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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瞭望 八一时评

谈训论战

长城论坛现在，许多官兵使用手机上网时，
喜欢打开WiFi连接附近免费的热点信
号。虽然这样可以节省流量，上网速度
也更快，但并非所有网络都是安全的。
特别是没有加密的无线网络，一旦连接
成功很容易造成数据信息泄露，导致失
泄密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这正是：
免费热点任意连，

失密泄密弹指间。

防范意识要加强，

时刻绷紧安全弦。

彭佳莉图 徐 耀文

“纸上画藤不结瓜，芦花虽白难纺

纱。”“湖里游着大鲤鱼，不如桌上小鲫

鱼。”“万石谷，粒粒积累；千丈布，根根

织成”……这些俗言俚语，言简意赅，启

迪人心。可是，从古至今，这些道理并

非人人都能悟透，事事都能做到。

《殷芸小说》里讲，有一个穷人用仅

有的钱置办了一只瓮，晚上睡在瓮中便

开始寻思：“此卖之若干，其息已倍矣。

我得倍息，遂可贩二瓮，自二瓮而为四，

所得倍息，其利无穷。”遂喜而舞，不觉

瓮破。一瓮变两瓮，两瓮变四瓮，四瓮

变八瓮……建在一只瓮上的空中楼阁，

自然是要倒塌的。第一只瓮还没卖出

去，就被幻想搞晕了头脑，手舞足蹈起

来，结果踏破了瓮、破碎了梦。

卖瓮人可笑，也可悲。须知，创业在

于艰难的探索，卖出第一只瓮，有了第一

桶金，再去想第二步，一步一步，坚持不

懈，蓝图才可能最终实现。梦想诱人，现

实艰难；没有实践，梦想难圆。这样的人，

无异于《於陵子·人问》中的蜗牛。中州的

一只蜗牛想振作起来行动一番：欲东之泰

山，会程三千余岁；欲南之江汉，亦会程三

千余岁。然后自己算了一下寿命，则不过

旦暮之间。于是悲愤莫胜，而枯于蓬蒿之

上，为蝼蚁所笑。不从实际出发，只在纸

上画藤，下场自然是被人嗤笑。

《古今谭概》里有一对更为可笑的

夫妇。富家人下聘礼，经过自家门，两

口子看到后说：“吾与尔试度其币金几

何？”妇曰：“可二百金。”公曰：“有五

百。”一个说无，一个说有，争持良久，最

后打了起来。妇曰：“吾不耐尔，竟作三

百金何如？”公犹诟谇不已。邻人前来

劝解，公仍曰：“尚有二百金未明自，可

是细事？”聘礼多少，与你何干？一场无

谓、无聊、无益、跟自己风马牛不相及的

争论，夫妻俩却是那样地煞有介事、大

动肝火。夫妇当局者迷——事情比天

大；邻人旁观者清——可笑且愚蠢。很

多时候，喜剧就是这样产生的，悲剧也

是这样酿成的。

“有人发财靠劳动，有人发财靠对

缝。有人发财靠撒谎，有人发财靠玩

命。我发财啥劲不费，就靠俩字——做

梦！”小品《有钱了》中的主人公，把梦里

中奖当成钱已到手，四处许诺借钱，结果

整出一大堆饥荒，真是“梦里娶媳妇——

想得美，到头空”。小品高于现实，但来

源于现实。日常生活中，从来不乏“卖瓮

人”，也不缺少“中州蜗”。有的人爱做

“白日梦”，梦想一夜成名，幻想一步登

天，总想着“一口吃成个胖子”，理想比天

高，口号喊得响，却好高骛远、夸夸其谈，

从不付诸实践。有的这山望着那山高，

光看到远方却忘记了身旁，光擘画蓝图

却忽视了细节，大事干不了，小事干不

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缺乏耐心与

耐性，到头来蹉跎岁月、一事无成。

网上有句流行语：“梦想总是要有

的，万一实现了呢？”关于梦想与奋斗的

辩证法，很多人也不是不知道，而是轻

易知难而退，或者过于异想天开。其

实，很多光鲜亮丽、功成名就的梦想家

背后，都有“拼命三郎式”的实干支撑。

梦想与奋斗从来相辅相成，“万一”的可

能往往建立在“一万”的拼搏之上，胸怀

云端的美好梦想，也要面对当下的琐碎

现实。立鸿鹄志，拼搏才有方向；做奋

斗者，梦想才能成真。追梦需要激情和

理想，圆梦需要奋斗和奉献。如果以投

机取巧消解奋斗的内涵，那么梦想就会

变成空想；如果以功名利禄矮化梦想的

价值，那么奋斗就会丧失意义。

“叫醒我的不是闹钟，而是梦想。”

这是一个可以做梦、也可以圆梦的时

代。解码这个充满希冀与活力的社会，

有大江大河的气象，也有一枝一叶的生

长，更有“这个世界会更好”的瞩望。“幸

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奋斗本身就是一种

幸福。”梦想不会自动成真，奋斗是桥

梁；目标不会自动抵达，奋斗是路径。

世界很大，风景很美，机会很多，新时代

成功的密钥，总是握在实干者手中——

“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

东西都能创造出来”。

曾看到这样一幅漫画：几个年轻人

埋头于堆成山的文件中，旁边一个年轻

人手握酒杯，仰在椅子上，似在度假，广

告语是“与其做梦，不如现在行动”。与

时代同向同行，以奋斗筑梦圆梦，既看

到诗和远方的浪漫，更相信拼和坚持的

力量，既“想”更“做”，才能放飞多彩梦

想、书写人生华章。

（作者单位：河南省军区）

纸上画藤不结瓜
■陈同友

“有两个字最能代表我五十年内在

科学进步上的奋斗，就是‘失败’两字。”

成功铺设第一条大西洋海底电缆的科学

家威廉·汤姆孙曾如此概括自己的一

生。这不仅道出了科技创新所面临的严

峻挑战，也提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以

什么样的态度面对失败？

有资料显示，科技创新成功率仅有

10%左右。也就是说，“九死一生”是科

技创新的常态。虽然人人都知道“失败

是成功之母”这一名言，但面对失败尤其

是接连不断的失败时，即便是世界上最

顶尖的科学家，也不敢轻言自己能够淡

然处之。因为，品尝失败这杯苦酒，需要

“咬紧牙关”，既要有“板凳要坐十年冷”

的静气，还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坚

韧。要知道，有些人终其一生也只是证

明了“此路不通”。所以，直面失败、败而

不馁，屡败屡战、愈挫愈勇，是深耕科研

应有的正确态度，也是创新者必备的心

理素质，更是通向科学之门的不二选择。

然而，有一种“咬紧牙关”却需要深刻

反思。有的创新者面对失败抑或错误时，

拒不承认、绷住面子，甚至讳疾忌医、文过

饰非，最终“道自微而生，祸自微而成”，失

败真成了“失败”。这些人不懂得“善败者

不亡”的道理，不知道暂时的失败不叫失

败，而是“在成功的路上”。敢不敢于承认

失败、坚持修正错误，具不具备专于学术

的赤诚、直面失败的坦诚，是检验治学态

度和科学精神的一把标尺，也是抵达光辉

顶点不可或缺的思想磨砺。

“拙文可谓毫无是处，自应作废，以

后编文集也不收入。”年逾八旬的复旦大

学教授裘锡圭发现自己6年前发表的论

文有错误时，第一时间发表声明，并表示

“请大家多多批评，以便改正”，面对记者

的求证时更是淡然回答：“这是做学问的

正常态度，没什么大不了。”裘老的“认

错”之举彰显了“高逸学者之风”，是一堂

生动的学术伦理课。从钱学森、邓稼先，

到黄旭华、黄大年，正是一大批像裘锡圭

教授一样的科学家，胸怀“亦余心之所善

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豪情，不骛于虚

声、不图于虚名，求真求实、求知求是，我

们才在攀登科技高峰的征途上留下了坚

实的足迹。

“试飞英雄”李中华说过：“我们的光

荣，并非不曾失败，而是每次摔倒，都能

勇敢地站起来。”昂起头面对失败，挺起

胸承认错误，是自信，是清醒，是情操，也

是境界。惟其艰难，方显勇毅。我们不

能因一次失败就低下头、弯下腰，也不能

因失败过后见到彩虹就自我陶醉。成功

不属于懦弱者，只属于愈挫愈奋、越战越

勇的勇敢探索者。新一轮军事革命号角

声声、鼙鼓阵阵，广大科技工作者只有不

惧失败、不讳失误，以愈挫愈勇的精神面

对失败，以新的成功开辟新的通道，接续

奋斗、攻坚克难，才能摘取胜利的花环、

登上科技的巅峰。

（作者单位：武警北京总队）

面对失败如何“咬紧牙关”
■李国平

时间，总是将非凡的成就铸成光辉

历史，将深刻的启示照进美好未来。

首都北京，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

型展览上，解说员在改革强军主题模型展

台前妙语连珠、引人驻足：“展台外形像一

艘巨轮，寓意人民军队向着强军目标劈波

斩浪扬帆远航；四层平台像四级台阶，寓

意40年来人民军队一步一个台阶阔步迈

进新时代；平台造型像进攻箭头，寓意人

民军队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一场社会变革必然伴随着思想观

念的嬗变，一支军队转型必然伴随着军

事理论的创新。40年大潮澎湃，40年沧

桑巨变。这一个个“造型”匠心独运，展

示一场伟大的变革；这一个个“寓意”含

义隽永，揭示一个永恒的真理：“人民军

队之所以不断发展壮大，关键在于始终

坚持先进军事理论的指导。”正所谓：思

想的闪电总是走在变革的雷鸣之前。

“一切伟大事业，都需要思想领

航。”回顾改革开放40年，这场中国历史

上亘古未有的大变革，正是发轫于一场

惊涛拍岸的头脑风暴——真理标准大

讨论。思想交锋、观念碰撞，百家争鸣、

火花四溅。观念桎梏一旦突破，社会实

践就会获得裂变式发展。可以说，没有

“真理标准”的激烈争论，就没有改革开

放的大变局；没有“南方谈话”的思想洗

礼，就难以突破“姓资”“姓社”的纠结，

也就不可能“杀出一条血路”，开启中国

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

“同人的任何创造活动一样，战争

历来是分两次进行的，第一次是在军事

家的头脑里，第二次是在现实中。”纵览

40年改革强军征程，党的军事指导理论

就像一根“红线”，始终贯穿其中、纵横

其里。从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

到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胡锦涛

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再到习近平强军

思想，党的军事指导理论既一脉相承、

又创新发展，探索“建设什么样的军队，

怎样建设军队”，解决“未来打什么样的

仗，怎样打仗”，拎起了备战打仗的

“纲”、铸牢了谋篇抓建的“魂”，引领人

民军队攻坚克难、阔步前行。

黑格尔说：“合乎时代的事物，必然

会发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

时代，人民军队建设也进入了新时代。

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总是以新思想为重

要标志；一个新时代的前行，必然有新

理论领向导航。习近平强军思想，回应

时代之声、满足实践之需、谋划打赢之

道，谋的是民族复兴伟业、布的是富国

强军大局、立的是安全发展之基，是全

面推动强军事业立旗定向的根本指针、

谋篇布局的强大法宝、攻坚克难的锐利

武器、凝魂聚气的精神旗帜。这一党的

军事指导理论最新成果，闪耀着真理之

光，照亮人民军队的前进征途。

“现实的成功是最好的理论”，而且

理论一经群众掌握，就会展现出无穷的

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强军实践极

为厚重、极不平凡，政治建军实现固本

开新，改革强军全面重塑再造，科技兴

军谋取弯道超越，依法治军转变治军方

式，练兵备战锻造胜战之师，人民军队

体制一新、结构一新、格局一新、面貌一

新……这一系列“现实的成功”的取得，

根本在于习主席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

强军思想的科学引领，“最好的理论”迸

发出了“无穷的力量”。

如今，军事变革风起云涌，战争形态

加速演进，战场空间全维拓展，军事理论

加速迭代，甚至“一种理论指导一场战

争、一场战争淘汰一种理论”。军事理论

的重大创新往往是军事体系变革的先

声。谁在军事理论竞争中跟上时代潮

流，就能赢得主动；谁思想保守、固步自

封，就会错失宝贵机遇，陷于战略被动。

雄风既起，自强未竟。在这个“你醒来太

慢就干脆不用醒来”的“秒杀”时代，我们

的军事理论创新慢不得、等不得、拖不

得，否则就可能错过整整一个时代，甚至

给国家安全造成致命影响。

军事变革永不止步，理论创新永无

止境。军事理论现代化是战争准备的“内

核”工程，永远是“寂静战场上”的战略博

弈。今天我们对军事理论现代化的认知

有多深，决定明天军队现代化能走多远。

只有增强谋态势、夺优势、造胜势的积极

性主动性进取性，集诸子百家之智、通古

今中外之变、谋强军胜战之道，从战争中

学习战争，从技术中探索机理，从实验中

开发理论，从改革中寻求动力，方能以一

流的军事理论引领世界一流军队建设。

（作者单位：77156部队）

将改革进行到底·军事理论现代化

思想的闪电走在变革的雷鸣之前
■王建文

“阿尔法狗”式的人工智能及时调

整战术决策，“阿凡达”式的脑控机器人

精准反馈对外界的视觉、听觉和触觉感

受……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传感网、区

块链、脑科学等新理论新技术的快速发

展，人工智能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向军事

领域挺进，意味着“5000年来战争一直

是人类独角戏的局面已经结束”，战争

即将由“IT时代”步入“AI时代”。

人工智能将引领军事领域的第三次

革命，你怎么看？机器人战士的“聪明”

程度可能超过人类，你怎么办？面对这

一轮科技革命之“大潮流”“大变局”“大

突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态度。“替代

论”曾一度成为舆论焦点，认为人工智能

将超过人类并取而代之。另外，还有两

种认知需要注意：一是“鸵鸟型”，即有意

无意地忽视人工智能，认为事不关己，把

头埋进沙子里；二是“刺猬型”，常从臆想

出发做夸张的解释，从而得出较为惊恐

的认识和结论，发出悲观失望的尖叫和

哀鸣，最终“自己吓坏自己”。

思路决定出路，态度影响高度。这

三种态度，要么杞人忧天，要么漠然视

之，要么盲目夸大，都是片面的、狭隘

的。那么，拥抱“智”时代，当有什么样的

姿态？多数专家认为应该是“雄鹰型”：

翱翔蓝天、俯瞰大地；目光远大、志在千

里。也就是说，在战略上要对人工智能

有全面长远的策略和规划，在战术上要

制定具体的办法和措施，并对这一发展

趋势有清醒的认识和判断。简而言之，

就是要高瞻远瞩、顺应大势、科学应对。

雄鹰振翅，因为它神往高山白云；

麻雀抖羽，因为屋檐是它的天堂。未来

已来。人工智能就在眼前，你接不接

受、改不改变，它就在那儿，不仅影响着

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着战争的游戏

规则。正如一句哲语所说：“历史的车

轮滚滚而来，越转越快，快到你要不然

就躲在一个没有轮子的世界里面，要不

然挡着它的路子，你得断臂求生，再不

然就跳上去，看看它滚向何方？”军人为

战而生，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跳上去”，

顺势而为、有所作为。否则，“智”时代

抛弃你时，不会说一声“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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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一只雄鹰而言，天上的风再大，也

只是锤炼翅膀的机会而已。自觉投身

“智”时代的浪潮，需要牢牢把握人工智

能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正确预判军事

科技的突破方向，深刻把握未来战争的

形态变化，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搞

好战略规划、做到提前布局，树立AI思

维、增强科技素养。“雄鹰振翅凌空飞，

天高地阔任我翔。”头脑及时升级换代，

自觉融入智能化时代，超前设计智能化

战争，才能抢占未来战争制高点。

（作者单位：66325部队）

“智”时代呼唤“鹰”姿态
■王爱献

“他参加过一次边境军事行动，昏

迷7天7夜，失去了左眼，身上有22处伤

口，经历过15次大手术，身体里仍残留

着4枚弹片……”日前，中央电视台《开

讲啦》栏目特别策划了“我是中国军人”

系列节目，“八一勋章”获得者、山东省

枣庄军分区政委韦昌进应邀走上讲台，

现场讲述当年惊心动魄的战斗场景，台

下观众几度落泪哽咽。

“为了阵地，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我们都知道电影《英雄儿女》中的王成，

而韦昌进则被誉为“活着的王成”，曾被

中央军委授予“战斗英雄”荣誉称号。

虽然岁月流逝、时过境迁，尽管职务改

变、岗位转换，韦昌进依然初心不改、本

色不变：“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做什么，

有一些东西必须坚守，我永远是普通一

兵，永远不能丢掉自己的哨位。”

“战场上人的生命，就像我们开关电

灯一样，一开一关之间，一个鲜活的生命

就这样失去了。”韦昌进的亲身经历，震

撼人心。回望我军铁血征途，有多少胜

利凯歌，就有多少浴血荣光。湘江一役，

5万多人牺牲；抗日战争，60余万人伤亡；

解放战争，约26万人捐躯……浸血的数

字，不朽的传奇。军人为战而生、向死而

生，敢于牺牲永远是军人的本色，不会因

战争惨烈而退却一步，也不会因时间流

逝而褪色一分。

前不久，在韦昌进失去一只眼睛的那

片土地上，一位名叫杜富国的战士，面对

生死抉择时，勇敢地说出“你退后，让我

来”，被炸成了一个血人，失去了双眼双

手。“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伤后一个月，

杜富国的战友们继续奋战在南疆扫雷一

线。“眼睛失去光明，心里升起太阳！”他们

的信念更加坚定：军人的价值在战场，虽

然身处和平年代，但脚下的雷场就是残酷

的生死场，一步也不能退缩。

“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

那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

它。”从韦昌进到杜富国，从血火战场到扫

雷一线，时代在变，环境在变，但军人的传

承和初心永远不会变，转换的是战场阵

地，不变的是本色初心。松柏之茂，隆冬

不衰。无论时间的跨度多么长，无论空间

的广度多么大，燃烧在军人胸膛里的决胜

豪情依然动人心魄，报效祖国和人民的赤

胆忠心依然青翠欲滴，献身使命崇尚荣誉

的强军追求依然可歌可泣。

“八一勋章”是由八一军徽、五角

星、利剑、旗帜、长城、橄榄枝等符号熔

铸而成，是军人的最高荣誉，承载着军

人的不变初心。从“钢铁战士”麦贤得，

到“战斗英雄”冷鹏飞；从“誓做维护新

疆社会稳定的压舱石”的“天山战神”王

刚，到奋战在缉毒战线28年的“缉毒先

锋”印春荣；从“两弹一星”元勋程开甲，

到“科研先锋”马伟明；从“英雄航天员”

景海鹏，到“试飞英雄”李中华……时

代不同，岗位不同，吟唱的却是同一首

强军兴军的时代壮歌。

“不忘初心，长向英雄借薪火。”如

果说，新中国前几十年的和平环境，是

靠上一代军人“打”出来的，那么，新一

代的中国军人同样做好了为国家安危

献出一切的准备。张超、申亮亮、李磊、

杨树朋、刘景泰、王成龙……这一条条

鲜活的生命，以不同的方式，陨落于不

同的战场；王锐、满广志、谭清泉、刘珪、

华明、蒋佳冀……这一个个平凡的英

雄，以饱满的激情，奋斗在各自的岗

位。不一样的芳华，不一样的际遇，却

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军人。

时至今日，韦昌进乘飞机、坐高铁、

逛超市时，留在体内的弹片仍然会使安

检门嘀嘀作响。也许，这“嘀嘀”之声，

正是向每一位为国流血牺牲、无私奉献

的军人庄严致敬，也是在激励和警示新

时代的革命军人要不忘初心、勠力前

行，敢于牺牲、勇于奉献，真正做到不负

重托、不辱使命。

（作者单位：32122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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