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3 八一评论 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７日 星期日责任编辑/魏寅

八一时评

玉 渊 潭

长城瞭望

长城论坛

基层心声
入夏以来，气温日渐升高。某部

战士反映，训练一天下来，身上的汗
水就没干过，皮肤也被晒得通红。因
而，个别班级降低训练标准，刻意挑
在树荫下训练。该部对这一做法及
时叫停，并鼓励战士克服困难、挑战
自我，不断磨砺意志和血性。

这正是：
躲进树荫虽凉爽，

打仗岂能畏骄阳？

酷暑正是练兵日，

热血男儿当自强。

洛 兵图 王 庚文

E-mail:jfjb81pl@qq.com

1967年 6月 17日，我国第一颗氢

弹试验成功，成为第4个掌握氢弹技术

的国家。

从那时往前数3年，第一颗原子弹

爆炸成功；往后数3年，第一颗人造卫

星发射成功。短短几年时间，我们在攀

登科学高峰的征途上，创造了“惊世两

弹，冲霄一星”的人间奇迹。

50多年过去了，经过几代航天人

的接续奋斗，以“两弹一星”、载人航天、

月球探测为代表的一系列辉煌成就，展

现出中国航天事业取得的伟大进步。尤

其是近年来，运载火箭升级换代，嫦娥

五号蓄势待发，火星探测正式立项，可

谓“多点开花”，为航天强国建设写下浓

墨重彩的一笔。

“如果能在航天领域真正成功，那

它基本上可以说会无所不成。”一位外

国观察家的判断，可谓对中国科技进步

的生动注解。国产航母下水，海水稻实

现测产，可燃冰试采成功，量子计算机

研制成功……中国科技如“复兴号”一

般动力澎湃，“中国智造”的新名片惊艳

全球。

在点赞中国科技的同时，我们也应

保持头脑清醒。比如，我国超过一半的

航天技术指标尚未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不少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我们依然落

后于人、受制于人。国家要强大、民族要

复兴，我们就必须砥砺奋进、接续奋斗，

通过自力更生实现技术突围，把“大国

重器”牢牢握在自己手里。

当年，“两弹一星”的元勋们走进

戈壁深山，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深深

扎下了根，一干就是十几年、几十年，

直至皓首苍颜。逐梦飞天之路的“总总

师”任新民，步入耄耋之年仍不遗余力

地探索新领域。他对自己61载波澜壮

阔的人生作出概括：“我一生只干了航

天这一件事。”

如今，我们搞创新已无需立足于贫

瘠的土地，而是拥有足够肥沃的土壤。

我们又当如何接过老一辈科研工作者

的接力棒，凝聚创造伟力，焕发奋斗热

情，助推中国科技翻越一道又一道雄

关，托举起更多“大国重器”，续写出更

多“中国传奇”？

习主席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指出：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

科技就有前途，创新就有希望。”我

们欣喜地看到，FAST研发团队平均

年龄 30岁，量子科学团队平均年龄

35岁……青年一代奋斗者，在国家

的高速发展中砥砺前行、茁壮成长，

也必将在奋斗中展现新气象、成就

新作为。

需要接续奋斗的，岂止科研？对于

广大青年官兵而言，要实现党在新时代

的强军目标，仍需征服“雪山”“草地”、

跨越“娄山关”“腊子口”。我们应当经常

“握一握前辈们的手”，感受他们滚烫的

热情、旺盛的斗志，从而点燃奋斗的火

炬、照亮前进的征途。

近期，纪录片《我爱你，中国》走红

荧屏。“沙场之花”袁远、“雪域雄鹰”周

宇峰、“雷达兵王”刘卫民、“冰花男神”

张书辉……他们的军旅人生证明，只要

葆有一颗为党为人民矢志奋斗的心，

“再怎么艰苦也感到美、再怎么付出也

感到甜”。每名官兵都应与时代同向、

与改革同行，接续奋斗、永久奋斗，

从而汇聚起巨大能量，有力托举起中

国梦、强军梦。

接
续
奋
斗
，
托
举
起
更
多
﹃
大
国
重
器
﹄

■
谢

军

历史舞台上演绎的许多情节，往

往超乎我们的想象——

洋务派的天津机器局好生了得，

早在1880年就成功让中国第一艘“行

驶水底之机器”——潜艇驶过海河。

（当时，号称“海上霸主”的英国制

造出潜艇也仅仅1年左右。）同时研制

完成的还有舟桥、布雷艇等“高科

技”产品。遗憾的是，好东西大把地

攥在手上，最终悄没声息地不知弃之

何方。而此时的清军，仍然保留着成

建制的弓箭手部队。

说到这个机器局，当然绕不开李

鸿章。自从找来“洋枪队”帮着剿灭

太平天国开始，他就迷恋上了“坚船

利炮”。于是，1862年在上海成立了一

个洋炮局，接着在苏州、在南京……

炮局开多了，李鸿章悟出一个道理——

“制器之器”远比简单的几门炮更重

要。由此，他开始逐一布局，委派亲

信筹建了著名的江南制造总局、金陵

机器局、天津机器局。

我们不能不佩服李鸿章的经济眼

光，从“炮局”到“机器局”之变，

不仅开创了大清的军火制造体系，而

且由此拉开了中国近代工业革命的序

幕。但我们又不能不叹息李鸿章的政

治视野，他把中国积弱不振的原因完

全归结于“患贫”，由此得出“必先

富而后能强”的认识，并把办企业的

重心定为“求富”。

虽然布局精心，但最终还是下

了一盘臭棋。原因与钱有关，但却

不仅仅是因为钱。“机器一开，银子

淌来。”你在这里烹煮了一锅“求

富”的肥肉，朝廷岂能眼睁睁地流

口水。但“隐持国柄”的李鸿章何

等精明之人，他甚至冒着“抗旨”

之嫌，用种种“迂缓”之策，死活

将这一摊子死死控制在自己手里。

如果以现代经济学的眼光看，李

鸿章的一些经营之道并无大错。然而

在纷乱的晚清政局中，撕扯于“公”

与 “ 私 ” 的 利 益 交 错 ，“ 官 ” 与

“商”的身份并举，“名”与“利”的

极度追逐，李鸿章领军之洋务派难免

“进退失据”。机器局被扣上了有悖于

“道”的“亡国之利器”之罪名，最

终以“双输”的结局，将洋务派精心

打造的军工企业，连同大清帝国一道

送上不归之路。

大清虽已风雨飘摇，但毕竟还是

“百足之虫”，箱底多少还是藏着点私

房的。甲午战败之后，朝廷就忙着四

处借贷，很快筹了一笔钱准备购置洋

枪洋炮。可在与德国使臣接洽时，人

家赚走你的银子还满嘴不屑：“中国

此时又急急置船购械，此吾德国所

愿。然中国有船而无驾驶之人，有炮

而无教习之人。不知费息借之金钱，

办此无益之废铁，果何谓也。”参与

了洽谈的晚清重臣文廷式在其日记

中，用8个字描述了当时的心境：“箴

贬切至，足以悚愧。”

“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借用革命导师在《共产党宣言》里的

话来描述银子与大清的关系，是最适

合不过的了。虽然究竟花了多少钱说

法不一，但用海军军费给老佛爷修园

子祝寿，无疑是个人私欲对江山社稷

的最大亵渎。而就在同一时间，隔海

相望有另一个女人——日本的明治皇

后，为购买军舰筹款捐出了首饰。其

所购得之军舰“吉野”号，至今提及

还让我们心口隐隐作痛……

世界上没有不堪回首的苦难，只

有不堪回首的羞耻。白花花的银子终

于成为了大清的诅咒——武昌起义爆

发。清廷将崩溃时，最后一个太后隆

裕面对王公大臣哀叹：“一般亲贵，

无一事不卖，无一缺不卖，卖来卖

去，以致卖却祖宗江山。”言至此，

失声大哭，满堂惶然。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

尔在近著 《金钱不能买什么？》 中，

从个人品行的角度提出不能用金钱去

买（即便可行）与伦理、道德、规则

相关的一切。现在有一流行语：不要

让贫穷限制了自己的想象。其实，还

应该再补一句：不要让金钱操控了自

己的活法和想法。

金钱不能买什么
■郑蜀炎

野外驻训，为的就是让训练走出

操场、走近战场。如果野训场毫无陌

生感，甚至成了“第二个操场”，野训

的意义难免大打折扣。

战争，不会挑在你熟悉的地域打

响，什么样的复杂环境都可能出现。

平时在复杂陌生环境练得越多，战时

随机应变的底气就越足。如果长期固

守“一方水土”，哪怕练得再熟，走上

战场也容易“水土不服”。可以说，挺

进复杂环境训、开进陌生地域练，是

野外驻训的本义，也是其价值所在。

纵观古今中外的战例，一些军队

败就败在“陌生”二字上。赤壁之战

曹操数十万雄兵因不熟悉水战特点而

受到重创，拿破仑和希特勒皆因对严

寒气候考虑不足而尝到苦果。可见，

平时在熟悉的环境、以熟悉的方式训

练，一旦遭遇陌生的战场环境、陌生

的作战样式，就可能举止失措、进退

失据，终致战场失利。

敢于进入陌生领域、应对陌生情

况、适应陌生“水土”，是我军的一个

优良传统。解放战争时期，东北野战

军激战林海雪原、纵横华北大地、南

下碧海椰林，万里转战、所向披靡；

抗美援朝战争进行境外作战，也打得

有声有色、胜得气壮山河。正因为那

时的人民军队常闯新地域、常走陌生

路，才提高了部队适应能力、增强了

官兵打赢本领，不管在哪打、跟谁

打、怎么打，都能胜券在握。

当前，我军大力推进实战化训

练，官兵适应复杂陌生环境的能力不

断提高。然而，野外驻训“练熟避

生”的现象，仍一定程度存在。有的

单位每年野训都到同一个地方，每场

演练都在同一块地形，每次进攻都是

同一座高地，虽然看起来轰轰烈烈、

热热闹闹，但年年是“翻版”、次次搞

“临摹”，毫无创新感可言。

一名军事心理学专家曾对100名服

役超过3年的士兵进行跟踪调查，结果

发现，同样的训练内容，在陌生环境训

练的效果明显高于在同一地方重复训练

的效果。我们不妨反躬自问：看惯了驻

训场“老面孔”，倘若进入陌生地域，

能否准确识别地形，正确判断方向？能

否适应气候环境，避免非战斗减员？能

否有效操控装备，确保联得通、不趴

窝？这些问题搞不明白、心里没底，就

可能给战场制胜埋下隐患。

“敌人”可以假想，“战场”则

需设计。前不久，某训练基地对训

练场重新进行规划，把河上的简易

桥换了地方，把三岔路改成了断头

路，对干扰设备进行了升级；中部

战区某部将官兵从熟悉的密林深山

拉往陌生的戈壁滩头，并让官兵适

应低压缺氧环境……开展野外驻训

就应多一些这样的“战场设计”，从

地理环境、电磁环境乃至气象环境

等入手，多设难局、险局、危局，

锤炼官兵险中求胜、危中求安、残

中求全的能力。

今天，我军走出去的步子越来越

大，使命任务也不断拓展。只有强化

多领域、多时空、多天候训练，才能

有效抵达、有力行动，才能不负重

托、不辱使命。如果在训练中限于一

时一域、不知求新求变，“答案写好

了，才发现题目已经变了”，哪怕考分

再高，也难以做到能打仗、打胜仗。

训练提升“陌生系数”，战时才有

“打赢底数”。我们只有以使命任务为

牵引，把野训条件设逼真、把野战能

力提上去，才能做到一旦有事，不分

地域、不管季节、不论环境，召之即

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作者单位：31606部队）

多些陌生感 少些老面孔
——野外驻训如何训出“野味”①

■林忠祥

“我当新兵那会儿，班长给我们理

发，一边理发一边聊天。谁要是有什

么烦心事儿，等头发理完了，思想疙

瘩也解开了。”某部一名老士官感慨，

以前干部骨干开展思想工作，办法虽

然简单，但却实在管用。关键的一

点，是真正敲开了战士的心门、走进

了战士的心里。

如今，开展思想工作的方法手段

日益丰富，然而，效果是否随之提升

了呢？有的单位，思想摸底没少搞，

问卷调查没少做，测试量表没少发，

谈心交心层层“问诊”、个个“排

查”，虽然用力很“猛”，但是效果却

不甚理想，不仅难以掌握战士思想、

及时发现问题苗头，甚至“情况一个

接一个”。

一位基层干部感慨：“今天，要打

开一个战士的心扉，真不容易。”其

实，未必是“真不容易”，可能是“真

没走心”。有的干部谈心时高高在上，

带有很强的“压迫感”，战士因而不敢

多说；有的戴着有色眼镜看人，谁反

映问题就把谁当“重点人”，战士也就

不愿多说；还有的谈心只为完成任

务、应付检查，战士也就只是“配合

工作”，随便说说。凡此种种，只有

“谈”的过程，而无“心”的交流，背

离了谈心的初衷，自然达不到应有的

效果。

战士的心门，只能用真心“敲

开”，别指望用蛮力“撬开”。一些战

士在交流之中关上“屏蔽门”，并非不

愿意沟通，而是不喜欢“假沟通”。对

于带兵人来说，只有谈得真走心，才

能谈得无障碍、谈得有效果。反之，

如果不掏心窝子、不推心置腹，而是

抱着急功近利的心态，“三两分钟就想

摸透，急雨一阵就想滋润”，就难以听

到真话、摸清实情，难以解决矛盾、

统一认识，难以密切关系、激励士气。

当前，部队内外环境发生很大变

化，影响官兵思想的社会因素、家

庭因素和心理因素日渐增多，任何

一个因素的变化都可能引发思想波

动，谈心交心不能指望“一锤定

音”，也不可能一劳永逸。事事关

心、处处留心，才能及时掌握战士

思想的新情况、新变化，从而有针

对性地开展教育。

“教育没有了情和爱，就成了无水

的池，任你四方形也罢，圆形也罢，

总逃不了一个空虚。”带兵人应该走到

战士中间，在摸爬滚打、朝夕相处

中，培养知兵爱兵的真挚感情；应该

把官兵的冷暖疾苦挂在心上，多办实

事、多解兵忧。只有始终把关心人、

爱护人作为谈心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和

落脚点，以真心对真心、以真情换真

情，才能敲开战士的心门。

（作者单位：武警北京总队执勤十

三支队）

心门要敲，别指望“撬”
■樊勤章

我国要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

创新高地”，就必须消除科技创新中的

“孤岛现象”。习主席在最近召开的两

院院士大会上强调，科技体制改革要敢

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闯难关，破除

一切制约科技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

藩篱。这为消除科技创新中的“孤岛现

象”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多次要求

消除科技创新中的“孤岛现象”。“孤岛

现象”源自于物理学中的“孤岛效应”。

习主席提到的创新中的“孤岛现象”，主

要指在科技创新体系中，某一环节或要

素与整体的科技创新体系发生“隔离”，

导致在科技创新体系中形成“闭路循

环”，从而影响科技创新第一驱动力的

实现。目前，在我国科技创新领域存在

多种“孤岛现象”。比如，“管理孤岛”

“资源孤岛”“信息孤岛”“技术孤岛”

等。科技创新链条上有了一个“孤岛”，

就如同在接力赛中，第一棒跑到了，下

一棒却没有人接，或者接了却不知道往

哪儿跑。

科技资源配置相对分散、科研设施

重复建设、投入产出效益不高、成果转

化不顺畅……造成这些科技创新中的

“孤岛现象”，根源在于科技创新制度安

排不合理、体制机制僵化落后，以及各

创新主体之间协作不强。军民融合领

域同样存在“孤岛现象”：军地有很多资

源完全可以共享共用，却存在“共享别

人资源可以，分享自己资源不行”“老死

不相往来”“我的地盘我作主”等思想和

行为。

习主席强调，科技领域是最需要

不断改革的领域。推进自主创新，最

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

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

所蕴藏的巨大潜能。如果把科技创新

比作我国发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

是点燃这个新引擎必不可少的点火系

统。没有点火系统，发动机就转不起

来；没有好的点火系统，发动机的优越

性能就体现不出来。同样，不破除体

制机制障碍，就难以消除科技创新中

的“孤岛现象”。

科技创新大潮澎湃，千帆竞发勇进

者胜。消除科技创新中的“孤岛现象”，

要求我们继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破除

一切制约科技创新的体制性障碍、结构

性矛盾、政策性问题，激发创新活力，提

升创新体系效能，让一切创新源泉充分

涌流。应加强科技创新统筹协调，努力

克服科技创新中各自为战、分散封闭、

交叉重复等现象。应加快构建军民融

合发展体系，完善军民融合组织管理体

系、工作运行体系、政策制度体系，坚决

拆壁垒、破坚冰、去门槛，清除“民参军”

“军转民”的各种障碍，大力推进科技兴

军，加快推动我军建设向质量效能型和

科技密集型转变。

（作者单位：信息工程大学）

消除科技创新中的“孤岛现象”
■刘辰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