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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瞭望

振翅奋飞，带领官兵6次夺得空军

实战化军事训练比武竞赛团体第一；决

胜长空，带领部队出色完成钓鱼岛空中

维权、东海防空识别区常态化管控、飞

越宫古海峡等50余次重大任务……

新年伊始，蓝天之上，空军航空兵某

旅旅长郝井文用一次次“带领”、一个个

“首次”划过一道道胜战航迹，赢得了“空

战先锋”“奋飞头雁”“亮剑勇士”等美誉。

苍穹之下，风云雷动。习主席签署

中央军委1号命令，向全军发布开训动

员令，明确要求“坚持领导带头、以上率

下”“立起新时代指挥员好样子”。犹记

一年前，习主席一身戎装发布训令，号

令三军强军备战。这是一以贯之的立

身为旗，是始终如一的身体力行，是“从

我做起”的鲜明导向。

训令如铁，号角催征。从空中第一

跳、第一飞，到陆地第一枪、第一炮，再

到出海第一舰、第一潜……各级指挥员

横刀立马、披坚执锐，“蓝军”旅长满广

志、“航母战斗机英雄试飞员”戴明盟、

“东风第一旅”旅长王锡民等一大批矢

志打赢、能谋善战的打仗型指挥员脱颖

而出、星耀军营。

军之大事，命在于将；为将之道，莫

过用兵，这是亘古不变的铁律。无论是

“人之司命”，还是“国之利器”；无论是

“三军之死生系”，还是“国家安危之

主”，都深刻阐释了为将者的极端重要

性。不论处在哪个岗位、分管哪项工

作，领导干部首先是指挥员、战斗员，身

上有千钧重担，身后有千军万马。正所

谓：“凡人为将，众之死生、国之存亡，实

系斯人，任大责重。”

“大将，心也。”各级指挥员平时是训

练的组织实施者，战时是打仗的指挥决策

者，能不能挂帅出征、能不能决胜疆场，影

响强军大局，决定战场胜负，关乎国家命

运。千军万马，首看指挥。战争早已用铁

一般的事实证明，“兵者凶器，将者危任”，

这能力那能力，领兵打仗才是真能力；这

本事那本事，能打胜仗才是真本事。

将者，为战而生，因战而荣。战争年

代，我军“打”出了一大批威名远扬的开

国将帅。刚烈许世友、倔强王树声、大胆

韩先楚……这些从战场上走来的战将，

个性上都有一些“缺点”，但瑕不掩瑜，依

然青史留名。这是因为，运筹帷幄、决胜

千里永远是指挥员树威立信之本，许多

缺点甚至缺陷都可以被原谅，但不懂打

仗、不会用兵永远不会被宽恕。

“英雄雨打风吹去，太平岁月最蹉

跎。”如今，我军已经几十年没有打仗

了。“各级指挥员能不能带兵打仗、指挥

打仗？”三军统帅的“胜战之问”，振聋发

聩，直指要害。不可否认，个别领导干

部胜战本领不足，“和平功夫”有余，以

不打仗的心态做打仗的准备。有的对

未来打什么仗、怎么打仗若明若暗，“一

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有的对现代战

争制胜机理研究不深不透，战役战术计

算、因敌运用战法的能力亟待提高，筹

划不全面、指挥不精确的问题仍然存

在，“已经不适应下一场战争”。

“将不精微，则三军失其机；将不常

戒，则三军失其备；将不强力，则三军失

其职。”这些能力素质上的短板，导致一

些指挥员身在战位，难立战旗，正如习主席

在一次重要会议上所告诫：离开了机关

就不会判断形势、不会理解上级意图、不

会定下作战决心、不会摆兵布阵、不会处

置突发情况。“将而无谋，兵之大忌。”如

果带着“两个差距很大”“两个能力不够”

“五个不会”等问题上战场，怎能不付出

惨重代价，还奢谈什么能打胜仗？

“军队指挥水平的差别将具有更大

意义。”尤其是未来信息化战争，不会是历

史上任何一场战争的翻版，不能勇立军事

变革潮头、没有“最新最勇敢的头脑”的指

挥员，必将被淘汰在战争的退潮里。“改革

调整后，如何挖掘部队体系作战能力？”

“编制体制不同了，‘信火一体’能否解决

兵力投入不足问题？”“战场环境变了，新

质作战力量怎样才能发挥出最大效能？”

这些都是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各级指

挥员必须心中有数、破之有术。

“始终把备战打仗作为第一要务、把

军事训练摆在战略位置”“深入纠治训练

领域和平积弊”“突出加强指挥训练和联

合训练”……把开训动员令中的这些“命

令”化作备战行动，化为胜战力量，一刻也

离不开各级指挥员率先垂范、真抓实备。

只有带头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

带头进入战场、进入角色、进入情况，带头

练谋略、练指挥、练应变，胸中装着百万雄

兵，脑中想着战场战势，心中反复揣摩对

手，方能获得统领千军万马的“资格证”，

拿到制胜未来战场的“通行证”。

（作者单位：齐齐哈尔军分区）

立起新时代指挥员好样子
■谭东军

“大胆使用个性鲜明、坚持原则、敢

抓敢管、不怕得罪人的干部，大胆使用

关键时刻豁得出来、冲得上去的干部，

大胆使用默默无闻打基础、干实事的干

部。”对照《关于进一步激励全军广大干

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实施意见》中

这几点要求，很容易让人对号入座，想

到《亮剑》中的“刺儿头”团长李云龙。

“大老粗”李云龙缺点很明显：浑身

带“刺”、出口成“脏”，桀骜不驯、离经叛

道。同时，优点也很突出：胆识过人，能

征善战，战术思想灵活，“打仗鬼点子

多”。虽然充满“傲慢与偏见”，但个性

鲜明、有血有肉，深得观众喜爱。

“李云龙”并不只“活”在影视剧中，

其原型之一就是开国名将王近山。其

人乍见如“白面书生”，然性格急躁且暴

烈，凡事争强好胜，不甘人后，不计后

果。“九大”会议期间，许世友向毛泽东

进言：“我们现在要准备打仗，有几个人

有战功，也有错误，能否起用？”主席笑

问：“何人？”答道：“如王近山、周志坚。”

毛泽东曰：“‘王疯子’啊，我知之，可！”

一个“可”字，是对“李云龙式”干部的充

分肯定，也展现了老一辈革命家无私纳

贤的宽广胸襟，更立起了为战选人的鲜

明导向。

选人用人，导向是“风向标”，也是

“度量衡”。对军队来说，用什么人，不

用什么人，是关乎战斗力建设的核心问

题。用对一个人可以振奋军心，用错一

个人可能会万马齐喑。那些忠诚、干

净、担当的好干部，德才兼备、实绩突

出、经历丰富，基础实、口碑好、得票高，

是干部队伍的主流和基石。这些干部

出类拔萃，群众很喜欢、领导看得见，用

起来比较放心，也不会有什么“后遗

症”，大多数单位都能够做到大胆使用。

然而，对于“李云龙式”干部，一些

单位任用时往往瞻前顾后、谨小慎微，

总想放一放、缓一缓，“辨材须待七年

期”。这是因为，这类干部往往“能干”

也“能作”，大多个性鲜明、说话直接，

“不会做人”；敢抓敢管、雷厉风行，“不

够灵活”；直言不讳、较真碰硬，“不大老

练”。显而易见，这样的干部不好管、不

听话，得罪人不少，得选票不高，用不好

会有风险、有异议。某旅一名营长，有

血性、敢担当，善啃“硬骨头”。旅里每

次执行重大演训任务都少不了他，但每

次提升使用总会有不同意见：个性强，

脾气大，不成熟，建议“再考察考察”。

当然，相较于那些循规蹈矩、四平

八稳的“循吏”，“李云龙式”干部确实

“爱犯上”“一根筋”“惹人烦”。正如迪

兰·托马斯所写：“尽管智者的言词不如

雷电般轰轰烈烈，尽管深知归于黑暗是

不变的法则，他们不会温顺地走进那安

息的长夜。”但军队是要打仗的，“兵者，

诡道也”，“鬼点子多”的人往往能笑傲

沙场。如果一味地起用“听话型”“鸵鸟

型”干部，而让“李云龙式”干部“祗辱于

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如何能

够创造以少胜多的战争奇迹，如何能够

出其不意地制胜强敌？

“役其所长，则事无废功；避其所

短，则世无弃材。”干部使用不可能千人

一面，关键是要把合适的人放到合适的

岗位上。“李云龙式”干部虽然不善言

辞、刚正不阿，甚至不谙世故、性格倔

强，但只要不求全责备、弃之不用，而是

量才授职、任其所宜，就能给人惊喜、创

造不凡。荆岫之玉，必含纤瑕，骊龙之

珠，亦有微颣，何况人乎？如果容忍不

了其缺点，就难以欣赏其优点；如果接

受不了其个性，就无法发挥其才能。

自古军旅盼良将，沙场征战浪淘

沙。如何大胆使用“李云龙式”干部，既

是一道难题，也是一道考题。把能打

仗、敢担当作为使用干部的“第一标

准”，既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培养，

又多一些宽容对待、主动保护、撑腰鼓

劲，不把有个性的“烈马”当成不听话的

“犟驴”，“李云龙式”干部就能脱颖而

出，平时工作就会多一些闯将，未来战

场就能多几分胜算。

（作者单位：69250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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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论坛

乒乓球被誉为我国的国球，不仅涌

现出一大批世界名将，也创新了搓、削、

推、拉等不少先进打法。现在，流行一

种打法叫“拧拉”，就是球过台之后直接

上手，又快又狠又准，往往是高手对决

时的制胜法宝。

赛场如战场，比赛如打仗。“共产

党打仗，没什么老样。”我军向来讲求

战略战术，创造了声东击西、围点打

援、长途奔袭、夜间奇袭等经典打法。

如今，战争进入了“秒杀”时代，发现即

摧毁，开战即决战，时间与时机显得尤

为关键。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打赢

“明天的战争”，我们也要练一练“拧

拉”这项技战术。

战者，因机以立胜。拧拉的关键

就在于直接上手，给自己拧出机会，变

被动为主动。战场瞬息万变，战机稍

纵即逝。把握时机，才能赢得战机；掌

握主动，才能占得先机。如果犹豫不

决、举棋不定，就会丧失战机、失去主

动，处处受制于人、被动挨打。毛泽东

打仗一向要求主动，反复强调“一定要

完全立于主动地位”。先下手为强，后

下手遭殃，备战打仗必须树立主动观

念，强化战机意识，居之不挠、见胜则

起，见利不失、遇时不疑，做到快速反

应、先发制人。

“夫战，勇气也。”拧拉是有风险

的，不是每名运动员都有胆量敢于直

接上手，有的或因丢过分而怕拧出台、

怕拧失误，有的或因不自信而瞻前顾

后、患得患失，有的或因对手强而胆怯

害怕、裹足不前。两军对垒，看定力与

能力，更看勇气与士气。“谁有更大的

勇气和更多的毅力，谁就能取得胜

利。”粟裕指挥作战始终坚持一个观

点，打仗就是去冒险的，每一仗都有风

险。“狭路相逢勇者胜”，无论战争形态

怎么演变，无论战场对手多么强大，敢

于亮剑的精神一刻也不能缺，敢打必

胜的信心一点都不能少。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拧拉是一

种本领、一项绝活，但并非每个人都能

轻易获得。樊振东是我国乒坛一员虎

将，拧拉技术可谓炉火纯青。一些选手

说，看到樊振东的各种“拧”，感受就是

两个字——“可怕”。然而，鲜有人知，

这“可怕”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苦练、年

复一年的磨砺。欲学惊人艺，须下苦功

夫。任何一项盖世绝技都不是偶然所

得，也没有一支胜战之师是轻松铸就。

不经“寒风裂征衣”的磨砺，怎能练就一

招制敌、一剑封喉的必杀技？不经“飞

雪裹战袍”的砥砺，如何锤炼敢打必胜、

所向披靡的真本领？

拧拉关乎球场输赢，影响战场胜

负。学会拧拉，敢于拧拉，善于拧拉，

“拧”得带劲，“拉”得有力，便能拧出先

机与主动，拧出士气与斗志，拧出胜势

与胜利。

（作者单位：武警河南总队）

备战打仗当练“拧拉”术
■李海涛

跨界思维

谈训论战

“真的没有最危险，因为每一次都

最危险。”这是扫雷官兵常说的一句话，

也是军人职业的真实写照。

“兵者，死生之地。”自古以来，军人

都是随时准备流血牺牲的“危险”职

业。可以说，世上很多职业都会有这样

那样的意外，但唯有军人的牺牲不叫意

外。因为，所有的意外都早已蕴含于军

人的称呼之中。即便是和平年代，每年

也都有军人流血牺牲。

然而，一些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

点。演训中，上级往往要求“人不掉皮、

车不掉漆”，而不是“掉皮掉肉不掉队”。

生活里，父母大多期待“敲锣打鼓入伍，

毫发无损退伍”，而不是“一年三百六十

日，多是横戈马上行”。“只求平安”思想

导致个别官兵将军人视为“保险”职业，

导致一些单位训练险难课目时畏首畏

尾，从难从严管理时缩手缩脚。

分析原因，主要是一些单位和领导

还没有完全从“怕出事、不敢训、不会管”

的思想枷锁中解放出来。虽然各级都十

分注重厘清训练、管理与安全的辩证关

系，但由于安全问题负面影响大，事故问

责层层加码，善后工作负担过重，致使安

全标准被过度拔高，“安全至上”仍是制

约战斗力生成的一道“紧箍咒”。

军队因战而存，军人为战而生。看

不到“危险”，是最大的危险。调研了解发

现，现在一些基层主官最挂心的事情中，

“保安全”的排序大大优先于搞训练。如

此“排序”，必然本末倒置，其结果就是以

安全定乾坤，搞一票否决制，安全标准成

了事实上的第一标准；嘴里喊着实战化，

心里惦记最多的还是不出事；采取严防死

守的办法，把部队管得过死、防得过严，把

官兵管成了软塌塌的“小绵羊”。

我们常讲，军事手段是保底手段。

同时，安全工作又被视为保底工程。军

人职业的危险性是客观存在的，如果片

面追求“万无一失”，那么国家安全就没

有保证。从这个意义上讲，以牺牲战斗

力为代价消极保安全，虽然一时保住了

“底”，但战场是最无情的评判师，这个

“底”保出来的“工程”必将不堪一击，将

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性后果。“保

底手段”保不了底，“保底工程”又有何

意义？

“有一片风浪我们紧盯着，有一声号

令我们等待着……”对于铁血军人来说，

生死从来都不是选择题。平时多一分苦

练，战时就多一分胜算；平时多一分危险，

战时就多一分保险。守住悠悠万事、备战

为大的军人本分，强化强军打赢、走向一

流的情怀抱负，坚持向战抓工作、向下抓

落实，做到一切对打仗有益的事，困难再

大、风险再高也要坚决办、坚决练。不惧

危险、战胜危险，才能赴险如夷、化险为

夷，不负重托、不辱使命。

（作者单位：陆军政治工作部）

有一种牺牲不叫意外
■王永奎

“日月不肯迟，四时相催迫。”时间

是著名的雕刻家，总是清晰地刻下每一

名奋斗者的足迹。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

梦人”“大家还要一起拼搏、一起奋

斗”……习主席发表的新年贺词，满怀

深情回望奋斗，满怀热情致敬奋斗，满

怀激情呼唤奋斗，行文虽短，却激荡人

心；数日已过，仍久久回响。

奋斗，一个让人心潮澎湃、砥砺前

行的词汇，一种带来改变、孕育希望的

力量。矢志奋斗，方能成为时间的朋

友。前不久，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

究中心、商务印书馆、人民网等主办的

“汉语盘点2018”年度字词揭晓，“奋”当

选年度国内字。

“奋”的“获奖词”是这样的：奋，是

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重

要讲话的振奋人心，是中国要把关键核

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奋发图强，是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奋勇拼搏，

更是共产党人为崇高理想信念的奋不

顾身，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艰苦奋斗、奋勇前行。

“奋”，当之无愧。一年多来，奋斗

激荡人心，奋斗浓墨重彩，让无数梦想

拔节生长，让无数希望竞相绽放。

习主席在十九大报告中，30次提到

“奋斗”；在2018年春节团拜会讲话中，

22次强调“奋斗”；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讲话中，10次谈及“奋斗”……

“奋斗”成为新时代的精神标识，成为中

国人的精神气质。

从“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到“新

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从“有梦想，有

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

创造出来”到“每一个人都是新时代的

见证者、开创者、建设者”……“奋斗”成

为中国发展进步的实践特色，成为辉煌

成就的生动注脚。

前不久热播的纪录片《此间的奋

斗》里，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浩工作40年

无节假日，结婚证件照由两张一寸照拼

凑而成；比亚迪CEO王传福在深圳创

业之初，一人身兼工人、销售、工程师数

职；郑州舰舰长陈曦一个月的时间，把

军舰上数百个舱室走了好几遍……跨

越时间与空间，超越年龄与职业，引发

共鸣的正是“奋斗”二字。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的，

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在时间的逻辑

里，当下对接着未来。奋斗，是过去一

年你我的真实写照。奋斗，是新的一年

我们的共同约定。敲锣打鼓能够实现

的，那不叫梦想。正如某著名媒体主持

人说：“每个轻松的笑容背后，都是一个

曾经咬紧牙关的灵魂。”也如一家外国

媒体对改革开放的解读：“中国成功的

秘诀在于奋斗。”

船到中流，人到半山。梦想恢弘，

前路漫漫。我们虽已走过千山万水，克

服万千挑战、重重困难；但仍需跋山涉

水，继续迎难而上、攻坚克难。这是因

为“行百里者半九十”，也因为“事者，生

于虑，成于务，失于傲”。就部队建设而

言，无论是推进政治整训、全面深化改

革，还是加强练兵备战、正风肃纪反腐，

都不会是静态图景，都可能是一场场攻

坚战，都需要紧握奋斗之桨，高扬奋斗

之帆，砥砺“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

强固“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定力，笃定

“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决心。

“我们不能让时间停转，我们让步

伐再快一点。”这是一个最适合奋斗的

时代，也是一个眷顾奋斗者的时代。强

国强军的每一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必

定会面临这样那样的风险挑战甚至暗

礁激流、惊涛骇浪。虽然愈进愈难、愈

进愈险，但不进则退、非进不可，如果缺

乏坚如磐石的信心、只争朝夕的劲头、

坚韧不拔的毅力，蹉跎不进，踯躅不前，

何以能实现个人梦想，又何以能抵达强

军彼岸？

曾经，摄影师在给霍金拍完照后，

问他能否用一个词对世界说些什么？

霍金用眼睛下面一小块活跃肌肉指挥

着屏幕上的光标，打出一个词：哇哦！

强军兴军再出发，只要相信奋斗、选择

奋斗、依靠奋斗，继续朝乾夕惕、焚膏继

晷，继续勇立潮头、奋勇搏击，分秒计

算、一日千里，我们就可以坚定而自豪

地大声说：哇哦，奋斗如此美好，前景如

此壮阔！

奋斗者是时间的朋友
■邵天江

玉 渊 潭

调研发现，部分官兵热衷于通过
朋友圈转发网文，有些内容涉及军队
改革政策和官兵福利待遇。这些文
章有的来路不明，有的真实性尚待考
证，有的甚至带有恶意炒作的嫌疑。
在此提醒广大官兵，对于网上信息要
甄别对待，切勿盲目转发、以讹传讹。

这正是：
网络信息有虚实，

切勿盲从图新奇。

仔细甄别辨良莠，

莫待违纪悔已迟。

胥萌萌图 李秀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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