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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泙漫学屠龙于支离益，单千金

之家，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庄子》

中讲，一人耗尽千金家财学得屠龙之

术，周游天下却无用武之地，只能归于

一片茫然。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位朱先生失败

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弄明白“需求牵

引”的道理。试想，没有“需求”，何来

“市场”，龙本身不存在，练屠龙术又有

何用？备战打仗也是如此，随作战需求

而生，因作战发展而变。

“坚持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打仗

需要什么就苦练什么。”习主席的这一

重要论述，揭示的正是作战需求牵引军

事训练的内在规律。军队是要打仗的，

作战需求是备战打仗的根本牵引，反映

的是打仗与备战之间的本质联系，直接

决定着备战打仗的指导思想、目标任

务、内容方法、要求标准、保障条件、组

织形式和发展方向，发挥着关键性、决

定性、根本性的作用。

如果把备战打仗比作一头牛，那么

作战需求就是牵牛绳，是导向，纲举则

目张；是抓手，牵一发而动全身。抓住

作战需求这根“绳”，就牵住了备战打仗

的“牛鼻子”，就不会出现方向性偏差，

就可以少走弯路。我军上世纪60年代

开展的“大比武”、70年代开展的“三打

三防”、90年代末开展的“科技大练兵”

和近年来开展的联合军事训练等，之所

以声势浩大、成效显著、影响深远，一个

根本原因就在于始终瞄准明天的战争，

对接未来战场需求。

最近几年，我军全面深化改革先动

“棋盘”，再动“棋子”，后动“棋规”，大开

大合、大破大立、蹄疾步稳；加快推进高

新技术武器装备体系建设，首艘国产航

母下水，歼-20陆续列装，北斗系统连

添新星，新型导弹成建制成系统装备部

队……这些历史性步伐的迈出、历史性

突破的实现、历史性成果的取得，背后

始终贯穿着一条“红线”：作战需求牵引

规划，规划主导资源配置。

然而，一些官兵尤其是个别指挥员

对未来作战研究不够深入、不够具体，基

于平时、为建而建的观念根深蒂固，以战

领建、抓建为战的工作落得不实。有的

对作战需求生成机理和运行规律认知模

糊，从局部搞设计，凭经验提需求，简单

拢情况报项目，论证不充分不科学；有的

规划与作战需求结合不紧，分盘子定项

目落实作战需求不够，需求牵引建设的

运行模式尚未真正形成；有的搞建设对

作战需求考虑不够，出现重复建设、分散

建设、低水平建设等现象，等等。

“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如果

作战需求不清晰、不准确、不细致，军事

训练就找不到发力点，军民融合就找不

好结合点，装备发展就找不准突破点，

备战打仗就会成为断线的风筝，失去方

向，没有目标。一旦到了关键时候，

“备”的东西不好用、不管用甚至根本没

有用，不仅增加备战成本、降低备战效

益、贻误备战良机，更有可能在战场上

输得“干干净净”，危及国家和民族前途

命运。

“一个想要制造一件好的战争工具

的人，必须首先问问自己下次战争是什

么样的。”作战需求是对未来可能“打什

么仗、和谁打仗、在哪打仗、怎么打仗”

的顶层设计，目的是为了夺取“下一场

战争”的主动权。只有用前瞻眼光密切

关注世界新军事革命发展动向，用创新

思维加强对未来战争特点规律的认知

研究，深刻洞悉信息化战争的制胜机

理，才能使作战需求科学、权威、管用，

真正体现现代战争的本质要求，提升牵

引备战打仗的实效性。

“用户说要更快的马，你给一匹赤兔

马就可以满足他，但如果给他一辆福特

车，就相当于创造了需求。”安全形势深

刻变化，战争形态加速演变，科技革命日

新月异，使命任务不断拓展，要求作战需

求必须超前设计、创新引领，不能满足于

提供“赤兔马”，而要着眼于送上“福特

车”。坚持以作战需求为根本牵引，以超

前的理念、敏锐的眼光、独特的判断，紧

贴部队建设实际，把准未来战争脉搏，敢

于设想前人未打过的仗，切实用更新更

勇敢的头脑牵引今天的备战、设计明天

的战争、制胜未来的战场。

（作者单位：陆军第83集团军）

用明天的战争牵引今天的需求
——在解决问题中聚力推进备战打仗③

■谢增刚

长城瞭望 八一时评

谈训论战

玉 渊 潭

长城论坛

汉高祖刘邦打下天下，与群臣诸将

论功时坦承，“吾不如张良”“吾不如萧

何”“吾不如韩信”。那么，口口声声“吾

不如”的刘邦，靠什么建立大汉王朝呢？

有人说，刘邦没有攻下一座城池，

没有策划一个计谋，没有指挥过一场战

争，其取胜的秘笈就是一句“口头禅”：

为之奈何？被困时问，无路时问，失败

时问，疑虑时问；问张良，问萧何，问韩

信，问樊哙：“我该怎么办啊？”

这话不无道理。作为一名领导干

部，“出主意、用干部”是最大的责任，也是

最大的本事。常问“为之奈何”，彰显的是

从善如流的胸怀、知人善任的眼光、甘为

人梯的明智。刘邦正是靠着这一“法宝”，

善于纳谏、敢于任贤、聚揽人心，“所以得

天下也”。正如《法言》所云：汉屈群策，群

策屈群力；楚憞群策，而自屈其力。

霸王项羽也有一句口头禅，那就是

“亚父多虑了”。看起来是对范增的尊

敬，其实是刚愎自用，透着一种不可违

逆的意志。其实，范增并非多虑。“屈人

者克，自屈者负。”项羽不知人、不善任，

言不听、计不从，英布、陈平、彭越、韩信

相继离开，最终四面楚歌，自刎乌江。

但是，一些领导干部觉得，常问

“为之奈何”，会显得没本事、没主见。

其实不然。“兼听则明，偏听则暗。”领

导干部“出主意”，先要“听意见”。意

见有分歧乃至纷争，并不可怕，凡事谋

定之前，尽可各抒己见。大家畅所欲

言、思想碰撞之后，领导者集思广益、

一锤定音，方案就会更全面、更科学、

更合理。这才是领导者最大的“主

见”，形象不但不会受损，反而会“加

分”，更受尊崇与爱戴。

“为之奈何”，看起来是“无奈”，其实

是在传递一种信任。“信任也是战斗力。”

任何一名出色的领导，都十分重视赢得

部属的信任，激发集体的活力。正如蒙

哥马利元帅所说：“司令官与他的部队之

间的相互信任是无价之宝。”给人信任，

才愿担起重任。没有“信任指数”，何来

“打赢底数”。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

关爱，官兵才能团结一致没有二心，听从

指挥不说二话。

常问“为之奈何”的过程，也是一个

考察干部的过程。知人深、识人准，才

能选准人、用好人。“是骡子是马，拉出

来遛一遛。”山重水复时问一问，可以检

验其信仰值；攻坚克难时问一问，可以

检验其战斗力；扑朔迷离时问一问，可

以考验其忠诚度。听其言、观其行，量

其能、称其力，方能量才授职、任其所

宜，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让千里马

竞相奔腾、各展其能。

不妨常问“为之奈何”
■秦永吉

“终于有人抬起头来，向深邃的宇

宙和璀璨的星河投去了目光。”这个春

天，被颁发001号龙标的科幻片《流

浪地球》，成功将中国电影带入“太空

时代”。

“拯救地球，挽救人类”，这样

“高大上”的主题似乎是国外科幻大片

的专属。《流浪地球》以宇宙为背景的

宏大设定，“带着地球去流浪”的宏阔

叙事，距离以 4.3光年为计，时间以

2500年为计，再配上太空场景、灾难

景观、工业风格、热血少年，精彩演

绎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科幻”。

正如一位影迷所说：“它让我们从现有

的一亩三分地里走出来，站在宇宙太

空的视角来审视人类命运，在没有经

历过的时空拓展人生体验。”

“中国军队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稳

定的坚定力量。”《流浪地球》中也闪

现着中国军人的身影：刘培强中校是

宇航员的代表，多次出现的各支救援

队也大多由中国军人构成。而且，有

名下士叫李志，与天津爆炸中牺牲的

一名消防官兵的名字一模一样。

巧合的是，连日来，“维护世界和

平的中国军队”主题展览在联合国总

部受到广泛关注。从参与联合国维和

行动，到维护国际海上通道；从参加

国际灾难救援、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到开展安全交流合作……中国军队，

和平力量，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世界目

光，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了中国军人对

和平的热爱和担当，感受到了中国军

队面向世界的坦诚和善意。

随着中国开放的不断扩大，伴随

使命任务的日益拓展，中国军队

“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中国军

人的身影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境之

外，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安全产品

和服务。在炮火笼罩的南苏丹，在

硝烟弥漫的马里，在病毒肆虐的刚

果 （金），在危机四伏的黎巴嫩，在

海盗出没的亚丁湾……中国军队以

更加开放、自信和透明的姿态，履

行国际义务，维护世界和平，体现

大国担当，被许多地区人民称为

“最可爱的东方朋友”。

“国要强我们就要担当，战旗上写

满铁血荣光。”仅去年一年，长城脚下

响彻天际的“和平号角”，珠海上空震

耳欲聋的战机轰鸣，楚戈尔大草原中

俄两军同台演兵，南海海域中国与东

盟联合演练……走出国门，打开营

门，担责任尽义务，履使命卫和平，

中国军队“朋友圈”越来越大，“点赞

者”越来越多，不仅让世人看到中国

军队是和平之师、仁义之师、文明之

师，也提升了我军遏战慑战止战的能

力和信心。

太阳氦闪引发爆炸，太阳系已不

再适合人类生存……影片中的灾难也

许永远不会变为现实，但现实世界并

不太平。霸权主义依然存在，强权政

治时有抬头，武装冲突此起彼伏，国

际恐怖主义持续泛滥，“逆全球化”暗

流涌动，战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

悬在人类头上。

世界需要和平，更需要维护和平

的力量。中国历来是爱好和平的国

家，中国军队始终是尊重生命、呵护

安宁的“暖实力”。保卫和平是大国

军队之责，中国军队当有维护世界和

平的责任与担当、视野与站位、能力

与本领，坚信“中国发展起来了，制

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大大增强”。与

正义同行，与和平相伴，在世界军队

坐标系中找准定位，用世界眼光正确

审视自己，必将加速推动我军走向

国际军事舞台、迈向世界一流军队

行列，“为世界和平作出新的更大的

贡献”。

“希望是这个时代像钻石一样珍贵

的东西。”《流浪地球》中这句诗意台

词，将会激励新时代的中国军人把目

光投向“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

挺起“砥柱屹中流”的脊梁，挑起

“执戈卫和平”的重担，让和平的阳光

照亮世界更多的地方。

（作者单位：山东省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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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旅在一次实兵对抗演习中，因

为一支掩护分队没有接到命令而擅自

撤退，最终输掉整场战斗。复盘反思

时，旅领导引用电影《集结号》里的一

句台词进一步严明纪律：“听不见号

声，你就是打剩到最后一个人，也得继

续打下去。”

毫无疑问，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

职，战争最终且唯一的目的不是牺牲，

而是胜利。没有接到撤退命令，战场

需要就是最明确的命令。军令如山，

雷打不动，哪怕战至最后一个人，打到

最后一口气，也要血战到底，决不后退

半步。

“古之至兵，民之重令也，重乎天

下，贵乎天子。”一支攻无不克、战无不

胜的军队，必定是号令如山、执纪如铁

的军队。在血与火的战场上，“闻鼓声

而进，闻金声而退”，这不难理解也必须

做到。“顺命为上，有功次之”，这是军人

应有的忠诚与境界。

但是，战场态势瞬息万变，什么情

况都可能出现，如果没有接到撤退号

令，而战况又于我极为不利，退则可保

全官兵性命，守则可能全军覆没。这个

时候，是誓与阵地共存亡，还是三十六

计走为上，考验着一名军人的赤胆忠

心，检验着一支军队的血性胆气。

战争年代，我军时常出现这样的场

景：指战员在没有接到撤退命令之前，

甚至通信中断的情况下，无论敌我力量

多么悬殊，无论付出多么惨重代价，都

始终坚持“不怕牺牲”“不惜一切”，坚守

到底、毫不退缩。正是靠着这样的全局

观念和号令意识，我军才守住了一道道

防线，拿下了一场场恶战，创造了一个

个奇迹。

莱芜战役中，华野一纵截获敌军电

报得知，敌一个军已与城内之敌会合，

对方力量超过我军一倍。军情十万火

急，此时却与指挥部多次联系未果，一

纵当即决定：按原作战计划继续全力合

围城内之敌。虽然一纵承受了空前的

压力和伤亡，但最终赢得了战役全局的

胜利，粟裕赞之为“起了决定性作用，应

算第一功”。

“令不进而进，犹令不退而退也，

其罪惟均。”相较于击鼓而不进，未鸣

金而擅自撤退，会给战役全局留下一

个“缺口”，甚至把友军的“后背”亮给

敌人，后果更为严重。电影《南征北

战》中那个大喊“看在党国的分上，拉

兄弟一把”的国民党军长，其绝望与无

奈跃然荧屏。这就是相互掣肘、不战

而退，导致兄弟部队腹背受敌甚至全

军覆没的写照。

“战争就是战争，它要求铁的纪

律。”未来战争信息化程度高，体系性

强，作战空域大，参战力量多，联合协

同事项繁杂，更加需要严肃律令、整饬

纲纪。“遵守纪律不是在口头上，而是

在实际行动上。”只有自觉从平时做

起、从点滴严起，时时处处做到军令如

山、雷厉风行，闻令而动、令行禁止，战

时方能攻如猛虎、守如泰山，无坚而不

摧、无往而不胜。

战场需要就是命令
■李贤武

据报载，个别基层官兵对武器装
备进行精心保养后，不敢放手操作使
用、刻苦训练，影响了战斗力的提
升。爱装管装的目的，不是使其成为
供人观赏的展品，而是要发挥其最大
作战效能。训练时畏手畏脚，看似是
爱护装备，实则是训风不实的表现，

必须及时纠正。
这正是：
装备保养为打赢，

畏手畏脚降效能。

管用结合正训风，

真打实备练精兵。

王 鹏文 胥萌萌图

“德莫高于爱民，行莫贱于害

民。”汉朝大儒董仲舒曾言：“受禄之

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

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意思是，吃国

家俸禄的人，不得和老百姓去争夺利

益。从古至今，“不与民争利”都是最

基本的执政理念，“此上天之理，而亦

太古之道”。

“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受大者

不得取小。”《史记》里讲，公仪休担

任鲁相后，规定所有为官者不得经营

产业、与民争利，并以此严格要求自

己和家人。当吃到自家种的爽口蔬

菜，就“拔其园葵而弃之”；看到自己

家有人在织布，立即“疾出其家妇，

燔其机”，还十分生气地说：“欲令农

士工女安所雠其货乎？”自此，“拔葵

去织”便成为一个流传千古的成语，

屡屡被后来者引以为戒。

《隋书》记载，因百官所需费用不

足，中央和地方政府都设置用以放债

的公款，“以息取给”。工部尚书苏孝

慈认为官府与民众争利，“非兴化之

道”，就“上表请罢之，请公卿以下给

职田各有差”。《资治通鉴》 里也讲，

武则天垂拱年间，管理皇家西苑的尚

方监裴匪躬建议把吃不完的果蔬拿到

市场上去卖，“以收其利”。时任宰相

的苏良嗣断然叫停：“昔公仪相鲁，犹

能拔葵去织，未闻万乘之主，鬻其果

菜以与下人争利也。”

应该说，自家织点布、种点菜，

官府放贷收息，吃不完的果蔬拿去

卖，都不是什么大事，但从公仪休、

苏孝慈到苏良嗣，何以“大发雷霆”

“小题大作”呢？道理很简单，意蕴也

很深远。从表面上看，这样做会对民

生造成一定的冲击和伤害。但深层次

的危害在于，这个口子一旦打开，以

后只会越开越大，越来越多的人就会

跟进和效仿。而且，政府和官员手中

都握有一定权力，与“手无寸铁”的

百姓“争利”，孰强孰弱立见高下。长

此以往，弱肉强食、民不聊生，最终

必然百弊丛生、积重难返。

更为可怕的是，“争利”开始往往是

公开的、含蓄的，但逐渐就演变为敲诈，

甚至抢劫了。《梵天庐丛录》载，某太监

打着“老佛爷”的旗号，到开封为宫廷征

取过冬用炭，对县令说：“汝需备炭三十

斤。”这事并不难，可随即提出苛刻条

件：“每枝长须一尺五寸，圆一寸五分”

“不可有节”“不可有裂纹”。县令面露

难色时，太监就恫吓道：“万一老佛爷冻

着，汝罪不小！”此时有人打圆场：“有银

子便好商量。”结果被敲去一千多两白

银。从这个意义上讲，“拔葵去织”“罢

公廨钱”是未雨绸缪之举，可以把祸患

消除于萌芽之中。

“天地之大，黎元为先。”司马迁

在《货殖列传》中把治国的经济政策

分为五等：“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

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

之争。”为什么“与民争利”被视为最

低下的经济政策？这是因为，“政之所

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人

心是最大的政治。“若争小可，便失大

道。”与民争利无异于竭泽而渔，是对

民心民意最大的忤逆和伤害，争到的

是利益，失去的是民心。“得众则得

国，失众则失国。”舟水之喻，兴衰之

理，不能不令人警醒。

马克思早就断言：“人们奋斗所争

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我

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

量在人民，从成立之日起，就把“人

民”二字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放在心

中最高位置，不仅不与民“争利”，还

想方设法为民“挣利”。日寇封锁扫荡

期间，晋察冀根据地军民生产生活极

为艰难，树叶成为充饥的主要口粮。

聂荣臻签发一道“树叶训令”，严禁部

队采摘村庄方圆15里之内的树叶，“宁

可饿着肚子，也不与民争食”。同时，

官兵们还为群众修建了“抗战渠”，修

复了“将军盘”。不与民争利，多为民

挣利，才能赢得人民支持，战胜一切

困难。这个规律不仅为革命战争所检

验，亦为建设和改革事业所证明。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

们的奋斗目标。”无论走过多长的路，

无论走到多远的未来，为民“挣利”

而不“争利”，改善人民生活、增进人

民福祉，永远是我们党一脉相承的执

政立场、一如既往的赤子之心、一以

贯之的价值坚守。“群之所为事无不

成，众之所举业无不胜。”永远与人民

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时时同民

意对表，事事向民心聚焦，我们就一

定能“挣”得人民的信任、拥护和支

持，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为官不与民争利
■魏从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