扰着我们的情

感体验，也束缚着我们的行动实践，让我

们因循守旧而不知、自我设限而不觉，成

了被高墙圈禁的“囚徒”。

决定不了风向，可以调整风帆；无法

改变事实，可以重塑观念。同样的际遇，

有的人焦虑抑郁，生活在牢骚和埋怨之

中，有的人却从容淡定，于逆境中追寻生

命的光与热。迥异的行为举止，皆因内

心世界的不同。苏轼贬谪黄州，由繁华

的巅峰跌入到蛮荒的低谷，生活困苦，却

心情明朗、坦然面对，使生命潜力得到舒

展释放，创作出《定风波》《念奴娇·赤壁

怀古》等大批优秀作品，成为流传千古的

精神食粮，滋养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成

长成熟。事实证明，推倒心中无形的围

墙，换一种想法和心态，往往就能在黑暗

中拥抱光亮。

有哲人指出，“我们所遇到的问题，

不在于我们做了什么，而是我们忽略了

什么。”我们乐于去做自己擅长的事，于

是做得越多，就越擅长；越擅长，就越愿

意去做。这样的循环固然能让我们有所

专长，但也容易让我们陷入“能力陷阱”，

在“舒适区”长期徘徊不前，成为失去跳

跃能力的“温水青蛙”。如果资源地区只

盯着挖资源，产业转型升级就只能是空

谈；如果农村只想着种地卖粮，乡村振兴

的路就会走窄；如果部队只单纯追求先

进装备，战斗力建设就会偏向……主动

拆除思维中的围墙，跳出狭窄的视角，以

更宽广的眼光审视我们曾经的“优势”，

善于发现“长中所短”，及时消除潜在隐

患，才能保持不断的进步和发展，始终把

握能打胜仗的主动权。

1944年，毛泽东同志在《学习和时

局》中指出：“为了争取新的胜利，要在党

的干部中间提倡放下包袱和开动机

器。”这个包袱，主要就是僵化的观念和

惯性的思维。一个职位干长了、一种环

境待久了，难免形成方法依赖和路径依

赖，陶醉于已有的成绩，满足于过往的经

验，大脑固化生锈，工作安于现状，不仅

开创不了新的工作局面，还会被快速变

化的形势所抛弃。

“心有多远,你就能走多远。”面对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只有主动扔掉思想上

的种种包袱，清除内心的种种高墙，不断

拓宽思维与行动的边界，我们才能在诸

多不确定因素中站稳脚跟、坚定信心，探

索试错、化危为机，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在没有路的地方蹚出一条新路，书写人

生和事业的新篇章。

清除心中的高墙
■何冠军

玉 渊 潭

长城论坛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擘画出“十四

五”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宏伟蓝图，

让青春的官兵与朝气勃发的事业，相遇

在最美的年华、最好的时代。当最美的

青春遇见壮阔的时代，将绽放出怎样的

光华？答案，在规划《建议》中，也在奋

进的脚步中。作为青年军人，担当强军

重任、化蓝图为现实，尤须保持时刻肩

膀“向上顶”的奋斗状态。

未来的五年和十五年，对于新时

代青年官兵而言，是成长成才的重要

时期；对于新时代人民军队而言，是实

现强军伟业的关键一程。有多大担当

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

多大成就。青年官兵时刻将肩膀“向

上顶”，就是选择以强烈的使命感责任

感看待岗位、对待工作，主动担当、敢

于担当。

肩膀“向上顶”，要主动顶、自觉

顶。1919年，26岁的毛泽东在《湘江评

论》中发出呐喊：“天下者，我们的天下；

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

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

干？”“见难而无苟免之心”，从毛泽东

“无非一念救苍生”的坚韧决绝，到习主席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真切告白，“背

负万石之任、肩扛千斤之责”的担当精

神，创造出了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

验的业绩。军队是一个大集体，每名官

兵、每个岗位都是战斗力链条上的重要

一环。当集体里人人都自觉争做肩膀

“向上顶”的排头兵、先锋官时，就会营

造出“不相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不相

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

了的敌人”的浓厚氛围，就会形成干事

创业、奋发向上的良好局面。

肩膀“向上顶”，要敢于顶、善于顶。

王杰在日记中曾写道：“干革命就不能怕

牺牲，怕牺牲就不能在革命的道路上坚

持到底。”对待革命事业，面对最重要、最

危险的工作，王杰的肩膀“顶”了上去。

关键时刻能否顶上去、扛得住，不仅反映

担当精神的强弱，更体现党性觉悟的高

低、作风形象的好坏。反观当前，有的官

兵回避矛盾、躲避问题、知难畏难；有的

官兵口头上“怀才不遇”，实际是“怀才不

够”，急难险重任务面前，腰劲羸弱，难堪

重任。须知大事难事看担当，到一线去

磨砺心性、在任务中积累经验，做勇于斗

争的“战士”、不做爱惜羽毛的“绅士”，方

能锤炼硬肩膀、增强真本领。

“责重山岳，能者方可当之。”纵览

古今，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搏击者、奋

进者，荣耀总是垂青那些不惧困难、担

当任事、保持干劲的人。新时代强军伟

业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

的，有不少隘口要闯，有不少硬仗要

打。能力素质的提升也不可能一蹴而

就，平时多给自己的肩膀压担子，关键

时刻才能轻松向上顶。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一代人有

一代人的梦想。当“十四五”规划和二

○三五年远景目标铺展开来，千千万万
追梦人的青春之歌即将奏响。青年官

兵要以主动担当的姿态投入练兵备战，

敢于较真碰硬，敢于开拓创新；对部队

最急、最忧的热点、难点和重点，坚持哪

里有问题，就集中力量朝哪里突破，哪

里有弱项，就集中力量朝哪里攻坚。用

知重负重、攻坚克难的“铁肩膀”，持之

以恒向上顶，切实担当起新时代党和人

民赋予的使命任务。

时刻将肩膀“向上顶”
■魏上海 刘 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