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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一 评 论 责任编辑/张顺亮 韩炜

编者按 拼搏与坚持、欢笑与泪水、庆祝与告别……连日来，东京
奥运会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赛场上激情四射，激荡人心。赛场连着
战场。军人观赛事，更要思战事，须从一场场比赛中体验得失，感悟奇
正，品味血性，为练兵备战注入强劲动力，为未来战争谋取制胜之道。

火热时节，铁血“八一”；军旗猎猎，

战鼓催征。

从雪域高原到大漠戈壁，从异国他

乡到万里海疆，铁甲轰鸣，战舰驰骋，战

鹰呼啸，全军官兵用赤胆忠心、过硬本

领，镇守万里边防，守护万家灯火，“以更

强大的能力、更可靠的手段捍卫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

军队因战而生，军人为战而存。华

山论剑，比的是功夫；战场角逐，凭的是

本领。这本领、那本领，能打胜仗才是真

本领；这能力、那能力，制胜强敌才算真

能力。“绳短不能汲深井，浅水难以负大

舟。”战场从不怜悯弱者，胜战要靠实力

说话。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支能力低下、

本领弱化、手段缺乏的军队能够所向披

靡、青史留名。岳家军和戚家军之所以

让敌人闻风丧胆、魂飞魄散，最重要的原

因就是具备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真本

领、硬功夫。

家 国 安 危 事 ，军 人 肩 上 责 。 使 命

重 在 担 当 ，担 当 需 要 本 领 。 能 力 托 底

才 有 军 事 保 底 ，本 领 高 强 才 能 保 家 卫

国 。 没 有 金 刚 钻 ，揽 不 了 瓷 器 活 。 缺

乏胜敌一筹、高敌一招的能力，缺少克

敌制胜、化险为夷的手段，关键时候上

不 去 、打 不 赢 ，军 事 手 段 保 不 了 底 ，战

场 上 不 仅 成 不 了 虎 狼 之 师 ，还 可 能 成

为虎狼之食，甚至酿成任人宰割、丧权

辱国的历史悲剧。我国近代以来的屈

辱 史 ，就 是 对“ 军 事 上 的 落 后 一 旦 形

成，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将是致命的”这

一铁律最深刻的印证。正如一位专家

对 历 史 的 反 思 ：“ 一 支 没 有 能 力 的 军

队，如同羊与狼争。”

“责重山岳，能者方可当之。”回望

我军铁血征程，历数次“围剿”仍红旗

漫卷，行万里长征仍豪迈昂扬，折断

了 日 寇 的 尖 刀 ， 战 胜 了 国 内 反 动 派 ，

跨过鸭绿江平息战火，蹲守猫耳洞戍

卫边疆……全体将士把胜战本领凝聚在

枪口上、把辉煌战绩书写在军旗上，惊

涛骇浪从容渡，越是艰险越向前，在血

与火中淬炼出一把把无坚不摧、锋利无

比的“刀尖子”，在苦与累里锻造出一

根 根 英 勇 无 畏 、 坚 强 无 比 的 “ 硬 骨

头”，最终赢得了军人的荣光、祖国的

安宁、民族的尊严。

“安不可以忘危，治不可以忘乱。”如

今，随着我国发展壮大，捍卫和平、维护

安全、慑止战争的手段和选择增多了，我

们可以灵活运用、纵横捭阖，但军事斗争

始终是最后选项，军事手段始终是保底

手段。对于军人而言，有一条铁律永远

不会改变：有真本事才能有大担当，有真

本领才能够打胜仗。新的赶考路上，风

险挑战会更多，惊涛骇浪会更高，逆风逆

水、有虎有狼将成为常态。我们常说“首

战用我，用我必胜”，前提是“我”能力硬、

本领强。只有把军队建设得更强大，这

样底气才足、腰杆才硬。

“纷繁世事多元应，击鼓催征稳驭

舟 。” 在 国 际 较 量 中 ， 政 治 运 筹 很 重

要，但说到底还是要看有没有实力、会

不会运用实力。实力更强大，手段更可

靠，政治运筹才有强大后盾，光靠三寸

不烂之舌是不行的。俄罗斯先后出兵格

鲁吉亚、克里米亚和叙利亚，综合运用

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多种手段，

将常规战与非常规战有效结合，令对手

措手不及。这启示我们，既要大力发展

航空母舰、东风导弹、歼-20 等撒手锏

武器装备，让防身利器防得了身，同时

也要顺应作战样式的发展变化，确立现

代战争整体效益观，谋求运用军事手段

的新思路、新途径、新策略，确保慑有

效果、谈有砝码、打有胜算。

“略裕于学，胆经于阵。”强大的能

力并非与生俱来，可靠的手段不会遇险

则有。铁肩膀是压出来、磨出来的，硬

本领是干出来、拼出来的。苦地方、累

地方，百炼成钢的好地方；训练场、演兵

场，磨砺硬功的好战场。融入实战实训

环境，穿越联合军演硝烟，投身国际维

和战场，走向边境管控前沿，砺剑海上

维权一线，拳头就会越练越硬，刀刃就

会 越 磨 越 利 。 进 一 步 强 化“ 本 领 练 不

强，觉都睡不香”的紧迫感，磨砺胜战刀

锋、锤炼过硬素质、提升实战水平，向强

军迈进、向打赢进击，关键时刻方能决

战决胜、不辱使命。

（作者单位：武警云南总队）

能力更强大 手段更可靠
—“八一”之际感悟我们新的赶考之路③

■余仕勇

画里有话

玉 渊 潭

八一时评

最近一段时间，《守岛人》《中国医

生》《革命者》《柳青》《1921》等主旋律

影片倾情上映，开创了创作质量、传播

效率、社会关注、市场回报的新高度。

数据显示，上述几部主流影片的“想

看”人群中，25 岁以下的观众占比接

近一半。

被称为“拇指一族”的年轻人为何

愿意走进影院，为主旋律题材电影买

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影片秉

持回归真实、激发真情与时代共情的

创作原则，融人情味于政论体，化大道

理为身边事，给予年轻人强烈的现场

观感与时代触感。换句话讲，就是用

“年轻人的方式”来打动、吸引、感染年

轻人。

比如，《1921》中，刘仁静在游乐场

对着哈哈镜的求知欲；《柳青》中，柳青

剃掉头发，换上农民装束……这些细

节生动且真切地告诉我们：很多时候

征服观众的不是大场景、大事变，往往

是人物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颦一

笑，让生活情趣、世俗情感与革命信仰

同频共振，观众尤其是青年人才能更

容易认可和接受。

一部影片一堂课。如今，“00 后”

战士已成为部队的主体。政治工作是

做人的工作，不能只见物不见人。从

某种程度上讲，“年轻人的方式”就是

思想政治教育的正确打开方式。创新

教育模式，就要盯着青年官兵做工作，

深入细致分析研究其思想观念、价值

取向、行为方式和兴趣爱好，力求点到

穴位、把准脉搏、有的放矢。

“人们酷肖他的时代，远胜于酷肖

他们的生身父母。”每个时代都有自己

的“源代码”，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

表是青年人。一个时代的士兵有一个

时代的肖像。“网生代”“二次元”“低头

族”……是这个时代士兵的肖像。面对

“一网聚南北、四两拨千斤”的现实，思

想政治教育只有转换思路才有出路，必

须跟着时代走、围绕官兵转，回答好“关

注什么、向往什么、追求什么”的问题。

“到战士愿意听的地方讲理，等战

士愿意说的时候沟通，在战士愿意学

的方面用力。”这是一位老政工的心得

体会，也道出了什么是年轻人喜欢的

方式。战士人在网上、心在网上、情在

网上，政治工作者就要到网上“安营扎

寨”。过去坐在一条板凳上就能促膝

谈心，现在要多到网上“聊天室”敞开

心扉。过去“我讲你听、我读你记”，现

在战士的需求远大于教育者的供给，

网络时代的充电如同一次长途跋涉的

赶考，裹足不前注定落伍，走得太慢也

是一种退步。

乘坐绿皮车注定追不上时代的高

铁。创新教育模式不在于能不能做，

而在于想不想做、敢不敢做，与其被动

让互联网“+”，不如主动“+”互联网。

我们既不能刻舟求剑地“等”，也不能

亦步亦趋地“跟”，而要紧贴官兵、紧跟

时代、引领潮流去“带”。某部探索“网

络互动+正向引导”教育模式，运用网

页推流技术搭建教育直播、问答社区

和在线交流 3 个平台，打破了以往思

想政治教育的单一性、局限性，实现了

双向互动、双向发力，教育质效得到明

显提升。

“方向不定准，无论方法如何敏

捷，如何洽意，只是行错路，究不能达

目的地。”“年轻人的方式”是创新教育

模式的切入点、着力点、突破点。只有

主动作为、大胆探索，推动思想政治教

育传统优势与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实

现教育由平面传递向立体展现、单项

灌输向双向互动、抽象说教向形象感

化转变，方能增强课堂的交互性、官兵

的参与感和教育的引导力，让“生命

线”在新时代展现出无穷的生命力。

（作者单位：92330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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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对粟裕指挥

的 苏 中 战 役 大 加 赞 赏 ，总 结 出 四 个

“故”：“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

部，故战无不胜，士气甚高；缴获甚多，

故装备优良；凭借解放区作战，故补充

便利；加上指挥正确，既灵活又勇敢，

故能取得伟大胜利。”

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写

道：“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了这

种自由，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

灭。”苏中七战七捷，每仗打法各不相

同，有进攻战，有伏击战，有攻坚战，有

遭遇战，还有奔袭作战。解放军在广

阔的苏中战场上纵横驰骋，忽东忽西，

忽集忽散，变幻莫测，将“行动自由”展

现得淋漓尽致。

对于一个人来讲，行动自由，可以

说走就走，来去自如。如果被捆住了手

脚，就难以施展拳脚。“一个士兵被缴

械，是这个士兵失了行动自由被迫处于

被动地位的结果。”对于一支军队而言，

“行动自由”更是攸关生死存亡。身陷

重围，弹尽粮绝，就可能全军覆没。

游 击 战 是 人 民 军 队 的“ 拿 手 好

戏”。一个“游”字，形象地描述了军队

行动自由的奥妙，也道出了我军灵活机

动的战略战术的真谛。从“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到“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

疲我打，敌退我追”；从“大路朝天，各走

半边。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再到“不

可不守，不可全守，有利则守，无利则

收”，这一切战略战术所追求的就是“行

动自由”、攻守随意、进退自如。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

10 个字高度浓缩了我军战略战术的

精髓。“走”和“打”是辩证的统一，“走”

是手段，以退为进、为打而走；“打”是

目的，创造战机、消灭敌人。我打你

时，就要打痛你、吃掉你；你打我时，则

让你看不见、摸不着、打不到。但无论

是“打”还是“走”，前提都是要确保部

队“行动自由”，掌握战场主动权。

灵活机动的军队是积极的、主动

的、强大的，进可攻、退可守，可以扬己

之 长 、避 己 之 短 ，抑 敌 之 长 、击 敌 之

短。抗日战争中，占尽力量优势的日

寇企图困死党的抗日武装。我军民则

化整为零，分散行动，神出鬼没，时散

时聚，使敌人的强处派不上用场。日

军无奈地哀叹：“四面楚歌传来，一拳

打去是风；皇军大大的去，八路小小的

有；皇军小小的去，八路大大的有。”

“被动总是不利的，必须力求脱离

它。”弱者与强者交锋，最大的不幸就是

打堂堂之阵，陷入被动挨打困境。前四

次反“围剿”，红军“十五日驱七百里”，

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

破，最终“横扫千军如卷席”。而后，李

德、博古等人要求实行“堡垒对堡垒”，

使红军自缚手脚，几近绝境。长征途

中，再次获得“行动自由”的红军犹如猛

虎出笼，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

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实现了劣势向

优势、被动向主动的转换。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战争是一

条真正的变色龙，情况错综复杂，扑朔

迷离，但万变不离其宗，灵活用兵是永

恒的规律，因敌制胜是高超的策略。要

辩证地看待信息化战争的“变”与“不

变”，既主动顺应大势、找准规律、师夷

长技，又顺应形势、融会贯通、创新运

用，真正让战略战术适应“明天的战

争”，创造新的灵活用兵“得意之笔”。

（作者单位：德宏军分区）

靠机动赢得主动
■赵永江

团结是最有力的武器
■王 凯

东京奥运会开幕前夕，国际奥委会

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同意在奥林匹克格

言“更快、更高、更强”之后再加入“更团

结”。这是奥林匹克格言提出 108 年后，

首次作出修改。

人心齐、泰山移。任何一项团队运

动，个人之力都永远无法超越团队的力

量。如同一辆汽车，四个轮子速度不一

样，无论如何也难以高速行驶。一些看

似实力平平的团队，却能摘金夺银，正是

上下一心、团队作战、形成合力的结果。

很多时候，可怕的敌人不是对手，而是不

团结、搞内耗。

“群力谁能御，齐心石可穿。”团

结之于军队，是最有力的武器。团结

就是大局，团结就是生命，团结就是

胜 利 。 没 有 什 么 力 量 比 团 结 更 强 大 ，

不 团 结 什 么 事 也 干 不 成 。 团 结 则 胜 、

涣散必败是永远不变的战争铁律。我

军之所以具有拖不垮、打不烂的强大

凝聚力，敢打硬仗、能打恶仗的强大

战斗力，根本就在于“有一个很好的

内部和外部的团结”。

“如欲奋一战而胜万战，必须联万心

而作一心。”未来战争讲究体系作战，涉

及的领域更宽广，战场的形态更复杂，团

结协作显得更加重要。每名官兵都是打

赢链条上必不可少的一环，只有掏心见

胆、并肩奋战，密切协同、有效配合，方能

攥指成拳、合力制胜。

从来没有天生的冠军
■吴 丹

奥运会开赛第二天，有两场比赛的

失利引发关注：一是美国男子篮球“梦之

队”输给了法国队，二是中国女排输给了

土耳其队。两支曾经的“王者之师”首战

双双失利，再次警示我们：没有谁不可以

被打败。

赛场上没有永远的王者。中国女排

有“五连冠”的辉煌，也有“走麦城”的低

谷。被认为可以“轻而易举”夺得冠军的

国乒，也曾多次铩羽而归。正如刘国梁

曾在微博中写下的一段话：“从没有天生

的冠军，更没有常胜将军，我只有一颗不

断超越世界之巅的野心。”

赛场没有不败神话，战场亦没有常胜

之师。历史上的每一支军队都有过失败

的经历，但军人的字典里不能有放弃二

字。“善败者不亡。”失利并不可怕，可怕的

是一蹶不振、自暴自弃。知耻后勇，才能

绝不服输、奋勇前行；愈挫愈勇，才能永不

言败、抵达远方。志愿军第 38 军入朝首

战不利，没有自挫锐气，而是用一场大胜

一雪前耻，赢得了“万岁军”的威名。

“铁榔头”郎平曾说，女排精神不是

赢得冠军，而是有时候明知道不会赢，也

要竭尽全力。一支军队要想立于不败之

地，除了拼搏和坚持，没有任何捷径可

走。胜不骄，不断战胜自我、超越自我；

败不馁，坚持逆境奋起、逆风奋飞。这样

的军人必将战无不胜，这样的军队必将

攻无不克。

百折不挠真的了不起
■秦瑄希

东京奥运会女子跳水双人 3 米板决

赛，施廷懋携手王涵出战夺得金牌。在

第三组动作时，现场镜头给到施廷懋的

脚部特写，缠满绷带的脚踝让网友感动

泪目，纷纷点赞这位中国姑娘：百折不挠

真的了不起。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

能随随便便成功。”每一块金牌的获得，

都离不开日复一日的拼搏与坚守；每一

次突破的背后，都充满了难以想象的艰

辛和付出。可以说，没有一次成功可以

唾 手 而 得 ，没 有 一 场 胜 利 无 需 风 雨 洗

礼。“一番寒彻骨”后的“梅花扑鼻香”，更

让人终身受益、回味无穷。

自古军旅多艰险，不经受挫折、不经

过失败、不经历磨练，就难以捧起祝捷的

鲜花。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惟其笃

行，才弥足珍贵。千锤百炼的打磨、点点

滴滴的养成，成就三军仪仗队“最帅男子

天团”的美誉。攻坚克难的勇气、坚持到

底的锐气，造就了一大批“打赢尖兵”“强

军之星”。

“风餐露宿宁非苦，且试平生铁石

心。”军人生来为战胜，必然要面对血

火考验，甚至流血牺牲。既然选择了远

方，就要不惧风雨。把困难当作“磨刀

石”、把失败当成“试验场”，横下一条

心，拿出一股劲，有苦不怕苦，知难不

畏难，军旅人生就一定能够绽放出灿烂

的光芒。

“对可能发生的各种风险挑战，要

做到心中有数、分类施策、精准拆弹，

有效掌控局势、化解危机”，这是习主席

着眼形势任务对年轻干部提出的重要而

紧迫的要求，也为广大官兵提升应急处

突能力指明了方向。

拆弹是排爆的一种，在军语中是指

专业技术人员依法使用相应手段排除爆

炸物，实施抢险救援的行动。“在死神心

脏做搭桥的手术”“一脚踏在人间，一脚

踩在地狱”，这是对拆弹危险性的真实写

照。参加过拆弹行动的人都有这样的感

受：生命系于毫厘之上、一念之间。

“精准拆弹”，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

性。工作生活中，风险、危险、挑战无

处不在、无时不有、复杂多样，有的如

同“炸弹”“地雷”，一触即爆，如果排

除不力，后果不堪设想。对于军人而

言，“战争是不确定性的王国”，风云变

幻、危机四伏，什么样的“黑天鹅”都

可能突如其来，什么样的“灰犀牛”都

可能横冲直撞，必须时刻做好“拆弹”

准备。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拆弹，

没有熟能生巧一说，因为每次遇到的情

况都不一样，所能做的就是把功夫下在

平时，做好万全准备。训练是十年磨一

剑，“拆弹”是一朝试锋芒。平时“弯

弓 不 离 手 ， 恒 日 在 阵 前 ”， 战 时 方 能

“譬如鹘打雁，左右悉皆穿”。如果不把

每次训练看作是“和平时期的最后一场

训练”，战时怎能自如应对各种危局、

险局、困局？

一弹即一战，一战关乎一命。一位

排爆专家说：“永远不能轻视面前的每

一枚炸弹——你的生命，一弹可夺。”

拆弹，跳的是“刀尖舞”，拔的是“虎

口 牙 ”， 没 有 最 佳 年 龄 ， 只 有 最 佳 状

态。心态往往决定状态。情况越是危

急、复杂、多变，越不能“眼迷”“手

抖”“腿软”。越是高负荷、高压力的情

况，越能锤炼处变不惊、化险为夷的应

急应战能力，砥砺出一颗沉着冷静、坚

忍不拔的“钢的心”。

“术业有专攻”，专业的事要由专业

的人来干。精准拆弹，离不开高超的专

业技能，其他行业何尝不是如此呢？川

航一架飞机在万米高空中驾驶舱挡风玻

璃突然破损，生死关头，机长刘传健凭

借精湛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完成了一

场“史诗级迫降”。“不专则不能。”备

战打仗，专业化人才是支撑；训练转

型，专业化水准是关键。强专业素养，

当行家里手，干一行、专一行、精一

行，方能危急之时召之即来，应战之时

战之必胜。

练就“精准拆弹”的硬功夫
■李 劲

漫画作者：周 洁

观赛事 思战事

集思广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