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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军人来说，看不见敌人是最大的危险。
☆解决军队能不能打胜仗的问题，首先是要把军队的一切工作都统到战斗力标准上来。
☆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就越可能挨打，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

军队因战争而生，因战争而存。

诚如习主席所指出的：“军队建设各项

工作，如果离开战斗力标准，就失去其

根本意义和根本价值。”改革开放40

年，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而和

平是改革和建设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

和保证。

毛主席说：“没有一支人民的军

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改革开放的

实践证明，这句话仍然是颠扑不破的

真理，人民军队是改革开放的坚强支

持和保证。

实战是检验战斗力

的唯一标准

参加 1979年自卫还击作战的部

队，除了少数部队17年前在西藏边境

打过仗外，其余部队自抗美援朝战争

之后近30年未曾打仗。但是，当战争

突然袭来的时候，我军官兵表现出可

贵的献身精神和坚强的战斗意志，被

人民誉为“新一代最可爱的人”。

此战期间，全党正在进行“真理标

准大讨论”，即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唯一标准。部队撤回后，进行“真理标

准讨论补课”。对这个问题，参战官兵

比没有参战的人更有发言权，因为子

弹和鲜血已经告诉我们：实战是检验

部队战斗力的唯一标准。

凯旋官兵的背囊里，不只有耀眼

的军功章，还有沉痛的教训。

——练兵没有针对性不行。战

前缺乏针对性训练，而训练中的欠

账在实战中是要用鲜血和生命来偿

还的。

——不会指挥合成作战不行。当

时的基层军官几乎清一色是由战士提

干的，大多只会指挥单一兵种。有个

步兵连长指挥冲锋受挫，请求上级炮

火支援，上级问：“加强给你的炮兵、防

化兵为啥不用？”他一拍脑袋说：“忘

了！”

——不肃清“左”的影响不行。

当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部队

受“左”的影响还比较严重。某团五

连是军区树立的理论学习模范连，但

训练成绩不行；七连训练成绩全团第

一，却被戴着“单纯军事观点”的帽

子。要打某高地，上面有人主张让五

连打主攻，团里却坚持用七连。最后

七连出色完成任务，被军区授予荣誉

称号。像此类平时与战时拧着劲儿

的地方很多。

对照实战这个检验战斗力的唯一

标准，一场战争催生了一次改革。

首先是掀起了研究敌军的热

潮。从1979年末至1980年，团以上

均成立敌军研究室，连成立研究小

组。红蓝对抗演习普遍开展，特别

是在 《解放军报》 突出宣传原 1军

“蓝军司令”王聚生的事迹后，全军

形成一股“蓝军热”，不少司令员、

军长、师长带头充当“蓝军司令”，

初步扭转了以往演习一厢情愿的局

面。空军当年建立的模拟蓝军分队

一直保留至今，在对抗中磨练出许

多王牌飞行员。

其次是进行了合成部队的试编试

训，尤以原63军的合成营改革最为著

名。这些研究和试验的成果，最终体

现在 1985年的精简整编中——撤销

了军委和军区的炮兵、工程兵、装甲

兵，成立诸兵种合成的集团军。

再次是在政治工作中肃清“左”的

影响，恢复了政治工作为中心工作服

务的理念和光荣传统。

最危险的是看不见

敌人

非常可惜的是，出现在自卫还击

作战之后的战备训练大好局面，在一

些人眼里很快就成了“昨夜星辰”，因

为他们看不见敌人了。

改革开放之后，国际国内形势出

现了很多新的变化。1991年苏联解

体，中美之间对话与合作日益加强。

西南边境的战火彻底熄灭后，“雷场放

飞和平鸽”……于是乎，在一些人的脑

子里，依稀进入了一个“无假想敌时

代”或曰“敌情空白期”。

1985年精简整编，裁军 100万，

战略上实现“两个转变”：从早打、大

打、打核战争转变为打局部战争；国

防和军队建设从临战准备状态转变

为和平时期有计划的长远建设。这

无疑是非常英明的。但战略转变被

有的人误转到“和平建军”上来了，甚

至有的部队领导虽然嘴上讲战备训

练是中心，可实际上“一安全，二生

产，三学习，四训练”。1988年“3·14”

赤瓜礁海战，海军南海舰队官兵从外

敌手中收复了赤瓜礁等礁凯旋时，没

有人欢迎，没有媒体报道，让人每每

想起不禁感慨万千。

1991年爆发的海湾战争，激发了

我军建设信息化军队的紧迫感，但也

许因战火离得太远，许多人仍沉浸在

“敌情空白期”的幻境中。但美国对

中国接二连三的霸权主义行径（1993

年的“银河号”事件、1995年的“台海

危机”、1999年美军轰炸我驻南联盟

大使馆），把许多人从“敌情空白期”

的幻境中拉了出来，让我们认识到：

世界格局已与改革开放之初迥异

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但天下

并不太平。对军人来说，看不见敌人

是最大的危险。

在练兵备战上，上世纪90年代最

重大的决策，当数1995年中央军委提

出的简称“三个转变”的战略思想，即

实现由应付一般条件下的局部战争，

向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

的局部战争转变，由数量规模型向质

量效能型、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

转变，宣布再裁军50万。在这一战略

思想指引下，到党的十八大之前，国防

和军队建设特别是武器装备建设上了

一个大台阶，部分主战装备实现了跨

越式发展。但是，由于郭伯雄、徐才厚

在工作指导中特别是在干部使用上背

离了战斗力标准，致使军事训练在低

层次徘徊。

实 战 化 水 平 有 多

高，战备质量就有多高

党的十八大之后，习主席担任中

央军委主席之初，就向全军提出了“胜

战之问”：“我想的最多的就是，在党和

人民需要的时候，我们这支军队能不

能始终坚持住党的绝对领导，能不能

拉得上去、打胜仗，各级指挥员能不能

带兵打仗、指挥打仗？”

三军统帅向我们提出了“胜战之

问”，也带领全军将士一起解答这道人

民军队战斗力建设必须回答的时代之

问。解决军队能不能打胜仗的问题，

首先是要把军队的一切工作都统到战

斗力标准上来。习主席要求部队“牢

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

准”。在“战斗力标准”前加上了“唯一

的根本的”6个字，在我军历史上是第

一次，明确排斥了一切似是而非的其

他标准。

习主席提出“这个唯一的根本

的标准”，同时为全军指明了实现战

斗力提升的路径，即实战化军事训

练。实战化训练是军事训练的最高

层次，是未来战争的预演。部队实

战化训练水平，决定着部队能不能

打仗，能不能打胜仗。党的十八大

以来，习主席几乎逢军事会议必讲

实战化训练，反复强调“能打仗、打

胜仗，最主要的是提高实战化能

力”，对训练中的形式主义、弄虚作

假现象批评得非常严肃。

提高信息化条件下的威慑和实

战能力，是习主席始终关注的“头等

大事”。他不仅在战略谋划、宏观指

导上亲力亲为，而且高度关注实战化

训练的具体实施。2014年3月，习主席

签发了中央军委《关于提高军事训练

实战化水平的意见》，是谓实战化训

练之纲领。实战化训练的本质在于

实兵对抗，而决定对抗质量的关键是

要有一支称职的作为磨刀石的蓝军

部队。一个月后，原北京军区某旅正

式担负模拟蓝军任务。这就是出现

在朱日和的全军第一个专业化蓝军

旅的来历。在“跨越2014·朱日和”演

习中，蓝军旅与来自全军的7个合成

旅对抗，结果是6胜1负。“胜我才算

过关，赢我才能打仗！”蓝军旅营门前

的这条标语，说出了蓝军在战备训练

中的重要作用。

统帅一声号令，全军闻风而动，实

战化训练在全军普遍开展。各军种都

已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著名“品牌”。如

空军的四大品牌：金头盔（自由空战）、

金飞镖（突防突击）、蓝盾（防空反导）

和红剑（体系对抗），可以说初步系统

化、体系化了。

2016年4月20日，一身迷彩服的

习主席视察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

首次以“军委联指总指挥”的身份参加

军事活动。11月，习主席签发了中央

军委《加强实战化军事训练暂行规

定》，这是我军实战化训练的首部

法规。从此，我军诞生了一个新的

职务——训练督察。从这一年开始，

军委对训练中出现的问题指名道姓进

行通报，训风、考风、演风进一步向着

从难从严、求真务实转变。

2017年7月30日，在庆祝我军建

军90周年前夕，习主席在朱日和沙场

阅兵。这是习主席首次在野战条件下

检阅部队，也是我军在体制和力量编

成革命性整体重塑后的集中亮相，是

我军练兵备战面貌在野战条件下的展

示，意义非凡。

2018年 1月 3日，中央军委举行

开训动员大会，习主席向全军发布训

令，要求全军加强针对性对抗性训

练，提高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牢牢

掌握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本领。一

声令下风雷动。聆听完领袖的动员

号令，全军官兵士气高涨，闻令而动，

奔赴各自训练场，在陆、海、空、天、

电、网多维演兵场迅速掀起实战化军

事训练新热潮。

从2014年至今，全军已经开展数

百场实战化对抗演习。从北方大漠到

东南沿海，在辽阔的海洋和广袤的天

空，还有看不见的电磁空间，实兵对抗

此起彼伏，厮杀不断。

统帅的目光关注着练兵场，脚步

走到士兵中间。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主席不仅走遍了各大战区，而且

视察了许多边防哨所。每到部队视

察，习主席都要进入战位，登上坦

克、两栖战车、飞机或直升机的驾驶

舱，了解武器装备的性能和官兵掌握

武器装备的情况。今年9月27日，他

在视察第79集团军时，登上武直-10，

亲自操控机载武器和观瞄系统……号

令全军部队“坚决克服背离实战的思

想和行为，把实战要求落实到练兵备

战各方面和全过程”。习主席的重要

指示，为全军深入抓好练兵备战指明了

方向，注入了动力，把“随时准备上战

场”的使命意识刻入每一名军人心中。

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

必打，越不能打就越可能挨打，这就

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眼下，国际

形势波诡云谲，我们更要用练兵备战

的实际行动来回答统帅的“胜战之

问”。“会挽雕弓如满月”，只要一声令

下，坚决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

之必胜。

（作者系原解放军报社副总编辑）

■江永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