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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瞭望

玉 渊 潭

长城论坛

基层心声

跨界思维

遵统帅训令 谈练兵备战②

随着2018年度开训号角的吹响，从林

海雪原到天涯海角，从西北大漠到东南沿

海，从中原腹地到万里边关，从有形战场到

无形战场，全军官兵聚焦练兵备战，迅速掀

起实战化军事训练热潮。火热的演兵场

上，各级指挥员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

新时代、新风貌。各级指挥员如何

贯彻落实习主席在中央军委2018年开

训动员大会上关于“坚持领导带头、以上

率下”的训令，做到立身为旗、以身作则，

一个重要衡量标准就是看是否带头训

练，用过硬的指挥素质叫响“看我的、跟

我上”。

练兵先练将，开训先训官。战争实

践一再表明，将不强则军必败，官不练

则兵遭殃。战场拼杀，指挥员能力素质

是制胜的关键。练强新时代打仗本领，

要求指挥员不仅要“挂帅”，还要“出

征”；不仅要亲自抓，还要带头练；不仅

要用声音指挥，还要用身影指挥，决不

能用指导训练代替自身训练。

“凡举兵师，以将为命。”二战期间，

在一次战斗的关键时刻，前苏联元帅朱

可夫突然接到报告，说有几十辆坦克不

能用了。朱可夫忙问原因，部属回答该

坦克专用炮弹打完了。朱可夫不假思

索地说：“这种坦克可以打我们野战炮

兵用的炮弹！”一句话让这些坦克起死

回生，发挥了重要作用。

朱可夫的随口一说，看似轻松，实

际上是他多年训练实践的经验积累。

作为一名指挥员，如果没有平时的“本

领储备”，战时就很难履行好指挥作战

这个第一职责。只有训练一线当排头，

演练场上摸实情，关键时刻才能更加精

准地把握战场，更加科学地部署作战任

务，更加有效地指挥战役战斗。

观国者观军，观军者观将。从一名

指挥员身上，往往可以判断出一支部队

的整体素质和作战能力。未来一体化

联合战场上，战略和战术界限将越来越

模糊，将军可以直接指挥到班长、乃至

单兵，如果自身训练不过硬，指挥决策

不果断，就会使战局陷入危局乃至败

局，让官兵付出生命的代价。

兵随将转。对于一支军队而言，没

有指挥员训练场上的身先士卒，哪来官

兵战场上的生死相随？当前，指挥员队

伍之所以出现“两个能力不够”“五个不

会”等短板弱项，主要是有的指挥员总

感到自己是指导者、组织者，忘了自己

也是受训者、实践者，导致自身训练水

平长期在低层次徘徊。有的一谈到抓

训练就是抓部队，却忽视了自己可能是

“木桶”上最短的那块板；有的参训跟训

只是走过场，脸上没灰、衣上没土、鞋上

没泥、身上没汗，讲话是参谋代写的、器

材是机关准备的、程序是事先设好的；

有的唱功好做功差，在与打仗无关的爱

好上总能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一上训

练场就说不清、打不准、跑不快。诸如

此类问题，如不抓紧破解，与对手较量

就会出现差距甚至“代差”，一旦战场较

量，其结果不言而喻。

“一支由驯鹿统帅的狮军，绝不可

能再是狮军。”练将练官是对部队最好

的感召，指挥员积极投身实战化训练，

不仅能激励士气、树好导向, 最大限度

地提高新时代打赢能力，还能发现问

题、破解难题，找到制约战斗力提升的

“瓶颈”。战争年代，我军之所以能屡战

屡胜，与各级指挥员带头参加训练、带

头研究战争、带头冲锋陷阵是分不开

的。军事斗争准备期，全面加强实战化

军事训练，同样需要“跟我上”的责任担

当，需要充分发挥“头雁效应”。

当然，我们强调不得以指导训练代

替自身训练，并不是否定指导训练的重

要性。指导训练与自身训练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只有自身训练过硬了，指导

训练才更有针对性；只有指导训练功夫

深，自身训练才训得实。同时，指挥员训

练不同于一般的训练，有其自身的特点

和规律。作为指挥员，既要加强指控装

备训练、主战装备训练，也要突出作战问

题研究、创新训法战法，做到按战定位、

按战训练，真正成为组织训练的行家、指

挥作4战的高手、能打胜仗的先锋。

（作者单位：北部战区陆军政治工

作部）

挂 帅 出 征 先 得 自 身 过 硬
■王 宁

新年度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对领

导干部来说，不负这个新时代，不辱新

的使命任务，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敢于跳

进矛盾漩涡攻坚克难。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国防和军

队现代化也是干出来的；中国梦是拼出

来的，强军梦也是拼出来的。任何远大

目标、任何宏伟蓝图，绝不是轻轻松松、

敲锣打鼓就可以实现的。奋力推进新

时代强军事业，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

界一流军队，盼不来，也等不来，必须靠

解决困难、化解矛盾得来。

实际生活中，有少数领导干部陶醉

于伟大构想中，沉醉于美好设计中，以

至于认为远景目标触手可及，长期规划

唾手可得，伟大梦想随时到来。殊不

知，从现实的此岸到达梦想的彼岸，中

间隔着一条大河。唯有不驰于空想、不

骛于虚声，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

努力，攻克一道道难关，化解一个个难

题，才能实现新的更大作为，无限抵近

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做难事必有所成，这是历史的经

验。今天，我们正奋进在新时代的长征

路上，比之当年红军长征，没有生与死的

考验，但仍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

要攻破，仍需要付出血与汗、苦和累。在

大的方面，“三步走”战略安排需要推进，

“八个体系”战略重点需要打造，都没有

现成的经验可鉴。具体到部队建设，从

指挥互联互通到强固体系结点，从合成

训练到联合演练，从种子选手分配到尖

子人才培养，从遗留问题处理到现实问

题解决，都需要探寻科学有效的方法。

就拿深化改革成果来说，前面的两场战

役大破大立，部队听招呼、跟着走就行，

现在搞“二次创新”“精装修”不能大刀阔

斧，新的不会、旧的不行，尤其是要改掉

几十年沉淀下来的陈规陋习更难。如果

对这些问题不能引起高度重视，或者光

有感觉、没有行动，肩上的担子就扛不起

来，就不能把强军事业推进到崭新境界。

“现在，强军的责任历史地落在了

我们肩上，要挑起这副担子，必须敢于

担当。”领导干部的担当，主要体现在解

决矛盾问题上。愿不愿直面问题，敢不

敢跳进矛盾漩涡，能不能攻坚克难，考

验的是党性觉悟，检验的是领导水平。

现在解决问题，不同于以往，很多难题

的破局，需要理念的更新、模式的转变、

机制的重塑。领导干部既要有宽肩膀，

还要有铁肩膀；既要政治过硬，还要本

领高强，才能从矛盾漩涡中走出来，推

动强军事业行稳致远。

困难面前见英雄。没有血性胆魄，

没有良好作风，困难很难被攻破。现在

的一些“四风”变种，譬如把责任“图章

化”，把困难层层推向上级，把不做不错

奉为保身哲学等等，既是官僚主义、形

式主义的新表现，也是害怕困难、不敢

作为的新表现。这样的领导干部只能

被困难吓倒，遑论能打仗、打胜仗！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强军事

业不等人！我们必须走在时间前面，成

为时代的弄潮儿。“愈艰难，就愈要做”，

这是成就新时代强军事业应有的决心

意志。领导干部只要发挥关键作用，把

责任扛在肩上，勇于挑最重的担子，敢

于啃最硬的骨头，善于接最烫的山芋，

就一定能确保目标任务按时保质完成，

创造无愧于新时代的新业绩。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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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思维的主创罗振宇曾探讨一个

问题：怎么才能做出伟大的创新？

其实很简单，就是遇到问题，解决问

题，发现解决问题缺乏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那就去创造那个工具，这就是伟大的创新。

比如，马云做电商，发现支付和信用

是个难题，缺一个好用的平台，于是就做

了一个支付宝。还有，牛顿解题的时候

缺一个趁手的工具，没找到，于是顺手发

明了微积分。

你看，缺什么就去找，找不到，自己

造，这就是伟大的创新。这启示我们，创

新其实并不难。它也有一定的“套路”，

那就是遇到困难解决困难，遇到矛盾化

解矛盾，遇到需求寻找需求，遇到痛点打

通痛点。

我们所处的新时代是个大众创新、

万众创业的时代。只要懂得创新的规

律，激发创新热情，挖掘创新潜力，也可

以成为“创客”。

放眼军营，很多创新成果不断呈

现。这些成果，有的解决了军事训练中

的难题，有的解决了武器操作中的问题，

有的提高了战斗力效益，还有的很好地

解决了官兵教育问题，都发挥了有效的

作用。纵观此类的创新创造，无一不是

瞄准基层难题、官兵需求。现实生活中，

基层还有大量问题亟待解决，练兵备战

有不少瓶颈需要突破，所有这些都为创

新创造提供了空间和机遇。

生活无处不创新。然而，为什么有

人觉得创新高不可攀？一个原因就在于

碰到困难、遇上问题，不是想着如何进

攻，而是想着如何退却；不是想着怎样担

当，而是想着怎样放弃；不是竭力领跑，

而是安于亦步亦趋。害怕困难，不求突

破，就会错失机遇，迈不进创新的门槛。

战争是最需要创新的领域。信息化

战争和以往战争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不

是有什么样的装备打什么样的仗，而是

打什么样的仗就要造什么样的装备。

近年来，我军装备有了井喷式发展，从

歼-20横空出世，到直-19呼啸而来；从

运-20载荷起飞，到空警-2000腾空万

里……这些“国之重器”，无一不是瞄着

作战需求、战争需要创新创造出来的。

唯创新者强，唯创新者胜。创新之

路虽然有规律、有方法，但决不是一路坦

途、一蹴而就的。小到连队的创新攻关，

大到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创新突破，都需

要我们攻坚克难、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如此，才能把创新

驱动的引擎发动起来，在新时代的实践

创新中有所作为。

伟大的创新有“套路”
■高志成 郝启荣

据报道，2017 年初，某团一名班
长因违规使用手机，在团军人大会上
作了检查。事后，他积极调整心态，在
班长岗位尽职尽责，带出 6名组训能
手、3名比武竞赛标兵。2017 年年终
总结评功评奖时，他被推荐为三等功
表彰对象。团党委一致认为，不因一
时定输赢，该班长能正视错误并勇于

改正，出色完成各项任务，应该荣立三
等功。

这正是：
偶然“冒泡”莫灰心，

放下“包袱”干起来。

表彰评优重实绩，

本领高强定出彩。

胥萌萌 绘 史建民 文

生活中，经常听有些人在议论，某

人是大师级水平，某人写作很厉害，某

人绘画一绝……不一而足。

这里的“大师”“厉害”或“一绝”，决

不是司空见惯的东西，而是一种较高境

界、一种艺术、一种“道”，也就是进入了

古人所说的“熟时的生”。

晚明的张岱曾专书与何紫翔论琴：

“吟揉绰注，得心应手，其间勾留之巧，穿

度之奇，呼应之灵，顿挫之妙，真有非指

非弦、非勾非剔，一种生鲜之气，人不及

知，已不及觉者，非十分纯熟，十分淘洗，

十分脱化，必不能到此地步。盖此练熟

还生之法。”此处练熟还生，乃洗去纯

熟，洗去技巧，而至心手合一，光景常新。

同理，郑板桥有《题画竹》一诗：“四

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写夜间思。冗繁

削尽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郑板桥

画竹40年，“画到生时是熟时”，彰显的

是一种生鲜之气，呈现的是绚烂质朴的

意蕴。

其实，熟时的生，是技艺的至臻境

界。一个人长时间的修习修炼，渐渐熟

练，有名有气，再想打通任督二脉，挥洒

出神入化水平，那就比较难了。唯有把

技术练成艺术，从小成到大成，从“人其

诗”到“诗其人”，从“我注六经”到“六经

注我”，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方

能升华至“道”，成为“生时”。

达到“生时”，就是不要任何技艺、

法则、借鉴，而呈现一种本真、隽永、创

新、大简。就像书法大师的作品一样，

最好的字往往看起来“像小学生写的一

样”。也恰如绘画大师毕加索所言，“我

能用很短的时间就画得像个大师，却要

用一生去学习画得像个儿童”。

“人不及知，而己独知。”“生时”不

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境界升华的过

程。佛家提出“三重境界”：第一境界，

即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第二境界，即看

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第三境界，即看

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一生经历，返

璞归真，方能悟道。

为学的境界，除了悟性，还应多学

习、多实践、多交流，最终方能达到“生

时”之至境。

譬如作文，也有几重境界。

初学期。人不是天生下来就会写

文章的。刚开始，无非就是临摹，甚至

有时候搞些“借鉴”，多些“引文”，也是

可以理解的。

熟练期。初学过后，懂得了方法、技

巧时，可以写出像样的文章了。但这时

候的文章，往往多拘于规则、技法、教条。

风格期。熟能生巧，熟练之后，写

文章就有自己的风格了。文章一发表，

别人不看姓名，就可能知道作者是谁。

但此时最容易自我欣赏，乃至作品很

多，总有重复以往的痕迹，缺乏更多的

生鲜之气。

升华期。阅过无数书，走过万里

路，写过千篇文，冗繁削尽见真淳，浮华

去后见质朴。此时为文，没有技法，却

味道深厚；没有规则，却酣畅淋漓；没有

包装，却浑然天成。可以说，清水出芙

蓉，天然去雕饰。作文到了这个阶段，

每一篇都有独见，每一篇都不重复过

往，每一篇都是新文，每一篇都可堪美

文。看巴金、杨绛、李国文、莫言等作家

后期文章，轻描淡写，皆是如此。正所

谓：“光景常新的作品确实成为他的而

非你我所能劫夺。”

什么时候才能达到“生时”？既看

修炼，又看悟性；既见情怀，又见视野；

既见比较，又见鉴赏；既见初心，又见虚

心。

君不见，一些人达到了一定水平，

有了一些粉丝后，就认为“老子天下第

一，其他皆是下品”，或者认为“前无古

人，后无来者”，抑或认为“我的就是独

创，名字就是权威”。殊不知，一旦没了

初心，脱离了原点，就看不到“大山了”，

一辈子也休想达到“生时”。

一篇题为《为什么越优秀的人越勤

奋》的文章讲到，人有四种认知境界：

“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知道自己不知

道”“知道自己知道”和“不知道自己知

道”。95%的人都处在第一层。我辈业

已很努力，方才达到“知道自己不知道”

之境。由此看来，达到“生时”决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

古人庄子，讲了“游刃有余”“匠石运

斤”“佝偻承蜩”“轮扁斫轮”“梓庆为鐻”

等故事，深刻指出技如何“近乎道”的路

径，可供我们由此景到彼景以参考。

唯坚实者长久，唯虚心者纳物。永

远保持一颗赤子之心，涵养水一样的品

格，具有山一样的眼光，经得“为伊消得

人憔悴”的历练，也许不经意间，你就达

到了“生时”的至高境界。

至高之境在“生时”
■桑林峰

能打仗、打胜仗从来都是以实践为

检验标准，从来都不应停留在口号上。

英雄王杰生前所在部队提出，不能

以响亮口号代替艰苦努力。这一做法，

值得我们对照反思。

口号要不要？当然要，因为响亮口

号有助于明确方向，提振士气。但如果

仅停留在口号上，不把备战打仗工作落

实在实际行动上，用空喊口号代替艰苦

努力，强军兴军就会变成空中楼阁、沙

上之塔。

提高新时代备战打仗能力，把人民

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绝不会一

片坦途、一蹴而就，也绝不是喊喊口号、

表表态就能见到效果的。新时代革命

军人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

的努力。特别是在今天，我们要在新体

制下打胜仗，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

题，既有观念上的，又有能力上的；既有

战法上的，又有作风上的，必须潜下心

来，来一场大学习、大革新，真正把本领

搞过硬，把素质提上来。如果光有感

觉，没有行动；光有口号，没有落实，肩

上的担子就扛不起来，就不可能把强军

事业推进到崭新境界。

“心中醒，口中说，纸上作，不从身

上习过，皆无用也。”让我们立即行动起

来吧，给“胜战之问”一份满意的答卷！

口号响亮不如行动敞亮
■刑耀升 夏 超

面对新时代备战打仗的新形势新

任务，很多部队提出，要在新时代担当

新使命、实现新作为，绝不能把前辈功

绩当成自己的政绩。这一自我严格要

求的做法，体现了求真务实的作风，彰

显了实事求是的政绩观。

我军很多部队，追根溯源，大都是

从红军时期发展壮大成长起来的。在

这宏大的历史中，这些部队大都经历过

无数次血战，赢得过无数次胜利，夺得

过无数次荣耀，诞生出一批又一批战

将。前辈的功绩值得大书特书，理应成

为激励我们强军兴军的精神宝藏和力

量源泉，但绝不能把过去的辉煌等同于

自己的成绩、把前辈能打胜仗等同于自

己能战胜敌人、把英雄部队的功绩当作

自己的功劳簿。

“战争的脸不停地在改变。”能打胜

仗的能力标准随着战争实践发展而不断

变化。在一些人的头脑里有一种静止的

观点，总认为自己是英雄部队，身上流淌

着老前辈的血，就能英勇善战、战无不

胜。这种认识严重背离实践论、发展观，

一旦有事，吃亏的只能是自己。只有过

去能战胜敌人，今天一样政治过硬、本领

高强，明天一样能战胜对手、赢得胜利，

才无愧于前辈的功绩，无愧于红军的传

人，无愧于英雄部队的称号。

一代军人有一代军人的使命，一代

军人有一代军人的担当。只有跑好属

于自己的接力棒，尽快把备战打仗能力

搞上去，创造和前辈比肩的功绩功劳，

才能不辜负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

命任务，才可以说我们这支部队英雄血

脉永续、英雄称谓永在。

（作者单位：陆军工程大学）

前辈功绩莫当自己政绩
■李 昊

为将之命，奔于沙场、战于沙场。领导干部要认清角色，当指挥

员首先要当战斗员，首长就要首训，常委就要常训，领导就要领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