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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91年风雨征程，回望91年沧

桑辉煌，一代又一代革命军人凭着敢战

敢胜的英勇决绝，锻造了人民军队“战

斗队”的鲜亮底色，铸就了捍卫和平的

能力与担当。在战火硝烟暂时停歇、鼓

角铮鸣看似远去的时候，能不能有效祛

除和平积弊、根除和平积习，能不能激

荡起全心钻研打仗、全力备战打仗的战

斗文化，决定着军队的前途命运，也深

刻影响着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

一

和平是对军队的最高褒奖，沉醉于

和平却是军队的最大敌人。对军队来

说，生活主题始终应该是战争和准备战

争。在长期和平的环境中，没有生与死

的考验，少有铁与火的碰撞，容易使官

兵产生和平麻痹思想，淡化忧患意识，

削弱斗志，放松戒备，“战味”“兵气”和

“血性”在一片太平声中被渐渐磨损，甚

至悄然退去。和平环境这个温柔杀手，

对军队战斗力的侵蚀和削弱，对战斗文

化的削减和抵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甚至比战争还要严酷。

任何一支军队，如果忧患丧失，血性

消退，享乐盛行，过日子思想严重，就谈

不上经受实战考验，就会不战自败，走上

令人叹惋、无可挽回的道路。历史反复

告诫世人：战斗文化培育不难，难的是在

承平日久、久无战事的情况下，还能始终

保持昂扬的战斗气息、强大的战斗精神。

军人心中的“烽火台”一旦坍塌，国

家的长城就会形同虚设。古往今来，多

少曾经纵横驰骋、英勇善战的虎狼之

师，在和平时期却不敌莺歌燕舞、纸醉

金迷，最后变得不堪一击。秦始皇统一

中国后，“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

镝，铸以为金人十二”；唐玄宗“开元盛

世”，朝野上下乐享太平，以致武备废

弛，文恬武嬉；北宋偃武修文，尚武文化

不兴，国富军弱。凡此种种，无不招致

内乱或亡于外患。醉太平，毁的是军

队，最终坑的是国家、苦的是百姓。

一支军队的衰败，大都是从滋生和

平积弊开始的。硝烟味日淡、生活味渐

浓，忧患缺失、忘战怠战，战斗文化尽

失、和平习气积重，这样的军队必然走

向灭亡。不可一世的古罗马军团打遍

欧亚非三大洲无敌手，但到公元4世纪

罗马军团将士沉迷酒场、浴场、角斗场

休闲娱乐，长时间不思战、不训练让他

们斗志销蚀、精神懈怠，最终被一支小

小的日耳曼联军打败。清朝八旗兵，也

曾骁勇善战、所向披靡，“攻则争先，战

则奋勇，威如雷霆，势如风发”。然而，

在长期的歌舞升平中，军中将领刀剑入

库，耽于安乐，把练习骑射之事置于脑

后，战斗力一落千丈。

和平环境从来都是国家的福祉、人

民的愿望，但和平积弊是军队战斗力的

最大“腐蚀剂”，享乐太平是军人战斗文

化丧失的最大“污染源”。习主席深刻

指出，军队要充分认清国家安全形势的

复杂性和严峻性，强化随时准备打仗的

思想。培育和激荡战斗文化，就是要让

每一名军人不仅懂得战争的重要，懂得

和平环境是一个可能的温柔杀手，懂得

繁华下面的隐忧、太平背后的威胁，更

要懂得抓住和平的有利契机厉兵秣马、

准备战争，打造能够抵御侵略、维护和

平的强大军事实力。

二

战斗文化蕴含着对安全形势的清

醒判断、对打赢制胜的深邃思考、对战斗

精神的价值认同，是一支军队的鲜亮标

识。战斗文化一旦蔚为风气，和平积弊

就会消减殆尽；战斗文化一旦沦为形式，

和平积弊就会滋生蔓延。

我军首先是一个战斗队，备战打仗

是主责主业。“奥卡姆剃刀定律”提出

“如无必要，勿增实体”。简言之，就是

聚精会神地提升一个组织的核心功能，

始终将资源集中于有用之事。提高部

队战斗力，冲破和平积弊的羁绊，军队

同样需要这样一把剃刀，割断一切与备

战打仗无关的“缰绳”。

当前，官兵对于形式主义、“五多”

问题诟病太多，机关忙乱叫苦不迭，基

层乱忙怨声载道，严重干扰主责主业。

思维转不到“为战”的定位上来，工作就

会被官僚主义作风围绕。战斗文化的

培育，首要的是要立起备战打仗的鲜明

导向、培树好备战打仗的思维方式，坚

持一切工作向打仗聚焦、一切资源向打

仗倾斜，对与战斗力建设紧密相关的要

重点关注、重点投入，与战斗力建设关

系不大的“杂事”要坚决压下来、减下

去，确保官兵一门心思谋战练战。

战斗文化直指战斗力这个核心，有

鲜明的指向性，决不是凌空蹈虚的理念

思维及价值判断，而是深蕴军人内在气

质的重要精神支撑。“一不怕苦、二不怕

死”的战斗精神，使我军具有强大的凝

聚力和战斗力，又使敌人心存畏惧。

1950年，在朝鲜战场上，美国第八

集团军在我志愿军发起的第二次战役

中惨遭失败。李奇微接任第八集团军

司令后，在一次高级干部大会上批评其

部属缺乏战斗精神：“看看中共军队，他

们总是在夜间行军，他们习惯过清苦生

活，甚至吃的是生玉米和煮黄豆。可是

我们呢？我们的军队离了公路就打不

了仗，不重视夺占沿途高地，不去熟悉

地形、利用地形，不愿扔开使部队伤亡

惨重的汽车而代之以步行，不敢深入山

地、丛林到敌人的驻地去作战。”

长期被和平熏染的新一代官兵，如

果不能自觉抵制享乐主义，就会染上

“和平病”，当上“老爷兵”，这一点永远

值得我们深思警醒。重塑不忘固本，创

新根植传承。面对深刻变化的时代条

件、方兴未艾的军事革命、前所未有的

机遇挑战，我们依然要把握战争是物质

力量和精神力量的综合竞争，传承好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个打赢制胜的

重要法宝，切实让战斗文化渗透训练

场、融入生活中，让官兵告别舒适安逸，

砥砺打仗本领。

三

战斗文化不仅是一种精神承载，更

是一种精神引领，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能

够引领军队战斗力的建设发展。回首

历史，装备占优的北洋水师，为什么会在

甲午海战中全军覆没？其中一个深层

原因，就是对先进技术的认知存在“文化

盲点”，跳不出思维守旧的圈子，不谙海

战机理，缺乏战争准备。

军人谋划和准备的，永远只能是明

天的战争，甚至是后天的战争。今天的

战争是昨天思维的结果，明天的战争则

是今天思维设计的“产品”。不思考明

天的战争，不用发展的观点谋划战斗力

建设，也是和平积弊的一种重要表现。

荷兰哲学家冯·皮尔森曾说，文化

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动词；文化必

须变得更有动态性，更注重未来取向。

战斗文化的培育同样如此，必须有面向

未来的创新思维。

技术装备构成作战力量的物质基

础，战斗文化形态则反映对装备技术价

值作用的认知力、驾驭力和开掘力，构成

作战力量体系的内在本质力量。而能否

把握“科技革命”的时代脉搏，把军事技

术优势转化为设计战争的首创精神，需

要战斗文化的强力淬炼和前瞻引领。信

息时代还让“亚瑟王宫廷的骑士拿着

M-16自动步枪的枪托去砸对手的脑

袋”，那无异于刻舟求剑、自取其辱。新时

代的军人必须掌握现代战争制胜机理，主

动研究战争、设计战争，让战斗文化实现

与军事理论、军事技术、组织形态的深度

融合，在更高层面上使一切战斗力要素

活力竞相迸发，战斗效能充分彰显。

“凡国之重也，必待兵之胜也。”激

荡起新时代的战斗文化，不仅要下大力

破除制约战斗力发展的和平积弊，更要

着力打造赢取未来战争的创新引擎，因

为胜利只会向那些能见之于未萌、识之

于未发的人微笑。

高筑军人心中的“烽火台”
■余远来

青春如酒，芳香浓烈；青春如歌，悦
耳动听。

18 岁，人生最美好的年华，我积极
响应祖国召唤，光荣参军。

在 3个月的军训中，军人快节奏的
生活、高强度的训练的确让我吃不消。
急匆匆起床来不及洗漱，规定时间内吃
不完饭；多次因为没打好背包，只好抱着
被子急速行军；要么裤子穿反、来不及系
裤带，只能提着裤子紧急集合。

3个月后，正式下连。我被分到舟
桥某旅勤务保障营机械汽车修理连。知
道我是大学生，平时喜欢看书，连长便专
门告知我闲暇时可以去会议室看书学
习。指导员非常和蔼可亲，一边翻阅我
在新兵连的习作，一边询问我的家庭情
况、兴趣爱好。我的军被总叠得软塌塌
的，想驯服它不容易。班长每天牺牲自
己中午休息时间，带着我叠被子。我自
己也每天比别人早起半个小时练习，终
于叠出来标准的“豆腐块儿”。

体能训练是弱项，我就拜战友为师，
跟着这个练长跑，跟着那个练单双杠，从
最初战友们拉着我跑 5公里，到现在轻
松跑出好成绩，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强壮
起来，精神状态越来越好。有一次，我脚
崴了，班长对我无微不至地关照，用自己
的津贴给我买了营养品，战友们每天帮
我打饭，陪我看病，我深深感受到部队大
家庭的温暖。

从一名学生转变成一名军人，其中
的辛酸苦辣、欢心喜悦只有自己最清
楚。“训练不怕苦、打仗不怕死”的信念慢
慢融进我的血液。

今年夏天，全旅进行野外训练。驻
地经常有蛇出没，那次一条蛇从我的两
脚间游过，我吓呆了，幸好班长在旁边，
叫我不要动。有天早上我一睁眼，脸前
几厘米处一只大蜈蚣正对着我，像是在
示威。在野外，战友们的耳朵、脸颊、身
上经常被各种虫子咬伤，但这丝毫不能
改变大家战胜困难的决心和意志，把
训练场当成战场，用高昂的热情迎接
考验。

驻训期间，有天夜里我突发急性阑
尾炎和腹膜炎，部队领导带我去当地医
院检查，医院建议立即手术，但当地条件
有限，部队领导决定立即派车将我转到
武汉总医院。战友们不顾训练的疲惫，
连夜开车几个小时送我回武汉。等我从
手术室出来，天已经快亮了，战友们一直
给我看着吊瓶，一整夜没合眼。连长告
诉我：“部队不会抛弃任何一个战友，再
苦再累再远，也会为彼此付出。”我内心
感动又温暖。这就是战友情！

这一年在部队的摔打磨炼，给了我
终身受益的财富。入伍前，母亲曾说：
“孩子就是一只雏鹰，该飞的时候，就让
他振翅飞翔，就算翅膀稚嫩摔在谷底，也
要拼命奋力高翔。”现在，我真切地感到，
是军营给了我振翅高飞的力量！

今天，当看到镜子中的自己透出军
人气质，我更加坚定自己当初的选择。
没有哪一处美景，比龙腾虎跃的军营更
蓬勃青春；没有哪一种人生，比走进军营
更精彩非凡。

有一种青春，
叫军营

■路景顺

雷锋那张一身戎装、手握钢枪的
照片，已经永远留存在亿万人民的记
忆里。它瞬间的定格表达的是一种
恒久的精神，就是作为一名军人要牢
记宗旨，保持本色，精武强能，准备打
仗，用枪杆子保卫人民的安全，守卫
祖国的和平。在雷锋已经离开我们
56 年的今天，凝望雷锋持枪的英姿，
重温雷锋爱军精武的故事，倍感亲切
和振奋。

雷锋是 1960年 1月 8日入伍到部
队的。他当天写下的日记对自己提出
6 条要求，其中第一条就是“听党的
话，服从命令听指挥，党指向哪里，我
就冲向哪里”。由此可见，雷锋从迈入
军营的那一刻起，就树立了军魂意识，
尔后随着在部队的学习生活，他的这
种意识愈加牢固，坚不可摧。“可以说
在我周身的细胞里，都渗透着党的血
液。”“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就是入火
海，进刀山，我甘心情愿，头断骨粉，身
红心赤，永远不变。”这些在他日记中
随处可见的滚烫字句，既是他心灵的
生动反映，也是他行动的真实写照。
党旗暖兵心，军魂塑灵魂，由此他人生
有了远大理想，军旅有了高尚追求，练
兵有了强大动力，迷彩青春绽放了灿
烂光华。

军人的钢枪是用来打仗的，在当
今的演兵场上，广大官兵面对复杂的
形势和艰巨的任务，既需要突围未来
信息化战争的电子烟尘，也需要冲破

现实和平积弊的重重障碍；既需要胜
战的自信，也需要备战的自觉。这就
要求我们必须像雷锋那样，当好战士
要挺立战姿，握紧钢枪要铸牢军
魂。要把党的创新理论当作“粮食”
“武器”和“方向盘”，全面学习和深刻
把握习近平强军思想，用新思想的理
论武装指导军事武装的新实践，为手
中武器装上能打仗、打胜仗的“指挥
仪”和“瞄准镜”，向着打赢的目标不
断进击。

军人的战力在战位。雷锋入伍
后，一些营、连领导得知他参军前曾在
鞍钢当过工人，政治素质高、有专业技
术，都争着抢着要他，有的甚至私下找
他做工作。对此他只有一句话：“我服
从组织分配！”组织分配他到运输连当
驾驶员，他首先把自己当作战斗员，将
汽车作为“武器”，精心爱护，细心保
养；刻苦钻研驾驶技术，做到节省油
料，安全行车，高标准完成各项军事保
障任务。冬天的东北地区酷冷奇寒，
在户外维修保养车辆，“有时手拿着铁
的机件，就把手和机件粘在一起了”
（雷锋语）。就是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条
件下，雷锋坚持及时对车辆进行保养
维修，有一个大雪天，他在野外一干就
是 8个多小时，使汽车达到良好的战
备技术状态，保证了遇有军事任务，随
时能够开得动、拉得出！

当前随着国防和军队改革深入推
进，军事领域的分工越来越细，技术含
量越来越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像雷
锋那样，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
行。要适应新形势，担当新责任，立足
本职求作为，脚踏实地练本事，坚决克
服和纠正受过去不良政治生态影响、
一些官兵存在的“找关系”“靠关照”
“挑环境”“拣工作”的现象，把岗位当

战位，将操场作战场，一切工作向备战
打仗聚焦。

战场的胜利依靠的是战斗力，提
高战斗力就要提振官兵的战斗精神。
雷锋最崇尚战斗英雄，把黄继光忘死
堵枪眼的画像贴在笔记本扉页上激励
自己。他在一篇日记中这样写道：
“《黄继光》这本书，我不止看过一遍，
而是含着激动的眼泪，一字字一句句
地读了无数遍，甚至我能把这本书背
下来。我每当看完一遍，就增加一份
强大的力量，受到的教育也一次比一
次深刻。”手榴弹投掷训练，雷锋开始
只投 10多米远，成绩不及格。于是他
刻苦练习单双杠，增加臂力；虚心向战
友求教，掌握投弹的科学要领；起早贪
黑地拼搏在操场上，手磨起泡、胳膊累
肿了依然坚持训练，终于使手榴弹投
掷课目取得优秀成绩。雷锋就是以这
种战斗精神攻坚克难，锐意进取，不断
提高军事素质。在驾驶员岗位上，他
紧密联系实际，深钻细研汽车驾驶理
论，摸索总结了一系列在复杂条件下
执行军事运输任务的安全行车经验和
节省油料做法，成为专业技术的行家
里手。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当代军人
所面对的未来战争，武器装备更加智
能化、隐性化，作战手段更加网络化、
数字化。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像雷锋那
样，在做好以军事斗争准备为龙头的
各项工作中，传承红色基因，砥砺战斗
精神，既要发扬勇猛顽强的作风，也
要练就卓越高强的本领，以底气壮大
士气，用智能提升战能，全面提高练
兵打仗水平。“接过雷锋的枪，我们都
学习他的榜样。”在新时代，他的身影
背后，将是一支支“四铁”过硬部队的
英雄列阵。

雷锋教我们握紧枪
■焦凡洪

“时代楷模”王继才夫妻戍守黄海开
山岛 32年无怨无悔，日闻 59岁的王继才
病逝于前哨，随有感诗书遥敬老民兵！

一生无悔守开山，大写精忠碧海间。

漫卷红旗吟逸兴，回翔白鹭惜衰颜。

并肩为哨心常乐，孤岛安家莫说艰。

三十二年兵老去，隔屏东望泪先潸。

遥闻开山岛

老民兵事迹有寄
■何 红

检校风靡荡柳营，疆城虎帐总关情。

不闻鼙鼓横戈将，试看狼烟陷阵兵。

未雨绸缪磨利剑，运筹帷幄赖良能。

天封大任苍生问？胜战功垂四海宁。

陆军“考军长”有感
■徐延利

祥 和（油画） 朱志斌作

万里远行，李宁几易交通工具，终
于来到海拔 4400多米的西藏边陲。赵
鹏出门相迎，怀里抱着深蓝色氧气袋。
远远看到丈夫，李宁很想加快脚步，无
奈胸闷气短、一步三喘，平时走路带风
的她，此刻只得慢行。

两颗心终于贴在一起，四行泪从笑
脸下坠。此次探亲，李宁肩负“特殊使
命”，有备而来。
“我要的花和草皮呢？”赵鹏打开爱

妻的行李箱，没看到五颜六色的花草，
有些失望。

李宁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取出一包
草种递过去：“都在这里。”

之前说好了买人造草皮和塑料花，
现在怎么“草草了事”？李宁自有打算。

内地春暖花开时，西藏边防某团驻
地仍荒凉无边，草木屈指可数。赵鹏让
爱妻探亲时带点塑料花草，是想以假乱
真，满足战友们“相伴春天”的奢望。可
李宁另有一番规划：挑选耐寒草种，带
到边关试种，目标嘛，自然是冲出荒漠、
走向绿洲。

不得不说，这是个小概率事件。可
李宁愿意花时间和精力赌上一把。为
此，硕士研究生毕业的她决定暂时不去
应聘求职，而是铆在边关浇灌梦想之
花。李宁套用一句流行语给自己打气：
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这次进藏，李宁化身“圆梦园丁”。
战士们听说军嫂要绿化极地营区，第一
反应多是“扑哧”一笑，可冷静下来，却

又陡生敬意。
当地长者告诉李宁，这里是被春天

遗忘的角落，几代边防军人接力种草，
才看到巴掌大点绿。老人还说，种树就
更困难了，从没见哪棵树苗能活过3年。

一席话，不仅没让李宁绝望，反而
激起她的斗志。李宁认为，既然前辈们
已让草木扎过根，就无须论证可行性，
当务之急，是找出失败原因，在前人实
践的基础上接力攻关。

顺着这个思路，李宁走进团后勤保
障股办公室。“这里终年飞雪，昼夜温差
悬殊，加上土壤的盐碱含量严重超标，
所以很难种活花草，不过我们从不放
弃……”李宁从“绿化掌门人”的话语
中，读出边防军人从不妥协、矢志奋斗
的精神。

晨风掀开新的一天，一只老鼠从枯
死的草皮下探出头来，看到操持铁锹的
李宁，吓得逃之夭夭。李宁把那块草皮
翻了个底朝天，看到不少“密道”，也看
出了“门道”。李宁断言，草皮先活后死
原因有二：一是盐碱地缺少养分，二是
老鼠刨断草根、流失水分。

李宁先除鼠救草，随后又开启一场
“土地革命”。她来到海拔 2800多米的
峡谷江畔，置身西藏有名的林海雪原，
无暇欣赏参天大树、十里花海，而把目
光停留在灌木丛里。她打开旅行包，装
了满满一袋腐土，而后心满意足地踏上
归途。

李宁回到团部，将取来的腐土与营
区的泥土进行搅拌，铺在已除鼠患区
域，形成一块袖珍实验田。草种很争
气，半个月之后，绿绿的嫩芽钻出土地。

成功亮相不等于完美演出。驻地
气候反复无常，四季随意转换。那天，
晨起还见旭日，午后亦有艳阳，可到了
傍晚，天空就露出狰狞面目，暮风衔着
夜 雪 侵 袭 而 来 ，气 温 瞬 间 下 降 近
10℃。李宁急了，估计这场风雪会持续
很长时间，若不采取超常措施，小草会
有灭顶之灾。她来不及多想，迅速回屋
卷起铺盖，给小草盖上……

李宁雪夜舍被，果真挽救了小草。
随着时间推移、天气回暖，实验田慢慢
变成“青草乐园”。官兵们高兴坏了，遇
到风夜、雨夜、雪夜，就轮流往草皮上撑
伞铺被，助小草茁壮成长。

边关的春天虽会迟到，但不会缺
席。经历过低温和疾风考验的小草，逐
步积蓄起对抗恶劣天气的本领。如今，
再遇风雪，草地依然郁郁葱葱。

承载着几代戍边人的绿化梦想渐
渐变成现实，李宁“得寸进尺”，决定扩
大种草面积。对此，赵鹏举双手赞成，
团里也“百分之百支持”。

暖风吹来，李宁嗅着空气中散发的
阵阵草香，沉醉其中，鼻子一酸，瞬间变
成个泪美人。戍边人最清楚，她的泪水
是甜蜜和幸福的。

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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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晏

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