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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之前，法军上下和风劲吹，普

遍认为仗打不起来。在平时训练中，一

些部队不注重实战，战争准备工作也做

的不到位。二战爆发后，德军闪击波

兰，绕过马奇诺防线，直插法国的心脏

地带，法国很快兵败国亡。军事学家有

评论认为，法军看似败于消极防御和技

不如人，实则败于平时的心无战事。

在当前我军的练兵备战中，这种心

无战事的思想认识仍有一定市场。陆

军某旅在最近一次调研中发现，有一些

官兵认为“打大仗的可能性不大”。10

月初，某部有的官兵在上级组织的网络

问卷中表示，“自己没有立即上战场的

思想准备”。

毋庸讳言，近年来很多单位纠治和

平积弊还是很用心、很用力的。不论是

从健全制度入手防止训练脱离实战化，

还是对列出的和平积弊清单逐一挂号

销账，或是用严格训练督察赶跑“假把

式”，都让真打实备回归为练兵备战的

主流。然而，“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

难”，要想推动积弊纠治走深走实，还需

要下更大力气解决个别官兵心无战事

这个顽疾。

这是因为，军人心无战事带来的

教训实在是太惨痛了：蒙古大军曾“来

如天坠，去如屯逝”，但在建立元朝后

由于将领们“心在家上、财上，不思战

场”，结果战斗力断崖式下降；李自成

的大顺军也曾“所到劈斩，几无能挡”，

但在占领北京后忘了金戈铁马，沉迷

声色犬马，结果导致很快崩溃……反

思一支支勇猛军队走向衰败的历程，

胜利后心无战事都是其“剧情反转”的

主因之一。

我们常说，历史是清醒剂。可为什

么一些官兵仍然对历史上心无战事造

成的悲剧哀之不鉴之？为什么明知当

前国家的安全形势复杂严峻还依然把

真抓实备放在脑后？其根本原因在于，

忘记了军人“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使

命。于是乎，“刺刀插在了地上”，整天

琢磨着当和平兵、和平官。

“源澄而流清，源浑而流浊”。演练

念稿子、训练走队列、联训走过场，解决

个别单位空抓虚备的问题，归根到底还

应在解决心无战事这个根源上下功

夫。当心中有了战事，当“敌人”就在眼

前，谁还会在练兵备战时弄虚作假？谁

还会在比武考核时搞歪门邪道？谁还

会在遇到训练难题时一推六二五？

30多年前，邓小平同志说过这样

一句话：“我们应该想到，如果现在敌人

打来怎么办？”怎样在敌人还没有打来

的情况下做到心有战事？那些执行任

务部队真打实备的经验启示我们，到一

线走一走就会感受到敌情。海军某部

用海上维权鲜活事例开展形势教育的

实践告诉我们，看一看对手对我们的挑

衅就能感受到责任。

2016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被

某网站列进年度十大网络流行语。这

句话的大意是，当人把某一件事始终

放在心上时，就会有行动、有结果。对

军人来说，练兵备战是主责主业，就应

该“念念不忘”。当每名军人心有战

事，思想上自然会“朝食不免胄，夕息

常负戈”，行动上自觉会弃“副业”、钻

“主业”，丢“花枪”、练“真枪”，除“娇

气”、增“虎气”，掐“虚花”、结“实果”。

如此，和平积弊才能彻底失去市场，练

兵备战这个“中心”就会筑牢在官兵的

心中。

（作者单位：69245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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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

渡长江之时，柳亚子问毛泽东：“渡江

很快成功，请问主席，用的是什么妙

计？”毛泽东回答：“人民的支持是最大

的妙计。”

历史从不偏爱哪一个政党，战争也

从不眷顾哪一支军队。得民心者得天

下。谁能赢得最广大人民的支持，谁就

能立于不败之地。

美国学者亨廷顿在其著作《军人与

国家》中写道，军队只有远离民众，才能

建立良好的军民关系。然而，中国人民

和人民子弟兵用血脉相依、水乳交融的

关系，用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生动

实践，让亨廷顿的结论完全失效。

当年仅有23万人口的江西兴国，

有8万人参加红军。位于鄂豫皖苏区

的红安，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铜锣一

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

红四方面军中，每3名指战员中就有1

名红安人，每4名烈士中就有1个是红

安籍。

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里，人民子

弟兵如鱼得水，对敌人来说却是灭顶之

灾。他们处处碰壁、处处遭袭，找不到

向导，找不到粮食，就连找一口锅做饭

也不容易。

抗日战争时期，一个叫桑木崇明的

日军师团长哀叹：“老百姓可以随便用

眼色或手势传达八路军要知道的消息，

速度比电话还要快。”

解放战争时期，美国记者贝蒂·格
瑞汉姆说：“大多数农民本来可以告诉

国民党军附近有解放军的埋伏。但是，

至少我采访过的被俘的国民党军官这

么认为：这里的老百姓完全有本事不让

他们知道对手在何处。”

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人民是

永远打不断的“补给线”、摧不垮的“根

据地”。1947年，在运城攻坚作战中，

得知部队需要木料，方圆几十里的百姓

几乎家家卸下门板送到前线，总数达到

17万块之多。1951年，为支持抗美援

朝战争，全国发出捐献武器运动的号

召，不到一年时间就收到价值相当于

3710架战斗机的款项。

陈毅元帅曾动情地说：“我就是躺

在棺材里也忘不了沂蒙山人。他们用

小米供养了革命，用小车把革命推过了

长江！”他还专门为担架队写了一首诗：

“担架队，几夜不曾睡。稳步轻行问伤

病：同志带花最高贵，疼痛可减退？”

历史告诉我们，有了民心所向、民

意所归、民力所聚，人民军队就能无往

而不胜。正如习主席所说：“只要始终

站在人民立场上，赢得最广大人民衷

心拥护，就能构筑起众志成城的铜墙

铁壁。”

奋进在新时代的征程上，人民军队

将一以贯之地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根本宗旨，始终做人民信赖、人民

拥护、人民热爱的子弟兵。

人民支持是最大的妙计
■熊小勇

10月17日是我国第5个扶贫日，也

是第26个国际消除贫困日。这个日子

像是一个倒计时钟在提醒我们：距离

“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

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目标剩下的

时间越来越少了。

“天下顺治在民富，天下和静在民

乐。”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

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

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是人民军队义不

容辞的责任与担当。

人民军队来自人民，与人民血肉相

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军的根本

宗旨。当年，红军长征途经湖南汝城沙

洲村，3名女红军离开借宿的徐解秀家

时，把她们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送

给老人。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

党人就是有一条被子，也要剪半条给老

百姓的人。

光阴荏苒，时代在变，但人民子弟兵

心系群众、服务人民的初心从未改变。

“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为了兑现

这个承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一

场前所未有的脱贫攻坚战在全国范围打

响。全军将士闻令而动，坚决贯彻落实

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关于脱贫攻

坚的重要决策指示，把参与打赢脱贫攻

坚战作为重要政治责任扛在肩上。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随着帮扶方

案的制定、帮扶对象的确定，全军官兵

深入一线，积极投身脱贫攻坚这一民生

战役：军委机关各部门和副战区级以上

单位在河北、贵州、四川、西藏、新疆等

20余个省份定点帮扶47个贫困村，覆

盖国家建档立卡贫困户5000多户、贫困

人口近2万人；国防动员系统和武警部

队所属单位定点帮扶1000多个贫困村，

实施6500多个帮扶项目；驻贫困地区的

旅团单位就近就便开展扶贫行动，普遍

落实 1至 2个帮扶项目。据不完全统

计，2016年以来，全军部队共定点帮扶

3500多个贫困村，助力 40多万贫困人

口脱贫致富。

脱贫事业，为为民者提供了广阔舞

台；扶贫一线，铭刻着爱民者的光辉足

迹。老区人民不会忘记，“希望将军”赵

渭忠，23年间帮贫困地区建起35所希

望小学，资助贫困家庭学生5000多名；

“扶贫政委”赵克信，三次走进金寨工

作，帮助5000余名群众摘掉穷帽子；困

难群众不会忘记，某人武部部长孙启华

结交的穷亲戚多达48户，不论他何时来

访，这些穷亲戚家的狗都不咬不叫。“当

代雷锋”庄仕华一心治病救人、倾情扶

贫帮困，维吾尔族大叔阿合买提把他当

兄弟；山川河流更不会忘记，国内最大

的扶贫移民开发区红寺堡，那里的第一

片树林是官兵栽种的、第一口水井是官

兵打的。在武警某部的帮扶下，云南省

鲁甸县“手扒崖”段公路成功贯通，让附

近 6000余名群众出行告别了“手扒悬

崖”的历史……这些脱贫攻坚的实践启

示我们，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中的硬

仗，非众志成城不能成之，非攻坚克难

不能胜之。

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惟其笃行，

才弥足珍贵。精准扶贫是新时代我军

面临的又一场特殊“大考”，考的是人民

军队的根本作风和过硬素质。目标任

务、政策措施已经明确，关键是要真抓

实干、推动落实，关键是要按照设定的

时间表，严格评估考核，一个问题一个

问题地解决，一步一个脚印地干。

行百里者半九十。现在，脱贫攻坚

已经到了决战决胜阶段，任务更加艰巨

繁重，措施也必须更加精准。“逆水行

舟，一篙不可放缓”。面对还有3000万

左右农村贫困人口需要脱贫的攻坚任

务，人民子弟兵唯有发挥部队特有优

势，因地制宜精准扶贫，以“咬定青山不

放松”的韧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决

心，迎难而上、乘势而进，才能交出令人

民满意的答卷，才能助力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目标如期实现。

在脱贫攻坚战场书写军人答卷
■张天南

长城瞭望

玉渊潭

长城论坛

八一时评

《百家讲坛》特别节目《平“语”近

人——习近平总书记用典》播出以来，

收视率持续攀高。这个节目通过对

习主席在系列重要讲话、文章、谈话中

所引用古代典籍和经典名句的生动阐

释，有力推动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许多观

众感慨，如何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汲取政治智慧，可以从习主席学典用

典中得到启示。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出了一系列行之有

效的治国理政新举措，显示出高超的

政治智慧。细心琢磨不难发现，这些

政治智慧，都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

脉相连、精神相通，都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对接与交融，是中国智慧、中国力

量、中国风范的当代体现。

比如，我们能从“些小吾曹州县

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政之所兴在顺

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利民之事，

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去”等

习 主席经常引用的名句中，领悟到

习主席许党许国的爱民情怀。这种情

怀，既与我国传统文化中“天地之大，

黎元为先”等为民思想一脉相承，也是

我党治国理政的出发点，更体现了中

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的职责担当。

再比如，我们能从“人而无德，行之

不远”“德不孤，必有邻”“国有四维，礼

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等习主席

引用的名句中，感受到习主席对道德建

设的极端重视。正是在习主席的关心

推动下，我国近年来通过构筑共同的思

想道德基础、推动文明创建、发挥道德

模范引领作用等一系列举措，使强国强

军有了更丰润的道德滋养。

古人云：“索道于当世者，莫良于

典。”常言道：“半部《论语》治天下。”经

典论述为何能治天下？这是因为，《论

语》等我国古代经典著作蕴含着丰富的

政治智慧，潜藏着深厚的为政之道，从

中含英咀华，能够“彰往而察来”“执古

之道以御今之有”。正因如此，习主席

反复强调，“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

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

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

慧进行积极总结”。

然而，一些领导干部对从传统文化

中汲取政治智慧重视不够，认为传统文

化多是“老皇历”，用它就是刻舟求剑，

难以登上今天的“新客船”。有的不感

兴趣、没有热情，不愿学；有的热衷应

酬、忙于事务，不勤学；有的装点门面、

走走形式，不真学；有的心浮气躁、浅尝

辄止，不深学；有的食而不化、学用脱

节，不善学。

“传统文化中有‘历史给予我们的

钥匙’。”如何鉴往知来？如何“以古人

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习主席的方

法是，“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

来。”灵活运用就能“活起来”，联系实际

就能“活起来”，借鉴转化就能“活起

来”。如果只是为了讲话时“掉书袋”，

为了附庸风雅，或是为了显示“有学

识”，而不注重消化吸收古典名句中所

蕴含的政治智慧，那么即使他“学富五

车、才高八斗”，哪怕他满口“之乎者

也”，也不能说他学典学得好。

由于时代背景、叙事方式和语言特

点的变化，“难读”的典籍给今人的阅读

带来不小的障碍。这就需要我们学典

时，要沉得住气，静得下心，忍得住“昨

夜西风凋碧树”的清冷和“独上高楼”的

寂寞，哪怕“衣带渐宽”也“终不悔”，“人

憔悴”也心甘情愿。如此，方能在“灯火

阑珊处”收获“知治”之效。

提倡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政治智慧，

并不是反对对国外和未来治国治军之道

进行探究。恰恰相反，只有古今贯通，中

外联通，才能在“尽揽掬而采别掇吸之”

中，催生出更先进科学的当代实践。当

我们以更高远的眼光学典用典，以更包

容的胸怀善于“拿来”，才能更多彰显我

国特色的“中国之治”，探索更多符合我

军发展规律的“强军之道”。

（作者单位：武警陕西总队政治工作部）

善于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政治智慧
■王小平

一位领导干部因为经费开支把关

不严，所在单位纪委及时进行提醒诫

勉，帮助其认识和改正错误，避免其

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推动军队

党内监督在基层落地生根，最重要的

是准确把握和用好监督执纪的“四种

形态”。

党的十九大把运用监督执纪“四种

形态”写入党章，这是全面从严治党的

重要实践和制度创新。从近年来查处

的违纪违法案件来看，个别领导干部从

“好同志”沦为“阶下囚”，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犯小错失小节无人过问，变质蜕化

过程无人监管，追责问责偏轻偏软。只

有把纪律挺在前面，坚持纪严于法，纪

在法前，才能克服“违纪只是小节、违法

才去处理”的不正常状况，用纪律管住

全体党员。

“四种形态”针对党员干部违纪犯

错的不同情形对症下药，坚持做到无病

常防、初病早治、有病快治、重病严治，

立起了批评教育、组织处理、纪律处分、

立案审查4道坚实防线。运用监督执

纪“四种形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是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的题中应有之

义，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正风反腐、监

督执纪的生动实践。既不纵容小节，也

不放过大错，既不养痈为患，也不一棍

子打死，充分贯彻了我们党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教育为主、惩戒为辅，防微杜

渐、宽严相济等一贯政策。

“四种形态”的提出，绝不意味着

放缓反腐节奏，而是更加体现了“把

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的思路理念。

使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成为大多

数，绝不是要对严重违纪行为轻处

分，更不是把涉嫌违法问题当作违纪

行为来处理，而是强调违纪行为无论

情节多么轻微，都要违纪则咎、寸步

不让。各级党委和纪委的工作难度不

是小了而是更大了，工作责任不是轻

了而是更重了，充分体现了对党员干

部的严管厚爱，彰显出我党我军强力

惩腐肃贪、全面从严治军的鲜明政治

态度和坚强决心。

筑牢“四种形态”的坚实防线，关键

要掌握每种形态的特点要求，对症下

药，确保实践运用不偏不倚、精准有

效。用好第一种形态应把握一个“勤”

字。通过常态化的红脸出汗，加强对党

员干部的日常监督管理，使苗头性倾向

性问题禁于未萌、止于未发，实现从惩

治少数向管住多数的转变。用好第二

种形态应把握一个“早”字。通过抓小

抓早，管住管好“大多数”，尽早把跑偏

的党员干部拉回正道，真正做到挺纪在

前、露头就打，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

高压线，防止“破窗效应”。用好第三种

形态应把握一个“严”字。通过党纪重

处分和重大职务调整当头棒喝，高压重

处挽救少数人，防止党员干部滑向犯罪

的深渊，让被处理者受到刻骨铭心的教

育，让更多人懂得“从善如登、从恶如

崩”的道理。用好第四种形态应把握一

个“狠”字。对极少数严重违纪涉嫌违

法犯罪的党员干部，果断立案审查，清

除出党的队伍，防止污染政治生态，保

持党的肌体健康，实现惩处极少数、教

育大多数的效果。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筑牢“四种形态”的坚实防线
■郝卫兵

某部为加强管理，保证外出
“稳妥”，下发通知规定“战士外出
必须 3人同行”。这不，一名战士因
父母来队请假外出，为符合规定，
只好邀请两名战友同行。饭桌上，
面对“陪吃”的两名战士，这名战
士的父母与孩子想说几句贴心话都

不太方便。
这正是：
三人同行惹尴尬，

条令意识有偏差。

铁律治军须依规，

岂能随意乱加码？

周 洁图 刘含钰文

一线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