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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瞭望

“武装直升机技战术性能怎么样？”

“实际操作中好不好用？”“有没有需要

改进的地方？”国庆节前夕，习主席来到

某陆航旅训练场，登上我国自主研制的

直-10武装直升机，佩戴专用头盔，亲

自操控机载武器及观瞄系统，仔细了解

有关主战装备情况。

从新型两栖突击车到新一代主战

坦克，从被誉为“中华神盾”的新型驱

逐舰到有“战神”之称的新型轰炸机，

从海口舰到辽宁舰……习主席对军队

武器装备发展始终念兹在兹，视察部

队时多次上战舰、登战机、入战车，深

入舱室战位，察看装备设施；亲自筹划

全军装备工作会议，多次对武器装备

发展作出批示。

列宁说过：“用人群抵挡大炮，用左

轮手枪防守街垒，是愚蠢的。”有句俗语

叫：“猛将军无刀杀不得人。”人与武器

的关系，是战争领域永恒的话题。自古

以来，人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但

武器装备的作用也不能低估。历史和

经验告诉我们，武器装备是军队现代化

的重要标志，是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基

础，是国家安全和民族复兴的重要支

撑。建设和拥有一支掌握先进装备的

人民军队，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孜孜以

求的奋斗目标。

曾有这样两组画面：89年前，一门

上海兵工厂制造的山炮，成为红军历经

千难万险带到陕北的唯一一门大炮，也

成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主题展

览上的“吸睛”展品；89年后，10枚东风

导弹齐射的震撼场面在中央电视台播

出，引发全国观众和无数网友一片欢

腾。从1门山炮到10枚导弹，延伸着人

民军队以劣势装备战胜强敌的铁血征

程，承载着三军将士对先进武器装备的

强烈渴望，折射出中国国防科技和武器

装备的历史性跨越。

武器装备是科技的物化。在历次

科技革命的滚滚浪潮中，几乎每一次重

大科技进步和创新，都会带来武器装备

的重大发展甚至升级换代，最终引起战

争形态和作战方式的深刻变革。世界

新军事革命风头正劲，军事科技创新作

为战斗力的倍增器，越来越成为推动武

器装备快速发展的强大引擎。从这个

意义上讲，科技兴军的一个很重要方

面，就是驱动武器装备的创新发展。我

们常说的科技成果转化，很大程度上也

是转化为武器装备的整体实力。

“现代高新技术武器装备是大国地

位的重要支撑，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利

器。”有人把武器装备比作军队的骨头

和肌肉。骨头硬则拳头重，肌肉强则力

量大。技术为战术提供支撑，装备则为

打赢奠定基础。从近几场局部战争可

以看到，战争信息化程度越高，武器装

备的制胜作用就越明显。强国必须强

军，强军必须利器。只有拥有先进的武

器装备，把防身利器真正搞强了，方能

更好地做到纵横捭阖、以武止戈。

“随着军事技术不断发展，武器重

要性在上升，如果武器装备上存在代

差，仗就很难打了。”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军坚持把武器装备建设放在优

先发展的战略位置，既敢于亮剑，也

重视铸剑。看陆上，数字化部队初露

锋芒；看海上，以国产航母为标志的

新型作战舰艇密集下水；看空中，新

一代战斗机歼-20、大型运输机运-20

相继入列……一些关键领域、核心技

术取得重大突破，一批杀手锏武器加

速走向战场，我军的战略威慑力、战

争遏制力显著增强。

我们在发展，别人也没闲着。放眼

世界，几乎每一支大国军队都在谋求武

器装备的超前发展，而且力度之大、速

度之快、强度之高前所未有。与维护国

家安全和发展利益需求相比，与打赢信

息化战争要求相比，与世界军事强国相

比，我军武器装备在很多方面存在明显

差距。仅就航母而言，当我们真正拥有

这样的国之重器时，离世界上第一艘航

母诞生已有百年之久。这足以启迪我

们，武器装备领域的赶超，刻不容缓，道

远且阻；也足以警示我们，弯道超车没

有坦途，后发制人并不容易，并跑领跑

更是难上加难。

新的征程、新的使命，机遇虽大、挑

战尤艰。天下并不太平，强军之路上的

“绊子”“套子”“笼子”将会越来越多。

我们一定要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核心技

术是花钱买不来的，武器装备靠进口是

靠不住的。依赖人必然受制于人，依靠

自己才能制人，绝不能指望用别人的昨

天来装扮自己的明天，更不能把登山的

保险绳交到别人手里。

有底牌才能有底气，有实力方能止

战争。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

见之于未萌、识之于未发，超前布局、超

前谋划，坚定不移自主创新、坚持不懈

攻坚克难，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积

极赢得主动、占得优势。今日长缨在

手，明日定能缚住苍龙！

（作者单位：武警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总队）

长缨在手方能以武止戈
■张武恒

第一次实弹射击，你会怕吗？第一

次实兵演习，你会怕吗？第一次流血受

伤，你会怕吗？那一天真的来临，你会

怕吗？……作为一名军人，面对这诸多

“怕”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肯定是

最好的回答。这是必须有的血性，也是

应该有的担当。

“夫战，勇气也。”勇敢，一向被视为

军人的优秀品质。不过，即使是能征善

战的勇士，也并非没有产生过恐惧。军

事心理学家研究表明，军人第一次上战

场，往往不由自主地出现一些尴尬的惧

怕反应，比如呼吸困难、心跳加速、两腿

打颤、呕吐不止等等。而且，无论古今

中外，无论将军士兵，这都是一种普遍

现象。

一位著名的高级指挥官被战地记

者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前线士兵承认

他们害怕。作为指挥官的您害怕吗？”

按照常理，为了鼓舞士气，指挥官无论

如何都该回答不怕。但这位将军却答

道：“当然，我一直都很害怕。我想所有

的指挥官都会害怕。”可见，“闻战则喜”

是兵书中描写的理想状态，“临战而惧”

的可能更多。

军人生来为战胜，但并非天生会

打仗，“怕”是正常的。即便是那些胜

战之师，也不例外。济南战役作为解

放战争中城市攻坚战的先例，素有“常

胜将军”之誉的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

粟裕也“心里没底”，甚至担心两面受

敌、久攻不下。但经过8天8夜的浴血

奋战，被认为固若金汤的济南城被一

举攻克，从此“任何一个国民党城市，

都无法抵御人民解放军的攻击了”。

这说明，“怕”并不是不能克服。不

历三分险，难练一身胆。勇士之所以称

为勇士，不是因为不怕，而是能够想尽

办法克服恐惧。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前

辈说，刚上战场时，一只胳膊、一条断腿

随时可能出现在身边，确实有人吓得哭

鼻子，但在血肉横飞的战场待上一阵子

就习惯了。

赶走心中的“怕”字，战场当然是最

好的场所。但在远离硝烟的年代里，一

支军队要想练就临危不惧、逢敌亮剑的

心理素质，实战化训练只能是不二选

择。把环境设得更残酷一些，让蓝军变

得更强悍一些，将内容搞得更复杂一

些，平时习惯了高难度、高强度、高频度

的演练，将来走上战场也就不“怕”了。

（作者单位：山东省军区）

不历三分险 难练一身胆
■高永堂

谈训论战

“看九州方圆，普天同庆；江河歌

唱，遍地流芳。”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

长假里，人们或合家团聚、享受天伦，或

走亲访友、举杯小酌，或携妇将子、游山

玩水。轻松享受生活，尽情纵览风光，

惬意品味美食，真可谓：秋高气益爽，花

好月正圆。

“忆峥嵘岁月，生灵涂炭；黎民多

难，长夜茫茫。”普天同庆时，欢歌笑声

里，一首网上热传的诗词《沁园春·国

庆》，犹如一声警报给沉浸于喜悦和欢

乐中的人们一个激灵：“安而不忘危，存

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也让我

们明白了，国家为什么将“烈士纪念日”

设于国庆节的前一天，用心何其良苦，

意蕴多么深远。这正是要警醒人们：共

和国的昨天血洒征途，幸福的今天来之

不易，忧患意识缺失比枪炮锈蚀更致

命，居安思危才能从苦难走向辉煌。

历史不能忘却，国耻需要铭记，牺

牲更须珍视。回望长假，放眼神州，我

们领略一处处绝美的风景，触摸一块块

滴血的伤疤，追寻一段段椎心的记忆，

经历一次次心灵的洗礼。

如果你走进威海，就走进了大海之

滨，也走进了甲午战争遗址。这里风光

旖旎，这里游人如织。“刘公岛，不仅仅是

一座岛”，也是一座沉重的岛。“甲午之

殇”始终是中国人的“剜心之痛”。怎能

忘，北洋水师葬身大海，开启中国被鲸吞

瓜分的历史。“甲午国耻长叩心，吾辈警

鉴须如镜。”望远镜、指南针、克虏伯大

炮、刚刚被发现的“经远舰”残骸……触

摸件件浸血遗物，内心深处怎能不激起

“国耻犹痛，狼烟犹在”的悲愤？

如果你来到沈阳，就来到了冰原雪

域，也来到了抗日战争爆发地。这里冰

清玉洁，这里火树银花。但漫步街头、徜

徉景区，总有一个数字萦绕心头，那就是

“九一八”。痛回首，柳条湖畔，夕阳浴

血。怎能忘，4个月时间东北三省沦陷，

14年抗战几千万军民伤亡于战火。迎着

爽朗秋风，沐浴金色阳光，我们不妨再唱

一唱那首《松花江上》：“九一八，九一

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

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

如果你步入济南，就步入了天下泉

城，也步入了济南战役战场。这里“四面

荷花三面柳”，这里“一城春色半城湖”，这

里也曾“国共决战试锋芒”。怎能忘，济南

一役被毛主席称为“一次严重的作战”，经

过8天8夜浴血奋战，歼灭国民党军10.4

万人，开创大城市攻坚先例，揭开战略大

决战序幕。硝烟早已散尽，华东野战军伤

亡的2.6万名官兵，如今大多长眠于苍松

翠柏的英雄山上。那一个个墓碑就是一

座座丰碑，激励后人，昭示未来。

如果你去往丹东，就去往了祖国边

陲，也去往了抗美援朝纪念地。这里山

明水秀，这里经贸繁荣，这里更有全国、

全军唯一一处全面反映抗美援朝历史

的大型纪念场所。馆内一幅周长达130

多米的全景画《清川江畔围歼战》，将人

们的思绪引向那场“实力极不对称”的

战争。怎能忘，新生的中国长剑出鞘，

打出了国威军威，打出了许多年相对和

平的发展环境。壮烈殉国的19万名志

愿军官兵，每个牺牲都是不朽，每个名

字都将永恒。

如果你走进南京，如果你去到台儿

庄，如果你步入徐州、长沙、海南、上海，

如果你攀上井冈山、夹金山、太行山、大

别山……祖国的每一寸山河都秀美壮

丽，每一寸土地也历经风雨。“你们的名

字可能无人知晓，你们的功绩必将永垂

不朽。”饱览大好河山，安享盛世太平，乃

是百姓之福；继承先辈遗志，砥砺前行力

量，当是我辈之责。没有他们的向死而

生，哪有祖国的山河壮美；没有他们的抛

洒热血，哪有今天的幸福生活；没有他们

的牺牲奉献，哪有未来的灿烂前景。

“这盛世如你所愿”——时下的中

国，发展日新月异，建设一日千里。然

而，国歌声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

候”的旋律，从来不曾改动，也永远不会

改变。这是因为，天下并不太平，“灼热

的历史依旧在燃烧”。忘了昨天，就会迷

失在明天。“当珍惜，永葆河山赤，地久天

长。”铭记过往，湔雪旧耻；拼搏当下，守

护安宁，唤醒心中的理想，催动前行的步

伐，方能开辟广阔天地，一览无限风光。

（作者单位：91811部队）

欢歌声中当有忧思音符
■祝传生

玉 渊 潭

“你是队长，不是家长。”电影《红海行

动》中的这句台词，对新兵训练颇有启示：

带兵人一定要敢于较“真”，真训、真管、真

批，真难、真严、真实，让新战士懂得军人

的真正含义，感悟战场的惨烈残酷。

战争没有间歇期，军人只有打仗和

准备打仗两种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新

兵从一走进军营就进入了“战斗模式”。

战场你死我活，新训必须从难从严。头

醋不酽彻底薄。带兵人从新训就要做好

把新兵带向战场的准备。无论是训练，

还是管理；无论是教育，还是生活，都要

突出一个“真”字，真训实练，真抓严管。

然而，一些带兵人总是担心训练强

度大了、教育管理严了、批评口气重了，

会让新兵受不了，甚至出现这样那样的

问题。于是，有的像家长一样看着护

着，生怕磕着碰着；有的像保姆一样捧

着罩着，当心吹着晒着。温室里长不出

参天大树。这样带兵，到头来“譬若骄

子，不可用也”。

是虎就要啸山林，是龙就要闯大

海。战士终究要经风雨，迟早要上战

场。带兵人要相信，大部分新兵有这样

的觉悟，也做好了吃苦耐劳的思想准

备。因为艰辛，所以成长。直面困难、

接受考验，踏过荆棘、承受锻打，树立随

时准备上战场的思想，锤炼随时可以上

战场的本领，这才是对新战士最深的关

爱，也是带兵人最大的职责。

新兵训练敢较“真”
■李 纯

“自己钻文件，又用文件钻自己。”

这句比较形象而贴切的话，是延安时期

全党范围大学习的一条经验。用现在

的话讲，就是“学习要把自己摆进去”。

一个“钻”字，既是学习方法，也是治学

态度。

读马列、学经典，没有捷径可走。

“钻文件”，顾名思义就是认认真真地

学、原原本本地学、仔仔细细地学，如切

如磋、如琢如磨。中央当时明确要求，

干部“均应一面工作，一面学习”，坚持

“每日两小时学习制”。毛泽东提出“工

作忙就要‘挤’，看不懂就要‘钻’”的学

习方法。刘少奇也要求“学习一定要有

蚂蚁啃骨头的精神”。陈云则指出“一

本一本书读懂的办法很重要”。

“钻自己”，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学习

的“下篇文章”，目的是武装头脑、改造

思想，转变观念、坚定信仰，联系实际、

指导实践。为什么延安时期被称为中

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历史时

期？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形成了毛泽

东思想，并坚持不懈地用这一思想武装

全党。经过长时间的“钻”，“大学习”成

为党员干部改造主观世界、提升思想境

界、加强党性修养、砥砺打仗本领的锐

利武器，全面提升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

理论水平。

应该说，“钻文件”主要是读经典、

啃原著、悟原理，只要下一番韦编三绝

的真功夫、凿壁偷光的苦功夫、磨穿铁

砚的慢功夫，就不难做到。然而，“钻自

己”就没那么简单了。这是一个“痛苦”

的过程。不是与敌人拼刺刀，而是跟自

己做斗争。旧的认识、思想、观念，要来

一次大起底、大扫除；新的理论、观点、

方法，要来一次大换血、大加强。从头

脑到灵魂，从信念到信仰，都要受教育、

受触动、受洗礼。

延安时期，茅盾的女儿沈霞是学俄

文的，起初觉得“必须俄文第一”，甚至

认为“说我政治落后，不关心政治，我完

全不在乎”。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培

训，沈霞用学到的政治理论进行自我剖

析，认真反省，开始认识到“过分强调个

性爱好是我到延安后的一个中心缺

点”，并用集体主义的价值观改造自

己。如同沈霞一样，大多数知识分子经

过这场头脑风暴，掌握了理论精髓，悟

到了真理力量，最终实现了从组织上入

党到思想上入党的质的转变。

我们常说，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

用，但运用的前提是先要从思想上改造

自己。不把学习当衣穿，装点门面，徒

有其表；要把学习当饭吃，强身健体，强

筋壮骨。只有彻底学、学彻底，学进去、

钻进去，不惧刀刃之痛，不舍尺寸之功，

才能像作家刘白羽当年在日记中所写：

“我像越过了一道阴阳分界线，懂得了

一个伟大的真理：过去自以为是在砸烂

一个旧世界，实际上这个旧世界首先得

从自己身上开始清除。”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

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但是，今

天的官兵身处移动互联时代，手机几乎

成了“第六器官”，“抖音”“快手”刷个不

停，各种资讯潮涌而来，社交媒体黏性

很大，信息过载已成常态。且不论手机

对于学理论是潘多拉的“魔盒”，还是阿

里巴巴的“宝库”，但就“钻”的程度而

言，快餐化、功利化、碎片化的学习方

式，对于修身养性、固本培元、升华境界

是远远不够的。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钻”的

精神都不可或缺。只有带着信念学、

带着感情学、带着使命学，系统学习

认清理论全貌，深刻领悟吃透内在逻

辑，研机析理掌握科学方法，方能以

学益智、以学修身、以学增才，真正让

学习的过程成为思想统一的过程、行

动看齐的过程、力量凝聚的过程、强

军兴军的过程。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研究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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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论坛

“教官型”“阳光型”“暖男型”“魅力

型”……某新训基地进行了一次“你喜欢

什么类型的班长”的微调查，这4种“型”

位居前列。今年的新兵班长不妨对照一

下，看看自己有没有“型”、是哪一种“型”。

“型男”是当下的一个流行词汇，是

指新一代魅力男生，一直是00后心向

往之的偶像。新训是新战士走进军营

的第一课，班长是第一任老师。班长的

形象如何、气质怎样、性格刚柔、能力高

低，不仅会给新兵留下深刻的第一印

象，甚至对新训质量乃至整个军旅生涯

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我要成为冷锋那样的战士！”每一

名从军入伍的新兵，都有自己的梦想，

都有追求的目标。班长与新兵朝夕相

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起着示范引

领作用，都会成为新兵眼中的一根标

杆、一面旗帜。有型方能有样，有样才

能率众。班长有“型”，新兵就会学有榜

样、比有样本、赶有动力。

“军人的肌肉，永远为战场而生。”不

管哪一种类型的新兵班长，“型”都要为打

仗而塑、为胜战而造，都应成为“打仗型”带

兵人。自己是“战狼”，军姿挺拔、动作标

准，枪法精准、素质过硬，逢敌亮剑、敢打

必胜，就能把战士训得“嗷嗷叫”，带成“小

老虎”，使之成为未来战场上的一把尖刀。

新兵班长应有“型”
■林昕翔

基层心声

某部营区内有两排景观树，每逢
刮风下雨就落叶不止。以往在迎接上
级检查时，该部要求官兵对树叶“随落
随扫”，以保持营院整洁，因此占用了
不少训练、学习、休息时间，干扰了基
层正常秩序。近日，该部叫停这一做
法，要求不得随意占用正课时间和官

兵休息时间突击打扫卫生。
这正是：
风吹叶落正金秋，

如此清扫几时休？

过度保洁不足取，

形式主义须力纠。

洛 兵图 孙红川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