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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瞭望

一个边防连队配发某新型火箭筒

后，因缺乏射击条件，几个月都无法组

织相应训练。不久前，团里筹建了信息

化的重火器射击场，连队官兵从而有了

练武之地。实践证明，只有把训练场地

建齐全、建标准，训练落实才能有依托、

有保证。

训练场地是进行一切训练实践的物

质基础。训练场地能否满足实战化训练

需要，很大程度影响着练兵备战的质

量。没有练武之地，就没有用武之力。

特别要看到，随着形势任务、编制体制、

武器装备不断变化，部队加强训练场地

体系建设的呼声越来越高、要求越来越

迫切。只有把练武之地建好用好，使训

练场地环境构设与作战环境相一致、设

施布局与战场条件相一致、容量规模与

承训对象相一致、各项功能与训练任务

相一致，部队才能更好地感知实战环

境，官兵才能更好地经受实战锻炼。

上世纪70年代，以色列突击队员千

里奔袭乌干达，创下以牺牲1人的极小

代价成功解救103名人质的经典战例。

战前，他们制作了乌干达恩德培机场的

实物模型，其精确程度“连一级台阶都不

少”。突击队员依托模型反复演练，将攻

击目标明确到人，将行动时间精确到

秒。事实告诉我们，有什么样的练兵环

境，就有什么样的训练水平。训练场地

与实战环境无限接近，部队才能在练兵

中适应战争、设计战争、主导战争。

经过几十年建设，我军训练场地已

由最初的提供空间和器材保障，发展到能

够创设近似实战环境、检验部队训练成

效。从草原大漠到碧海深处，从北国密林

到江淮丘陵，从高寒山地到稻田水网……

一个个颇具规模的现代化训练基地群，正

渐次崛起。以朱日和训练基地为代表的

“练武之地”，正实现职能作用向诸军兵种

联合训练、复杂条件下对抗训练、新型力

量新型领域训练拓展。基于此，部队全域

作战训练效益不断提升。

同时要看到，我军训练场地与大力

提高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训练与实战

一体化的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突出

表现在大型训练基地数量不够、导评系

统信息化程度低，区域型训练场建设定

位不准确、功能布局不均衡、共享使用

机制不完善，营区基础训练场建设不够

标准，等等。缺乏统一设计则难以形成

体系，不能共享使用则难以提高效益。

当前，军事训练内容落实不全、质量不

高，在低层次徘徊、低水平兜圈，很大程

度上是受到训练场地等物质条件所限。

战场变了，训练场也必须跟着变。

信息化条件下体系作战的突出特征是信

火一体、神联力融，这就要求训练场地必

须提供与之相匹配的保障条件。新装备

催生新战法，新战法呼唤新训法，但如果

没有场地条件作依托，训练创新就没办

法实现。比如，训练基地过去主要保障

合同战术演习，现在要保障联合实兵战

役演习；过去主要为练兵提供空间保障，

现在还需具备环境构设、信息采集、裁决

评估等新的功能……实战化训练求“场”

若渴，既是军事领域激烈竞争的结果，也

是军队现代化步伐加快的必然。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需求牵引、国

家主导，努力形成基础设施和重要领域

军民深度融合的发展格局。”训练场地

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拖不起、

慢不得，更等不来。要下大气力摸清底

数、搞准需求，走军民融合发展之路，按

照“一体化设计、集约化建设、开放式使

用”的思路推动建设；要兼顾当下和未

来，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不达目的不

罢休，切实使我军的“练武之地”满足不

同作战力量、作战样式和作战环境的实

战化训练需要。

（作者单位：军委训练管理部）

没有练武之地，哪来用武之力
—破解实战化训练难题大家谈②

■程荣贵

只有把练武之地建好用好，使训练场地环境构设与作战

环境相一致、设施布局与战场条件相一致、容量规模与承训对

象相一致、各项功能与训练任务相一致，部队才能更好地感知

实战环境，官兵才能更好地经受实战锻炼。

“你们要求战士掏心窝，自己有没有

掏心窝呢？”与基层干部谈话，一位领导

如此发问。与战士谈心交心，要实现深

交流而非浅沟通，就必须善于和战士们

拉家常。

沟通如同呼吸，在工作生活中不可或

缺。拉家常是战友之间、上下级之间交流

感情、互通信息的一种常用方法。带兵人

和战士之间拉家常，相比一般的人际交

往，有着更加深刻的意义。平和朴实的话

语、平等亲切的沟通，能让双方的距离拉

得很近，从而夯实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

情感基础。拉家常是将心比心、以心换

心，绳子的一头在战士手里，另一头在干

部手中，带兵人善于拉家常，战士就会感

受到信任和尊重 ，才能有一说一、有二说

二，把掏心窝的话讲出来。

“既注意到教育，又注意到亲切”，是

我军开展思想工作的一项优良传统。这

里说的“亲切”，就是官兵一致，多一些手

拉手唠家常、面对面掏心窝。但要看到，

现在少数带兵人做思想工作，“亲切”的味

道弱了些，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不愿跟战士

拉家常。他们或认为自己是干部，没有必

要和战士讲那么多，“家常”只能讲给上级

或者是知心的同级听。只掏别人的心，不

掏自己的心，官腔官调多了，质朴之气少

了，又怎能要求战士对你交心？战士对你

熟悉而又陌生，又怎会激发同生共死的凝

聚力战斗力呢？

家常话与家常菜一样，其魅力在于

“存本味去增饰”。1958年，许世友在海

防前线某步兵连当兵一个月。他在当兵

总结里说：“我这次向战士们谈了自己的

全部经历以至家庭开支、儿子的工作等

情况，战士们感到我是信任他们、尊重他

们的。于是，他们也就向我谈他们的心

里话。”他还提出，干部要有拿下官架子

的自觉性，进一步培养平等待人精神。

“主动地刻苦地毫不特殊地去做士兵的

各种工作”，这样的好传统好理念好方

法，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条件下，都应该

坚持和发扬。

没有真情实意，讲不好家常话。把

自己当成普通一兵，须是发自内心的而

非虚情假意的；了解战士了解部队，须是

扎实深入的而非浮皮潦草的；跟战士谈

心，须是敞开心扉的而非故作高深的；讲

一番道理，须是深入浅出的而非漫无边

际的。只有在这些方面努力修炼自己、

提高自己，拉家常才能谈出好滋味、好效

果。

多和战士拉拉家常
■赵长华

长城论坛

《内务条令》明确了移动电话可
用，并授权旅（团）级以上单位结合实
际制定使用管理办法。如何既确保秩
序正规，又维护官兵权益，需要进行积
极探索和有益尝试。某连队为排查隐
患，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查看战士移
动电话信息，这一欠妥之举得到及时

纠正。
这正是：
执行纪律重自觉，

须将条令用心学。

严格管控有尺度，

切莫任性把规越。

周 洁图 刘含钰文

老话说：饭要一口一口地吃，路要

一步一步地走。干事创业需要这股扎

实的精神、踏实的劲头。如若贪一时之

功、图一时之名，则往往要碰钉子、吃败

仗，甚至坏大事。

南北朝时期，北魏派奚斤率领大军

追击夏主赫连昌。军队抵达长安之后，

奚斤却以马多疫死、士众乏粮为由，不肯

向夏军进攻。监军侍御史安颉多次劝其

出兵，奚斤不听。安颉与尉眷等暗中策

划、等待时机。不久，赫连昌来攻城，安

颉出城应战，大败夏军，并俘获赫连昌。

北魏军虽获大捷，身为主帅的奚斤

却高兴不起来。因为活捉赫连昌，功在

他人而非自己。为此，他命令士卒舍弃

辎重，只带3天粮食，进攻新夏主赫连定

据守的平凉。行军途中，他还拒绝部下

沿泾水而行的建议。得知这一消息后，

赫连定兵分几路围攻缺粮少水的北魏

军队。这一仗，奚斤大败被俘，士卒死

伤六七千人。

南宋时，朝廷派李显忠、邵宏渊分

别进攻灵璧县和虹县，开启北伐中原的

征程。李显忠率部奋勇杀敌，大败灵璧

金军，邵宏渊则久攻不下。随后，李显

忠让灵璧降军说服虹县的金国贵戚，虹

县举城投降。

时隔不久，金孛撒率步骑10万大举

反攻。李显忠与之鏖战，打退金兵的第

一次进攻。面对不断增兵的金军，李显

忠催促邵宏渊出兵夹击金军。然而，邵

宏渊的表现却让人大跌眼镜。因耻前

功不为己有，他按兵不动，还煽动部下：

“当此盛夏，摇扇于清凉且犹不堪，况烈

日中披甲苦战乎！”人心遂无斗志。李

显忠孤军奋战，终因敌众我寡而败退，

他愤而长叹：“天未欲平中原耶，何阻挠

如此！”宋军损失惨重，北伐战略也以失

败告终。

奚斤和邵宏渊，一个贪功冒进，一

个为功掣肘，他们的教训皆起于功利私

心。事实上，功不可强求，各尽其责、各

司其职，勇于把担子挑在肩上，功自在

其中矣。这就好比土生苗，苗成禾，禾

成谷，谷成米，米成饭，本节节相因。然

土不耕则不生苗，苗不灌则不得禾，禾

不刈则不得谷，谷不舂则不得米，米不

炊则不得饭，亦节节各有其功力。急于

求功、贪图虚名，好米也会煮成夹生饭。

抗金名将岳飞一天之内接12道金

牌，愤而泣下：“十年之功，废于一旦。”

当时，在郾城、朱仙镇被岳家军大败的

金兀术，正想弃汴退去，帐下有一书生

拦住他，并说：“太子勿走，岳少保且退

矣。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

于外者。”这番话至为深刻，封建时代，

朝廷内嫉贤妒能的权臣绝不会让武将

在沙场建立奇功。岳飞风波亭遇害之

后，新收复的府州，全部又回到金人手

里。历史的悲剧，令人唏嘘。

“但有急功近名者，事多败。”东汉

冯异谦退不伐，被刘秀拜为征西大将

军，将卒都愿意跟着他上战场杀敌。不

幸的是，他遇上了立功心切的邓禹，在

共同攻打赤眉军时战败受挫。

冯邓两军相遇后，邓禹非常急切地

让冯异出兵。冯异说：“我同赤眉对抗

数十天，虽然俘获了他们的战将，但敌

人数量还非常庞大。急于进攻并非万

全之计。”邓禹不听，派邓弘统军进攻，

结果兵陷重围。不得已，冯异只好出兵

救援。赤眉军稍有退却时，邓禹以为大

功可成，再次不顾冯异劝阻，率疲敝之

旅追击。惨败之后，邓禹仅带着20余骑

兵逃脱回到宜阳，前往救援的冯异也抛

弃战马徒步返回谿坂。

“不问谁栽树，但问为谁栽。”在人

民军队战史上，不论哪支部队，让打主

攻就打主攻，让配属谁就配属谁，为了

大局、为了胜利敢于牺牲。长征途中，

贺龙对部队说：“多背些敌人过来。”解

放战争期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邓

小平说：“只要歼灭南线敌人主力，中野

就是打光了，全国各路解放军还可以取

得全国胜利，这个代价是值得的。”胸怀

全局、顾全大局，我军屡胜强敌，建立不

朽功勋，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担在肩上，路在脚下。无论军事行

动，还是干事创业，只有具备“功成不必

在我”的境界，强化“功成必定有我”的

担当，我们才能以内心的大格局取得战

场的新胜利，成就事业的新气象。

急功近名多败事
■铁 坑

玉 渊 潭

担在肩上，路在脚下。具备“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强化

“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我们才能以内心的大格局成就事业

的新气象。

上超市购物，我们可以选择自己喜

欢的物品、偏爱的口味、中意的品牌。

对于打仗需要的课目，我们则必须实打

实一个一个地练、一招一招地过，决不

能搞“超市式”的挑训。否则，练兵备战

的高质量就无从谈起。

作为战争的“预实践”，训练离战场

越近，部队离打赢就越近。仗怎么打兵

就怎么练，打仗需要什么就苦练什么，

部队最缺什么就专攻精练什么，这是练

兵备战的一个重要原则。训练大纲是

部队军事训练与考核的根本法规，严格

对照新大纲抓训练落实，确保人员训

全、内容训到、时间训足、标准训实，部

队战斗力建设、现代化水平才能迈上新

台阶。就易避难、偏训漏训，练兵就踩

不实。“须知没有平时很好的练兵，战时

就不能很好的用兵，犹之乎人没有积蓄

的钱，就无钱可用。”演训场欠账，就会

在战场上留下致命的“软肋”。

当前，全军部队大兴求真务实作

风，演训场严训实练、较真求实的氛围

日益浓厚。但要看到，训练课目挑着训

的现象依然存在。少数单位易训的课

目反复训、难训的课目溜边训，保障条

件好的课目训得多、保障难度大的课目

训得少，考核课目经常训、不考核课目

不常训……他们在综合考评中“偏科瘸

腿”，就源于对待训练课目厚此薄彼。

战争是最严苛的审计师，要做到像

训练一样打仗，首先必须像打仗一样训

练。解放战争前，我军对射击、投弹、刺

杀，以及野外机动作战、村落战斗和游击

战很擅长，但对土木作业，尤其是城市攻

防与野战阵地的战斗并未深学过。着眼

战争形势发展和部队训练情况，刘伯承

提出：“我们要熟练以往学过的课目，更

要熟练少学过或未学过的课目。”正因为

坚持学用一致、实事求是的练兵作风，我

军得以在解放战场上摧枯拉朽，取得辉

煌战果。

“士卒爱矣，与我同死生而不辞

矣。苟不加教习之，亦是以卒予敌耳。”

实战化练兵，训全训实是基本要求。各

级必须深研现代战争、放眼未来战场，

将打仗需要的技能训好练精，对缺项、

漏项、弱项进行补训和强化，确保人人

过硬、全员过关。战争不挑时间、不挑

课目、不挑人员，只有按实敌塑造真实

战场对手，按实地构设真实战场环境，

按实战营造真实战场氛围，才能练就打

得赢的真本领硬功夫。

不搞“超市式”的挑训
■李艺超

谈训论战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73周

年。1945年 8月 15日，日本天皇广播

了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

降的诏书。

那天晚上，无数火炬映红了延安的

山岭河畔，人们甚至把大生产用的纺车

拿来点成了火把。《解放日报》记下了延

安这样的一幕：晚间，东南北各区到处举

行火炬游行，一个卖瓜果的小贩，把筐子

里的桃梨一枚一枚地向空中抛掷，高呼

“不要钱的胜利果，请大家自由吃！”

奔行在东风浩荡的新时代，我们

有必要静心沉思：在强敌入侵、国难当

头之际，为何千千万万的优秀儿女能

以血肉之躯筑起新的长城？在力量悬

殊、危险重重之时，为何中国军队能前

赴后继、不顾一切，甚至拼光性命、流

干最后一滴血？

这就是爱国奉献精神的伟大力量。

“国无宁日，何谈家全”“情愿打狼死，不

能没家乡”“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

他讲和”，正因为有血战到底的气概，有

战而不屈的意志，有光复旧物的决心，我

们才有历史长河中这段辉煌的胜利。

人之常情与民族大义之间，向来有

取舍之难，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

时候”尤为突出、尤为现实。1941年

春，在苏南从事党的秘密抗日工作的孙

晓梅接到姨母来信。当时，皖南事变刚

过不久，姨母极度担心孙晓梅的安危，

望她能念及母女之情，回家侍奉老母。

“‘羊跪食乳，尚识天性之恩’，何况人

乎！”在回信中，孙晓梅对不能在母亲膝

下尽孝“心肺实存难言之痛”，然而她希

望母亲“在此民族生死关头，能以国家

为主、民族至上”。孙晓梅的选择看似

无情，实则出于对祖国、对民族的大爱，

“想三四年来，多少人妻离子散？多少

人家破人亡？多少人尸骨分飞？多少

人战死沙场？想人生不免一死，不过死

得其时而得所值乎！”两年后，她在一次

任务中被日军逮捕，英勇就义。

爱国奉献是伟大胜利的基座。没

有英雄的冲锋，哪来敌人的败退？没

有烈士的鲜血，哪来今日的和平？四

行仓库八百壮士、刘老庄八十二烈士、

马石山十勇士……无论有名无名，抗

战英烈在我们的心中巍然屹立，他们

的埋骨之地成为知名的精神地标。或

沥血孤营、或横刀敌阵、或裂身沟渠、

或碎首沙场，时至今日，他们的鲜活面

容依然在我们眼前飞扬，他们的浩然

气概依然在中华大地回荡。

诗人艾青在《北方》里感慨，我们

的祖先，“他们为保卫土地，从不曾屈

辱过一次”。这种“不曾屈辱过”的精

神，就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斗不止

的动力。14年艰苦抗战，我们正是凭

着这种精神，唤起了民族觉醒、捍卫了

民族尊严、立起了民族自信。

不久前，习主席对王继才同志先

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王继

才守岛卫国的崇高之举，强调要大力

倡导这种爱国奉献精神，使之成为新

时代奋斗者的价值追求。爱国奉献既

是真诚自愿的思想自觉，也是纯洁高

尚的精神境界，更是克难攻坚、奋发向

上的巨大力量。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

伟大事业，呼唤千千万万爱国奉献

者。只有让爱国奉献精神扎根头脑，

忠于职守、尽职尽责，勇担强军重任、

献身强军实践，我们才能穿越隘口险

滩，让伟大梦想变成现实。

“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

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

你。”当年，赵一曼在遗书中给孩子留

下这句话。作为中华儿女、新时代革

命军人，我们拿什么祭奠先烈的英

魂？最好的办法就是，传承他们的精

神、继承他们的遗志，高扬爱国奉献的

旗帜去争取新的胜利、创造新的荣光。

爱
国
奉
献
是
伟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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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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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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