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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急难险重任务结束了，快
捷高效的工作作风也不见了？”某旅讲
评部队时，作此反思。该旅结束重大演
习任务后不久，一些官兵滋生了歇歇
脚、喘口气的想法，工作积极性和标准
明显降低。旅里及时对这一问题进行
了反思和纠正。

这正是：
雷厉风行贯全时，

松散怠惰损心志，

备战岂可歇歇脚，

挽弓不止受命日。

刘 鑫图 蔺晨博文

玉渊潭

八一时评

长城瞭望

长城论坛

基层心声

未来的仗在哪打、跟谁打、怎么打，这些问题不清楚、不研究，

若明若暗，练兵备战就是盲目的。这就好比射箭，不看靶子、只顾

拉弓，用劲越大，则偏离越远。

“我既无求，则士气自壮，而彼之骄惰亦无由生，成己亦所以

成人也”，有这种心态，交往自然会少了许多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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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这句话

虽是老生常谈，却是极其管用的备战

之方、必须遵循的打赢之道。备战打

仗，首先要知战。确保未来战争始终

在“视线之内”，练兵才不会偏离实战、

失去方向。

某部曾在一线执行任务。那期间，

人人都一门心思琢磨如何过招、如何取

胜，工作的“水分”拧干了，部队练兵针

对性极强，各种想定和战法、官兵所习

和所练，都是战场急需急用的。正因

此，战备工作紧而又紧、实而又实。官

兵们讲：“大家虽然累，但心里明，总感

觉有使不完的劲。”

军队是战斗队。演训场上，一枪一

炮都是杀敌武器、一令一动都是战前

准备。未来的仗在哪打、跟谁打、怎么

打，这些问题不清楚、不研究，若明若

暗，练兵备战就是盲目的。这就好比

射箭，不看靶子、只顾拉弓，用劲越大，

则偏离越远。明将戚继光曾批评训战

脱节的现象：“奈今所习所学通是一个

虚套，其临阵的真法真令真营真艺原无

一字相合……如此就操一千年便有何

用？临时还是生的。”这番话，时至今日

仍振聋发聩。

战争年代，我军在战场上屡胜强

敌、屡建奇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打

仗研究透了、把兵练明白了。抗战时

期，八路军一二九师认真总结作战经

验，决定在辽县开办游击训练班。刘

伯承针对部队的现实状况、日军作战

规律和战术特点，为训练班学员讲解

了“以散耗集，以集灭散”的战术原则，

剖析了“黄蜂围攻战马”的例子。“在太

行山上来一个麻雀满天飞！”受训的游

击小组兵撒四方，闹得日军如芒在背、

似鲠在喉。

在军事领域，“迷雾”一词常被形容

战争未知、难知的东西多。信息时代，

装备技术迭代发展，一方面使战场态势

更加清晰，另一方面也使战争更加变化

万端。一支矢志打赢的部队，绝不会因

为迷雾多、迷雾厚，就停止擦亮自己的

眼睛。只有把功夫下在平时，拨开战争

迷雾，才能作出更充分的准备。否则，

等到战端开启，就免不了会大吃一惊、

措手不及。

革命先辈曾谆谆告诫：“打仗的事，

可不能问樵樵不知，问牧牧不晓呵！”在

地图上指定一片区域，假如此处发生战

争，敌人是谁？仗怎么打？兵如何用？

对此，多数人或许能说个一二三，但真

正能说明白、说准确的又有多少？认知

上的模糊不清，势必会造成备战发力不

准。二战前，法国用天价建造了马奇诺

防线，却对德国军队全新的战术与破坏

力失去警觉，最终留下血的教训。这种

清醒，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少。

这几年，部队大兴学习研究之风，

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的人多

了。但不可否认，仍有少数思想上的

懒汉。比如，某部跨区远距离移防后，

过去训什么现在还训什么；某摩步旅

转变为特战旅，可过去怎么训现在还

怎么训。我军奉行“你打你的，我打我

的”，并不是说可以不分对手、刻舟求

剑，闭着眼睛乱打一气。不管练得对

不对、是否顶用，只顾埋头练，这样也

是不行的。

恩格斯说过，军队的教育训练应

“教给兵士们在打仗时有用的东西，而

使他们不在任何传统的旧事物上白白

浪费时间”。战争跑得快，我们的步子

决不能慢。各级当有置身一线、心在

一线的紧迫感和忧患感，真正把目光

聚焦未来战场，把现代战争制胜机理

研究透，把己方力量结构、兵力运用掌

握好，把对手作战特点和招数搞清

楚。做到这些，我们才能“像打仗一样

训练”，在未来战场才能实现“像训练

一样打仗”。

知道仗怎么打，才明白兵怎么练
——任务部队和平积弊减少的启示⑤

■魏一峰 蔡 斌

谈到我国版图，多数人会脱口而出

“像一只昂首挺立的雄鸡”。事实上，如

果把陆地国土与海洋国土放在一起，我

国的版图更像是立在欧亚大陆东端一把

熊熊燃烧的火炬。从“雄鸡”到“火炬”，

不仅是形状描述的变化，更是海洋意识

的觉醒。

我国是个海洋大国，拥有漫长的海岸

线和广阔的海域，也有着源远流长的海洋

文明。公元3世纪以前，我们的先祖就已

经利用季风变化规律进行航海；宋代，航

海家已掌握指南针航海技术；到了明代，

“郑和下西洋”成为人类航海史上的伟大

壮举。我国曾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

的海上舰队，对世界文明产生深刻影响。

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引以为傲的。

遗憾的是，农耕文明繁盛的时代，国

家和民众海洋意识却很薄弱，在很长一

段时间，海洋只是“兴渔盐之利、仗舟楫

之便”的场所。正因为不能从战略高度

认识海洋，我们曾两次与海洋强国失之

交臂。15世纪大航海时代，多个欧洲国

家向海发展、迅速崛起，而我国则自郑和

第七次下西洋后，进入了漫长的海禁锁

国时期；18世纪工业革命背景下，马汉的

“海权论”掀起了现代海军建设热潮，西

方国家纷纷发展海上力量，而我国则长

期处于有海无防、有海无权的落后状

态。梁启超曾悲叹：“而我则郑和之后，

竟无第二之郑和！”近代史上，我们走向

衰败、受尽凌辱，与此息息相关。

背海则弱、向海则兴，封海而衰、开

海则盛，这是历史的深刻昭示。海洋意

识的强弱，关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如

果对海洋这一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资

源的开发基地、重要战略安全方向缺乏

认识和重视，就势必会在新一轮的竞争

中落在后面。“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

了一切”，古希腊海洋学者狄米斯托克利

的话，直到今天仍是至理名言。21世纪

是海洋世纪，盛与衰的历史已经给出明

确答案：我们再也不能错过机遇，必须坚

定走向海洋、主动拥抱深蓝。

党的十八大以来，海洋强国建设成

就显著。做大做强海洋经济，海工装备、

海洋电力等新兴产业不断取得突破；深

入实施科技兴海，“三龙”深海装备体系

基本成熟，海水淡化、系列海洋卫星等跻

身国际领先或先进行列；着力推进生态

管海，“生态+海洋管理”新模式不断完

善；大力构建蓝色伙伴关系，海上朋友圈

越来越大；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赢得和平稳定

环境。可以说，在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

哪个时期像今天这样认识海洋、重视海

洋、经略海洋，海洋越来越成为满足人民

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保障。

习主席指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海

军是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重要标志，是

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支撑。”当今时代，

海洋与人类的联系更为密切，成为国家

利益拓展和安全空间延伸的重要战略领

域，围绕海洋疆域、海上通道、海底资源

的斗争时有发生。我们爱好和平，但决

不能放弃正当权益，更不能牺牲国家核

心利益。以海军为主体的海上军事力

量，必须保持强大威慑力和战斗力，才能

切实担负起有效维护国家主权、海洋权

益和发展利益的重任。这是我们的神圣

职责，也是光荣使命。

每年的6月8日，是世界海洋日暨全

国海洋宣传日。然而，增强全民海洋意

识的工作，却不能只限于这一天。我们

要深入挖掘中华民族的海洋历史和传统

海洋文化，把增强海洋意识纳入宣传思

想教育工作体系和精神文明建设体系。

只有在全社会营造亲海、爱海、强海的良

好氛围，我们才能真正与海洋紧紧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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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位排长找我掏心窝，他

认为自己在连队存在感稀薄。连里有

什么事，连领导直接与班长对话；自

己几天不在班里，甚至在机关帮助工

作数月，“大家也没觉得少了什么”。

看得出，他因自我价值没实现而倍感

纠结。

排长是与战士常年一屋同住、一

地同训、一桌同吃的基层干部，战士

们的思想情况和心理状况，他们看得

最清楚。正如一位排长所说：“班里谁

是汗脚，谁最积极勤奋，我都不用

问。”排长的任职经历之所以让人受

益，原因就在这里。《条令》规定，排

长担负着帮助班长、副班长提高组织

指挥能力和管理教育能力的职责。从

这个角度讲，管好部队带好兵，排长

很关键。

既然如此重要，为何个别排长还

觉得自己“没有存在感”？这是因

为，他们从院校到连队，学历文化

提高了，但带兵却不如士官班长；

见得多了，心气高了，对连队日复

一日高强度的重复性工作、琐碎性

事务缺乏耐性，从而产生应付心

理；不能扑下身、沉下心，挨批评

多了，更增加了浮躁气和挫败感。

再者，班长若比较得力，有的连队

主官安排工作时，习惯性跳过排

长。工作上得不到认可，生活上融

不进排里，领导看不上，战士看不

起，长此以往，个别排长就容易慢

慢边缘化，郁郁不得志。

除去个人的原因，也有激励环境

的因素。个别排长为什么扎根基层苦

干实干的劲头不足？为什么对排里日

常事务不操心尽心？这是因为，少数

部队评价导向出了问题。排长带出军

政素质过硬的标兵排，反倒不如完成

临时任务出色对成长进步的效果好。

这样又怎能激励他们扎根连队、苦干

实干？

离群的排长，战士们称之为“三抱

干部”。他们抱手机、抱书、抱被子，

自然与大家疏远了。扶一把那些纠结的

排长，除了激励导向要变一变，连队主

官也要动动脑、伸把手。要注重发挥排

长的作用和优长，帮助他们坚定信念、

提高能力、树立威信、增强信心。内心

的火炬点燃了，他们必定会倾尽自己的

智慧和力量，为连队建设做贡献。如此

一来，排长的自我价值就能更好实现，

抓基层、打基础的工作也会更有活力、

更加扎实。

扶一把那些纠结的排长
■党军伟 朱文强

谈到与人交往，明代何良俊记述了

一件发生在家人身上的事。巡抚方双

江出巡柘林，他的兄长和弟弟一同前往

拜见。不料，门人把弟弟请了进去，却

将兄长的轿子“一把扯出”。对于此事，

何良俊心有不平。

“乡官来见，皆要分别出身脚色”，

方双江向来势利，何良俊的弟弟还是方

双江的“同榜”，明知是其兄长却大加侮

辱，可谓不知体；兄长并非不知方双江

的为人，按说该深藏远避，见一巡抚不

加益，不见亦不加损，这次自取其辱，可

谓不知分；至于弟弟，兄长遭辱，应当毅

然不入门，可他竟然与方双江坐而笑

谈，可谓不知礼。何良俊感慨：“盖一事

而三人俱失也。”

人是社会动物，免不了要交往。

交往是一面镜子，可以照出人的品行、

追求和灵魂。与人相交，是带着功利

心，还是纯洁纯粹；是望上不望下，还

是不分贵贱；是卑躬屈膝，还是人格

平等……这些，决定了交往是积极健

康的还是消极扭曲的。古人说，“势利

之交，难以经远；奔竞夤缘，难得善终”

“与人不可不察颜色，然一以承望颜色

为事，则侫矣”“不得如携手过市，见利

则解携而去”，倡导的就是有气节、有

境界的交往。

东汉末年，宗世林看不起曹操为

人，不愿与其来往。曹操官至司空，

总揽朝政大权后，他对宗世林说：“现

在是否可以跟我交往了？”宗世林回

答：“松柏之志犹存。”因为冒犯曹操，

宗世林一直没被重用，仕途不顺，但

他的品行却为人所敬重。曹丕兄弟每

次登门拜访，都跪拜在他的坐榻之

下，毕恭毕敬。

唐代李舟曾道出他与齐瑛交往的

复杂感受。年轻时，李齐二人关系密

切。齐瑛很看重名位，官至宰相，而李

舟仍是一介百姓。后来，因官场争斗，

齐瑛被贬到夔州。就在这时，他收到

了李舟的来信。李舟在信中说：“你当

宰相后，跟老朋友断绝了来往。视你

为宰相而交往，好像亵渎了咱们多年

的友情；以故人朋友的身份与你交往，

世俗之人又会认为我巴结你、有所

求。多次想给你写信，却总未成行，直

到今日。”想必齐瑛看了这封信，感受

也是复杂的。

无压力的交往，始于脊梁的挺

拔。《尺牍新钞》中收录了清人梅磊写

给儿子的家书，其中一则谈道：“闭门

读书与开门结客，不可偏废。不读书

则根本不立，不结客则闻见不广。”他

虽然鼓励儿子开门结客，但却提出，与

富人交往不可向其借钱，与贵人交往

不可求其荐举。“我既无求，则士气自

壮，而彼之骄惰亦无由生，成己亦所以

成人也”，有梅磊的这种心态，交往自

然会少了许多包袱。

交友不慎、遇人不淑是为官做人的

大忌，因此必须小心在意。包拯曾和一

李姓书生在一僧舍读书，每次出入，他

们都要从一富人门口经过。一天，富人

见他们路过，邀请入内坐坐。两人托以

他事，没有进门。过了几天，富人又很

热情地邀请他们去喝酒。李姓书生想

去，包拯严肃地说：“吾徒异日或守乡

郡，今妄与之交，岂不为他日累乎？”最

终两人都没去。包拯所虑的“他日累”，

有人往往想不到，即便想到了，也选择

暂时不顾。

钱钟书曾如此评价一个“素”字：

“在我一知半解的几国语言里，没有

比中国古语所谓‘素交’更能表出友

谊的骨髓。一个‘素’字把纯洁真朴

的交情的本体，形容尽致……”拥有清

爽的素交，前提是立己接人要严。只

有自觉做到有境界地交往，远离功

利、势利、唯利之交；有底线地交往，

远离违规、违纪、违法之交；有品位地

交往，远离低俗、媚俗、庸俗之交，我

们才能拥有朴素而纯洁、轻松而愉悦

的美好情谊。

立己接人要严
■铁 坑

学习有真学、假学之分。理论集训

走走过场，翻开文件看看标题，学新知识

浮躁不专……如此种种，可以称之为假

学。假学不仅败坏学风，对提升能力素

质也无益，此风决不能长。

如果只看表象，假学与真学似乎

区别不大。该参加的培训，他们一节

课不落；该阅读的资料，他们桌上一本

都不少；该学习的技能，他们也跟着学

了。假学之所以为“假”，是因为这种

学习只是装腔作势、装潢取巧。假学

者既不愿背负不学之名，又不愿付出

真学的努力，他们只是做做样子，不求

真收获、真进步。当今时代，科技发展

一日千里，知识更新越来越快，真学尚

且追赶不及，假学则只能被时代远远

抛在后面。

假学在少数人那里能够成风成习，

原因是多方面的。在他们看来，假学并

不是立场品质问题，而是小事、小节，“学

习不够”的缺点能够招摇过市，做做样子

又有何妨？而且，假学都自带伪装，乍一

看不易识别，也不影响对个人的评价和

成长进步。再者，一些单位抓学习只看

组织了没有，至于怎么学的、学得怎么

样，不管不问。如此一来，滥竽充数、混

迹其间就有了土壤。

邓小平曾提醒部队抓紧时间学知

识，他说：“当个连长，不是过去的连长，

当个团长，不是过去的团长，要有知识，

天上、地下，陆上、水下，包括通信联络都

要懂得。”军队改革深入推进、练兵备战

更加严实的今天，部队指挥员对此或许

深有体会。过去，一个连、一个营甚至一

个旅所属的部队是同一兵种，专业门类

少。如今，合成旅一个连队所涉及的专

业，多的就达10余个，这对指挥员知识

结构、素质体系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平时器技，必须主将件件习服，以兼诸

卒之长，既习则能辨。”指挥员真学、苦

学，才能蓄积指挥部队打胜仗的底气。

否则，提高部队练兵质量都很难。

古语云：“自恃其聪与敏而不学者，

自败者也。”学习上的假，背后跟着战场

上的败。强军兴军是前无古人的事业，

抓建部队遇到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

题越多，就越需要我们抓紧学习、扎实

学习。树立学习就是职责、就是打仗的

观念，善于向书本学习、向官兵学习、在

实践中学习，不断掌握新知识、提高新

本领，我们才能适应新体制、履行新职

能、担当新使命，创造无愧于时代的新

业绩。

（作者单位：武警工程大学）

“假学之风”不可长
■黄 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