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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你在‘学习强国’上学了多少

分？”两个月来，这已成为不少官兵见面

的问候语。“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是中宣

部今年1月推出的学习交流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网

络阵地。因其内容权威、体系丰富、特

点鲜明，不仅深受地方干部群众欢迎，

而且被广大官兵青睐。

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指出：“一切

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

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

形成起来的。”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信息

网络大发展的时代，网络不仅是一种

工作需要、社交手段，更是一种生活方

式、思维方式。思想政治工作和理论

武装工作，过不了网络关就过不了时

代关。“学习强国”学习平台，通过网络

让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登录细

览，学习平台不仅开设了“新思想”“强

军兴军”等多个重量级板块，而且《解

放军报》等主流媒体也入驻其中，还聚

合了大量可免费阅读的期刊、古籍、公

开课等资料，有利于推进理论学习由

灌输型向交互型转变，由“独奏型”向

“协奏型”转变，由“我打你通”向“平等

对话”转变。

指导思想先进、理论武装先行，是

我们党的特有优势，也是我军的重要

法宝。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

纪马克思主义，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

南。习近平强军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军

事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是人

民军队的强军之道、制胜之道。学习

平台上专门开辟“强军兴军”板块，摘

录了习近平论强军兴军的重要文本，

荟萃了大量专家对习近平强军思想的

研究成果，还聚合了强军时评、部队报

道、军史研究、军事著作等强军兴军学

习资料，使官兵开卷受益、受到启迪。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事业

发展没有止境，学习就没有止境，但人

的精力毕竟有限，特别是在这个信息爆

炸、时间碎片化的时代，如何能系统学

习，是决定学习效果的关键。不同于其

他信息平台，学习平台定位精准、图文

并茂、情景交融，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

吸引力，而且借助网络的虚拟性、互动

性和开放性，营造了平等、包容、高效的

环境，有效激发了官兵对理论的兴趣，

调动了官兵的学习热情。

学习平台如何能抓住人心？拳不

离手，曲不离口。学习最忌三天打鱼两

天晒网，必须持之以恒坚持下去。“独学

而无友，则孤陋寡闻”，集体学习不仅能

互通有无，还能形成持久机制。学习平

台设有“学习积分”“答题活动”“专题考

试”等自查激励机制，用户还可以添加

好友、组建学习小组，相互交流学习心

得，解答学习疑惑，监督学习进展。平

台基于用户视角，直击学习痛点，通过

高科技手段和社交功能，让广大官兵在

积极参与中加强理论武装，坚定思想信

念，提升思想境界。

远离时代的桅杆，只会被未来抛

弃。无论是打牢维护核心、听从指挥的

思想政治基础，还是加快推进国防和军

队改革步伐；无论是培育“四有”新时代

革命军人，还是提高备战打仗能力，都

需要紧跟党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步伐，自

觉做到党的理论创新每发展一步，理论

武装就跟进一步。相信随着学习平台

的普及使用，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官兵

成为“学习强国”的忠实粉丝，一定能够

凝聚起磅礴的强军力量。

理论上的认同是最根本的认同，思

想上的追随是最内在的追随。全军官兵

要热爱学习、系统学习、坚持学习，自觉

用好“学习强国”这一学习平台，进一步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进一

步激发强军精神，汇聚强军力量，助推强

军实践，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四个

战略支撑”新时代使命任务，不断把新时

代强军事业推向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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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思维

如何在长跑时坚持下来并取得好

成绩？3月1日，埃塞俄比亚一名长跑

运动员在一档电视节目中给出了自己

的答案：“除了天分和科学训练之外，不

被途中的‘假疲劳’迷惑也非常关键。”

“假疲劳”是运动学中的一个术语，

指的是跑步刚开始一段时间后，跑步者

很快出现的气喘吁吁、腿迈不开的一种

疲劳现象。科学研究发现，这时的疲劳

其实是“假疲劳”，它是由强度加剧产生

的乳酸造成的，只要再坚持一下，这些

被称为“疲劳素”的乳酸就会被人体代

谢掉，筋疲力尽的感觉便会逐渐减轻。

其实，不光是长跑时会出现“假疲

劳”，生活中的“假疲劳”随处可见：练习

弹琴，初学者往往进步神速，但不久就

会遇到瓶颈，总觉得难有长进，甚至还

不如之前；初练打球，入门很容易，可练

一段时候会发现精进很难；练习写作，

初学者照猫画虎，觉得“不过如此”，可

再深入后就会“对选择产生怀疑”，等

等。遇到这些“假疲劳”时，只要铆足

劲，坚持住，就很可能迎来“轻舟已过万

重山”的欢畅时刻。

在部队，官兵们也会遇到“假疲

劳”。如果扛不过去，就可能后悔莫及。

某防空旅战士小袁在航模操作方面上道

很快，然而随着训练难度的加大，他碰到

的问题越来越多，遇到的困难越来越大，

这时他开始心生倦怠，质疑自己的能力，

最终递交了更换专业的申请。后来，当

得知基础还不如自己的一个个战友都顺

利掌握航模操作技能，小袁后悔地说：

“当时我要是跟自己多较劲，对困难不妥

协就好了”。

我们每名官兵，从事一项工作，接

受一项任务时，在发令枪响后不久都可

能会遇到“假疲劳”。不怕万山阻挡，就

怕自我投降。这时，不妨理性分析，找

准突破口，争取一个代谢掉“疲劳素”的

机遇期。一名哲人曾说：“成功，其实就

是坚持不住的时候再坚持一会。”的确，

所有的成长，都是在一个又一个“身心

俱疲”的反复考验中、在一次又一次限

制与突破的持续淬炼里实现的。强军

征程是寂寞的长跑，不为“假疲劳”所

惑，横下一条心，坚持扛过去，强军伟业

就能在迈过“山重水复”后，迎来“柳暗

花明”。

（作者单位：32151部队）

扛过征途“假疲劳”
■潘志宇

近日，某部战士小李在实战化拉
动时为增强体力，事先偷偷将水壶中
的白开水换成了功能饮料。打赢先
打假，求胜先求实。该部训练督查组
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令其纠正，并
对训练中的一些不实做法再次排查，
引导官兵端正训风演风，以实训实练

推进备战打仗。
这正是：
战斗携行有铁规，

偷梁换柱定吃亏。

长城岂容蚁穴溃？

从严从实扬军威。

周 洁图 吕志浩文

一辈子，只做一件事；为了这件事，

做了一辈子。这是何等的人生境界！

“一事精致，便能动人，亦其专心致

志而然”。一鸣惊人的辉煌背后，往往

是一场漫长而寂寞的奋斗长跑。惟其

笃定“一”、做好“一”、精于“一”、坚守

“一”，方能“一事精致”。

“我这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就是火

炸药的研究。这是国家交给的使命，必

须完成好！”这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得主王泽山院士的人生誓言。

王泽山，1935年出生于东北吉林

市。在他的童年记忆里，有一幕令其刻

骨铭心：一个同胞在逃亡时被日军炮弹

炸断了腿，亲人撕肝裂胆般地嚎啕大

哭。1954年，王泽山报考名校哈军工

时，强烈的家国情怀促使他选择了当年

最冷门的专业——火炸药。

从那时起，王泽山便与“这一件

事”结下不解之缘。60多年里，王泽山

的头脑像一部“永动机”，不停地运转

着。一次，他去北京某研究院参会，由

于一路苦思冥想正在攻关的课题，竟

然从南门进院径直走到北门，当被门

卫拦住时，才顿觉自己“白走了一段

路”。凭着这种如痴如迷的烧脑，王泽

山攻破了废弃火炸药再利用、低温感

含能材料、远射程低过载等式模块装

药技术等世界性难题，成为我国科技

界罕见的“三冠王”。

干事创业，谁不希冀得到鲜花与掌

声？攀登高峰，谁会放弃一步之遥的唾

手之功？但为了关乎国家和民族命运

的“一件事”，无数报国赤子甘于舍一生

之名、弃一世之利，而奋力建千秋之功、

立万世之业。

“两弹一星”元勋、著名核物理学家

王淦昌，在1956年，就已在国外实验室

发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对此，他的

学生、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评价说：“这

是中国人的伟大发现。”有权威人士预

言，未来诺贝尔奖的鲜花将会捧给王淦

昌。但回国后，当国家需要王淦昌改变

研究方向，去秘密研制“上不能告父母、

下不可告妻儿”的核武器时，他毅然表

示：“我愿以身许国！”从此，他化名为“王

京”，神秘地“失踪”了近17年。

那 一 天 是 永 载 史 册 的 国 家 记

忆，也是王淦昌一生中最难忘的时

刻 ——1964年 10月 16日下午 3时许，

随着惊天动地的巨响，一颗硕大的火球

怒吼着，以雷霆万钧之势，托起一个蘑

菇状的滚动烟云……中国第一颗原子

弹惊世爆炸成功！

隐姓埋名数十年后，王淦昌无比感

慨地说，我这辈子做的最大的一件事，

就是为国家研制核武器，这个名是最大

的名，这个利是最大的利。

哲人有言，一辈子为国家为民族

“做一件事”，是一种仰望星空的高远境

界、一种默默燃烧的生命奉献、一种忘

我无私的博大情怀，需要舍弃个人功

名，还要割断对亲情、友情的绵绵眷恋。

1958年的一天，一个精通造船设计

的年轻人接到上级电话指示：去北京某

单位出差。说去即去，一去就是30余

年，完全与亲友断绝联系。在荒岛的漫

漫岁月里，他与世隔绝，呕心沥血地研

制国防利器。

他，就是“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

院士。在那个一穷二白的年代，研制核

潜艇谈何容易。赫鲁晓夫访华时曾傲

慢地放言：“核潜艇技术复杂，造价昂

贵，你们根本搞不了！”此后不久，毛主

席掷地有声地回应：“核潜艇，一万年也

要搞出来！”为了做成这件“一万年也要

搞出来”的大事，黄旭华带领团队“十年

磨一剑”，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1970

年 12月，实现中国首艘攻击型核潜艇

下水；1981年4月，实现中国首艘弹道

导弹核潜艇下水；1988年9月，中国核

潜艇圆满完成水下发射运载火箭……

从 30岁刚出头的英俊青年，到两

鬓斑白的62岁老人，当黄旭华回到阔

别30余年的老家时，望穿秋水盼儿归

的父亲早已辞世，耄耋之年的老母亲喜

极而泣，抱着他泪如泉涌……

“一辈子只做一件事”蕴含的那种

沉潜事业、孜孜以求的执着，生命不息、

冲锋不止的拼搏，淡泊名利、忘我奉献

的情怀，是强军兴军的一面精神旗帜。

高扬这面旗帜，在一棒接一棒的接力奔

跑中，燃旺奋斗激情，我们必能拥抱强

国强军的伟大梦想。

一事精致 便能动人
■马祖云

“假把式”是备战打仗的顽敌、大

敌、公敌、死敌。近年来，我军通过

持续开展战斗力标准大讨论、坚决破

除和平积弊、完善实战化训练考评机

制等一系列活动，备战打仗中的“假

把式”已经没有了市场。然而应该看

到，减少了并不代表没有了，一时没

有并不代表永远不会有，没有发现并

不代表已经绝迹。对“假把式”的纠

治还远没有到鸣金收兵的时候。

需要警惕的是，在“人人喊打”的

氛围下，一些“假把式”穿上了“马甲”，

变异了；做过了“美颜”，变样了；转入

了“潜伏”，难找了。比如，有的作业想

定上很实战化，实施中却不断弱化，行

军能短则短，实爆能少尽少，“敌情”能

简单就简单；有的把实弹化等同于实

战化，用片段实战化代替全程实战化；

还有的只注重“练”，不注重“联”，走固

定流程、练固定编组，在备战打仗中唱

“独角戏”，搞一厢情愿，缺乏“联”的意

识。这些“假把式”尽管是个例，但如

果对其不露头就打、穷追猛打，它们就

会悄悄滋长蔓延，再次蚕食部队战斗

力建设。

“假把式”的危害人人皆知，为何它

仍然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如臭豆腐闻

着臭吃着香？除了搞“假把式”简单、轻

松、训练风险较低之外，还能得名得利

是最重要的原因。正如一名哲人所言：

“是名利，让那些名利客趋之若鹜。”真

正的军人，不图名利图打赢，对“假把

式”有天然的反感。纯正训风、演风、考

风，必须对各种“假把式”露头就打，不

仅让搞“假把式”者无名可图、无利可

得，还要让其付出代价。

有人在用大数据分析一些病症的

治疗花费时发现，同样的病，如果早

期治疗要花10元，那么中期开始治疗

就至少需花1000元，晚期开始治疗则

至少需要花10万元。“禁微则易，救末

者难。”治疗训练中的“花架子”也是

一样，在露头时就必须早打，这样不

仅有省力之功，而且有警示之效。

1897年，美国的潘兴将军发现一名营

长在考核中用预埋炸药取代弹着点

后，当场把这个营长撤职，并怒斥其

“最好的角色是到百老汇当一名演员”。

“九分之真，一分放过，不谓之

真。”露头就打，贵在对训练场上的所

有形式主义都要零容忍。这是因为，

“执行不公是对法律最大的践踏。”如

果对发生在一般单位的“假把式”严

惩不贷，而对发生在先进单位的“假

把式”搞下不为例；对发生在战士身

上的“假把式”重拳出击，而对发生

在干部身上的“假把式”又“意思意

思”，那么这样的“双重标准”，带来

的结果只能如林语堂先生所说，“遗漏

的惩罚，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

都会让违法者心存侥幸”。

2016年 4月，国外一家电视台曾

做过这样一个试验：对两个小学中犯

同样错误的同龄孩子进行警示，一个

罚站10分钟，另一个罚站半小时，结

果被罚站10分钟的孩子事后说，“站在

那只是让我没有跑”，而被罚站半小时

的孩子事后说，“以后再不能做那样的

错事了”。这一试验启示我们，在对“假

把式”露头就打时，打就要打狠、打痛，

否则就是“看上去是禁止的怂恿”。

虚实之分，祸福之纽。为了求

胜，必须求实；为了打赢，必须打

假！只有当对每一个“假把式”都早

打、全打、狠打时，实战化训练才能

蔚然成风，也才能回答好习主席提出

的“胜战之问”“价值叩问”和“本领

拷问”，全面履行好“四个战略支撑”

的使命任务。

（作者单位：陆军某炮兵旅）

对训练“假把式”必须零容忍
—在解决问题中聚力推进备战打仗⑦

■宗建明

“对装步三连，主要瞄准提高党支

部战斗力帮建；对修理连，着重围绕

密切官兵关系帮建；对导弹连，重点

从培养训练骨干帮建……”2月底，

某部一些官兵在局域网上看到重新修

订的机关帮建基层计划后留言，下

“针”功夫才会有真效果，希望以后的

帮建都像这样有针对性。

中医上有“针法”一说，指的是用

金属制成的针，刺入人体某个穴位后，

能调整气血，治疗病症。对于扎针精确

的针灸医生，大家会夸他有“针”功

夫。同样，帮建基层也需要这种“针”

功夫。如果不把帮建对象的“脉”号

准、“穴”找准，不仅达不到帮建目

的，还可能会“扎”出新的病来。

某连队的建设水平一直是“副班

长”，机关好几茬工作组来帮建时，都

先给连队喂“十全大补汤”，结果连队

建设虽然一时有起色、有进步，但很

难保持连续性。去年6月，该部两名

机关干部在与连队官兵“五同”1个

月后，按照“提心气、扬正气、争口

气”的思路持续抓建，终于让连队在

年底捧回了“基层建设先进单位”的

奖牌。谈起打翻身仗的体会，连队干

部说：“两名机关干部的针对性帮建，

功不可没。”

管理学上有这样一句名言：“当把

问题的根源找准了的时候，问题其实

已经解决了一半。”尤其是在当前，各

部队都是小机关、大基层，破解“小

马拉大车”的困局，最好的方法莫过

于精准帮建。把帮建对象的问题根源

找准、把帮建人员选准、把帮建措施

定准，这样有针对性地帮建，怎能不

取得实效？

没有针对性，难有实效性。这个

道理并不深奥，可为什么个别机关干

部还是不愿意下“针”功夫呢？细究

原因会发现，根子在于服务基层的意

识树立得不牢。解决这一问题，除了

加强教育之外，还应从完善考评机制

入手，“逼”着机关干部在帮建基层

时下“针”功、出实招。去年初，陆

军某旅在对准备帮建的10个连队集体

会诊后，确定由10名机关干部对这些

连队进行“靶向治疗”。帮建中，该

旅既给这些机关干部定“路线图”

“时间表”，也与他们签“责任书”

“军令状”。帮建开始后，这些机关干

部都在帮建中“一针见血”讲问题，

“细针密线”补漏洞，“磨杵成针”打

基础，当年便有4个连队跨入先进。

帮建须下“针”功夫
■刘含钰 贾洪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