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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就是今

天！”又一个火红的“七一”即将来临，著

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年逾八旬的牛犇举

起右手、紧握拳头，向中国共产党党旗

庄严宣誓。习主席专门写信，勉励他发

挥好先锋模范作用，继续在从艺做人上

为广大文艺工作者作表率。

是什么让一位银发染霜的老人在

人生耄耋之年投入党的怀抱？是信仰

的力量。答案虽然并不复杂，但内涵却

深刻隽永。因为，这信仰是灯，指引方

向，风吹雨打不迷航；这信仰似火，点燃

希望，星星之火终燎原；这信仰如山，岿

然不动，乱云飞渡仍从容。

水打山崖，风过林海。97年过去，时

间从未改变前行的脚步，也从未动摇共

产党人如磐的信仰——怀中一寸心，千

载永不易。时间无声，却记录着一切。

当我们再次打开记忆的闸门，那些令人

心潮澎湃的信仰故事依然撼人心魄，那

些光芒闪耀的信仰足迹依然绵延不绝。

人生大事，莫重于生死。无论金钱、

美色，抑或名利、地位，唯独生死最能考

验一个人对信仰的忠诚度，最能检验一

个人对信念的纯洁度。无数共产党人凝

聚在信仰的旗帜下，融入到信仰的洪流

中，不求显达于世、不求暂得于己，勇往

直前以赴之、断头流血以从之，最终驱散

风雨如晦的暗夜，照亮民族复兴的征程。

这信仰，让受刑者笑对屠刀，让行

刑者狼狈不堪。

1935年6月18日清晨，囚禁中的瞿

秋白知道最后时刻到来了，早早起床换上

新洗的衣裤，泡上一杯茶，点上一支烟，提

笔写下绝命诗：“眼底烟云过尽时，正我逍

遥处。”一块草坪上，面对行刑者，他盘膝

而坐，微笑点头：“此地甚好，开枪吧！”

30多年后，当年下达执行枪决命令

的原国民党第36师师长宋希濂，仍然

对当时的情形刻骨铭心：“他外表体弱

神伤，心中却有一把利剑，迫使我步步

退守……经过两三个小时的舌战，竟宣

告我的苦心策划完全无效。”

这信仰，让劝降者无地自容，让刽

子手心生敬畏。

时任红军第21师师长的胡天桃被

捕后，让前来劝降的王耀武一见面就惊

呆了：“他上身穿着三件补了又补的单

衣，下身穿两条破烂不堪的裤子，脚上

穿着两只不同颜色的草鞋，背着一个很

旧的干粮袋，里面装着一个破洋瓷碗，

除此以外，别无他物。”

随后，他们进行了一次让王耀武苦

思冥想几十年的对话。“共产主义不适

合国情，你们要在中国实行，必然会失

败。”胡天桃坚决反击、义正辞严：“没有

剥削压迫的社会，才是最好的社会，我

愿为共产主义牺牲。”

这信仰，让物质与金钱黯然失色，

让生命与信仰光芒四射。

被称为“七少爷”的刘国 出身于

四川庐县一个地主家庭，从事革命被捕

后，面对威逼利诱，只有一句话，“我什

么都不会说”；面对酷刑，依然守口如

瓶。以至于让审讯者充满迷惑：“你们

家有钱有势，革谁的命？造谁的反？”

距新中国成立近两个月之时，刘国

被枪杀于歌乐山松林坡。被押赴刑场的

路上，他高声吟诵自己写的诗：“同志们，

听吧，像春雷爆炸的，是人民解放军的炮

声，人民解放了，人民胜利了。我们——

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而无愧！”

“一个政党，如一个人一样，最宝贵

的是历尽沧桑，还怀有一颗赤子之心。”

保持“赤子之心”，何其之难，我们不妨

扪心自问：当风雨再次来临，还能不能

像李大钊、夏明翰等那样，可以忍受人

世间最为残酷的刑罚，可以微笑着面对

死亡？当种种利诱出现，还能不能像彭

湃、刘国 等一样，视金钱如粪土，看富

贵似烟云，痴情奉献革命事业？当复兴

重任在肩，还能不能像焦裕禄、杨善洲

等一样，将手中的每一点权力、身上的

每一份精力都付于党的事业？这是必

须面对的考问，也是必须作答的考卷。

愿以己任为天下，唯有信仰方始

终。传承红色基因，洗礼政治灵魂，立

起精神支柱，真正做到虔诚而执着、至

信而深厚，才能练就共产党人的钢筋铁

骨、铸牢坚守信仰的铜墙铁壁。

（作者单位：陆军军事交通学院）

怀中一寸心，千载永不易
■强春风

既有直捣黄龙的长点射，也有圆

月弯弓的任意球；既有全攻全守的华

丽，也有严防死守的缜密；既有运筹帷

幄的妙算，也有适时换将的机断……

四年一轮回的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地

进行，绿茵场上狂飙四起，激情四射，

激荡人心。

体育运动源自于军事活动。正如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曾在《体育的

精神》一文中所写：“体育就是对战争

的直接模仿。”赛场如战场。从某种

程度上讲，足球才是与战争相似度最

高的竞技。绰号“将军”的荷兰已故

足球名帅米歇尔斯说得更为直白：

“足球即战争。”

军人生来为战胜，看球观赛思战

事。我们要善于从球迷的喧嚣吵闹和

解说员的嘶吼声中，放平心态，另眼旁

观，静看主帅斗法，观察球员冲锋，解析

球队战术。眼中有球，心中有战，融会

贯通，就能从一场场球赛中看到机动灵

活的战术、排兵布阵的谋略和血战到底

的精神。

战场上没有常胜将军，球场上也没

有永远的王者。战端初开，几支夺冠热

门球队首秀普遍表现不佳，西班牙队、

阿根廷队和巴西队被逼平，“日耳曼战

车”德国队更是爆冷告负。首轮战罢，

网上流传一个段子：上一届的冠军，下

一届摆脱不了首轮或次轮被淘汰的魔

咒。世界杯上无“弱旅”，战场上也是如

此。战争是最具不确定性的王国。如

果沉浸于上一场战争的“过五关斩六

将”，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不愿再冒

风险“吃螃蟹”，那么离下一场战争的

“败走麦城”也就不远了。

首次运用VAR技术，是俄罗斯世

界杯的一个亮点。首轮韩国队对阵瑞

典队，主裁判依靠VAR视频助理，果断

判罚一个决定胜负的点球。小组赛第

二轮，伊朗队扳平比赛的一个进球也被

VAR吹掉。看不见的裁判，看得见的

公正。VAR系统全过程、全覆盖、无死

角的“监督”，不仅避免了以往“冤案”

“悬案”“错案”的发生，也让比赛更加酣

畅淋漓而又不失公平公正。技术改变

了比赛，也改变着军营。身处大数据时

代，无论是联勤保障、对抗演习，还是征

兵工作、人才选拔，都应善于借力科技

手段，尽量以公平赢得兵心，以效率提

升战力。

球场如战场，球员就是时刻准备冲

锋陷阵的战士。战士以服从命令为天

职。如果各行其是，各自为战，就谈不

上团队作战、形成合力。开赛没几天，

克罗地亚队前锋卡利尼奇就打道回府

了，原因是对阵尼日利亚队时，拒绝被

替换上场而被逐出国家队。面对媒体

的惊讶与不解，球队主教练达利奇平静

地说：“我需要的是一个蓄势待命的球

员。”任何一项团队运动，个人之力都永

远无法超越团队的力量。信息化战争

更注重体系作战，更强调“如欲奋一战

而胜万战，必须联万心而作一心”。每

名官兵都是战斗力链条上不可或缺的

一环，只有各司其职、各尽所能，方能攥

指成拳、联合制胜。

“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当葡萄牙

球员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罚进那记

带着美妙弧线的任意球时，解说员情不

自禁地吼出这句形容女性曼妙身姿的

赞语。C罗在赛后接受采访时说：“这

场比赛是这些年努力的回报。”诚如斯

言，从16岁开始，C罗就在训练结束后

主动加练任意球，风雨无阻，从未间

断。怕走崎岖路，莫想攀高峰。没有一

项惊人绝技是偶然所得，也没有一支胜

战之师是轻松铸就。不经一番寒彻骨，

怎能练就一招制敌、一剑封喉的必杀

技？不下一番苦功夫，如何锤炼敢打必

胜、所向披靡的真本领？

比赛还在继续，奇迹仍在上演。

每一场巅峰对决的背后，都蕴含着技

术的较量、智谋的博弈、意志的比

拼。让我们以球场为镜，体验激情，

感悟奇正，品味血性，为练兵备战注

入强劲动力，为未来战争谋取制胜之

道。 （作者单位：河南省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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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官太重要了！”习主席的一句感

慨，既是对士官队伍地位作用的高度评

价，也是强军兴军的时代要求。

士官究竟有多重要？

看看这些比例：我军士官编制数量

占到士兵总数的“半壁江山”，建制班班

长、武器装备重要操作岗位和各专业组

训骨干基本上都由士官担任。可以说，

士官作为基本战斗单元中的中坚力量，

已成为生成、储备和提高战斗力的主体，

成为深化和拓展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石。

听听这些评价：基层军官的“左膀

右臂”，干部管理的“参谋助手”，连接官

兵的“纽带桥梁”；铁马的“驭手”，战舰

的“龙骨”，为战鹰“体检”，替导弹“把

脉”；于单位建设堪比“承重之墙”，于强

军伟业犹如“四梁八柱”……字字连强

军，句句系打赢。

“士官队伍是部队中非常基础的骨

干力量。”有的是“兵专家”，有的是“武

教头”，有的是“业务通”，有的是“掌门

人”……士官“官”不大，责任很重大；地

位不起眼，作用很耀眼。正如一位合成

营营长的形象说法：“虽说士官军衔没

有‘杠’和‘星’，但‘双枪’也是亮晶晶。”

部队的基础在基层，基层的基础在

士兵，士兵的中坚在士官。尤其是随着

我军信息化建设不断加快，改革强军逐

步深化，士官长、士官参谋、士官支委等

一批“士官+”的新生事物相继出现，士

官队伍的职责使命、发展空间和地位作

用都在发生历史性嬗变，“铁打的营盘”

正在精心打造着“铆钉的兵”。

如今，走进训练场，参与指挥编组

作业、标绘营连作战决心图、操作电子

沙盘、分析判断敌情……这些以往分队

军官演练指挥的课目，已成为指挥士官

的必修课。毫不夸张地讲，士官队伍正

成为影响一支军队兴衰、左右战局的重

要因素。

“军人的主要任务从来就是对未来

战争进行全面准备。”士官作为战斗力

链条上的重要一环和关键节点，数量庞

大、岗位众多、作用明显，无疑是下一场

战争的主角。有专家说，未来战争很大

程度上是“士官的战争”。

未来战争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抗。

多维战场空间融为一体，时间要素不断

升值，战略、战役、战术行动界限趋于模

糊，战机稍纵即逝，指挥多重则乱，行动

命令可以直接下达到战场末端甚至单

兵。很多情况下，战场上唱主角的不再

是成建制的旅团，而是连排甚至是班一

级的小分队。

纵观近年来世界发生的几场战争，

从伊拉克战争到叙利亚战场，连、排、班

小分队乃至单兵的作用空前凸显，一大

批集指挥、战术、技术、特战等多种技能

于一身的“末端指挥员”——高素质士

官在战场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甚至决定战斗行动的成败。

以“也门撤侨”事件为背景的电影

《红海行动》，是未来信息化战争一个“缩

小版”。精干的队伍，精良的装备，精湛

的技艺，精确的打击，精妙的配合……这

些几乎无所不能的“战狼”，用出神入化

的行动证明，信息化战场正在呼唤具有

信息化素养的复合型、技能型士官。

人才准备是最艰巨的准备。从目前

我军士官队伍的现状来看，个别单位和

领导思想观念跟不上，建设思路不清晰，

工作指导不到位。有的仍用“志愿兵”思

维看待“士官+”，放着“宝贝”不会用、不

愿用、不敢用。有的拿着“金刚钻”当“烧

火棍”，甚至“用大炮打蚊子”，等等。

同时，由于受“咋干都是一个兵”的

心理定位等客观因素影响，以及“初级

忧晋级，中级忧转业，大龄忧婚期，已婚

忧团圆”等实际问题牵绊，致使一些士

官工作状态不振、精武动力不足，从而

影响了士官队伍稳定，给战斗力建设带

来波动。

没有高素质的士官，就没有高素质

的军队。过去我们常说“千军易得，一

将难求”，现在是“兵熊也会熊一窝”。

如果士官队伍的“大师傅”“领头雁”“顶

梁柱”作用得不到有效发挥，必将降低

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的速度，迟滞世界

一流军队建设进程。

“责重山岳，能者方可当之。”决胜

“明天的战争”，先要打赢“士官的战

争”。激发强军中的“士官力量”，就要加

强组织领导，创新管理机制，促进能力升

级，拓宽发展空间，激活内生动力，真正

让“当打之年”的士官成为“将军手中的

利剑”，扛起打赢重担，制胜未来战场。

“士官+”，舞台更大责更重
—激发强军中的“士官力量”①

■张顺亮

“网、云、池、门、端”一体设计，

“战、建、训、管、保”全维覆盖……

前不久，某部进行了一场基于大数据

推进转型的信息系统创新运用演示，

充分展示了大数据对作战、训练、管

理等带来的巨大影响，让官兵深刻认

识到“大数据时代，一切数据都是作

战数据”的战争演变态势。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一战

争规律影响了几千年以来的作战模

式。如今，随着信息技术和人类生产

生活交汇融合，全球数据呈现爆发增

长、海量集聚的特点。有人感叹：数

据是新的石油，是本世纪最为珍贵的

资源。大数据正引发新一轮技术革

命，不仅改变生活、改变世界，也成

为提升部队战斗力的“新引擎”，催生

战争形态和军事管理发生革命性变

化，“数据战”作为一种崭新的作战样

式逐步显现。

战场对决，数据先行。获取、分

析和运用数据水平的高低，不仅成为

衡量作战能力和系统实力的重要指

标，还将直接影响战场胜负。可以

说，谁掌握了“制数据权”，谁就掌握

了“制信息权”。洞察相关数据从而把

握全局，聚集同类数据从而掌握趋

势，融合全源数据从而洞悉关联，才

能抢占信息化战争制高点，在以数字

化、网络化和智能化为重要特征的未

来战争中占有先发优势。

“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各国

军队普遍把大数据作为制胜未来的战

略资源，审时度势、超前布局。美军

已将大数据列入其“第三次抵消战

略”，成立“算法战跨职能小组”，正

式启动“算法战”概念研究，预计将

很快投入实战应用。俄罗斯、以色

列、英国、法国等国军队，也在大数

据的实战运用上不惜代价、加大投

入。我们只有顺应潮流、顺势而为，

方能抢得先机、赢得主动。

昨天的思维打不赢今天的战争。

实际工作中，一些官兵仍然没有养

成用数据说话的习惯，挖掘运用素

养不够，分析处理能力不足，防间

保密意识不强，作战研究定性多定

量少，训练演习缺乏数据支撑，“有

可能”判断、“差不多”结论、“拍

脑门”决策等现象依然存在。诸如

此类，与现代战争精确打击、精确

制胜的要求格格不入，如果不及时

来一场头脑风暴，必将在汹涌澎湃

的数据浪潮中迷失方向。

“除了上帝，任何人都必须用数据

说话。”未来信息化战争是“小规模作

战，大数据支撑”，必然运筹于数据之

中、决胜于数据之上。这就要求我们

必须具备数据思维、数据头脑，具有

专家、工程师的素养，善于运用大数

据变革指挥决策方式、优化作战指挥

流程、改变训练组织形式、提升战场

管理能力。只有让大数据真正成为解

析未来战争的“显微镜”“透视镜”

“望远镜”，使战场变得清晰透明、指

挥变得精准高效，方能破解战争迷

雾、打赢未来战争。

（作者单位：武警青海总队）

一切数据都是作战数据
■贾志宪

近日，军委纪委制定印发《纠正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清单》，为各级领

导和机关深挖根源、查找差距提供了参

照、树起了靶子，有利于在全军上下形

成精准纠治、精细落实的良好态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军始终保持正

风肃纪的高压态势，新风正气不断上扬，

政治生态日益改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现象得到明显遏制。但我们必须意识

到，根除“四风”问题不可能一劳永逸，形

成优良作风不可能一蹴而就，尤其是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流弊已久、根深蒂固，

严重背离我党我军性质宗旨，严重影响

军队建设发展，广大官兵深恶痛绝、反映

强烈。彻底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

题，不仅关系人民军队的良好形象和军

心士气，而且关系到部队战斗力建设。

敢于对号入座。《纠正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问题清单》，针对官兵反映强烈

的突出问题，从贯彻上级决策部署、学

习教育、练兵备战、依法管理、检查调

研、会风文风、服务部队、担当尽责等8

个方面，列摆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

52种具体表现。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

干部应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

把工作摆进去，举一反三深入查摆表

现、查找差距，敢于拿自己开刀，实情实

亮、实话实说，是自己的问题就要勇于

认领，不能避重就轻、文过饰非，不能只

讲别人不讲自己、只讲班子不讲个人、

只讲工作不讲思想。

敢于对症下药。俗话说，药对一张

方，不对用车装。然而，个别领导干部

热衷于有形无实的“走过场”、上推下卸

的“踢皮球”、只晒不改的“问题秀”，表

态多而行动少，调门高而落实差，甚至

用形式主义纠治形式主义。对于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顽症，必须坚持标本兼

治、精准发力。哪些是思维理念、担当

精神、工作作风方面的原因，哪些是指

导思想、政策制度、监督问责方面的病

根，我们只有像“靶向治疗”那样，把问

题查清楚、症结分析透、措施定实在，才

有可能做到精准施治，有的放矢，把问

题清单变成效果清单。

敢于对账交底。对于每名党员干

部的问题清单，不仅要求拉单列条，而

且要求挂账销号；不仅要求查准病灶，

而且要求祛除病根。只有敢于对账交

底，才能交出明白账，当个放心人。领

导干部作为“关键少数”，应深入检查思

想、检视工作，立改立行、以上率下，形

成“头雁效应”。各级党委应对照问题

清单，强化监督执纪问责，采取建立台

账、重点督办、动态管理等办法，一项一

项清、一人一人过，确保挖根见底、问题

归零，以攻坚克难的勇气和劲头，坚决

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推动各

项工作和建设真正向备战打仗聚焦。

（作者单位：火箭军某部）

把问题清单当靶子
■刘润然

长城瞭望 八一时评

谈训论战

长城论坛

玉渊潭

“考核最后一名要给全班洗一周
的盘子！”一些连队带兵骨干为激发
练兵动力、取得优异成绩，出台一些
变相体罚的“土规定、土政策”。这些
举措不仅违反新条令，也不利于战士
成长进步，必须明令禁止。

这正是：
日常带兵依条令，

岂能出台土规定。

多措并举正风气，

营造内部好环境。

张学士图 黄钟越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