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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手的底细你搞清楚了几分？自

己 人 员 和 装 备 的 脾 性 摸 得 透 不

透？……仲夏时节，某部的训练难题破

解推进会在一连串的问号中拉开帷

幕。集训组织者在动员会上说，这些问

号拉不直，很可能把兵练虚练偏了，甚

至练废了。

“凡兴兵伐敌，所战之地，必预知

之。”知，懂也。懂，察也。战争是最大

的未知变量，对任务、我情、敌情、时间、

地形等研究得越深、越全、越透，练兵才

能越真、越实、越准。历史上，那些建功

疆场的卓越将帅，无不把研战作为自己

练兵的“先答题”和“必答题”。高卢之

战中，凯撒指挥的军队之所以所向披

靡，源于战前他把对手摸了个门清；被

毛泽东同志誉为“最会打仗”的粟裕大

将，“最大的爱好是看地图，最大的追求

是尚武，最向往的地方是战场”，这才

“尽打神仙仗”。战史启示我们：研战才

能实训，研战方能胜战。

然而，个别部队研战的工作还做得

不够好。有的对战争准备缺乏应有的

重视和科学严肃的态度，“中心”没有放

在“心中”，研得少；有的言战多而研战

少，把研战成果当成了装点书橱的饰

品，研得空；还有的尽管也研战，但铺天

盖地、大而化之，研得粗。

军不思战，国之大患。研不研战，

研得如何，决定训练水平高低，影响未

来战争胜负。李自成的部队在打入北

京后醉太平，将帅满脑子都是“多占财

宝多纳妾”，全然不针对关外敌人进行

针对性训练，结果兵败如山倒；甲午海

战前，清军不仅不察敌情，主战派还斥

责研究日军的将领“学鬼蜮伎俩，有伤

国体”，结果给中华民族留下了椎心蚀

骨的“世纪之殇”。不备不虞，不可以

师。假如心思不用在打仗上，精力不用

在研战上，“当那一天来临”，怎能有胜

战的本领？哪来打赢的底气？

当前，我国正处在由大到强发展的

关键阶段，面临的安全形势严峻复杂。

“狼来了”的残酷现实，迫切要求我们做

好随时打硬仗的准备。倘若空喊“狼来

了”而没有过硬的本领，就会付出沉重的

代价，甚至遭遇重蹈历史覆辙的危险。

尤其要看到，“脖子以下”改革完成后，部

队“瘦身”了但还没完成“壮骨”。当面之

敌是谁，对手是什么情况？新的使命课

题如何迅速有效展开？人员变了，装备

换了，怎样才能联得通、融得好？这些问

题，都需要通过研战来解决，都需要通过

实训来将编制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

“不明于计数而欲举大事，犹无舟楫

而欲经于水，险也”。对手搞不清，训练

空对空。研战，把对手摸清是关键。不

把和谁“战”弄明白，训练何谈针对性、实

战化？研透对手才能训练对路，解开未

知数打仗才有底数。驱散“战争迷雾”，

摸清“山那头”的情况，把对手摸透、吃

透，方能“先敌了解、先敌发现、先敌机

动、先敌打击”，快速反应、出奇制胜。

德国哲学家尼采有这样一句名言：

“生命中最难的事不是没有人懂你，而

是你不懂你自己。”在一些部队，“知彼”

的重要性大家都知，“知己”却常常被忽

视。比如某部在演习前为了寻找一名

懂得电磁频谱分析的人，到兄弟单位

“众里寻他千百度”，结果本单位这样的

人才却“养在深闺人未识”。清醒认识

自己，客观估量自己，不让身边官兵成

为“最熟悉的陌生人”，不让手头装备始

终是“新装备”，才能在训练中“如身之

使臂，臂之使指”，在战时以自己的方式

击败敌人。

常打问号是一种清醒，会打问号是

一种智慧，解开问号是一种能力。战争

千古无同局。要想在未来战场上不辱

使命，就需要大兴作战问题研究之风，

贴近作战任务、作战对手、作战环境，集

中精力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

如此方能在一心一意的研战中、一丝不

苟的实训中，把问号拉直。

没有把“战”研透的“练”都要打问号
—破解实战化训练难题大家谈①

■高 强

用人是个技术活。人用得好，则大

事可成；人用不好，则后患无穷。什么

样的人可堪大任？对此，古今中外的不

少帝王将帅都有自己的标准，刘备也不

例外，他在用人上有个排除法——言过

其实，不可大用。

刘备去世前，对“才器过人，好论

军计”的马谡一直没有重用，原因之

一就是他认为此人“言浮夸，轻敌。”

临终前，他特意嘱咐诸葛亮：“马谡言

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但诸

葛亮似乎并没有真正把先帝的话当回

事，在刘备去世后仍“以谡为参军，每

引见谈论，自昼达夜。”在蜀魏一次重

要之战中，马谡“凭高视下，势如破

竹”的胜战之计迷惑了诸葛亮，他“违

众拔谡”，命马谡为主帅。结果大家

都知道了：蜀军惨败失街亭，诸葛挥

泪斩马谡。

历史上，被不实之言迷惑的，不只

是诸葛亮一个人。唐朝的李元平熟读

兵法，深通谋略，“喜为大言，常论兵，鄙

天下无可者”。唐德宗年间，李希烈叛

变，在确定谁来守卫汝州时，李元平一

番言过其实的豪言，把皇帝灌得迷迷糊

糊。结果上了战场，言过其实的李元平

被对手“一笑而缚之”。

一些人为什么爱说大话？这是因

为说大话风险小、不担责，说得巧还可

能达到目的、捞到好处、受到重用。“欲

得周郎顾，时时误拂弦。”于是乎，个别

人刻意用言过其实的大话取悦上级、骗

取信任，以谋爬升或重用。殊不知，言

过其实看似高水平、高姿态、高见解，其

实恰恰暴露出一个人思想的浅薄、人格

的平庸和作风的虚浮。

孔子有言：“巧言乱德”，意思是说，

只有那些才疏学浅的人，才会借助嘴上

之巧言来掩盖自己的无知和愚昧。真

正有本事的人，不仅不会自吹自擂，反

而会谨言慎行，更不会故意把自己的能

力和成绩“拉长、吹大、垫高”。

最近，“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

海水稻再获成功。在上报海水稻的产

量时，袁隆平反复叮嘱科研人员：“一

定要真实真实再真实，就低不就高，

绝不能有一丁点儿水分。”其实不仅是

这次，每次的试验田，袁隆平都会主

动给自己试稻的产量打折。比如2011

年11月，他的第5号试验田按照惯用

的“七五折”计算后，每亩的净产量

为980.4公斤。但袁隆平以当年实验环

境较好为由，说服验收专家用更苛刻

的标准计算净出率，最终公布的结果

是亩产926.6公斤。

“天下为公，唯有德者居之”。言过

其实者，在“德”上首先是不合格的。重

用这样的人，轻则事业受损，重则国家

受害。蒋干自吹自擂，毛遂自荐去吴国

当说客，结果成为周瑜反间计的利用

者；赵括纸上谈兵，兵败长平，使赵国从

此一蹶不振。

列宁说：“吹牛撒谎是道义上的灭

亡。”在改革开放中，邓小平同志指出：

“说空话、说大话、说假话的恶习必须

杜绝。”他还着重强调，不要讲“过头

话”。言过其实的背后是能力低虚。

对这样的人，只要稍加用心，就能看穿

其本质。

康熙在位时，一名官员奉旨去祭

陵，这名官员肚子里有点墨水，于是想

趁机表现自己的才华，以谋祭陵回朝后

得到重用。谁知康熙看了其递上的长

达16页的奏折生气地说，言过其实，华

而不实，这点小事竟用了这么长的奏

折，看来是个无用之才。不但没有提拔

这位官员，还将其革职。

“兵，死地也”，“易言之”招败。后

蜀将领王昭远好读兵书却大言不实。

领兵从成都出征时，他自比诸葛亮，酒

酣之际更是攘臂狂言：“吾是行，何止克

敌。当领此二三万雕面恶少儿，取中原

如反掌耳。”结果一上战场，他战败弃甲

而逃，藏在老百姓的谷仓下面痛哭流

涕，很快被宋军俘虏。

部队是要打仗的，“不可求之言语，

独见之于战耳”。重用了言过其实的说

大话者，平时贻误部队建设，战时会付

出惨痛的代价。明辨虚言，注重实绩，

重用“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实干家，重罚

言过其实的“吹牛派”，久而久之，说大

话就会没有市场，说真话便会蔚然成

风。

（作者单位：武警青海总队）

言过其实 不可大用
■魏思远 曹新平

陆军某部党委为确保民主测评
的结果能够区分层次，在测评中明确
规定，“不称职”票要占一定比例。结
果在最近一次民主评议时，不少官兵
为了不得罪人，把“不称职”的票集中
投给了即将调走的一名助理员。为
此，该部党委教育官兵，一定要实事
求是，不能投“随意票”“印象票”和

“人情票”。
这正是：
发扬民主投选票，

实事求是最重要。

纯正风气须公正，

莫偏实际玩虚套。

周 洁图 汉唐风文

邓小平同志在作决策之前，喜欢

问数字、算算账。他认为，只有这

样，所作出的决策才是慎重和可靠

的。早在1954年1月，他就告诫全国

财政厅局长们：“数字中有政策，决

定数字就是决定政策。”

善于算账是正确决策的前提，也

是科学决策的保证。无论是筹划单

位建设，还是部署某项工作，都离

不开算账。账算得细，底数就清，

情况就明，作决策时就心中有数；

不算账或算糊涂账，就摸不清底

数，掌握不了真实情况，作决策时

就只能凭印象或拍脑袋。一切正确

的决策都基于对客观情况的准确了

解。任何一个高明的领导，都不会

忽视算账。陈云同志晚年时自称：

“我是算账派，脑子里有数目字。”

这也说明，算账是科学决策的重要

依据和方法。

算账里面有大局，数字里面有政

治。怎样算账、站在什么角度算账、算

大账还是算小账，往往体现出一个领

导干部的胸怀、气度和境界。哪个事

情先办，哪个事情后办；哪个项目该

办，哪个项目不该办，不同的人有不同

的算法、不同的选择。一个真正会算

账的领导干部，才能知道哪头轻、哪头

重，才能够正确处理好个人与整体、局

部与全局的关系，使作出的决策经得

起历史考验和实践检验。

当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付

出了较大代价。官兵普遍担心，在大

别山能不能站住脚，这场斗争究竟能

不能胜利？邓小平用算账的方法告诉

大家：中原地区吸引了蒋介石南线一

半以上的兵力，挺进大别山的部队虽

然吃苦最多，但换取了整个战略主动，

取得了全局上的胜利。他说：“有个别

的人怀疑是否局面变坏了。其实只要

好好地算算账，就会懂得的。”

对各级指挥员来说，是否善于算

账是信息素养和指挥水平的重要体

现。毛泽东同志曾说，对打仗要胸中

有数。信息化条件下精确作战，信息

火力怎么联、诸军兵种怎么通、软硬

杀伤怎么融等，都需要用数据来辅助

决策，都需要算算账。数据是信息战

争“无形的子弹”，也是指挥员研判

形势、正确决策的基本依据。这就要

求各级指挥员善于计算数据、掌控数

据、运用数据，作战的每一个环节、

每一个要素都要用数据体现、数据表

述、数据证明、数据决断，确保数据

成果更加高效、便捷地服务于今天的

训练场和明天的战场。

决定数字就是决定政策
■刘立强

刚满36岁的某部女干部姚雯被破

格晋升为研究员后，大家在祝贺姚雯的

同时，也把掌声送给了不拘一格用人才

的该部党委；相反，某旅一名干部刚被

“破格”提拔，就在随后的军事考核中

“麒麟皮下露出马脚”，官兵对此诟病不

已。近日，这两则关于干部破格使用的

新闻警示大家：干部使用，破格更需严

格。

干部队伍最怕死水一潭，破格使用

干部历来是我党我军干部选拔任用的

一项重要辅助措施，此举有利于年轻干

部快速成长，有利于激发干部活力，有

利于优化干部队伍结构。可以说，是否

敢于破格使用干部，既反映能力水平，

也体现责任担当。

然而，用人的“高压线”是红线，绝

对不能碰，更不能破。我们提倡的破

格，“破”的是“论资排辈”的“格”，而不

是不要“德才兼备”这个原则。如果不

该破的“格”破了，不仅违背了破格的初

衷，而且会影响党委的公信力、凝聚

力。因此，破格更需严格。

破格之严重在严格标准。“欲知平

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破

格不是降低选拔任用的标准，而是要严

格执行标准。这些标准，《党政领导干

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

国现役军官法》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现

役军官职务任免条例》等法规文件里有

明确的规定。能不能“破格”，关键看其

是否符合提拔使用的基本条件。具备

资格而破格，就是不拘一格；不够资格

而破格，就是出格。

破格之严重在严格程序。程序是

教训的总结、经验的凝聚。程序就是法

规，程序意识就是法规意识。严格程序

才能为不“出格”的“破格”护航。破格

提拔干部前，不能把走程序当走过场，

在严格标准的前提下，应坚持做到组织

考察更深入、公示范围更广泛、审核把

关更严谨，让破格提拔始终在程序内严

格运转，这样破格提拔的出众干部，怎

能不服众？

破格之严重在严格纪律。破格提

拔之所以最受关注，是因为大家最怕个

别领导干部打着破格的旗号，以私情废

公事、拿原则做交易，搞任人唯亲、团团

伙伙。“治本在得人，得人在慎举，慎举

在核真”。严格执行干部政策，严明干

部纪律，对预破格提拔干部实施全过程

监督，才能让破格提拔的干部，经得起

实践考核，经得起历史检验，才能在一

个单位营造出风清气正、向上向好的政

治生态。

（作者单位：61486部队）

破格更需严格
■慈 骏

长城瞭望

谈训论战

玉 渊 潭

八一时评

长城论坛

首都北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

馆，排成长队的人们依次向抗日英烈鞠

躬、献花；吉林长春，革命烈士纪念馆，

某部官兵在这里与英烈一起过“特殊党

日”……8月15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日

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日子。这几

天，大江南北、军营内外纷纷组织纪念

活动，以多种形式纪念当年那场壮烈的

抗战。

时光荏苒，73年过去了。欢歌笑语

汇成海、火把连成巨游龙，当年纪念抗

战胜利的场景已定格为难忘的历史瞬

间。然而，每每想起那场战争，人们仍

旧思绪万千、情不自已。

1945年9月2日，美国密苏里号军

舰，日本无条件投降签字仪式在这里举

行。当全体签字完毕时，恰好是九时十

八分。从“九月十八日”到“九时十八

分”，14年里，中国军民“四万万人齐蹈

厉”“誓死不当亡国奴”，创造出“战争史

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

的伟业”，也创造出了以“天下兴亡、匹

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

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

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

信念”为主要内容的抗战精神。抗战精

神，正如习主席所指出的，是“不断增强

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

动力”。

“醒着”“睡着”“玩着”“前进着”，这是

鲁迅先生对“五四”初期、中期的青年精神

状态的分类。抗战之初，国际舆论普遍认

为，中国不管是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

都不足以抵御外侮。然而，日军的大炮和

刺刀，让中华民族彻底觉醒了，“每个人被

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千千万万的青年

不再“睡着”“玩着”，而是与时代同呼吸、

与民族共命运，进入了“醒着”“前进着”的

状态，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与残暴之

敌进行殊死搏斗。法国作家古列久在评

述中国敌后斗争时感叹：“民族的精神，在

受到侵略时突然奋张起来，成为一道新的

近代的中国长城。”

精神无声，力量无穷。是不朽的民

族精神，让审讯赵一曼的特务在与赵一

曼四目相对时“情不自禁地倒退了两三

米”；是不朽的民族精神，让杀害杨靖宇

的岸谷隆一郎在自杀前的遗书中写道：

“中国有杨靖宇这样的铁血军人，一定

不会亡国。”这些震人心魄的细节，在抗

战中还有很多。他们的英雄事迹启示

我们，一个民族真正的强大是精神的强

大，只要精神利刃永不卷刃，就没有战

胜不了的强敌。

1941年，听到本已考上清华大学

但毅然从戎的弟弟林恒壮烈殉国的噩

耗，林徽因含悲写下了《哭三弟恒》：

“弟弟，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来哀

悼你的死/它是时代向你的要求/简单

的，你给了/这冷酷简单的壮烈是时代

的诗/这沉默的光荣是你……”抗战期

间，像林恒这样的报国青年不计其

数。其中，山西太原的成成中学，300

多名师生在校长的带领下，全部投奔

八路军。同济大学报名参军的达600

余人，占全校人数三分之一。他们中，

有的成了无名的英烈，有的青春之花

还没来得及完全绽放就已凋零。正是

亿万人民无畏的付出，扭转了近代中

国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危局，点

亮了民族复兴的精神火炬。

胜利的旌旗，浸透着先辈的鲜

血；壮丽的山河，书写着英雄的诗

篇。今天，民族复兴的伟业恰似一轮

“已见光芒四射喷薄而出”的红日，和

平鸽振翅飞翔在祖国的蓝天，但战争

的阴霾仍然存在。“安得壮士挽天河，

净洗甲兵长不用。”作为国家主权、安

全和发展利益的坚定维护者，人民军

队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最根本的就是

要把抗战精神转化为强军兴军的决心

意志和生动实践，转化为加快推进军

事变革的思想共识和实际行动。唯

此，才能让和平的阳光永远普照大

地，才能真诚地告慰英烈：“这盛世，

如你所愿”！

（作者单位：陆军边海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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