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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瞭望

谈训论战

玉 渊 潭

八一时评

长城论坛

电视剧《亮剑》中有一个镜头：上级

任命赵刚为独立团政委，到任之时，“刺

头”团长李云龙正坐在炕上喝酒，爱搭

不理地说：“我管打仗，你管生活。”

如果就娱乐消遣而言，对此可以一

笑而过。但从党的组织生活制度来讲，

这严重违反了党的集体领导组织原则，

是想“个人说了算”，必须坚决纠正。

“要落实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

首长分工负责制。”习主席在中央军委

党的建设会议上强调，“做到一切工作

都置于党委统一领导之下，一切重要问

题都由党委研究决定”。党委集体决策，

既是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内容，也是对每

一名党员的政治要求。

实践反复证明，只有不折不扣地落

实党委集中统一领导制度，严格遵循组

织程序，坚持集体领导，实行民主决策，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得以全面贯彻

执行。如果违反了这一原则，必然导致

独断专行，“老子天下第一”，一切都要

自己说了算，听不进不同意见，甚至凌

驾于组织之上，最终搞偏工作方向，危

害党的事业。1931年，由于王明“左”倾

冒险主义的影响，赣南会议作出《关于

红军问题决议案》，取消了红军党委制，

以政治委员“一长制”代替了党委集体

领导，结果使红军付出惨痛代价，一度

处于濒临覆灭的边缘。

亲历古田会议的罗荣桓元帅曾说：

“我们不像旧军队，也不像外国，我军有

特点，历来就是反对‘我’的，用只是用

‘我们’，我们主张集体领导，这是个很好

的传统。”反对“我”，强调“我们”；“主官”

不是“主管”，“班长”不是“家长”；要让人

信服，绝不能把人压服……正是凭着这

些优良传统、制度优势，无论血火纷飞的

战斗岁月，还是险象环生的重大事件面

前，我党我军经受住了一次次严峻考验，

始终充满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党委集体决策的刚性任何时候都不

能打折扣。《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

的若干准则》明确规定，“不允许用其他

形式取代党委及其党委会的领导”“坚决

反对和防止独断专行或各自为政”“不允

许用个人主张代替党组织的主张、用个

人决定代替党组织的决定”。《军委巡视

工作条例》也把“违反组织纪律，违反民

主集中制原则”“独断专行、软弱涣散、严

重不团结”等问题列为重点巡视内容。

这并非无的放矢。党的工作和生活

中，“独断专行”现象一直都不同程度地

存在。有的班子缺乏民主氛围，一些主官

搞一言堂甚至家长制，喜欢“个人说了

算”，习惯把个人意见强加给别人，以“个

人否定集体”“少数代替多数”；有的班子

成员把“分工负责”看成是“分权而治”，

只要归“我”管的，一切由“我”说了算，常

常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和建议。更有甚者，

有的书记开会前“个人定调”，讨论中“个

人定音”，决议时“个人定局”，“一把手”

变成了“一霸手”。一位党委书记就曾讲：

“书记和副书记之间，既是同僚关系，也

是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可以想见，如此

权力生态之下，程序岂能不被破坏，组织

岂能不被架空，原则岂能不被搁置，谈何

党委集中统一领导？

人不以规矩则废，党不以规矩则

乱。一位优秀党委书记说，在一些报上

来的请示报告上，我喜欢批“按规办”几

个字，指的就是按规矩办、按制度办，而

不是我个人说了算。其实，有规矩、有制

度，只要对号入座就行了。认真贯彻执

行民主集中制，严格落实集体领导、民

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科

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少数人决

定就不可能代替党委集体决策。

军队是要打仗的，党委集体决策比

什么都重要，“个人说了算”的后果更严

重、危害更大。如今，随着军队实战化训

练力度加大，部队遂行任务转换频繁，

集体决策节奏明显加快，党委议事难度

不断加大。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坚持集

体领导制度，实行党委集体决策，该请

示请示、该报告报告，重大事项决策决

不允许“迈过锅台上炕”。

“党委集体决策是篇大文章，认识

一定要到位；是门大学问，把握一定要

准确；是个大原则，执行一定要自觉。”

一位党委书记的深刻体会，值得每一名

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时时谨记、处

处践行、事事对表。

少数人决定岂能代替党委集体决策
—全面加强新时代我军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工作系列谈②

■吴正平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

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

就在这里！”一首家喻户晓的诗歌《回延

安》，曾让多少人热泪盈眶。

“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

照着河边的流萤，啊延安……”一首脍

炙人口的歌曲《延安颂》，曾唱响大江南

北，传遍座座军营。

如今，一部历史文献片《回望延安》

的热播，再次打开人们记忆的闸门，让

延安这片神奇的土地，这座历史古城、

革命圣地，吸引亿万国人虔诚的目光，

点燃共产党人奋进的激情。

延安，1935年中共中央在这里落

脚，1948年解放大军从这里出发。这

期间，这座不到3000人的陕北小城，经

历了怎样沧海桑田的变化？这期间，饱

受苦难的中华大地，发生了怎样天翻地

覆的变迁？

“巍巍宝塔山，滚滚延河水。”《回望

延安》从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开篇，全景

展示了党中央在延安的13年间，如何

锤炼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坚强领

导集体，如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

实际相结合的一次历史性飞跃，如何探

索出一套管党治党的基本经验，如何造

就了一大批能够担当大任的栋梁之材。

这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执

政规律的深入探索。然而，很多时候，

经验与规律看似普通平常，过程却往往

艰难异常，甚至超乎寻常。

当时的延安，日伪军疯狂扫荡，国

民党经济封锁，边区军民“没有衣穿，没

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也没有鞋

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斯诺

在书中说，“陕北是我在中国见到的最

贫困的地区之一”。

“贫瘠的土地可能长不好庄稼，但

却能长出金子。”延安，物质极度匮乏，

但“金子”却无处不在：毛泽东思想这个

真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大生产奇迹，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血肉联系，坚定正

确的政治方向，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也许，鲜明的对比更有说服力。《回

望延安》中，“镰刀锤头”与“青天白日”

多次同框出现。接待陈嘉庚一顿饭，毛

泽东花了1块8角钱，蒋介石开支800

大洋；对待两个“理财人”的贪腐行为，

共产党处死肖玉壁，国民党袒护孔祥

熙；对于两个“杀人犯”的处置，延安处

决黄克功，南京放纵张灵甫。一正一

反，立见高下。

“那是一个奋发的时代，一个朝气

蓬勃的年代，一个党和人民、领袖和群

众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共同创造英雄

史诗的年代……”延安，像一块巨大的

磁石，凝聚天下人心；延安，又像一座火

红的熔炉，传播革命火种。每一块根据

地，都是一个“延安”的缩影，让星星之

火渐成燎原之势，最终完成了建立新中

国的奠基礼。

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但历史的回

响仍在继续。《回望延安》让我们看到，

无论起始多么地简，无论道路多么曲

折，一个政党、一支军队的精神与作风，

将直接影响与决定这个国家和民族的

前途命运。

有理想、有信仰、有希望，永远是不

同时代人们的不懈追求。这也是为什

么艰难困苦没有挡住成千上万向往的

脚步，“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

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

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最多的时候，

一天有1000多名知识青年到来，真可

谓“万众瞩目清凉山”。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人心向

背，始终是历史兴衰的深刻答案。也因

为如此，延安步履维艰仍然赢得了四面

八方高度的赞誉，摄影家吴印咸称之为

“理想所在”，作家丁玲的答案是“这是

乐园”，陈嘉庚感慨“中国的希望在延

安”，斯诺盛赞这是“东方魔力”“兴国之

光”，正所谓“狂流一柱在延安”。

三年前，习主席重回延安时，语重

心长地叮嘱全党全军，要不断接受“延

安精神”的洗礼。延安精神过去是凝聚

人心、克敌制胜的精神动力，今天更是

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强大力量支撑。

我们回望延安，不是漫不经心地回忆，

也不是漫无目的地回顾，而是一次灵魂

的洗礼、精神的升华、思想的淬炼、作风

的检视。

至今，延安中央大礼堂上方，仍然

悬挂着这样的横幅——“在毛泽东的旗

帜下胜利前进！”行程万里、不忘初心，

汲取力量、砥砺前行，我们一定能够走

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作者单位：河南省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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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军争篇》提出：“军无辎重则

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从古至

今，战备物资对于战争胜负的意义都是

决定性的。不过，一支箭的最大威力不

是藏于匣中，而是处于引而待发之时。

也就是说，战备物资处于备战状态，才能

做到“敌未动我先知，敌欲动我有备”。

关于战备物资的释义，有一条是：

“目的就是要体现部队能快速投入到战

斗中，确保部队能拉得出、跟得上。”新条

令也明确：“应当结合日常训练、正常供

应周转和重大战备行动，进行更新轮换，

使其处于良好状态。”军队是要打仗的，

战备物资最良好的状态，毫无疑问就是

备战状态。为什么说“核武器的最大威

力在发射架上”？就是因为，再先进的武

器，再精良的装备，如果不能随时应战、

决战决胜，就如同一堆废铜烂铁。

战备物资，为战而备。然而，现实

生活中，个别单位的战备物资备战状态

不佳。有的因为保养不善而发霉变质，

有的因为维修不力而时常“趴窝”，有的

因为“深藏闺中”而拉动困难，有的因为

注重形式而成为摆设。比如，有的战备

器材该整件放的拆开放、该按建制放的

集中放，十分不利于战备训练。难怪有

官兵说，我们的职能就是提高警惕保卫

“枪”。

人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首要因素。

无论什么装备，都要由人来操作使用；

无论什么给养，都要由人来维护存储。

人的状态决定着战备物资的状态。官

兵枕戈待旦、盘马弯弓，战备物资就会

张弓满弦、动若风发。如果一支军队麻

痹松懈、忘战怠战，即便拥有世界上最

先进的飞机、导弹、舰艇，也难以形成超

级战力、迈向世界一流。

前不久，一段以色列空军用导弹打

击叙利亚军队“铠甲”系统的视频在网

上传开。按理说，以军使用的“黛利拉”

巡航导弹，速度比一些靶机飞得还慢，

而叙军的“铠甲”系统则较为先进，发现

并拦截“黛利拉”应该毫无压力，结果却

令人大跌眼镜。从视频中看到，叙军的

“铠甲”停放于开阔地，没有掩体，没有

伪装，战士在一旁交谈。“铠甲”没有铠

甲，这样的备战状态，瞬间被毁也就不

足为奇了。

未来战争进入首战即决战、发现即

摧毁的“秒杀”时代，对战备物资的战备

状态提出更高要求。没有快速反应、迅

即回击、高效制胜的状态，难免要被动挨

打吃败仗。有备方能无患，无备险象环

生。只有强化忧患意识，完善战备方案，

加强实战演练，把“箭在弦上”当成一种

常态，把“引而待发”练成一种习惯，把

“百发百中”养成一种本能，方能确保战

备物资随时能动、随即能战、战之必胜。

战备物资应处于备战状态
■曹世凯

“开会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值得研

究”“下功夫研究解决”……对“研究”一

词，我们并不陌生，工作生活中常常提

到，文章材料里也时常见到。但是，真

要弄明白研究的本质和真谛，并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需要下一番功夫研究一下

“研究”。

《词典》对研究一词的解释为，探求

事物的真相、性质、规律等。这三个关

键要素，揭示了研究的内涵和要求，回

答了“什么是研究”“应搞什么样的研

究”“研究到底干什么”等问题。由此也

可以看出，研究的内涵丰富、要求极高，

是一项探求真理、把握真谛的复杂劳

动，需要追求认识论与实践论有机统

一，并非下去走一趟、转一圈回来写个

报告这么简单。

“不入园林，怎知春色如许？”研究

的本质在“研”、要点在“究”。就“研”来

讲，重点在研讨，关键是大家来做。既

不是一个人的苦思冥想，也不是坐庄式

的轮流发言，而是把个人思考与大家讨

论相结合，聚众人之智、融百家之言，必

须有不同观点的碰撞、有深度思想的启

迪、有浓厚的探讨氛围。就“究”来讲，

本质在“探究”，核心是“深究”，既要拓

展思维大胆去思考、去创新，去探寻新

的“无人区”，更要深入一线、深入调查，

从第一手资料中了解真相。没有调查

就没有发言权。研究必须通过实践产

生感性认知，再经过理性思考，从而深

入掌握事物的真相、深度把握事物的本

质、深刻揭示事物的规律。

研究重在解决问题。我们搞研究，

不是突发奇想、无病呻吟，不是流于形

式、走走过场，而是要坚持靶向施策，直

奔现实问题，通过对接问题、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析透根本原因，找到破解之

策。研究能否顺利开展、实现突破，事

前谋划、精研布局是前提，也是关键所

在。事实证明，只要把研究之前的工作

做精做实做细，研究就成功了一半。但

要把研究推向成功的彼岸，还应重视和

扎实做好研究的“下篇文章”。如果仅

有好的研究方案没有付诸行动，再好的

设计也只能当作观赏的鲜花；如果出了

研究成果却束之高阁，再好的成果也只

能是镜中之月。

（作者单位：北部战区陆军政治工

作部）

研究一下“研究”
■王洪奇

小河村，杨家沟，西柏坡；辽沈战役，

平津战役，淮海战役……一边是偏僻遥

远的小山村，一边是炮火连天的大战场，

是什么让远隔千山万水的前后方步调一

致、密切协同，兵随将转、决战决胜？

几十年后，黄克诚在一篇文章中给

出了答案：战争年代，毛主席用电台指挥

作战，全党全军都无条件地执行“嘀嗒、

嘀嗒”的命令，上下“如同一个和睦的家

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

美国人也曾责问蒋介石：“你有飞

机，可以坐飞机指挥，却为什么总打败

仗？而毛泽东没有飞机，靠电报指挥，

为什么却总打胜仗？”《时代》杂志记者

爱泼斯坦则直言：共产党不可能对千里

之外的根据地给以具体指示。

“电报谈兵扫寰宇，雄韬伟略万世

功。”然而，这一封封密集往来的电报，

像条条纽带紧紧连接着中共中央和前

线部队；这一道道神秘莫测的电波，像

无形的画笔悄然勾勒着新中国的蓝图。

周恩来曾经诙谐地说：“我们这个

指挥部一不发枪，二不发粮，三不发兵，

只是天天收发电报，就把国民党给打败

了。”据统计，三大战役期间中共中央平

均每个月收发电报的字数达到 140万

字。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西柏坡

的旧民房里，用电报指挥了 20多场战

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200多万人。

“嘀嗒，嘀嗒”，这耳际之音，急促而

富有节奏，铿锵而不失韵味，如战鼓催

征，如琵琶落雨。这无形电波，见证过陕

北大地的沟沟壑壑，见证过三大战役的

硝烟战火，见证过铁马冰河的阑珊灯火。

“嘀嗒”声中有韬略，“太行东麓汇

群英，运筹帷幄费思中”。

时任中央军委作战部参谋的刘长

明回忆说：“毛主席这个人有个特点，他

搞作战指挥，在答复电报的时候通常是

深思熟虑，他也不外出，就在屋里自己

这么思考。”正是在一次次“思考”中，一

封封电报飞往了各大战场，铺展了纵横

捭阖的战略大格局。

“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

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

加强纪律性”“将晋察冀军事问题解决

好，将土地会议开好，将财经办事处建

立起来”“望本此方针，部署一切”……

每一封电报都是一次指点江山的大手

笔，每一道电波都是一次攸关全局的大

决战。

暴风骤雨连阡陌，地动山摇震乾

坤；飞兵闪击清风店，华北战事开新局；

千钧之笔签协议，古都北平迎新生……

就这样，电报谈兵，风起云涌，土地改

革了，财经统一了；豫东大胜了，济南

解放了；九月会议召开了，三大战役结

束了……由此，中华大地“千帆飞渡风

云起，涛翻浪涌东方红”。

“嘀嗒”声中有忠诚，“电波运筹点

爱将，夙敌再逢决死生”。

“此次攻城是一次严重作战，请考

虑在许世友同志身体许可情况下，请他

回来担任攻城主要指挥员……”济南大

战在即，中央军委越过华东野战军司令

部直接发报点将，这在毛泽东的军事指

挥生涯中虽无先例，但前线指挥部没讲

任何条件，坚决执行了这一命令。

“此时我军愈坚决，愈大胆，就愈能

胜利”“主力应不惜疲劳强占济南飞机

场，并迅速完成攻击济南之准备”“抓住

廖耀湘攻击，使他走不脱”……可以说，

三大战役大多是“夹生饭”，之所以能

“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与全体将士不惜

一切代价执行党中央的“嘀嗒、嘀嗒”是

分不开的。

解放战争中，从西柏坡发出的电报

难计其数，但可以肯定的是，每一封电

报都落地有声。无论是刀劈三关克襄

樊，还是血战力挫廖耀湘；无论是兵取

沈阳如探囊，还是华野全歼黄百韬，电

报化作了军令状，电波变成了冲锋号，

三军用命，所向披靡。

“嘀嗒”声中有胸襟，“主席虚心纳

妙计，挥师中原美名扬”。

“五年胜利今可卜，稳渡长江遣粟

郎。”战略反攻之初，中央决定渡江南

进。此时，被陈毅称为“粟郎”的粟裕，却

“斗胆直陈”：我军必须高度集中兵力，打

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党中央收到这封

“抗命电报”后，反复研究，经过多次电报

往返，最终采纳了粟裕的建议，并由此孕

育了淮海大决战的决策雏形。

“战略攸关济南城，强攻死守两相

衡。”如何攻克地势险要、堡垒纵横、城

高壕宽的济南，中央和前指的作战方案

并不一致。大战在即，统帅部和前方将

领仍以一种商榷的口吻进行讨论：“现

我们只提出一些初步设想，作为你们会

商时的参考材料。”倾心交流，激烈碰

撞，“攻济打援”的作战方针最终确定。

“以上两种方案究以何者为宜，请

酌定”“究应如何？望斟酌电告”“但一

切由你们自己决定”“如何部署，盼告”

“以上意见妥否，望复”……类似这样的

字眼，在党中央的电报中时常可以看

到。正是这种海纳百川、用人不疑的博

大胸襟，成为我军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的制胜法宝。

今天，从空中俯瞰西柏坡，它依然

那么偏、那么小。但那清脆悦耳的“嘀

嗒”声仍在小山村上空回荡，前辈们守

纪律、讲规矩的崇高风范，我们党讲政

治、听指挥的优良传统，永远铭刻在每

一名共产党人的心头，坚定如初，矢志

不渝。

嘀嗒声中风雷动
■张顺亮

生活中，大多数战士会常在朋友
圈“晒一晒”幸福开心的事，比如朋
友聚会、游戏动态、旅游照片等内
容。对此，有的带兵人指指点点，还
时常“拿来说事”，致使官兵之间出
现“信任危机”；有的则宽容相待，使
战士敞开了心扉，官兵关系更加融

洽。这正是：
网络微信架桥梁，

官兵互动情意长。

放下架子敞心扉，

打成一片斗志昂。

张学士图 黄钟越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