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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军委军事工作会议上，习
主席强调，“要加快推进联合作战指
挥体系建设，提升联合作战指挥能
力。”在中央军委2019年开训动员令
中，习主席指出，“坚持领导带头、以
上率下，带头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
究打仗，带头进入战场、进入角色、进
入情况，带头练谋略、练指挥、练应
变，增强筹划和指挥打仗能力，立起
新时代指挥员好样子。”这对练出新
时代良将、提高指挥员指挥能力提出
了更高要求和紧迫课题。

练兵先练官，强军先强将。军队
要能打仗、打胜仗，指挥是一个决定
性因素。纵观军史，每一场战争都是
战将角逐的舞台。军有名将，三军之
幸。战将的多寡强弱，很大程度上决
定和主导着战争的胜负。戚继光说
过：“况夫为将之道，疆场之安危，三
军之死生系焉。”作为部队训练演练
的组织者、指挥打仗的决策者，指挥
员身上有千钧重担，身后有千军万
马，其训练水平、军事素养、指挥能
力，关乎战场胜负，关乎军队建设，关
乎国家安危。

“我想的最多的是，在党和人民
需要的时候，我们这支军队能不能始
终坚持住党的绝对领导，能不能拉得
上去、打胜仗，各级指挥员能不能带
兵打仗、指挥打仗。”回答好统帅的

“胜战之问”，最关键的还要看各级指
挥员的能力素质。一军之中，兵随将
转。对党忠诚、善谋打仗，指挥过硬、
决断有力的指挥员，方能带出召之即
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

千军万马看指挥。一定意义上
讲，打仗就是打将。新中国成立后，
我们应对的历次战争之所以能获得
胜利，与指挥员过硬的指挥能力是分
不开的。彭德怀、粟裕、徐海东等一
大批战将，以自己敢战能战善战的指
挥素质为军队争得荣耀，也为新时代
指挥员立起了练兵打仗、统兵打仗的
好样子。去年，陆军严格考核了所属
的 13位军长。考军长，对很多指挥
员震动都很大。指挥能力过硬，才能
拿得起指挥棒。没有指挥的“合格
证”，就没有领兵打仗的“资格证”。
相对和平时期，抓训练从指挥员抓起
严起，就等于给未来战争藏下一张最
硬的“底牌”、最强的“王牌”。

党的十八大以来，部队掀起实战
化军事训练热潮，各级指挥员的指挥
能力得到一定提升，但与能打仗、打
胜仗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战争年
代，指挥员驳壳枪一举，就能指挥打
仗。今天，信息化战争对指挥员知识
和能力的要求比过去多得多，空天一
体、精确打击、层次多维、联合制胜的

战争样式更加需要指挥员具备一流
的思维、一流的素质、一流的决断、一
流的指挥。如果指挥员的思想观念
不更新，知识结构不改善，能力素质
不提高，蝶蛹蜕变不成蝴蝶，只能是
包在厚茧里的毛毛虫。

打赢从来靠苦练。军事指挥能
力的提升，不会随着职务升迁而自然
增长。光靠讲几次话，上几堂课，下
达几次命令，绝不可能成为一名合格
的指挥员。要想成为新时代的“郭汾
阳”，只能依靠千百次的实战化锤
炼。指挥员只有时刻保持临战姿态，
始终盯着天下之变、战争之变、对手
之变、技术之变，真想打仗的事情，真
练打仗的问题，真抓打仗的准备，带
头在重大军事斗争实践、重大军事演
训活动中磨砺自己，才能做到懂打
仗、善谋略、会指挥，带领官兵制胜于
未来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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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王璐、郑湘君报道：初春
时节，乍暖还寒，江西省婺源县民兵训
练基地却呈现出一派火热的练兵图
景。实装操作训练、支前保障演练、反
恐维稳演练……训练场上，人武部主官
坚持第一个训、第一个考，基干民兵紧
跟其后，士气高昂。人武部部长周荣辉
告诉笔者：“练兵备战热潮的再升温，缘
于年初开展‘强脑+强体’活动带来的
喜人效果。”

“起点成就高点，心态决定状态。”
人武部政委周洪禄介绍，新年度军事训
练第一步迈得怎么样最为关键。为此，
他们创新模式，对专武干部和民兵预备
役官兵进行“补钙强脑、补能强体”，确
保年初就以过硬的思想作风和饱满的
精神状态投身练兵备战热潮，在从严从
难施训的考验中，督使大家绷紧练兵备
战之弦。

人武部组织干部职工和民兵开展
重温入党誓词、观看红色电影、重走长
征路、品读红色书籍等活动，坚定理
想信念；组织参观革命旧址、红色纪
念馆等革命教育基地，引导大家“触
摸”红色岁月，接受精神洗礼，增强建
实 建 强 国 防 后 备 力 量 的 信 心 与 决
心。走出红色教育基地，民兵陈艳芳

感慨道：“先烈们英勇作战的事迹令人
敬佩，今后我要更加刻苦训练，为国防
建设贡献力量。”

强脑再强体。扎实开展基础性体
能课目训练，由各乡镇武装部组织实
施，县人武部每月对全县民兵进行普
考，所有基础性体能课目逐一考核，对
未达标者现场通报，“回炉”训练，直到
考核达标为止。1月上旬，思口镇民兵
单志海在县人武部抽考时，因3个课目

“挂科”被通报批评，不甘落后的他加班
加点训练，最终在2月中旬的考核中顺
利通过。

为全面提高实战化训练水平和遂
行应急应战任务能力，人武部还按照

“全方位落实大纲、全员额参训参考、全
过程实战实训”的思路，制定翔实具体
的年度军事训练规划，探索创新捆绑结
合、突出重点、边试边改、稳步推进的组
训方法，推动民兵训练深下去、实起
来。同时，收集整理出3类15个薄弱课
目，拉单列表拟制针对性训练计划，确
保横向训全、纵向训精。

“强脑+强体”，助推战斗力跃升

近日，驻军某部一份关于解决新调
整干部子女转学事宜的请求函呈送到湖
南省溆浦县主要领导案头，县领导当即
批示，由县教育局优先安排，尽快办理入
学手续。该部保卫科科长韩亚先告诉记
者，虽然学校开学已经一段时间，但在县
委县政府的协调下，3名学生全部优先
安排在教学质量好的学校就读。

优先，对溆浦县的驻军部队和军人
军属来说已是常态。记者了解到，该县
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六个优先”，即“国
防需要优先保障、涉军建设优先报批、项
目引进优先沟通、军人困难优先帮忙、拥
军经费优先安排、涉军事务优先衔接”，
聚焦部队备战打仗主责主业，将解决驻
军难事当成党委政府的头等大事来抓，
全力以赴支持改革强军。

能打仗、打胜仗是部队的核心要务，
作为地方党委政府，服务备战打仗是神

圣职责。基于这一认识，溆浦县党委一
班人秉承“支持部队建设不讲代价、解决
驻军困难不讲条件”的鲜明态度和决心，
把服务部队备战打仗作为拥军工作的重
中之重、常抓不懈。去年7月，一份紧急
协调函从县人武部转至县委办公室，驻
军某部组织其他片区部队集中到溆浦营
区驻训，人员激增数千，营区生活承受能
力突破极限，用水供应不足、用电时常跳
闸、道路进出困难等问题接踵而至。当
报告呈送至县委书记蒙汉案头时，蒙汉
当即批示：“以最快的速度，召集有关职
能部门，召开联席会议，在最短的时间内
满足驻军需求”。随即，各部门迅速行动
起来，新架高压线路600米，增设大功率
变压器一台，改造主供水管道，增大供水
压力，确保营区用水，两天内所有问题及
时得到解决。

从困难请求提出到实际问题解决，

时间之短、效率之高，让驻军官兵感慨不
已。蒙汉告诉记者：“战斗力建设无小
事，涉及到部队的训练生活，既等不起，
也误不得，必须争分夺秒。地方党委政
府尽其所能地服务保障好，部队才能聚
力练兵打仗。”这种强烈的国防担当和紧
迫感责任感，已成为全县党政军民的共
识。去年建军节，该县组织召开县委议
军会，专题为驻军部队解难题办实事。
南部战区陆军某部梳理了开辟直升机野
外着陆场、完善战备公路设施、设置军事
禁区和保护区等 10多项事关战斗力建
设的具体问题。会前，驻军领导有些顾
虑：溆浦县是贫困县，部队一次性提出这
么多难题，地方政府是否有能力解决？
但没想到的是，该县领导态度坚定：解决
驻军部队的难事是支持改革强军的头等
大事，再难也要全力解决好；事关部队建
设的事必须特事特办，所提需求必须照
单全收。会后，县里主要领导亲自调度，
组织有关部门现场办公，一揽子提出解
决方案，督查室全程督办，最终全部按时
间节点落实到位。

“解决好驻军问题，支持部队建设，
看似影响了局部小利益，实则提升了国

防建设的大利益。”随着国防和军队改
革的深入推进，移防到溆浦县的官兵家
属随军就业、子女入托入学等问题亟待
解决。县人武部政委马亚垒告诉记者，
县委县政府联合出台《关于认真解决驻
军部队官兵“三后”问题的通知》，明确
规定对随军家属就业安置实行对口安
排和扶持就业相结合，创业享受免息贷
款、社保补贴等优惠政策，子女入托入
学享受优待等。前不久，县委县政府一
次性解决驻军 19名随军家属的就业安
置和创业扶持等问题。驻军某部政委
严国正告诉记者，部队自移防以来，原
本认为会面临很多困难，但在地方党委
政府的全力支持下，训练生活几乎没有
受到影响，部队建设得以轻装上阵，战
斗力水平持续提升。

部队聚力备战打仗，地方全力服务
保障。近年来，该县先后划拨土地 600
余亩，为驻军部队援建训练场 12个，解
决各种困难问题30多个，修建战备公路
近百公里，为驻军部队战斗力建设提供
有力支持，90%的驻军部队被评为军事
训练先进单位。该县多次获评全省双拥
模范县，拥军工作满意度走在前列。

支持部队建设不讲代价 解决驻军困难不讲条件
■本报记者 周 仁 通讯员 徐小平

全国两会闭幕后，新疆军区某炮兵团组织两会政策宣讲团，为驻地群众宣讲两会精神。图为宣讲员在为少数民族群众宣讲扶贫政策。 陈 明摄

国防时评国防时评

本报讯 郭立宏、记者鲍明建报道：
3月上旬，随着 10名随军家属陆续到受
聘的事业单位上班，辽宁省抚顺市委市
政府出台的《抚顺市未就业随军家属安
置办法》得以落地见效。据该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局长吴奎豪介绍，抚顺市出台
随军家属安置办法规定，每年设置 5个
事业单位岗位，用于单独组织公开招聘
未就业随军家属，此次上岗的10名军嫂
是去年底招聘的。

据了解，《抚顺市未就业随军家属

安置办法》2016年 12月出台后，恰逢地
方事业单位改革，文件一度“搁浅”。
2018年事业单位改革完成后，为尽快推
进文件落地见效，抚顺军分区协调市
委、市政府成立由军分区司令员和副市
长带队，市人社局、退役军人事务局、编
委办、财政局等有关机构负责同志组成
的学习考察组，多次深入随军家属安置
较好的地区进行实地调研，借鉴先进经
验，并结合地方实际进一步修订完善
《抚顺市未就业随军家属安置办法》。

随后，该军分区党委先后两次协调该市
召开常委议军会，专题研究随军家属安
置工作。

在议军会上，他们针对近年来未就
业随军家属学历不断提升的实际，提议
拿出一定的事业编制岗单独招聘未就业
随军家属；在社区换届期间预留随军家
属社区专干岗位，力争在最短时间内将
全市 60余名未就业随军家属全部安置
到位，两项提议在议军会上获得通过。
在此基础上，他们还将事业单位招聘年

龄限制由40岁放宽到45岁，学历由本科
放宽到大专。

抚顺市军地齐心以实际行动解决
官兵后顾之忧的暖心举措，在驻抚部
队官兵中引起强烈反响。雷锋生前
所在旅的营教导员谢正谊说：“家属
潘洋顺利地到市人民来访接待中心
上班，帮我解决了难题，我再不用为
家属的工作犯愁了。我要以优异的
工作成绩回报党和政府对我们军人
的关心与厚爱。”

辽宁省抚顺市事业单位定向招聘未就业随军家属

10名大专以上学历军嫂顺利上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