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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里有话

一支军队最重要的是精神。

“合军聚众，务在激气。”精气神，体

现军队的历史与传统，影响军队的建设

与发展，是军队赢得战争胜利的重要支

撑。翻开我军的成长史，我们会看到，

千千万万的革命先辈用生命和鲜血诠

释了它的真正含义。

长征途中，当战斗进行到最激烈的

时候，朱德冲在前沿阵地。他说：“只要

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这种

精气神是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1935 年 5 月 25 日 9 时至 29 日 17 时，

短短的 4 天又 8 小时，红军两次创造长

征路上最为精彩的经典之战：强渡大渡

河和飞夺泸定桥。战后刘伯承跺着脚

说，泸定桥呀，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

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

了。这种精气神是敢让高山低头、敢令

河水改道的血性胆魄。

在抗美援朝战争极为关键的长津

湖战役中，英雄杨根思战斗至最后一刻

也决不后退，“冰雕连”官兵寒夜卧雪哪

怕冻死也保持战斗姿态……手拿简陋

武器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打疼、打服了对

手。这种精气神是敢于战胜一切敌人

的昂扬斗志。

在雪域高原加勒万河谷边境防控

斗争中，面对外军蓄意挑衅，“卫国戍

边英雄”陈红军和战友顽强奋战，用生

命 筑 成 祖 国 的 界 碑 。 这 种 精 气 神 是

“国土不丢一寸 、尊严不减一分”的使

命担当。

由此可见，敢打必胜的精气神是一

代 代 官 兵 舍 生 忘 死 搏 杀 出 来 的 威 势 。

这种精气神，可壮军心！可震敌胆！可

吞山河！

然而，“猛将军无刀杀不得人”。我

们并不否认武器装备的重要性。当前，

信息化战争加速演变，智能化战争初见

端倪，战场对决非对称 、非接触 、非线

式，摧毁打击无人、无声、无形。可以预

见，两军以堂堂之阵面对面厮杀、刺刀

见红的场景将逐渐减少。恩格斯说过，

当技术革命的浪潮正在四周汹涌澎湃

的 时 候 ，我 们 需 要 更 新 、更 勇 敢 的 头

脑。现代战争的突发性、残酷性、破坏

性，使生死考验更加严峻和直接；高技

术装备的精确性、隐蔽性、智能化，使战

场态势更加多变与难测。应对这些变

化和挑战，对部队、对官兵精气神的要

求不是低了，而是更高了。现代战争让

先进的武器装备大显身手，也让敢打必

胜的战斗精神锋芒闪耀。

而今，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

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

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我军正在形

成以高新技术装备为骨干的武器装备体

系，这为我们打赢现代战争提供了更好

的物质技术基础。当此之时，我们要有

更为清醒的认识：“钢”可以为打赢增加

“砝码”、夯实“地基”，而最终决定战争胜

负的是人不是物。正如习主席视察中部

战区陆军某师时所强调的：“我军历来是

打精气神的，过去钢少气多，现在钢多

了，气要更多，骨头要更硬。”

有诗人说：“如同布匹，精神也需要

洗涤。蘸着昂扬的色彩，荡涤懈怠、萎

靡、迷惘和疲惫。”和平，是授予军人最

大的勋章，也是对军人最大的考验。有

人讲，现代战争是鼠标、键盘之间的对

决，“敢给大炮上刺刀”的精神已经过时

了；有人说，血性像一锅水，反正烧热了

也会凉，不如等到战前再加温；还有人

把以人为本和严格管理对立起来，把关

爱官兵身心健康与降低训练标准画上

等号。这些错误思想，说到底是对战争

理解不够、对职责认识不清，使命意识、

忧患意识缺乏，直接影响着新时代革命

军人精气神的形成和塑造。

带兵带士气，强军强精神。一支部

队、一名军人敢打必胜的精气神不是与

生俱来的，也不是上了战场就自然会有

的。历史上，斯巴达战士正因为从小就

开始近乎残酷的军事训练，才使得波斯

大军在温泉关前屡遭挫败；岳飞正因为

平时治军严明，才让对手发出“撼山易，

撼岳家军难”的感叹。这种敢打必胜的

精气神培育在平时，表现在战时，关键

在养成。只要我们坚持从揭敌本质中

坚定敢斗意志，从击敌软肋中探寻善斗

谋略，从拿敌练兵中砥砺能斗血性，尤

其是按照《新时代培育战斗精神实施纲

要》，全方位塑造当代革命军人的战斗

特质，把我党我军革命精神发扬光大，

就一定能够把敢打必胜的精气神融入

官兵血脉，锻造出一把令任何强敌胆寒

的利剑。

当 前 ，百 年 变 局 和 世 纪 疫 情 相 互

交织，国际形势发生新的重大变化，和

平 与 发 展 的 时 代 主 题 面 临 严 峻 挑 战 ，

世界既不太平也不安宁。面对时代之

变、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鼓

足 敢 打 必 胜 的 精 气 神 ，焕 发 一 往 无 前

的 战 斗 精 神 ，我 们 就 一 定 能 把 人 民 军

队 建 设 成 为 世 界 一 流 军 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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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91194部队）

鼓足敢打必胜的精气神
——加紧锻造打赢现代化战争能力系列谈⑤

■张 键

陆军某部针对入伍新兵适应能力

不同、心理特征多样化等现状，在抓好

军事训练的同时，多措并举开展心理训

练，通过“虚拟现实训练系统”培育过硬

心 理 素 质 、智 能 设 备 实 时 反 馈 心 理 数

据、科学施策提升心理服务质效等一系

列“组合拳”，以“心训”促新训。这一做

法值得借鉴。

随着社会的多元发展，新战士常面

临生理早熟而心理晚熟、智力发展较快

而人格不够完善、心理压力过大而承受

能力较弱等矛盾。军营特殊的环境、严

格的管理和高强度的训练，又可能加剧

新战士的心理紧张，使他们承担更多的

心理压力。因此，不仅要通过新训提高

新战士的体能、技能，练就强健体魄，还

要通过“心训”帮助他们提升心理素质，

锻造“勇敢的心”。

朱 德 元 帅 指 出 ：“ 练 兵 必 先 练 心 ，

这是中国的一句古话。”所谓练心，就

是通过学习 、教育 、训练和自我锻炼，

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虽然不同时期

的军队有着不同的心理素质要求和心

理 训 练 内 容 ，但 有 一 点 是 相 通 的 ，这

就 是 保 持 健 康 的 心 理 状 态 ，以 便 更 加

有 效 地 保 存 自 己 、战 胜 敌 人 。 特 别 是

现 代 战 争 作 战 手 段 更 加 先 进 ，作 战 领

域 更 加 广 阔 ，武 器 杀 伤 威 力 更 大 ，对

官兵心理会形成更加强烈的刺激。如

果 没 有 良 好 的 心 理 素 质 ，就 可 能 被 这

些 前 所 未 有 的 情 况 所 吓 倒 ，甚 至 心 理

崩 溃 ，失 去 战 斗 力 。 新 战 友 要 在 未 来

可能发生的信息化智能化战争中经受

住 考 验 ，稳 操 胜 券 ，必 须 具 备 良 好 的

心理素质。

心 不 定 ，就 训 不 严 、练 不 实 、打 不

赢。在新训工作中，有一些单位容易忽

视心理训练。有的认为，心理训练是玩

虚的，没啥搞头；有的认为心理训练难

以短期见效，不想劳心费神；还有的把

心理训练简单地与思想政治教育画等

号 。 这 些 认 识 上 的 偏 颇 、工 作 上 的 缺

失，都不利于新战士健康过硬心理素质

的培养与塑造。正如徐向前元帅总结

的：一个新兵，没攀过高，没履过险，没

走过夜路，没见过刺杀，没摸过枪炮，上

来就去打仗，哪来多大的胆量？心里不

打哆嗦才怪呢。

军人特有的心理素质不是天生的，

而是培养的结果。目前，一批批新战友

穿上了新式迷彩、怀揣着强军梦想走进

军营，健康过硬的心理素质对于新战士

迈好军营第一步至关重要。在新训中，

各级一方面需要把心理训练摆在重要

位置，既要有善组训的“兵教头”，又要

有善做心理工作的骨干队伍，让丰富多

彩的“心”课目走进新训场，帮助新战友

顺利度过心理适应期；另一方面要充分

利用现有科技手段，融合实战背景、战

场环境，营造逼真战斗氛围，助力新战

友既练过硬的军事素质，又练过硬的心

理素质，从而让新战友尽快融入军营，

认认真真地练强本领，信心满满地走上

战位。

以“心训”促新训
■■文文//赵露赵露阳阳 申卫申卫红红 图图//周周 洁洁

玉 渊 潭

春风和煦，草木吐绿，又是一年清明

节。

清明节是个特别的节日，事关家与

国，情牵昔与今，承载着中国人饮水思

源、慎终追远的朴素情感。借清明节缅

怀先烈，是对历史的珍视，有助于在家国

同祭中，增进民族情感，涵养家国情怀，

凝聚奋进力量。

这几天，从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文华胡

同的一处故居到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很

多群众自发前来缅怀一位只活了 38 岁、

却永远活在人们心中的革命先驱——中

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

“达到建立一个恢复民族自主、保护

民 众 利 益 、发 达 国 家 产 业 之 国 家 之 目

的”……历经屈辱年代，李大钊在《狱中

自述》中曾这样描绘心中的未来中国。

时光荏苒。今天，李大钊等革命先

辈播撒的种子，早已在中华大地生根、开

花、结果，他曾经的梦想和愿望正一一变

成现实。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 114 万

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 1.2 万美

元 ，220 多 种 工 业 产 品 产 量 居 世 界 第

一。仰望星空，“嫦娥”奔月、“北斗”组

网、“天问”探火、“羲和”探日，中国人首

次进入自己的空间站；俯瞰大地，中国

桥、中国路、中国车、中国港、中国网成

为亮丽的国家名片，国家经济实力、科

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如今，

在革命先烈为之战斗、为之牺牲、为之

长眠的土地上，到处春意盎然、山花烂

漫，岁月静好、生机勃勃。在这个礼祭

祖先的节日，我们可以自豪地告慰先辈

“盛世如你所愿”。

每一次缅怀，为铭记，更为传承；每

一次致敬，是对初心的叩问，也是对精神

的唤醒。

回望走过的路，一批批奋斗者留下

的足迹刻满岁月的山河。在民族危亡之

际，是先烈们以“万里崎岖，为国效命”的

担当，激励和带领人民同仇敌忾，前赴后

继，共御外侮；和平年代，为保一方安宁

和国家利益，为挽救他人生命，英雄们流

血牺牲。他们用坚定信仰和执着追求铺

就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石，换来了今日中

国的繁荣安定。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

们，也不应该忘记他们。

前 人 肇 始 ，后 继 不 衰 。 习 主 席 强

调：“理想之光不灭，信念之光不灭。我

们一定要铭记烈士们的遗愿，永志不忘

他们为之流血牺牲的伟大理想。”与英

烈对话，我们总能获得攻坚克难的勇气

和智慧，汲取奋勇前进的力量。遇到风

险挑战时，李大钊“新造民族之生命”的

呐喊回响在耳畔，激励我们破局开路、

勇 往 直 前 ；面 对 科 技 领 域“ 卡 脖 子 ”难

题，天上闪烁的“钱学森星”启示我们，

勇攀创新高峰，闯出一条科技自立自强

之路……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

精 神 血 脉 ，我 们 就 能 始 终 保 持 开 拓 进

取、奋发有为的精气神，攻克前进道路

上的一切艰难险阻，创造无愧于历史和

人民的新业绩。

前不久，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

审 议 通 过 的《政 府 工 作 报 告》，提 出 了

2022 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目标

任务、政策措施和工作部署，勾勒着奋进

的坐标，标注着发展的刻度，描绘着强国

强军的蓝图。我们坚信，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够如期实现。那时候

的中国必将是一个更加奋进的中国、更

加强盛的中国、更加美丽的中国，也必定

会创造更多意想不到的奇迹……

最美人间四月天。此时此刻，抚今追

昔，鉴往知来，总是让人心生无限感慨。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生在伟大的国

家，身处新时代，我们有了实现梦想、成就

精彩的更多可能性。追梦路上，唯有踔厉

奋发、笃行不怠，才是对先辈最好的纪

念。让我们把这份最深切的纪念记在心

间、落到实处，清心明志，去实现一代又一

代人孜孜以求的梦想。

赓
续
前
行
是
最
好
的
纪
念

■
祁
文
超

李
章
荣

八一时评

习主席在 2022 年春季学期中央党

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

开班式上强调，要守住生活关，培养健

康情趣，崇尚简朴生活，保持共产党人

本 色 。 这 警 示 教 育 广 大 党 员 干 部 ，爱

好不爱“好”，就有可能成为“恶好”，成

为自身廉洁防线的“缺口”。

“视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爱好如

同一面镜子，折射出一个人的追求与品

格。毛泽东同志爱好读书，至老不倦；朱

德同志爱好爬山，既锻炼身体，又培养意

志；粟裕同志爱好看地图，每临战事都胸

有成竹。可以说，健康高雅的爱好，能陶

冶情操，激励斗志，给人生添彩，助事业

成功。相反，如果沾染低级趣味，或沉溺

于某一爱好不能自拔，就容易心为物役，

渐渐滑向深渊而不自知。正如一位作家

所说：“高尚的爱好可以造就天堂，庸俗

的爱好只会造就坟墓。”

小节里有大义，爱好中见党性。党

员干部唯有始终严于律己、慎其所好，

把兴趣爱好与理想信念、党性观念、官

德修养结合起来，才能涵养浩然正气、

提高精神境界、保持良好作风。同时，

也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不要让爱好

成为“围猎”的目标，不给别有用心之人

以可乘之机。

（作者单位：69010部队）

爱好须爱“好”
■任 军

近日，某部机关召开“我为群众办实

事”讲评会，业务部门分别就办实事的进

度及下步计划轮流发言，单位领导逐个

进行讲评，对难点、堵点现场研究解决方

案。会议用时不长，却议出了不少新办

法新举措，让人顿感一股短、实、精的会

风扑面而来。

开会是一种重要的工作方式，旨在

传达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工作，解决实际

问题。会而有“议”，“议”而有决，是开好

会议的应有之义。然而在实际工作中，

有的开会“无议”，把开会当成“传声筒”，

只是念念文件，不去分析形势、查摆问

题、商定办法；有的开会“虚议”，该研究

的问题没有说够说透，当决议的事项未

能议完议定，就匆忙散会。如此会议，空

有会的“外壳”。

会议会议，“议”是重点。要真正“议”

起来、“议”得透，就要下一番功夫。首先，

要严把议题关。下功夫搞好调查研究，把

需要解决的问题摸准，把会议的议题选

准。其次，要守好民主关。会中注意聚焦

主题，让与会者畅所欲言，多交流看法、多

提出思路、多拿出办法。最后，要把好落

实关。会议开过了，不等于问题解决了、

工作完成了，要把会上决策部署变成具体

行动，依照既定方案和措施，责任到人、明

确标准，定时跟踪问效。

会议当会“议”
■刘昱岑 柯青坡

在厦门万石植物园太平岩，有个海

云洞，石壁刻有“郑延平郡王读书处”，

也叫郑成功“读书洞”。郑成功一生酷

爱读书，即使在戎马倥偬之中，仍不忘

读书，常率子郑经、郑聪在海云洞攻读，

议论天下大事，筹划收复台湾攻略。

在井冈山大井毛泽东旧居门前，有

一块大石头，当年毛泽东经常坐在石头

上读书、看报、批阅文件、思考中国革命

的命运和前程。如今人们亲切地称这

块石头为“读书石”。

在 笔 者 印 象 里 ，还 有 山 东 肥 城 云

蒙 山 的 孙 膑 读 书 处 、浙 江 桐 乡 大 麻 镇

的 王 阳 明 读 书 处 、四 川 射 洪 金 华 山 的

陈子昂读书台，等等。细细琢磨，发现

这 些 读 书 处 的 主 人 有 着 共 同 特 点 ：都

功勋卓越，建树不凡；都武能定邦，文

能治国，或曰文武双全。

文武双全是对一名军人的高度评

价 。 人 们 由 此 会 想 到 孙 武 、吴 起 、周

瑜 、谢安 、岳飞 、戚继光 、郑成功 、袁崇

焕 等 历 史 名 将 。 他 们 不 仅 武 艺 出 众 ，

能打胜仗，而且文才过人，腹有良谋，

“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书写了一

篇 篇 气 势 磅 礴 的 瑰 丽 华 章 ，上 演 了 一

幕 幕 有 声 有 色 的 威 武 大 剧 ，留 下 了 一

个个历史美谈。

在军言军，军人第一要务是爱军习

武，鏖战沙场，这无可置疑。但一名军

人如果只长于战场拼杀、冲锋陷阵，而

短于谋略算计，不会运筹帷幄，那就叫

有勇无谋，不堪大用。孙权手下将军吕

蒙，作战勇猛，锐不可当，但文化有欠，

见识浅薄。后来他听从孙权劝告，闭门

苦读，手不释卷，进步神速。一次，他和

学识丰富的大臣鲁肃闲谈，引经据典，

说得头头是道，不禁让鲁肃大吃一惊，

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你如今已是

饱学之士，不再是那个只会打打杀杀的

吴下阿蒙”。后来，吕蒙成了东吴的一

代名将，其发愤勤学的事迹，也成为以

文补武、笃志力学的佳话。

军人贵在文武双全，也难在文武双

全。一名军人如果只有匹夫之勇，作用

就会明显受限，或会因短见薄识而错失

战机。而一名具备文韬武略的军人，那

就思维多元、手段多样，或会成为打赢

的关键。韩信的剑术不错，但最多不过

以 一 当 十 ，可 当 他 有 了 指 挥 打 仗 的 谋

略，领兵布阵的本事，就能当百万兵的

统帅，攻必克、守必固。

能文能武也被称为儒将，他们除了

能打仗，懂计谋，有的还能吟诗填词，著

书立说，将军人的豪放勇猛变成诗词文

赋，留给后世，成为军旅文化的宝贵财

富和不可多得的历史典籍。孙武的《孙

子兵法》、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

《正气歌》、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等，就

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作。

毛泽东有名言：“没有文化的军队

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

胜敌人的。”读书有治愚、益智之功，有

长见识、广思路之效。此外，还能学技

能、增本事，丰富思想、陶冶情操。这般

好 事 上 哪 里 去 找 ？ 诚 如 郑 成 功 所 言 ，

“养心莫若寡欲，至乐无如读书”。军人

与读书、学习与胜利就这样奇妙地联系

在一起。

文武之道，相得益彰。如果说武艺

技能要靠练兵场上的刻苦训练、认真打

磨，文才韬略则要靠坚持不懈的读书学

习、思考积累。刘伯承元帅不抽烟、不

喝酒、不喜娱乐，作战和工作的间隙都

用来读书。看书的时间长了，右眼的假

眼球把眼眶磨得生疼，他就把假眼球取

出来接着看。邓小平赞誉他是“大知识

分子、大军事家”，陈毅称其为“论兵新

孙吴，守土古范韩”。

习主席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依

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

未来。历史和现实也一再告诉我们，党员

干部学习与否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本领

大小也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而是关乎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事情。对于军人而

言，能否赢得学习革命，决定能否赢得军

事革命；能否打赢“书桌上的战争”，决定

能否打赢未来信息化智能化战争。唯有

通过持续学习、深入学习，学以致用、以学

强能，才能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完成好党

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上马击狂胡 下马草军书
■陈鲁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