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9 八一评论E-mail:jfjbwn@sina.com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６日 星期二责任编辑/王宁

长城瞭望

基层心声

玉 渊 潭

八一时评

谈训论战

除弊兴训，重在问责；问责追责，贵

在较真。

因为抓训练不力，单位主官被诫勉

谈话；因为军事考核有不合格课目，干

部调职调衔被推迟；因为战备物资不到

位不规范，多个单位被通报批评并追究

相关人员责任……放眼全军，训练领域

的问责追责卡“铁标尺”、动“真刀子”成

为常态，为部队树立了鲜明的练兵备战

导向。

有权必有责，失责必问责。军事训

练领域是最需要较真碰硬的领域。如

果问责悬空、问而不责，板子高高举起

又轻轻放下，履职尽责就难免出现“真

空地带”。只有让问责追责利剑高悬，

有责必问、问责必查、查责必严，才能鞭

策各级积极进取、奋发有为，推动战斗

力建设实现新跃升。

训练场上的问责，问的是能力之

责、担当之责；而战场上的问责，问

的则是生死之责、存亡之责。在炮火

纷飞的战争年代，这样的问责往往是

战争胜负的分水岭。

1948年 10月，东北野战军攻打锦

州前夕，八纵二十三师六十八团在攻下

外围小紫荆山阵地后，由于疏忽大意，

只留下一个连守阵地，而连长竟也擅自

下山吃饭去了。后来敌人反扑，把阵地

又抢了回去。阵地丢失后，八纵未及时

上报。时任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

得知后大怒：“不管是‘两条腿’，还是

‘四条腿’（骑马的指挥员），严惩不贷！

司令员也跑不了！”为严肃军纪，守阵地

失职的连长被枪毙，团长、副团长被撤

职，师长、司令员也被处分。铁纪问责

后，该部官兵知耻而后勇，一举夺回了

小紫荆山阵地。

令严方可肃兵威，命重始足整纲

纪。打仗是实打实的硬较量，事关打

仗的问责，如果还落不了地、狠不下

心，就是拿官兵生命和国家命运开玩

笑。如果没有对战场发自内心的尊

重，没有对胜利如饥似渴的期盼，就

不会有问责追责的压力和主动。残酷

的战争法则，要求我们必须像奔赴战

场一样，以生死存亡之心问责，以有

我无敌之志追责。

我军 30多年没有打仗了，承平日

久，一个重要的隐患就是对战场缺乏直

观的感知，进而对训练领域的问责追责

失之于宽、失之于软。有的甘当“太平

官”“和事佬”，不敢触及矛盾，不愿意得

罪人，问责蜻蜓点水，处罚不痛不痒；有

的搞“责任书式”问责，层层签订责任

书，美其名曰“层层传导压力”，把责任

书变成自己免责的“护身符”；有的搞

“挤牙膏式”问责，你不施压、我不深查，

你手一松、问责就停，最后往往“息事宁

人”……凡此种种，导致一些倾向性问

题长期得不到纠治，部分官兵对和平积

弊“见怪不怪”。

没有责任，战位就成“虚位”；没有

问责，“利剑”就成摆设。防止积弊纠治

“沙滩流水不到头”，关键是问责要真正

“长出牙齿”。只有多开一些触及痛点

源点的“药方”，把虚的变成实的，把软

的变成硬的，把板子打到具体人身上，

才能防止出现“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

觉得自己有责任”现象，形成岗岗有责、

人尽其责的局面。

有责必问，责无旁贷。解决问责悬

空问题，各级有各级的担当和责任。对

失责问责，如果搞“概略瞄准”，不仅起

不到警示作用、产生不了震慑效应，还

会导致责任落实虚化空转。应严格落

实一事一责、一人一责、一物一责的责

任机制，用精准问责倒逼履职尽责，以

实际行动防止问责“雷声大雨点小，举

得高落得轻”。

梁启超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负责

任最苦，尽责任最乐。”强军路上，人人

都是主角，都有需要担当的责任。纠治

和平积弊，问责的目的是尽责。只有把

自己摆进去，从细处入手、从小事做起，

对“和平病”人人喊打，才能担起强军的

如山重任，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

“打赢答卷”。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

问责到位才能落实问效
—在严抓练兵备战中推动积弊纠治走深走实⑩

■周文华

10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人工

智能发展现状和趋势举行第九次集体学

习。习主席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刻

认识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的重大意

义，加强领导，做好规划，明确任务，夯实

基础，促进其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

推动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

现如今，走进火车站，对准摄像头，

便可轻松“刷脸”进站；来到超市，拿出

手机，就能完成“无人”购物；进入车间，

轻触屏幕，智能机器人便会代替我们做

好各项工作……随着人工智能的广泛

应用，“智”时代，正插着“比特”翅膀，扑

面而来。

未来已来。人工智能的发展，给作

战理论变革、武器装备智能化发展带来

重大机遇，成为当前国防科技竞争中最

前沿的领域。前不久，第八届北京香山

论坛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与战争形态

演变”议题，吸引了众多中外防务学者

热烈讨论。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有潜

力引领第三次军事领域革命。

恩格斯说过：“当技术浪潮在四周

汹涌澎湃的时候，最需要的是更新、更

勇敢的头脑。”迎接“智”时代，迫切需要

军人树立AI思维、增强科技素养，锻造

适应未来战场的“最强大脑”，让战斗力

搭上“智”时代的科技快车。

与传统战争相比，人工智能给战争

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机器人士兵”的

大量使用。也就是说，在不远的将来，

士兵在战场上遇到的空中的飞鸟、水里

的游鱼、草丛里的蛇乃至昆虫都可能是

微型机器人。这些“机器人士兵”既可

以收集战场信息，也可以对敌方的计算

机、引擎等关键系统实施破坏。未来战

争的样式可能因此出现颠覆性的改变。

面对汹涌而来的智能化浪潮，一些

军事强国已将发展人工智能上升为国家

战略，意图抢占未来军事竞争制高点。

美国曾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中大

量运用无人机和后勤作业机器人。2015

年初，战斗机器人连开始在俄罗斯各军

区和舰队组建，并在叙利亚战场初露锋

芒。2015年底，叙利亚政府军在攻打拉

塔基亚省一处伊斯兰极端势力据守的高

地时，在俄军4台“平台”战斗机器人、2台

“阿尔戈”战斗机器人以及“仙女座”自动

化指挥系统组成的无人作战系统支援

下，仅用20分钟就占领了该高地，击毙了

约70名武装分子。这场战斗中，全球首

次战斗机器人集群作战震惊世界。

“在这个战争样式迅速变化的时代，

谁敢走新路，谁就能取得新战争手段克

服旧的手段所带来的无可估量的利益。”

当无人机“蜂群”呼啸而来，战斗机器人

英勇冲锋，无人潜航器悄然而至时，如果

我们还总盯着“过去了的战争”，思维还

停留在拿血肉之躯去拼杀、用飞机大炮

去攻击的战场“定势”里，有可能仗还没

开打，胜负已经分出。只有解绑传统作

战思维，把握识别人工智能战争属性，

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才有可能有效

应对战争形态变革中的各种风险挑战，

在未来战场上立于不败之地。

找准目标、超前布局，直面挑战、迎

头赶上，就一定能够实现从跟跑、并跑

到领跑的转变。去年7月8日，我国出

台《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专门强

调要加强人工智能领域军民融合。“跨

越险阻”陆上无人系统挑战赛已举办三

届，“翼龙”“彩虹”等国产高端无人机引

起世人关注……人工智能领域一项项

突破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勇于创新、敢

于突破，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

战胜不了的敌人。

“聪者听于无声，明者见于未形。”

面对“智”时代战争的挑战，头脑的“升

级换代”更要快于武器装备的更新迭

代。我们只有增强科技敏锐度和理解

力，抛弃守旧思想和陈旧观念，才能把

最好的技术、最新的成果，第一时间集

聚到军事斗争准备前沿，转化为实实在

在的战斗力。须知，胜利只向那些能预

见战争特性变化的人微笑，而不是向那

些等待变化发生才去适应的人微笑。

（作者单位：69250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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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世修身，如品百般滋味，有浓亦有

淡。世人多喜浓，认为浓处方有味。殊

不知，浓艳的滋味短，真味应在淡中品。

《菜根谭》有云：“悠长之趣，不得于

浓酽，而得于啜菽饮水；惆怅之怀，不生

于枯寂，而生于品竹调丝。故知浓处味

常短，淡中趣独真也。”意思是说，能维

持久远的趣味，并不在味道浓郁的美食

中得来，而是在粗茶淡饭中得到。为官

者做人做事，也应鉴之。

北宋宰相张知白，一生清俭，官至

宰相时，生活依然像平民一样简朴。时

人劝他不必如此，以免被讥讽“惺惺作

态”。一次，有人问他：“您俸禄很高，但

家人生活却如此清苦，这又何必呢？”张

知白笑道：“听人说，浓处味短，淡中趣

长。凭我现在的俸禄，让全家人锦衣玉

食的确不难。但我的俸禄怎么会永久

存在呢？如果家人都习惯了浓艳奢侈，

一旦失去了我的俸禄，他们就不能马上

适应俭朴的生活。假如我在不在位、活

着与否，生活都是一样的，即使我去世

了，家人也能像现在这样安然自得呀！”

周围的人听了，无不佩服他的远见。

廉自淡始，心由淡安。张知白清廉

是不是“惺惺作态”，历史早已给予公

论。而他之所以被司马光在《训俭示

康》中尊为“贤相”，为官品行被后人广

为称颂，正是因为他懂得“浓处味短，淡

中趣长”的道理。而今为官者，也当以

“淡”为追求，在清心寡欲中积累悠长的

“余味”。

能够品知淡味，方能为官一任，造

福一方。明朝万历年间，铅山知县笪继

良在县衙中立下一块“白菜碑”，碑面刻

有一株再普通不过的大白菜，上题：“为

民父母，不可不知此味；为吾赤子，不可

令有此色。”他通过此碑告诫自己，不能

不知白菜的味道，也不可使百姓面色如

菜，忍饥挨饿。

铅山地处赣东北丘陵山地，土地瘠

薄，物产贫乏，人口稀少，百姓生活十分

困难。笪继良任职期间，不仅自己清廉

如水，还想方设法改善弊政，体恤民患，

百姓无不称道。笪继良离任后，百姓自

发筹资在永平镇北彭溪桥边兴建“笪公

祠”，将“白菜碑”从县衙中移至祠内，并

保存至今。百姓对他的感情之浓，可见

一斑。

为官者，欲品浓淡，条件自然比其

他人便利得多。可如果沉溺于“浓”，疏

远了“淡”，就会很容易上瘾，陷入沸汤

滚油、脂腻粉浓的生活中不能自拔。《韩

非子·喻老》中载：“昔者纣为象箸，而箕

子怖。”太师箕子感到害怕的原因在于，

象牙筷子肯定不能配土瓷瓦器，要配犀

碗玉杯；犀碗玉杯肯定不能盛粗茶淡

饭，要配山珍海味。吃山珍海味就不能

粗布葛衣、茅草陋屋，而要锦衣华车、琼

楼玉宇……最终，越来越“浓”的生活只

能让纣王欲壑难填，忘乎所以，殷商的

前途命运因此堪忧。果然，“居五年，纣

为肉圃，设炮烙，登糟丘，临酒池，纣遂

以亡。”

淡，食之薄味，却益于身心；品之寡

淡，却蕴含真味。而如今，一些贪官之

所以锒铛入狱，也是因为贪欲过“浓”，

利欲熏心，满手油腻。到头来，浓味尽

散，只余苦味，又何尝不是一件悲事。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

远。我们共产党人正是因为“与百姓同

咸淡”，才赢得了民心。抗战时期，八路

军总司令朱德和普通战士一样，穿粗布

衣、吃百姓饭、睡木板床，被美国海军情

报官卡尔逊称为“世界上最朴素的将

军”；开国将军王定烈钟爱草鞋，一生拒

绝穿皮鞋，被誉为“草鞋将军”；全国道

德模范龚全珍老人的丈夫甘祖昌，无论

是当将军还是回乡务农，从不居功自

傲，生活十分俭朴，被赞为“农民将

军”……他们“清淡如水”的风范，令人

敬佩。

当然，人生并非只有“淡味”，提倡

“寡淡”，也不是一味地反对“浓”。对

为官者而言，做事应浓，做人应淡；对

百姓应浓，对自己应淡。该浓的，是事

业心、责任感和做人的道德、义务；该

淡的，是名利心、虚荣心和世俗的种种

身外之物。

风恬浪静中，见人生之真境；味淡

声稀处，识心体之本然。从为官的角度

来看，浓淡之道，又何尝不指引着人间

正道。唯有品出“淡中滋味长”，方能静

水深流，让手中权力永葆克己奉公、为

民谋利的真味。

浓处味短 淡中趣长
■王 宁

某部组织问卷调查结果公布后，

官兵将调研报告中参与人员总数与实

际在位人数一对比，结果发现参与人

员竟多出3人。“多出3个人”现象令基

层官兵对调研报告的真实性产生质

疑。类似这样机关数据造假、调查不

实的现象，值得警惕。

数据失真不是小事。机关到基层

开展调研，一方面是掌握官兵诉求，

针对“病症”开好“药方”，帮助基层解

决一些自身无法解决的难题；另一方

面，基层能结合机关反馈的信息，定

向施措、对症下药，及时抓好整改，提

升自身抓建针对性。如果为了应付

差事，弄虚作假、随意注水，调查报告

经不起推敲，缺乏精确性和真实性，

必然影响判断，消耗基层对机关的信

赖，危害大矣！

历史上，在明君贤臣眼里，一套资

料真切翔实的“鱼鳞册”比万两黄金还

珍贵。相反，一旦弄虚作假成风，宏观

决策难免出现失误。上世纪50年代末

60年代初的“大跃进”时期，严重的“浮

夸风”导致全国上下对经济形势产生错

误判断，进而使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陷

入困境。这告诉我们，不论是国计民

生，还是备战抓训，都容不得半点漂浮

和空谈，谁弄虚作假，谁就会付出惨痛

代价。

担起该担当的责任，保持严实作风

是机关赢得基层信任的根基。现实中，

有的机关干部对官兵反映的困难不假

思索地“拍胸脯”“打包票”，但之后却

“人走事忘”，让基层“望眼欲穿”。殊不

知，机关做出的每一个承诺，对官兵来

说都意味着一份期待、一份责任。基层

官兵看待机关工作不但“听其言”，还会

“观其行”。如果说到、做不到，只会适

得其反，让官兵反感。

徐向前元帅说过：“信任也是战斗

力”。进入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迎

来新的发展高潮，机遇千载难逢，挑战

前所未有。无论是履行新时代使命任

务，还是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无论是

加快形成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还是

扎实做好军事斗争准备，无不需要各级

通过高度信任而凝聚出的团队精神、集

体智慧。作为领导机关，更应求真务

实，深入一线查实情、走进基层取真

经。唯此，才能赢得官兵的信任，形成

强军征途上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生动

局面。

失真的结果是失信
■夏 伟

某部机关参谋在检查时发现，少
数战士私自在作训帽顶内固定铁圈、
侧面放硬纸板作支撑。这样看似整
齐美观，却使作训帽丢失了“应急情
况下，作防弹头盔内衬”等功能，背离
了备战打仗要求。该部机关及时叫
停了该做法，并对类似的“变相形式

主义”问题进行了专项整治。
这正是：
军帽里面撑铁圈，

看似美观藏隐患。

形式主义须剔除，

军容严整为胜战。

洛 兵图 王辰玮文

平时训练多涉险，战时才能少危

险；提高练兵备战的“危险系数”，才能

提升未来战场的“打赢指数”。

据报道，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日前

顺利完成首批飞行学员失速尾旋课目的

带教训练。作为空军新军事训练大纲的

必训练习，飞行学员失速尾旋训练是在

间断了30年后，再次纳入飞行教学的。

这种正面迎战“死亡陷阱”，旨在提高战

场规避风险和特情处置能力的做法，立

起了向险难课目要战斗力的鲜明导向。

险难课目作为军事训练“金字塔顶

端”的内容，组训难度大、风险系数高，

但它们往往最能检验训练成效。如果

没有向险难课目叫板的勇气，遇到风险

绕着走，甚至将部分课目束之高阁、冰

封雪藏，战斗力建设就会出现“盲点”，

战场上就可能出现“痛点”，提升整体作

战效能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平时能绕过险难，战时绕不过敌

人；平时向险难低头，等于战时向敌人

投降。然而，实际训练中，险难课目却

常被一些单位视为“烫手山芋”。有的

“宁可不出彩，也要不出事”，要么随意

减少险难课目，要么降低训练难度、险

度，挑三拣四、避重就轻。比如，夜间闭

灯驾驶有意避开难行路段，实毒侦测减

少毒剂种类，超低空飞行缩短训练时

间，等等。这些刻意躲避险难课目训练

的现象，无异于掩耳盗铃。

战争是最具不确定性的王国。真

刀真枪的战场上，某一领域的优势可以

成为克敌制胜的“杀手锏”。同样，平时

看似作战双方都不会触及的险难内容，

也许就是遭敌破袭的致命短板。练兵

备战，贵在全面练硬功。唯有用好系统

思维，将“侦、控、打、防、保”等所有作战

要素作为一个整体来施训考评，才能确

保战斗力“链条”环环过硬，让官兵战场

亮剑的底气更足。

“练兵若难，进军就易；练兵若易，

进军就难。”在土耳其埃依尔迪尔军校

参加训练的特种兵，必须通过一项名为

“夜间100米渗透”课目的考验：士兵以

低姿匍匐的姿势通过各种障碍，而在距

地面和障碍物一米高的地方就有重机

枪扫射，匍匐区内埋有自动引爆的炸

药，如果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战术动

作并通过障碍，就有伤亡的危险。正是

得益于这种残酷、危险的训练模式，土

耳其特种兵的山地作战能力饱受赞誉。

训练与实战的差距有多远，战场上

就要用多少血肉之躯来补偿。坚持

“战”字导向，在“险”中求提高、在“难”

中寻突破，始终训练课目不少、训练环

节不减、训练标准不降，不断锤炼官兵

险中求胜、危中求安、困中求破的战场

决胜力，就一定能打通胜战节点、练就

打赢硬功。

（作者单位：69241部队）

训练不怕风险 打仗多道保险
■邓海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