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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训论战

近段时间，某部为紧前做好军事斗

争准备，深入开展“直面强敌对手，强固打

赢信心”自我启发式教育活动。很多指挥

员深入基层一线、走到教育前台，引导官

兵在学习启发、反思对话中点燃思想深处

的狼烟，争当克敌制胜的“刀尖子”。

信心是力量的源泉。要想在战场上

打胜仗，尤须依靠信心激发血性、激昂士

气。但信心不是凭空而来，它除了源于

部队的实力、官兵的自信外，更需要靠指

挥员传递出来。对我军各级指挥员来

说，不仅要有带兵打仗、夺取胜利的本

事，更要有传递信心的能力。

存亡之道，命在于将。指挥员拥有

自信，不失时机地向官兵传递信心，部队

就能精神振奋、英勇无畏、多打胜仗。相

反，如果指挥员优柔寡断，丧失信心，部

队就会士气衰竭，难以战胜强敌。二战

名将蒙哥马利在他的回忆录中谈道：“一

个指挥官最宝贵的品质之一，也许就在

于他在计划与作战行动中传播信心的能

力，尽管在他内心对结局并没有太大的

把握。”可见，要想赢得战争胜利，指挥员

必须具备强大的自信，并有传递这种信

心的能力。

革命战争年代，我军产生了很多战

将名将。虽然他们的指挥方式各异，但

都对革命抱有必胜信心，带领官兵战胜

千难万险，谱写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

教日月换新天”的不朽篇章。当年，南昌

起义部队南下转战遇到挫折，朱德同志

在关键时刻站了出来，他用俄国革命作

类比，劝说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

“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但黑暗是暂时

的。中国也会有一个 1917 年。只要保

存实力，革命就会有办法，你们要相信

这一点”。正是朱德在生死关头传递出

来的信心，给中国革命留下了胜利的火

种。这也告诉我们，优秀指挥员必须具

备两大潜质：第一，即便是在最黑暗的

时刻，也具有能够发现一线微光的慧

眼；第二，敢于跟随这一线微光前进的

勇气。事实证明，指挥员传递信心，就

是在传递信念、传递力量、传递胜利。

带兵带士气，强军强信心。战场上

的较量，是物质的对抗，更是信心、精神

和意志的博弈。现代战争的突发性、残

酷性、破坏性、多变性增强，官兵面对的

考验更加严峻复杂。特别是今天的战争

扩展到认知领域，信心已成为敌人对我

实施打击和破坏的对象。应对这些变化

和挑战，更加需要我军指挥员具备传递

信心的能力，真正强固官兵敢打必胜的

精气神。

传递信心的能力，源自指挥员的定

力。兵凶战危，人的心理很容易在瞬息

万变的战争中失去平衡，从而导致决策

陷入混乱。心学大师王阳明说过：“凡

人智能相去不甚远，胜负之决，不待卜

诸临阵，只在此心动与不动之间。”人的

智能差距并不太大，决定胜负的要素，

在 于 其 内 心 是 镇 定 自 若 还 是 陷 入 慌

张。指挥员拥有强大的定力，做到“泰

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

瞬”，才能头脑清晰，正确处置各种复杂

情况，适时给官兵传递信心和力量。

实力是最坚实的信心和勇气。传递

信心的能力，源自指挥员本身的过硬素

质。高明的指挥员可以在任何复杂环境

中保持冷静、充满自信，这背后是实力支

撑、本领使然。如果心中无主、脑中无

策、手上无招，想有信心也是不可能的。

当年，韩先楚敢于建议提前发起海南岛

战役，并亲率 40军、43军所属的 4个师跨

海进击，关键在于他掌握了海战规律，具

备战胜强敌的实际本领。今天的指挥员

要向我军老一辈战将学习，在平时做足

功夫，多练胆识魄力、谋略战法、血性勇

气，培养泰然自若、安之若素，临危不乱、

处变不惊的指挥艺术。如此，上了战场

才能“胜似闲庭信步”，给官兵传递出足

够多的信心和勇气，做到上下同欲、同舟

共济，战胜任何强大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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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部在帮建基层过程中，坚持效果

导向，着眼提升战斗力，不仅关注“帮没

帮建”，更注重“帮建得怎么样”，推动基

层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这种坚持效

果导向的做法，值得各级党委机关学习

借鉴。

事莫明于有效。干任何工作，有好

的动机是前提，取得好的效果才是硬道

理。基层是部队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

基础。帮建基层，最大目的是提升基层

战斗力，最佳成效也要体现到增强新时

代打赢能力上。如果帮建基层计划制

订得很周详、方式方法很多样、举措活

动很丰富，但基层战斗力没有提高、全

面建设没有进步，就难以让效果导向立

起来，也会让工作失去意义。

俗话说，做正确的事才有好效果。

帮建基层要取得实效，关键要摸透实情、

开好药方，解决好“桥”和“船”的问题。

谷文昌到基层调研不当东转西看的“风

水先生”，坚持事关群众的事同群众商

量，要求干部“把政治、技术、业务结合起

来”。事实证明，最管用的办法不是凭空

想出来的，而是需要深入细致地调研。

科学帮建基层，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把问

题导向和效果导向统一起来，深入调研

帮建单位，问题在哪里就在哪里使劲。

没有好作风兜底，帮建就可能“竹

篮打水一场空”。从实际看，基层官兵

最怕的是不接地气、缺少实效的帮建。

现实生活中，有的搞“打卡式”帮建，身

到基层心不入基层，习惯于到基层“留

痕”；有的搞“浅表式”帮建，不钻“矛盾

窝”，不解决真问题；有的搞“钦差式”帮

建，揣着不经调研、不合实际的“经验”

指导，难以激发基层自建活力，甚至帮

基层成了“扰基层”……诸如此类的帮

建，不仅无益于基层建设，反而会成为

基层的一种负担。

小智治事，大智治制。如何让机关

指导帮建常管用、管长用，重在立起考

核评估的“指挥棒”，健全完善相关制度

机制。指导帮建好不好，不能简单以帮

建天数论高下，也不能单纯以“办实事”

多少来衡量。既要看有没有出“显绩”，

更要看是否在解决制约战斗力的瓶颈

问题上见实效。只有这样，帮建成果才

能经得起实践检验。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全面建设

“三个过硬”基层，需要基层自主建设，

也离不开高质量的帮建。党委机关立

起效果导向，不断调整优化指导帮建的

“供给侧”，满足基层建设的“需求侧”，

真刀真枪解决基层的短板弱项、矛盾问

题，才能助力基层在强军征程上跑出加

速度。

坚持效果导向帮建基层
■周 涛

本事靠苦练，吃苦乃吃补。

前不久，本报报道了第 71 集团军

某旅“王杰班”的先进事迹。“王杰班”的

战士自觉像王杰那样“一不怕苦、二不

怕死”，信奉“吃不了大苦头，磨不出硬

骨头”，锤炼本领、争创佳绩。他们班每

年平均外训 200 多天，人人通过通信、

射击、驾驶 3 个专业的等级考核，实现

所有战位任意互换，确保了战场环境下

的持久战斗力。

“自古军旅多艰险，从来为武少安

闲。”胜战之路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

鼓就能开辟出来的，必须经过苦与累、

生与死的考验摔打出来。“王杰班”艰苦

训练的实践告诉我们，勇于担难吃苦，

方能以苦砺心智、振士气，以苦强本事、

练硬功。如果吃不了苦头、经不了磨

难，不愿在艰苦环境、复杂地域实训实

练，不仅难以锤炼有我无敌的硬骨头，

也难以享受胜利带来的新荣光。

打仗讲究硬碰硬、实打实，平时训

练就应吃苦头、涉难关。特别是未来的

信息化智能化战争，其残酷性、破坏性

空前增大，所带来的心理震撼超过以

前。应对这些挑战，过好血火关、心智

关，迫切需要砥砺官兵的血性胆魄、实

战硬功。这就要求各级带兵人多设危

局险局难局，深入开展实战化军事训

练，让官兵在艰苦比拼中磨炼意志，在

负重承压中砥砺血性，在极限挑战中发

掘潜能，涵养敢打必胜、一往无前的雄

风锐气，锻造出让任何强敌都胆寒的

“钢刀利刃”。

（作者单位：武警特种警察学院）

吃不了大苦头，磨不出硬骨头
■王 洋

惟固本者进，惟开新者强，惟固本

开新者胜。

前不久，某红军师召开创建 90 周年

座谈会，总结回顾光辉历程，提纯新时代

传统特质。这支有着深厚红色底蕴的部

队，历经 90 年不断发扬传统、赓续血脉，

开拓进取、转型重塑，得以锻造为一支崭

新的雄师劲旅。他们的成长离不开立根

固本、开新创新这一重要法宝。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

才能更好创新。坚持固本开新，一直是

习主席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贯穿

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推进新时代强军事业的伟大实践中，

习 主 席 多 次 强 调 要 固 本 培 元 ，开 新 图

强 。 在 党 的 建 设 方 面 ，习 主 席 指 出 要

“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在政治工

作方面，习主席强调“既要坚持政治工

作根本原则和制度，又要积极推进政治

工作思维理念、运行模式、指导方式、方

法手段创新，提高政治工作信息化、法

治化、科学化水平”；在军队改革方面，

习主席指出“改革不是改向，变革不是

变色”……习主席关于坚持固本开新的

一系列重要论述，既基于传统，又着眼

于现实和未来，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军事

辩证法思想的时代光芒，为我们建军治

军提供了科学方法和根本遵循。

传承不忘本，创新不离根。固本就

是弘扬传统、守正强根；开新就是与时

俱进、开拓创新。我们常讲，“新发展要

从原阵地出发”。固本是开新的基础，

开新是固本的发展。没有固本，军队建

设就会根基不稳；没有开新，转型建设

就会止步不前。固本开新，哪一个方面

都不能偏废，二者是一个不可分割、相

辅相成的统一体。开创新时代强军事

业新局面，推进军队建设高质量发展，

必须在固本开新上实现更大作为。

“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

成。”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根脉要守住，

根本不能丢。我军已经走过 95 年，但

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

忘记走过的过去。固本开新之“本”，很

重要的就体现在我党我军的初心本色、

红色基因、光荣传统、成功经验上。在

长期实践中，我军培育和形成了一整套

光 荣 传 统 和 优 良 作 风 ，比 如 政 治 工 作

“十一个坚持”的优良传统等。这些都

是我们面向未来、继续成功的“真经”，

是我们要强固的“本”。特别是在思想

文化多元多样多变更加凸显、意识形态

领域斗争激烈激荡激变的今天，固本的

工作只能加强而不能有任何弱化。如

此，才能确保我军血脉永续、根基永固、

优势永存。

不 日 新 者 必 日 退 。 一 位 哲 人 讲 ，

传 统 不 是 守 住 炉 灰 ，而 是 热 情 火 焰 的

传递。时代变了，部队编成变了，官兵

成分变了，技术形态变了，不开新就难

有 活 力 ，难 有 生 命 力 。 开 新 不 是 舍 本

逐末，不是另搞一套，而是守住初心 、

继 承 传 统 的 创 新 。 就 拿 政 治 工 作 来

说 ，只 有 把 优 良 传 统 与 时 代 精 神 融 为

一体，在继承中更好地发展，在发展中

更 好 地 继 承 ，才 能 让 生 命 线 始 终 不 断

线 ，持 续 焕 发 新 活 力 。 某 部 结 合 新 时

代官兵特点，广泛推开“有事码上办”

“ 有 话 码 上 说 ”等 微 信 APP 键 对 键 答

疑 ，创 造 性 地 将 坚 持 群 众 路 线 的 优 良

传 统 搬 到 网 上 ，最 大 限 度 畅 通 了 民 主

渠 道 。 这 启 示 我 们 ，任 何 工 作 的 生 命

力，都需要根植于传统的沃土、吸收时

代 的 营 养 ，实 现 坚 守 传 统 精 髓 的 积 淀

式发展、升华实践经验的接续式发展、

顺应时代大势的开拓式发展。

“非取法至高之境，不能开独造之

域。”强军事业的发展进步，既离不开对

优良传统的继承，也需要贴近时代与时

俱进。事实上，部队建设、改革、发展等

方方面面的工作，都体现着固本与开新

的辩证法。在这轮国防和军队改革中，

我 们 很 好 地 实 现 了 固 本 与 开 新 的 统

一。一方面，我们坚持把握好改革的方

向和原则，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强固

了“听党指挥”这一根本，更好地彰显了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制度优势。另

一方面，我们坚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战

斗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军队活力，通

过整体性、革命性重塑，我军实现了体

制一新 、结构一新 、格局一新 、面貌一

新。这些“新”都是固本开新 、革弊鼎

新、守正创新的结果。

传 统 的 箭 ，说 到 底 是 要 射 向 未 来

的。当前，坚持固本开新，最重要的就

是把好传统带进新征程，将好作风弘扬

在新时代。当然，好传统好作风不会自

动发出光芒，需要不断注入时代血脉、

体现时代精神，真正适应信息化智能化

时代的新需求，适应科技之变、战争之

变、对手之变对备战打仗的新要求。只

要很好地运用固本与开新的辩证法，就

一定能让我们既拥有传统优势，又增强

时代胜势，继续从胜利走向胜利，永葆

人民军队的好样子。

（作者单位：69240部队）

固本与开新的辩证法——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
■黄长升

画里有话

玉 渊 潭

掌握军事辩证法思想 推进新时代强军事业⑧

据报道，神舟十四号飞行任务的工

作量、复杂性和难度比以往呈指数级增

长。对此，神舟十四号飞行乘组指令长

陈冬充满信心地说：“我们一定坚决完

成任务，用精细保证精准，用精心换来

精彩。”同样，完成军事斗争准备各项任

务，也要求广大官兵自觉养成追求精准

的习惯，做到日日精进、处处精心、事事

精彩。

粗放乃打仗大忌，精准为制胜之

要。我们将来面对的战争，是一体化联

合作战，也是精确作战。要想打赢未来

战争，要求各个系统形成“一盘棋”，各种

力量拧成“一股绳”，各个要素分秒不差、

精确协同。而要做到这一切，人是决定

性因素，官兵的精细作风、精准理念、精

心态度是根本保证。如果粗枝大叶，缺

少“绣花功夫”，就可能“差之毫厘，谬以

千里”，导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兵法讲：“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

多也。”对今天而言，算的理念，就是精细

思维；算的功夫，就是精准本事。打赢一

场战争，如果缺少数据意识，没有精细作

风，资源不到位、信息保障不了，再多的

兵力火力也无法完成。只有做到精确计

算、精准筹划，积极创造全胜的条件，才

能占据主动，赢得胜利。

军队越是现代化，越要精准化。打

仗是一项胆大心细的工作。实现精彩制

胜，必须精细准备、精确打击、精准释能、

精心保障。广大官兵平时执着于精耕细

作、精益求精，才能使工作更有准度、办

事更有精度，确保战时能够“把脉点穴”，

战胜强敌对手。

以精细求精准，用精心换精彩
■韩翰墨 李东印

作者作者：：周 洁周 洁

著 名 画 家 齐 白 石 有 这 样 一 个 习

惯 ，规 定 自 己 每 天 作 一 幅 画 ，从 不 间

断 。 在 他 晚 年 时 ，有 一 次 没 能 按 时 完

成 ，次 日 便 补 上 画 作 ，并 写 下 这 样 的

话 ：“ 昨 日 大 风 雨 ，心 绪 不 宁 ，不 曾 作

画 ，今 朝 制 此 补 充 之 ，不 教 一 日 闲 过

也。”齐白石坚持“不教一日闲过”，每

日 雷 打 不 动 地 创 作 ，画 艺 逐 渐 炉 火 纯

青，最终成为一代大师。

“ 不 教 一 日 闲 过 ”，是 对 自 我 的 一

种严格要求，是事业精进的成功法宝，

也是为政者造福于民的重要保证。那

些有心 、有志 、有为的人，从来都是惜

时如金、奋斗不止。

《邵 氏 闻 见 后 录》记 载 ，范 仲 淹 每

天晚上睡觉前，都有“自计”的习惯，就

是给自己作个当日总结。在范仲淹看

来，既然享受俸禄，由民供养，每一日

都 应 该 勤 勤 恳 恳 、清 清 白 白 地 为 国 分

忧 ，为 民 办 事 。 一 样 的 道 理 ，南 宋 官

员 、理 学 家 张 九 成 讲 得 也 很 直 白 。 为

了 提 醒 自 己 和 下 属 勤 政 敬 业 ，他 在 衙

门的墙上用很大的字写道：“此身苟一

日之闲，百姓罹无涯之苦。”意思是，如

果 为 官 一 方 贪 图 一 日 清 闲 ，就 可 能 造

成百姓无尽的痛苦。

古 人 有 言 ：“ 君 子 有 三 惜 ：此 生 不

学，一可惜；此日闲过，二可惜；此身一

败，三可惜。”避免“三惜”，唯有刻苦学

习 ，不 虚 度 光 阴 。 曾 国 藩 一 生 以 勤 为

本，艰苦精进。他读书“一句不通，不看

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

明年再读”，未曾虚度一日。事实证明，

一切成绩的取得，都是在“不教一日闲

过”中耕耘出来的。只要勤奋敬业、苦

心经营，就可能成就非凡、创造辉煌。

夙夜在公、分秒必争，更是共产党

人干事创业应有的品格。1945 年，战事

正酣，刘伯承仍挤出时间孜孜不倦阅读

《政治经济学》，他说：“工作越忙越得

学，时间越紧越得挤。”他经常“批评”自

己对时间太“势利”，骑马指挥打仗，下

马提笔译著，炮火声中研读，养病之余

著书，搂草打兔子，多重收益。黄大年

回 国 7 年 ，超 出 三 分 之 一 的 时 间 在 出

差，为了不浪费宝贵的白天，他总是乘

坐 夜 晚 的 航 班 ，几 乎 每 日 都 排 满 了 工

作。“跑腿书记”卓彦庆，只要是有利于

群众的事，他就夜以继日地跑，在任 24

年跑了近 25 万公里，直到生命的最后

一刻。无数奋斗者与时间赛跑，“不教

一日闲过”，演绎着共产党人生命不息、

奋斗不止的精神追求，创造了“当惊世

界殊”的中国速度、中国奇迹。

千 德 万 业 ，日 怠 废 而 无 成 。 反 观

当 下 ，少 数 党 员 干 部 承 平 日 久 、精 神

懈 怠 。 有 的 庸 政 懒 政 混 日 子 ，甘 愿

“ 日 日 闲 过 ”，戚 戚 于 富 贵 ，孜 孜 于 逸

乐 ；有 的 认 为 自 己“ 船 到 码 头 车 到

站 ”，就 想 歇 歇 脚 ，做 个 太 平 官 ；还 有

的 习 惯 于 当“ 传 声 筒 ”，做“ 中 转 站 ”，

遇 到 困 难 绕 着 走 、碰 到 难 题 往 上 交 。

如 此 饱 食 终 日 、无 所 用 心 的 懒 官 ，不

仅 影 响 党 的 形 象 ，更 与 当 今 时 代 的 奋

斗精神格格不入。

世 代 更 迭 ，岁 月 轮 转 ，但 惜 时 如

金 、勤 勉 进 取 的 精 神 依 旧 弥 足 珍 贵 。

“圣人不贵尺之璧，而重寸之阴，时难

得而易失也。”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 变 局 加 速 演 进 ，科 技 革 命 、产 业 革

命、军事革命加速发展，我国国家安全

形 势 严 峻 复 杂 ，加 紧 推 进 军 事 斗 争 准

备时间紧、任务重，等不得、慢不得，更

加 需 要“ 不 教 一 日 闲 过 ”的 精 神 。 须

知，战争可能就在“下一秒”来临，军人

就 要 心 无 旁 骛 备 战 、一 门 心 思 务 战 。

广 大 官 兵 保 持 时 不 我 待 、只 争 朝 夕 的

紧迫感，增强“一日不为、三日不安”的

责任心，知重负重 、苦干实干 、奋发奋

进 ，就 一 定 能“ 让 时 间 成 为 积 极 的 存

在”，真正锻造出“铁肩膀”，肩负起打

赢使命。

不 教 一 日 闲 过
■田 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