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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瞭望

玉 渊 潭

八一时评

长城论坛

放眼全球，如果说哪一个地方最

“热闹”，大多数人可能都会想到中东。

俄伊尔-20侦察机被击落，谁是罪

魁祸首？S-300对抗F-35，谁将占得上

风？伊朗空袭幼发拉底河东岸，意欲何

为？美国增派隐形战机助阵，胜算几

何？土耳其军事基地遭导弹袭击，谁人

所为？……最近一段时间，中东这个火

药桶再次被点燃，战斗不断升级，大战

一触即发。

这就是战场，这就是战争。局势风

云变幻，环境波谲云诡，各方精锐尽出，

节奏瞬息万变，博弈空前激烈。你来我

往，斗智斗勇，来不得半点虚假，容不得

些许闪失。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一招

不慎就可能全盘皆输。

战场需要战场思维，战争不容“应试

答题”。谁想更胜一筹，谁就要先敌一

招、以变制变；谁想赢得先机，谁就要先

发制人、见招拆招。可以想见，在这样剑

拔弩张的对峙里，在如此势均力敌的对

垒中，如果还想着走程序、拉流程、演套

路，期待“押题取胜”，指望“临阵磨枪”，

怎能应对这些错综复杂的战场难题？

我们常说，军事训练是未来战争的

预演。未来战争“长”什么样？未来已

来，叙利亚战场就是一幕最真实的战争

活剧。从技术到战术，从谋略到战略，

要素齐全，立体呈现。训为战，练为战，

演为战，这就是参照系，这就是目标

图。耳际时刻回响战机轰鸣，胸中时常

翻滚战场风云，就会怀着应战的心态走

上练兵场，着眼战场需求练、瞄准作战

对手练、针对自己弱项练，真正把“练为

战”“考为战”落到实处，让考核的“指挥

棒”剑指未来战场。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

生的命根。”如果只想着“应试答题”，脑

子里装的就是应试而不是应战，把自己

当考生而不是战士，就会一门心思想着

得高分、争名次、拿奖牌。“应试者”往往

不把敌人当对手，而把考官当对手；不

把打赢当目标，而把过关当目标。这些

人只重视考场，而忽视了战场，对考得

多的课目重点训，对考得少的内容简单

练，把信息化当口号，把一体化当标

签。如此这般，练兵偏科漏项，备战浮

皮潦草，打起仗来何来胜算？

更有甚者，一些指挥员为了少扣

分、得高分，违反用兵原则，违背作战常

识，钻规则空子，想虚假招数，甚至用

“人肉盾牌”掩护“钢铁拳头”，蠢化敌

人，自我设计。有的为了好看动听，演

练中提出一些对仗工整、似是而非的战

法概念。这些“四六句”标新立异、令人

费解，读起来朗朗上口，但用起来不知

所措、打起来毫无用处。如此用兵，如

此谋战，即便赢得高分，也会输在战场。

“考场思维”之下，看似气氛紧张、

场面热闹、成绩喜人，但实战效果不佳，

损害部队战斗力，最终过不了战争这一

关。某连在一次跨昼夜对抗演练中，

“敌机”进入射界后，因航路偏高、射距

较远，指挥员在打与不打之间犹豫不

决，最终错失良机，全连被直接判定“阵

亡”。个别官兵抱怨：“一次不中怎么不

给二次补考机会？”敌情变了，思维不

变，这样的“考生”走上战场，不是当“靶

子”，就是被“罚下”。

一头雾水的战法概念，一厢情愿的

战法设计，一成不变的战法运用，将实

兵对抗当演戏，把作战行动当儿戏……

这些“应试思维”“答题心态”，为什么久

治不绝、屡禁不止？说到底，就是没有

把战斗力标准放到最重要的位置上，对

实战化认识深度不够、行动自觉不足。

训练课题与使命任务相一致，训练内容

与作战需要相一致，训练编组与作战编

组相一致，训练想定与战争情况相一

致，方能洗去虚浮革除陋习、看清差距

补齐短板、剔除功利紧盯打赢，彻底根

除“练为演”“练为看”“练为比”的思维

症结。

“四海频传风浪险，西极帐峙狼烟

高。”前不久，某国一艘战舰闯入我岛礁

12海里，我军舰紧急出动、警告驱离，一

度逼近至41米距离。这“41米”，从某

种程度上讲，就是我们离战争的距离。

这“41米”，也足以警示和警醒每一名官

兵：既然刺刀已经抵到了胸前，我们就

要以应战姿态做好一切准备，召之即

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只想“应试答题”怎能应对战场难题
—在严抓练兵备战中推动积弊纠治走深走实③

■张顺亮

“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小声说。”这句

网上的俏皮话，听起来颇有几分黑色幽默

的味道。但对于军人而言，保密守则明确

规定：“不该说的秘密不说。”也就是说，无

论任何时候，不该说的“打死也不能说”。

什么话不该说？密者，军之大事，

“保守秘密九分半不行、九分九也不行，

非十分不可”。经过长期经常性的保密

教育，大多数官兵对此认识深刻，都能

做到“十个不”。另外，在与党中央、中

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上，也能坚持时时

检饬、处处对表、谨言慎行。这是必须

有的觉悟，也是讲政治的表现。

然而，现在是信息时代，“一机联通

世界，一网尽收天下”“人人都有麦克风，

个个都是通讯社”。个别官兵在公开场

合能管住自己的嘴，“三思而后言”，可到

了私下里、酒桌上，尤其是互联网上、朋

友圈中、微信群里，就放松了警惕，“嘴上

不把门”，不该说的变成了“小声说”。这

些同志不一定是有意为之，有的可能是

意气用事，只图嘴上痛快；有的则是为了

显示自己“本事大”，别人不知道的我知

道，别人不敢说的我敢说。

岂不知，有些话内部能说外部不一

定能说，过去能说现在不一定能说，这

个场合能说换一个场合不一定能说，说

了就可能违反纪律、触犯规定。更甚

者，有的管不住嘴皮子，口无遮拦，犯自

由主义，在组织生活里不敢说的在朋友

圈里大放厥词，甚至妄议中央。某军事

院校的一名教授，就曾在微信群里对部

队禁酒令等指指点点、说三道四，引来

大量网友围观，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

最后受到严肃处理。

网络是虚拟的，影响却是真实的、

巨大的。你永远不知道屏幕的另一端

隐藏着什么，也无法想像一个石子抛出

去会掀起多大的波澜。一言不慎传千

里，一言不当惹祸端，这样的例子中外

皆有。美军驻阿富汗司令麦克里斯特

尔在和部下吹牛时，聊到军政高官，言

语中不无调侃和挖苦，甚至破口大骂。

结果，此事被晒到网上，这位司令直接

“下课”。其实，不仅美军，几乎所有国

家军队对军人的“嘴”都有严格的规定。

心中有大局，言谈有政治。讲政治

是军人的必备品质，克劳塞维茨早就说

过，战争是为政治服务的。军队尤其需要

统一思想、统一号令、统一行动。不该说

的坚决不说，这是讲政治、守纪律、听指挥

的具体表现。如果都背后“小声说”，众

声嘈杂、是非混淆，怎能步调一致、克敌

制胜？脑子里绷紧一根弦，舌头上加上

一把锁，多几分谨慎，多一些戒备，不在

“嘴”上惹麻烦，就是不给打仗留隐患。

不该说的也不能“小声说”
■张 霞

读陆游的《老学庵笔记》，有这样一个

故事。说吏部尚书晏景初为一士大夫作

墓志，写完后给才女朱希真看。朱看后

说：“甚妙，但似欠四字，然不敢以告。”晏

苦苦相问，朱才指“有文集十卷”字下曰：

“此处欠。”又问：“欠何字。”曰：“当增‘不

行于世’四字。”晏遂增“藏于家”三字。

“有文集十卷”，实际上并没有问世，

存在不存在都很难说，只好语焉不详，模

糊处理。“不行于世”，蕴含着不被社会所

接受的意思，言下之意水平太低；“藏于

家”，就有了不慕名利、孤芳自赏、不屑于

发表的隐士清高作风，无形中借子虚乌

有的文集十卷，把死者给抬高了。

《渑水燕谈录》也记载，宋太宗时的进

士胡旦，文辞敏丽，名闻一时。晚年患眼

疾，闭门闲居。一日，史馆共议作一贵侯

传。其人少贱，尝屠豕。史官以为讳之即

非实录，书之又难为辞，相与见旦。旦曰：

“何不曰‘某少时尝操刀以割，示有宰天下

之志’？”一个杀猪的，竟然与“天下之志”

联系在一起，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书有一卷传，亦抵公卿贵。”古代

的士大夫阶层中，凡稍有些权势名望

的，多有著书立说之癖。曹丕在《与王

郎书》中就写道：“生有七尺之形，死唯

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

莫如著篇籍。”然而，这世上享闲情、蕴

文采、遗华章者毕竟是少数。于是，那

些达官贵人死后，儿孙们多喜请当时名

士，为之撰写一篇有分量的碑文，表其

一生之德行功绩，以求万世不朽。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这些名士收

了人家的“润笔”费，溢美之词不可免，显

贵遮丑是必然。散文大家韩愈就曾写过

不少肉麻的墓志，被诗友张籍讥讽为赚

的是“死人钱”。怪人刘叉曾把韩愈的金

银拿走好几斤，并说：“此谀墓中人得耳，

不若与刘君为寿。”所以曾有这样的顺口

溜：“韩退之，柳柳州，苏东坡，欧阳修，当

时墓志做多少，毕竟门前骂不休。”

“乃知青史上，大半亦属诬。”有一

位史家赵逸在《洛阳伽蓝记》中曾概括

那些弄虚作假的碑文：“生时中庸之人

耳，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穷天地之

大德，生民之能事……所谓生为盗跖，

死为夷齐，妄言伤正，华词损实。”清朝

诗人赵翼也写过不少违心的墓志，对此

内心很是不安，曾作诗自嘲说：“补缀成

一篇，居然君子徒。核诸其素行，十钧

无一铢。此文倘传后，谁复知贤愚？”

其实，赵翼大可不必为此担忧，一

个人的身后名声怎样、群众口碑如何，

不是一块墓碑就能立起来的，也不是几

行墓志文就能盖棺定论的，关键要看是

不是真心为民、实干兴业。宋代《五灯

会元》曾说：“劝君不用镌顽石，路上行

人口似碑。”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业绩，无

需重刊刻于碑记上，自有流传于人口的

价值。否则，即便盛文雕铭、文过饰非，

也会如白居易所比喻的：“草萤有耀终

非火，荷露虽团岂是珠。”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大功

无碑，功在人心；口碑无形，名由人传。

好名声，出于众口，是民心的流露，是民

意的集成，官职带不来，权力换不来。

好口碑，源于实绩，时光磨不去，风雨蚀

不掉，金钱买不来，虚夸骗不来。道虽

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盛唐

三朝宰相姚崇，临终前总结为政经验，

只言及“崇实充实”4个字；战国赵括纸

上谈兵，让40万将士惨遭活埋。

“名者，实之宾也。”没有实干、实

绩、实效作支撑，名声只会是徒有虚名、

欺世盗名。人们常忆白居易，是因其留

下“一株杨柳一株桃”的白堤；后人铭记

包龙图，是因其坚守“清心为治本，直道

是身谋”的做人信条；今人不忘海青天，

是因其践履“三生不改冰霜操，万死常

留社稷身”的为官节操。实干家赢得未

来，清谈客难得人心。历史，将会永远

记住那些勤政为民实干之人。

中国人讲，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共

产党就要干为党立丰碑的事。”从焦裕

禄、孔繁森、郑培民，到谷文昌、廖俊波、

李保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一心为民、

鞠躬尽瘁，政绩百姓赞佩，功劳山河传

颂。美好蓝图、幸福愿景，只有靠实干才

能实现。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把政

绩体现在人民的向往中，把功德树立于

群众的口碑上，自然就会事业立得住、百

姓记得住。

（作者单位：河南省军区）

荷露虽团岂是珠
■邵天江

国门，边界线上独特壮美的风景；

国门，发展史上兴衰荣辱的见证。

从东极界碑到西陲哨所，从碧波南

海到冰封北国；从红旗拉甫到二连浩

特，从满洲里到卡拉苏……金秋时节，6

路“新时代国门行”采访小分队，深入

22000多公里的陆地国界线和18000多

公里的海岸线，感受国门的沧桑巨变，

感悟国运的屈辱辉煌。

国门是有形的，有牌楼式、有望

柱式、有城楼式，或规模宏大，或气

势不凡。国门也是无形的，象征着主

权，彰显着尊严，展示着实力。置身

满洲里，国门上方“中华人民共和

国”7个大字鲜红夺目，悬挂的国徽

金光闪耀，门下国际列车蜿蜒而过，

一种自豪与庄严之感油然而生。走进

新疆霍尔果斯，厚重的国门大厦巍峨

耸立，象征祖国的强盛与国防的稳固。

国门从来与国运紧密相连。国门

坚固，则国运昌盛；国门破碎，则国运衰

落。曾经，我们国门洞开、落后挨打，列

强入侵、国土沦陷，中华民族跌入饱受

侵略与欺凌的深渊。曾经，我们固守国

门、抗击来敌，冯子材大败法国侵略者

激扬士气，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气壮山

河。曾经，我们开放国门、改革发展，40

年弹指一挥间，40年飞越万重山，神州

大地翻天覆地、换了人间。

“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对大多数

人来说，国门远在天边。但对军人来

讲，国门就在身边。西藏山南一线，入

伍16年的边防战士杨祥国说：“这里离

首都很远，但离主权很近。我们守边防

就是守国防，守高山就是守江山。”西沙

琛航岛上，班长黄刚说：“每天看着五星

红旗从岛上升起，心里特别踏实，能感

觉到这片岛是牢牢把握在我们手中

的。”一代代戍边官兵用青春甚至生命

践行着“不把主权守丢，不把领土守小”

的铮铮誓言。

威严的国门，在战士的身后；昌盛

的国运，在官兵的心中。军人守护国

门，就是在护佑国运。一道道坚不可摧

的巍巍国门，可以为国家的发展提供不

可或缺的安全屏障。当年，战火燃到了

鸭绿江畔，炮弹落到了国门之前。为了

守卫国门，我们毅然走出国门，抗美援

朝、保家卫国，打出国威军威，打出几十

年和平发展环境。从此，“西方侵略者

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

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

去不复返了”；从此，中华民族的命运彻

底改变。

强国必先强军，军强才能国安。没

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就没有坚固的国

门，也就没有昌盛的国运。曾经因为国

力羸弱、军力不济、军队涣散，我们陆上

国门破碎，海上国门洞开。如今，残破

不全或紧紧关闭的国门，在世界上处处

可见。在美国和墨西哥的边界，长达

1500公里、耗资180亿美元的隔离墙，

将近在咫尺的两国国门远远隔开；在北

非通往欧洲的通道，一批接一批的难民

成为各国国门“不可承受之重”；在战火

纷飞的叙利亚，国门早已湮没在多方势

力角斗的动乱之中……如此乱局，何谈

国门，何来国运？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如今，在

我国漫长的边界线上，置身一座座商贾

云集、活力四射的空港口岸，一辆辆班

列呼啸而过，一艘艘商船扬帆远航，“一

带一路”向远处延伸，“亲诚惠容”的外

交理念深入人心……行走在遍布祖国

各地的一个个空港口岸、一个个海关、

一个个边防哨所，仰望这些威严矗立的

国门，仿佛能感受到一个民族走向复兴

的铿锵步伐和澎湃脉动。

中国国门，联通中外；中国军人，强

边固防。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万

里边界的国门必须越来越固。这是军

人之责，也是国运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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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中央网信办和军委政治

工作部联合组织“走进热血边关”网络

媒体国防行活动。50余家中央和地方

网媒深入边海防一线，与基层官兵“亲

密接触”，体验军营生活，发掘感人事

迹。据了解，这样的大型采访活动已举

办过多次。

军队总给人一种神秘感。难怪有人

说，一堵厚厚的墙，隔开了营区和社区，

也阻断了渴望和交流。此话不无道理，

因为保密与开放永远是一体两面，开放

是“示”，保密则要求“藏”。三军之事，莫

重于密。军事机密当然要“藏”，但“藏”

与“示”并非矛盾对立，不能完全封闭，而

要有限度地向外打开“一扇窗”。

再者，现在是信息社会，人人都有

麦克风。部队演训、战备、武器等引人

关注的信息，如果我们自己不说，别人

就会猜测，甚至臆断；我们不通过正规

渠道宣介，谣言就会通过小道消息满

天飞。是主动打开营门，还是等别人

误解甚至抹黑之后再来“灭火”，答案

不言自明。

其实，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为了反

击敌人的妖魔化宣传，我军就开始有计

划地实施“军营开放”活动。由于自身

硬气、宣传得力，人民军队得到了人民

群众的衷心拥护，被亲切地称为“人民

子弟兵”。老百姓纷纷把“最后一碗米

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

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战场”，我军才从

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

如何处理“藏”与“示”的关系，是衡

量一支军队是否强大与自信的一个方

面。一位军事专家曾打了个形象的比

喻：“20世纪 80年代我住筒子楼的时

候，外宾要到我家去做客，我哪里敢

啊。可现在，住了大房子，就特别希望

别人到家里来看看，这是自信了。”从这

个意义上讲，主动开放对军队也是一种

需求。

如今，人民军队正行进在强国强军

的新征程上，自信和开放本身就是强军

的题中应有之义。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0周年期间，辽宁舰编队首次对公众

开放。近距离的接触，让许多香港市民

怦然心动，合影时齐声高呼“祖国万

岁”。天空下起大雨时，还有人自发地

为坚守岗位的执勤官兵撑伞挡雨。

喜欢往往是建立在了解基础上

的。了解得越深，就会爱之愈切。无论

是面向社会经常性举办的“军营开放

日”活动，还是邀请记者参与的“网络媒

体国防行”采访，或是主要面向军人亲

属的军营见面会……每一次互动都会

拉近参观者与军队之间的距离，增进对

军营的认识和理解，激发民众的爱国爱

军情怀。

可以期待的是，随着我军现代化程

度的不断提高，中国军队将会以更加开

放的姿态面向社会，人们将会有更多机

会拥抱军营。“你走进我，我感染你”，一

举两得、互利共赢，何乐而不为？

（作者单位：湖北省军区）

知之越深则爱之愈切
■易红波

某部机关参谋在督训时发现，
个别班排在战备拉动演练中，固定
帐篷的绳扣没系，或者只是象征性
地系几个角。这样看似节省了时
间，实则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一
旦遇到恶劣天气，就会威胁官兵人
身安全，战时则可能出现更大问题，

必须引起高度警惕。
这正是：
战备拉动练精兵，

偷工减料不可行。

紧贴实战抓演训，

从难从严谋打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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