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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中哲丝

言简意赅

书边随笔

方 法 谈

●搞实际战斗能用的东西，心
里必须装着真正的战争，瞄准能打
仗、打胜仗这一根本目标，站在对手
角度寻找和弥补自身“短板”，苦练
实际战斗中能用的真本领

1965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指出，部队不

要搞那些花花绿绿的东西，不要搞那些

花样。戚继光在他著的《兵事要略》中早

就讲到，不要搞那些只是好看的，要搞实

际战斗能用的东西。毛泽东同志这段论

述，不仅体现了对战斗力生成规律的深

刻认识，而且强调了从实战出发训练部

队的现实意义。

兵要练而后战。任何高明的谋略，

如果没有训练有素的军队把它付诸实

施，都难以奏效。毛泽东同志之所以赞

赏戚继光，是因为戚继光在40余年的军

事生涯中，不仅身经百战，屡建奇功，而

且总结了自己练兵、作战经验，留下了

《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著名兵书。戚

继光练兵特别反对“花法”，认为“花法”

舞起来虽然十分好看，但打起仗来不管

用。他要求士兵坚决摒弃花架子，学到

“真艺”，临阵实用，招招式式都打到敌方

致命之处。戚继光对士兵讲：“你武艺

高，决杀了贼，贼如何又会杀你？你武艺

不如他，他决杀了你。若不学武艺，是不

要性命的呆子。”明明白白告诉士兵，练

武艺和他们的生死密切相关，要搞实际

战斗能用的东西。

搞实际战斗能用的东西，心里必须

装着真正的战争。上世纪70年代初，原

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指示机关有关同

志，对陕甘两省的历史军事地理进行研

究。如何研究？预期要达到什么样的目

的？承担此项任务的有关同志曾向皮司

令员请教，得到的答复是：“假定现在就

要进行一场战争，我作为司令员，进入阵

地，部队部署，粮草运输，作战计划，大致

都已就绪，我要再听取一下：以前在这个

地区曾经发生过什么战争？战争的两方

各是由什么地方进军的？又是分别由哪

些道路退却的？粮秣是怎样运输的？战

地的用水又是怎样取得的？其中获胜者

是怎样取得胜利的？而败北者又是怎样

招致失败的？”皮定均之所以提出这一连

串问题，是因为“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

天知地，胜乃不穷”。这告诉我们，无论

是研究还是训练，决不能纸上谈兵，只有

搞未来战争中真正能用的东西才行。

搞实际战斗能用的东西，就要瞄准

能打仗、打胜仗这一根本目标。上世纪

80年代，某部有位被战士称为“小巴顿”

的副团长接任团长不久，就提出一个口

号：“射击训练中不要求达到满堂红”“射

击优秀率百分之百并不重要”。这在当

时无疑是大胆的突破。他说，现代战争

除了需要射击技术外，还需要体力、耐

力、快速反应能力和战场生存能力。一

个士兵在战场需要什么，就应该让他学

什么，不能用一个射击指标或单项指标

代替全部要求。后来攻打老山662.6高

地时，他的团队只用9分钟就把红旗插

了上去，靠的不仅是射击，更重要的是步

炮协同，战士们几乎是紧跟炮火前进。

尽管事过多年，但这位团长以搞实际战

斗能用的思路谋划训练，至今仍能给我

们带来有益思考。

搞实际战斗能用的东西，就要站在

对手角度寻找和弥补自身“短板”。在

这方面，朱日和合同战术训练基地首任

司令员谢勇有一个训练理念：“我们宁

可让部队输在训练场，也绝不能败在战

场。”有一年，基地先后进驻 10个师旅

与“蓝军旅”对抗，组织者专挑“红军”弱

项，设置危局、难局、险局。结果 10场

对抗，“蓝军”全胜，没给参训的10支部

队留半点面子。还有一次对抗演习，一

开始“红军”就面临诸多“困局”：炮兵阵

地遭敌偷袭，遭遇倾盆大雨和“蓝军”强

电磁干扰，致使万人千车在大雨中等

待。“红军”指挥员请示：风急雨大，可否

暂停演练，部队休整后再战。回复只有

8个字：战场没有天气选项。正是这种

反复“较真”，逼得“红军”克服一厢情愿

的想定，反思演习中暴露出的弱项，学

习对手的高招。

习主席反复强调，要坚持仗怎么打兵

就怎么练，打仗需要什么就苦练什么，部

队最缺什么就专攻精练什么。这一重要

指示为实战化训练在新时代新起点取得

新发展指明了方向。每名军人只有紧扣

备战打仗的主责主业，努力提高实战化训

练水平，苦练实际战斗中能用的真本领，

方能书写“有战必有我，有我必胜利”的胜

战篇章。

（作者单位：63936部队）

要搞实际战斗能用的东西
■杨 欢

从军30多年，回家探亲的次数

虽然记不清了，但父老乡亲们的表

情变化却深深地印在我脑海中，现

在回想起来真像过电影一样。

上个世纪70年代回家探亲，听

到最多的是乡亲们的叹息声。到我

下乡的生产队走走看看，乡亲们少

有笑声，不是为缺吃少穿发愁叹

息，就是为看病和孩子的学费揪

心。看到大家的日子过得艰难，我

除了劝慰外，就是把平时积攒的一

些粮票，一家三斤五斤地接济点，

还有整理出来的一些旧衣服，也都

送给那些困难的人家。有一年，我

当年的房东岳大伯重病卧床，无钱

看医生，我随即联系在医院工作的

朋友强行把他送到了医院，并为他

垫付了医药费。想起这些事，当年

乡亲们的叹息声仿佛还萦绕在耳边。

进入80年代以后，在改革开放

春风的吹拂下，乡亲们的生活发生

了很大变化，除了普遍解决了温饱

之外，不少人家还盖了新房，添置

了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用

电器，但随之也带来一些新的矛盾

和问题：守着几亩薄田过日子，收

入增长缓慢；各种摊派增多，加重

了群众负担；请客送礼之风盛行，

群众苦不堪言……每次回家探亲，

同大家聊起这些事，抱怨声不绝于

耳，甚至还被编成了顺口溜：“领导

眼睛向上看，嫌贫爱富透心凉”“辛

辛苦苦干一年，抵不上请柬纸一

张。”听到乡亲们的这些抱怨声和牢

骚话，我不能随声附和，只得耐心

做一些疏导工作，同时将大家的合

理诉求和期盼进行整理，反映到有

关部门，以期得到重视。

再后来探亲时，逐步感到乡亲

们的叹息声、抱怨声少了，笑声、

歌声多了。前些日子我回家过新

年，一下车就听到一阵山歌传入耳

中：“春回大地绿满坡，五谷丰登六

畜旺。城市哪如乡村好，醉偎田里

听山歌。”三弟见我驻足听得入迷，

忙向我介绍这位唱山歌的名叫王玉

才。名字一听很熟悉，原来是我中

学的同学！第二天，我找到这位当

年的“山歌王子”，边喝茶，边向他

了解家乡的变化，他一口气给我讲

了10个方面的“农村好声音”：“免

除农民赋税好，历朝历代做不了；

党的扶贫政策好，贫困帽子甩掉

了；如今干部服务好，土改作风回

来了；移风易俗风气好，红白喜事

轻松了……”在探亲的半个月中，

我还走访了不少乡亲的家里，同他

们思源头、谈变化，摆成就、话思

路，所到之处，充满欢声笑语，洋

溢良俗正气。乡亲们不仅富了口

袋，也富了脑袋，气顺了，劲足

了，心气高了，正在铆着劲向着更

加美好的目标迈进呢！

表情是时代的印记。从叹息

声、抱怨声到歌声笑声，乡亲们

“表情包”的变化，反映了时代的

变化、党的政策深得民心。这一

变化中，更寄寓着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这不，我离开家

乡的那天早晨，又听到了“山歌

王子”的歌声：“山野绿，河水

清，映入眼帘都是景；蛙鸣谷，

虾稻香，钓虾抓蛙捉鱼忙；破旧

俗，立新风，山乡处处新气象；

歌声悠，笑声欢，逐梦路上往前

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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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
贤
彪

一名班长在对犯错误的战士进行
批评时不注意措辞，言语粗俗，战士忍
无可忍，转身离开，场面尴尬。现实中
因谈吐不当导致官兵产生矛盾的现
象，并不少见。

工作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语言
交流不可少，谈吐的重要性非同一
般。常言道：“言为心声。”军人的谈吐
体现了思想作风和个人修养，直接影
响到军人形象和内部关系，不可小
觑。“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
寒”。注重谈吐、善于交流的人往往沟
通效率高，工作推进快。而谈吐差、不
注意讲话方式的人，很容易造成人际

关系紧张，影响工作顺畅开展。
人民军队是威武之师，也是文明之

师。作为文明之师中的一员，良好的修
养、得体的谈吐不可或缺。语言是修养
的反映。养成良好的谈吐习惯，首先要
注重修身立德，端正人格品行，加强品
德修养。其次要注重学习，提高自己的
思想水平。“腹有诗书气自华”，有了“读
书破万卷”的积累，自然能言之有物、言
之在理。再者要掌握说话技巧，注重
讲话分寸。与人交往要用好语言的艺
术，懂得换位思考，多一些循循善诱，
少一些以势压人，避免因语言生硬不
当而产生不必要的矛盾。

个人谈吐不可小觑
■程锡南 陈 朴

长跑中，总会在一定时间出现
两腿发软、呼吸困难的现象，运动
生理学上称之为“极点”状态。这
时咬紧牙关坚持“顶”一下，“第二
次呼吸”很快就会到来，人又会感
到跑得轻松了。

当困难来临时，我们应保持积
极心态，咬紧牙关去“顶”。勇于突
破极限“顶”下来，前面又是一片
天。毛泽东同志说：“当天空出现乌
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
暂时的现象，黑暗即将过去，曙光
就在前头。”遇到困难，我们应该像
革命先辈那样，始终不放弃自己所
追求的事业，积极面对挑战，“顶”

过心理“极点”。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失败与成

功的区别往往就在于选择坚持还是放
弃。意志薄弱的人面对困难挫折畏葸
不前、退让逃避，而生命的强者则选
择在困难挫折面前坚强不屈、迎难而
上，于是就有了奇迹的不断创造和人
生的熠熠生辉。

困难就是一道坎，跨过去就离成
功更近一步，跨不过去就会导致失
败。人生之路，道阻且长，当困难来
临时，我们不能被它吓倒，而应提振
精气神，敢拼敢“顶”，坚持不懈突
破“极点”，如此才能迎来“第二次
呼吸”，走上成功的大道。

困难面前要能“顶”
■徐 欢 李信廷

●把谦虚谨慎化为习惯养成和
优秀品质，善学习，肯实干，才能
在奋斗中品尝幸福的滋味

《管子》曰：“事者，生于虑，成
于务，失于傲。”成事不易，需要精心
谋划和不懈努力，而骄傲往往导致事
情功败垂成、功亏一篑。莎士比亚曾
经说过：“一个骄傲的人，结果总是在
骄傲里毁灭了自己。”可见，骄傲是失
败背后的影子，是导致一个人或一个
团队失败的重要因素。
“傲”危害深远，不容小觑。王阳

明说：“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
百恶，皆从傲上来。”古今中外，因骄
傲而失败的例子不胜枚举，楚霸王项
羽自刎乌江、关羽大意失荆州、李自
成功败垂成、拿破仑滑铁卢惨败等，
都充分说明，越是在接近成功的时
候，越容易滋生骄傲情绪，也就越容

易导致失败。对个人而言，心生骄
傲，自以为是，听不进他人意见建议，
最终陷入自我膨胀不能自拔，固步自
封，必然会导致失败。对一个团队来
说，傲气十足，不思进取，就会偏离实事
求是的思想路线，丧失艰苦奋斗的工作
作风，背离实干兴邦的根本要求，必将
走向失败或没落。这是基于对历史规
律的认识把握得出的结论。
“傲”易生难察，要遏止在萌芽状

态。人往往容易看到自己光鲜的一
面，不易察觉或不愿正视自身缺点和
不足。比如有的同志随着职务升迁，
在阿谀奉承声中，自我感觉良好，进
取精神懈怠，能力素质弱化，但傲气
却日益增长，有的甚至到了张狂的地

步。不遵守法纪，肆意妄为，自然离
落马就不远了。如不能严格自律，骄
傲自满情绪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滋生蔓
延，如同温水煮青蛙那样，待到察觉
时为时已晚。杜绝骄傲自满情绪，就
要防患未然、防微杜渐，始终做到自
警自省，始终保持察觉“傲”的自知
和敏锐，及时发觉和遏止“傲”的苗
头，决不能让骄傲的种子在思想深处
生根发芽。
“傲”易长难消，要勤于修身律己。

滋生骄傲自满情绪，归根到底是对自己
缺乏客观认知和合理定位。从根源上
杜绝骄傲自满情绪，就要注重加强学习
修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
值观，保持清醒的自我认知，主动适应

外部环境，找准个人德才与岗位需求的
平衡点，找准实现个人价值与奉献社会
的结合点。要认清骄傲自满情绪的易
生性，时时反躬自省，自觉接受组织和
群众监督，虚心听取批评，保持谦虚谨
慎的习惯养成。要严守法纪红线，树牢
规矩意识和底线思维，对法纪心存敬
畏、对组织心怀感恩，彻底铲除滋生骄
傲自满情绪的土壤。
“满招损，谦受益”。能否永葆谦

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是每个
人、每个集体都面临的现实考验。只
有时时牢记“傲”的危害、事事保持
“谦”的姿态，把谦虚谨慎化为习惯养
成和优秀品质，善学习，肯实干，才
能在奋斗中品尝幸福的滋味。

事 败 于 傲
■邱建卿

广袤的陕北高原上，一株断头柳

孤独而又顽强地立在肃杀的寒风中。

纵使老到枯朽，纵使只剩残桩断枝，春

天一到，它也会再次拼尽全力，用苍劲

有力的臂膀托起希望的新绿。

面对命运，勇敢者敢于直面困厄，

凭借顽强的毅力，在恶劣的环境中一次

次起死回生。胆怯者情愿向命运低头，

错失了苦难背后的生机，被卷入逃避与

失败的轮回。

人生就是如此，时而平缓，时而曲

折，时而激流奔湍，时而暗流涌动。但

是，漫长的曲折总能通往希望的远

方。唯有直面挑战，踏平坎坷，顽强地

坚持自己的初心，才会到达胜利的彼

岸。要相信，总有一片属于自己的绿，

在春天等待着经历雨雪风霜后的你。

高原上的断头柳——

勇敢迎接
命运挑战

■郭文春/摄影 陶 然/撰文

●“模板依赖症”其实是一种
墨守成规的思想“锈蚀”，让人变得
怠于思考、懒于改变

在机关工作的同志很多都有这样

的经历，在接到一项工作任务时，首先

想到的是通过各种途径找过去处理类

似情况的“模板”。如果找到了，会长

舒一口气；如果找不到，则会眉头紧

锁，不知所措。从现实效果看，“套用

模板”确实能提高工作效率，但离开模

板就变成“新手”“小白”，工作标准难

以提高，也成了这些人的通病，可谓之

“模板依赖症”。

“模板依赖症”其实是一种墨守成

规的思想“锈蚀”，让人变得怠于思

考、懒于改变，只想一味“从一到十”

地复制和重复，而没有研究如何“从

零到一”，寻求创新创造。结果，有量

变却难以产生质变，知其然而不知其

所以然，一旦遇到形势变化、情况突

发，就会力不从心、难以招架。推而

广之，如果一支军队、一个团队也患

上“模板依赖症”，带来的后果会更加

严重。历史上，清朝军队迷信冷兵器

时代的辉煌，结果在英法联军的火枪

火炮面前不堪一击，迅速溃败，导致

京城沦陷；制造业领域，诺基亚作为

曾经的手机产销巨头，痴迷于自己的

按键模式和抗摔打性能，结果短短数

年时间，就被触摸屏手机挤占了市

场。如此种种，都告诉我们“模板依

赖症”值得警惕。

“模板依赖症”若体现在练兵备战

中，则是一种“潜伏”的和平积弊。然而

现实中这种现象并不鲜见，比如，有的

制订计划套用过去的套路，不结合人员

装备新特点；有的组织训练沿用习惯的

做法，以前怎么练现在还怎么练……此

类现象，就如新锅煮老汤，看似热火朝

天，却已鲜味不再。新形势下，体制编

制在变、战争形态在变、作战方式在变，

制胜机理也随之而变。若是在练兵备

战中依然简单地沿用旧思维、套用“老

模板”，而不探索研究新模式、新技术、

新空间，就难免会落入窠臼、自缚手脚，

甚至会陷入“越努力越落后”的困境，结

果自然是难以适应胜战要求。

习主席深刻指出：“要大抓实战化

军事训练，提高练兵备战质量和水平。”

提高练兵备战质量和水平，就要在练兵

备战中努力克服“模板依赖症”，积极改

善乃至大胆变革那些曾经让我们引以

为傲的经典模式、习惯套路，真正按照

打赢现代战争的要求去训练。各级指

挥员要从固定框架和思想束缚中挣脱

出来，及时更新思维、努力充实本领储

备，将现代战争制胜机理化于心、落于

行，开阔思路、创新思维，融合经典课目

和自选动作，从内容设置、方法手段、制

度机制等各个方面研究新形势下实战

化训练，确保每一滴汗水都能流到打赢

现代战争的耕耘中去。

（作者单位：94600部队）

警惕“模板依赖症”
■张宇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