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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以死相谏的练子宁、抬棺上朝的海瑞，还是曾让明宪宗

衔恨、终不得立朝的王恕……他们直言无隐、甘心获罪的背后，是

胸怀坦荡的品格、实事求是的作风、极端负责的精神。

带兵打仗、练兵打仗，

打的都是明天的战争，需要

具备的是打赢现代战争的本

领。正因此，我们绝不能按

照旧的思维模板、本领模板

来塑造新战士。否则，带出

来的只会是“昨日战士”的

复制版。

强国强军新征程，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

“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我们只有坚定理想信念、保持斗争精

神、激发担当作为，继续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开拓精神干事创业，

才能把一切陷阱、封锁线和围追堵截通通抛在身后。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使命，都要走

好自己的长征路。军队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必须认真回看

走过的路、远眺前行的路，弄清楚我们

从哪儿来、往哪儿去，更好地担负起党

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河流从源头出发后，有的经历曲折

回环仍奔腾不止，有的却在宽广的平原

上断流消失。一项需要长久奋斗的事

业也是如此。只有不失勇于坚持真理、

勇于担当作为、勇于攻坚克难、勇于善

作善成的精神状态，一程接一程地跑、

一代接一代地干，才能干成事、成大

事。“始锐而不克其终”，忘记了为什么

出发、放下了肩上的担子，事业就难免

半途而废，成为“消失的河流”。历史

上，这样的教训并不鲜见。

我军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党的初心决定人民军队的初心，党的使

命内在规定着人民军队的使命。中华

民族全面抗战后的誓师大会上，八路军

振臂高呼：“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

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

1947年的《双十宣言》，发出正义之声：

“本军作战目的，迭经宣告中外，是为了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面对烧

到鸭绿江边的战火，中国人民志愿军不

惧强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在党

的指引下，我军的每一次“再出发”，都

扛着沉甸甸的历史责任，都镌刻着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不

懈追求。

李大钊曾说：“历史的道路，不全

是坦平的，有时走到艰难险阻的境界，

这是全靠雄健的精神才能冲过去的。”

党领导人民军队开启的复兴征程，既

是一条充满希望的光明大道，也是一

条充满崎岖坎坷、艰难险阻的道路。

一路走来，我军能够遏制日寇的凶焰、

战胜各种反动势力，能够跨过鸭绿江

捍卫和平、蹲守猫耳洞戍卫边疆，能够

面对洪流滚滚而无畏、面对山川崩裂

而无惧，就在于我们视使命重如泰山，

勇往奋进以赴之、殚精瘁力以成之、断

头流血以从之。这是实践的启示，也

是历史的昭示。

当前，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

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目标。同时我们要看到，由大

向强、将强未强之际，往往遇到的阻力和

压力很大，面临的外部风险很多。这个

时候，决不能因为胜利而骄傲，决不能因

为成就而懈怠，决不能因为困难而退

缩。强国强军新征程，还有许多“雪山”

“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

子口”需要征服。我们只有坚定理想信

念、保持斗争精神、激发担当作为，继续

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开拓精神干事

创业，才能把一切陷阱、封锁线和围追堵

截通通抛在身后。

“此生留得豪情在，再作长征岂畏

难。”这次主题教育，广大党员特别是领

导干部要在回望来路中汲取力量，从革

命传统中吸收养分，勇于担当负责、积

极主动作为，勇于战胜各种艰难险阻、

风险挑战，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作出更

大贡献。

（作者单位：南部战区陆军某旅）

担当使命，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牢牢把握“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④

■程昭善

不那么热衷研究对手，是练兵备战

的老毛病、易发症。对抗演练中曾听到

这样的检讨声：“没想到对手这么出招！”

须知，若在战时，任何一次“没想到”都有

可能置自己于险境甚至绝境。

即便实力再悬殊，战场较量也不是

一方的独舞，而是相互之间的斗智斗勇、

见招拆招。练兵场上互为对手的兄弟部

队、未来战场直接的交战对手、作战方向

潜在的强敌顽敌，这些都应是研究对

象。把对手研究透，掌握他们已经拥有

或可能拥有的一切武器、一切斗争手段

和方法，是部队练得好、打得赢的一个重

要前提。如果没有“琢磨不透对手就睡

不着觉”的紧迫感，关起门来搞自己的那

一套，备战就是盲目的。

热衷研究对手，是备战打仗的好品

质。在古代战史中可以频频看到，善战

的将领总是千方百计把对手的家世背

景、性格脾气摸得清清楚楚，马陵之战孙

膑大败庞涓便是生动的例子。革命战争

年代，下大功夫研究对手，是我军能够战

胜困难、屡胜强敌的重要原因。强渡嘉

陵江时，敌军江防戒备森严、碉堡林立。

为制定可行的渡江计划，徐向前翻山越

岭，沿嘉陵江东岸观敌守备、察看敌情、

选择渡口，先后行程达一二百公里。战

役打响后，我军顺利撕开口子，直插嘉陵

江西岸。

当前，少数部队指挥员不热衷研究

对手，片面理解甚至曲解“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以至于谈到对手的装备、

战法、优缺点时，心里若明若暗、讲得

不清不楚。殊不知，“你打你的、我打

我的”必须建立在深刻了解敌情的基

础上。知敌是始终贯穿备战打仗的。

想起来了琢磨一下、上级要求时研究

一下，其余时候则不用心，这是使命意

识、敌情意识、忧患意识不强的表现，

是一种和平积弊。蒙着眼睛练兵备

战，就免不了失去备战的方向感。等

有了战事再去补课，不仅来不及，还要

付出血的代价。

一位军事家说：“把对手置于视野之

中，而不是视野之外，心里才有底。”特别

要看到，现代战争作战力量多元联合、战

场空间广阔多维、兵力机动快速频繁，这

就要求指挥员知敌料敌必须准确快速。

只有排除干扰获得真知、延伸触觉获得

全知、透彻掌握获得深知、及时跟进获得

新知，才能最大限度驱散战争迷雾，做到

备得精准、打得明白。

练兵备战应少一些“没想到”
■孙家斌

某旅驻训地连日来天气炎热，一
位旅领导在察看战士水壶时发现，有
些盛着的不是白开水，而是碳酸饮
料。碳酸饮料不但不解渴，大量饮用
还会影响身体健康，该旅随即对这个
问题进行了纠正。

这正是：
驻训练打仗，

历苦方能强。

饮料代白水，

实战走了样。

周 洁图 李浩爽文

有什么说什么、不隐恶饰非的人，

常被称为“直肠子”。说起他们，不得不

提到春秋时期晋国的一对夫妇。

晋国大夫伯宗，“贤而好直言”。他

耿直正派、心里畅快，妻子却不无忧

虑。每次上朝前，她都规劝：话不要说

得太直，以免引来祸端。岂料一语成

谶。“直言贾祸”的成语，也由此而来。

“伯宗夫妇”，想必大家都不陌生。

我们或干过伯宗做过的事，或见过伯宗

那样的人，或听过伯宗妻子规劝的话。

可即便如此，对于直肠子，大家还是有

说不出的爱与恨。

这种矛盾，《明史》中可以看得很清

楚。其中，既不乏“诏求直言”“以亮直

见重”之类的记述，也不时出现“廷杖直

言之臣”“以直言下狱”“直言见忤”等事

例。直肠子受欢迎或者遭厌恶，结果大

相径庭，可原因是一样的：他们是谓是、

非谓非，开门见山、一针见血。直肠子

的话，听起来也许不受用，对事业却大

有用。

建文帝初年，燕王朱棣兴靖难之

师。大将军李景隆受命征讨，却屡战屡

败。御史练子宁觉察到，李景隆有通敌

之嫌，遂奏请治以死罪，建文帝不听。

练子宁激愤不已，大呼：“坏陛下事者，

此贼也。作为执法的官吏，我不能为朝

廷除奸，也是死罪。既然陛下赦免李景

隆，那就不要赦免我。”可惜的是，练子

宁这番直心眼的话并未奏效。后来，打

开城门迎接敌人的，正是李景隆。

细数明代的直肠子，断然不会漏掉

海瑞。嘉靖年间，鄢懋卿依附严嵩，当

上了总理盐政的高官。此人生性奢侈，

“至以文锦被厕床，白金饰溺器”，所到

之处，市权纳贿、横征暴敛。地方官吏

苦不堪言却不敢得罪，但海瑞是个例

外。

一次，鄢懋卿奉旨到各地清理盐

税。即将抵达淳安县时，县令海瑞送来

一份禀帖。海瑞在禀帖中直言：“钦差

大人一路走来，各处皆有酒席，每席费

银三四百两，供应奢华……大人如不能

拒绝这类恭维，将来势必无法做到公事

公办，从而有负皇上重托。”鄢懋卿看完

后，绕道而去，不入淳安。

封建时代的直肠子，不仅要面临

断送政治前途的风险，还要面对祸及

身家性命的危险。然而，他们丝毫不

惧。无论是以死相谏的练子宁、抬棺

上朝的海瑞，还是曾让明宪宗衔恨、终

不得立朝的王恕……他们直言无隐、

甘心获罪的背后，是胸怀坦荡的品格、

实事求是的作风、极端负责的精神。

虽然王朝更替、时代变化，直肠子依然

层出不穷、从未消失，就是因为这些好

品质一直在传承。

历史上，我们党内就有很多直肠

子，不少还是高级领导干部。以光明

磊落、敢于直言著称的黄克诚同志，

就是其中一位。黄桥战役胜利后，新

四军领导人决定乘胜进攻曹甸。不

料，黄克诚坚决反对这个计划，他认

为目前打曹甸不妥，并给出自己的分

析。曹甸战役进入对峙状态后，为避

免不必要伤亡，黄克诚又发出急电，

建议放弃强攻，采取持久作战的方法

攻击。这种一片赤诚、直言无隐的品

质，正是我们减少错误、战胜困难的

重要依凭。

“难得是诤友，当面敢批评。有时

不能忍，猝然发雷霆。”陈毅的诗，既是

自画像，又是殷殷期盼。我们不妨问问

自己：有没有因为顾虑而明哲保身？有

没有怕闹僵关系而缄口不语？有没有

违反原则搞曲意逢迎？诸如此类的问

题，每个人心里都有确定答案。“都说直

言好，但践者难求”，改变这种状况，自

然要靠大家努力。

但愿咱们都是直肠子。当同志的

思想和行为出现问题时，当工作中存在

不合理甚至出现错误时，负责并热心地

说一声：“恕我直言……”

直 肠 子
■铁 坑

前阵子下基层，听一位大学生士兵

谈了他的一点疑惑。他来部队一年多，

见到营连主官、老士官常给新战士描述

“当年的好兵”，号召大家照这样做。他

认为，这种“照老画新”的带兵方式，既

有合理的一面，也有值得商榷之处。

这位大学生士兵的话，有一定的现

实针对性。无论是带兵人还是老士官，

不少都是曾经的佼佼者，对于什么是兵

样子、好样子，他们有自己的理解，而

“当年勇”则是重要的参照系。这种认

识和判断，必然会在带兵、练兵中体现

出来，那就是照着旧模子临摹新样子。

在笔者看来，“照老画新”好不好、行不

行，不可一概而论。

一支历经种种磨难、取得过辉煌胜

利的军队，必定有属于未来的制胜基因

和密码，它的延续靠的是传承；部队长期

备战打仗的实践，形成了带兵治军的方

法和经验，它需要在新的实践中不断扬

弃；战争面貌深刻变化、快速变化，要求

我们刷新认知、升级本领，这呼唤的是创

新。从一代兵到另一代兵，只有传承好

该传承的、创新好该创新的，才能本色不

变、底蕴厚实，才能跟上时代、赢得未来。

老红军、老八路的样子，向来是人

民军队的一个标杆。相隔悠长岁月，这

个样子不失传的奥秘，就在于代代官兵

在践行的基础上，对下一代言传身教。

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的忠诚、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品质、“一不怕苦、二不怕

死”的精神、如钢似铁的纪律，就是在

“临摹”中传承下来的。一路走来，我军

之所以能在挫折中愈加奋起，在困苦中

勇往直前，不断创造新的胜利，这是重

要原因。

与此同时，军事领域还是最具创新

活力、最需创新精神的领域。谁冲在前

沿、立于潮头，谁就能赢得先机。如果

对战争的认识落后于实践、武器的运用

落后于对手、练兵备战落后于时代，危

险就会如影随形。上世纪70年代，邓

小平同志就告诫，要果断告别“拿着驳

壳枪喊个‘冲’”这种过时的带兵经验、

作战思维。带兵打仗、练兵打仗，打的

都是明天的战争，需要具备的是打赢现

代战争的本领。因此，我们绝不能按照

旧的思维模板、本领模板来塑造新战

士。否则，带出来的只会是“昨日战士”

的复制版。

“想当年”并不难，“往前带”却不容

易。因为它意味着带兵人要自我否定、

不断学习，与战士们一同流汗、一起成

长。当前，部队武器装备更新换代快，体

系练兵要求高，备战打仗面对的许多难

题都是新的。无论是在练兵场，还是在

讲武堂，带兵人都只是有经验的“新

手”。要认识到，有的思路过去是对的，

如今却是错的；有的方法过去管用，如今

却是无用。更要看到，现在的战士知识

结构更立体、思维更活跃、视野更开阔。

相信他们、依靠他们，不断调动他们的积

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年轻战士才能展示

自己的潜力、书写不一样的精彩。

每个时代的战士，都有属于他们自

己的“最美肖像”。作为肖像的塑造者，

带兵人责任重大，不仅要讲好“昨天的

故事”，带领部队传承红色基因，永葆本

色；也要带领大家紧跟时代步伐、改革

步伐、战争步伐，锻造新头脑、练就硬本

领。只有这样，才能带出响当当的连

队、呱呱叫的兵。

带
兵
岂
能
一
味
﹃
照
老
画
新
﹄

■
李
宝
亭

笔者在基层调研时发现，少数干部

习惯抱怨，甚至走到哪抱怨到哪。这种

状态不仅会对战士产生影响，还会给基

层建设带来负能量。革命军人知重负

重，切莫陷入一味抱怨的泥潭。

有什么样的心态，就有什么样的

状态和作为。人在奋进途中，难免会

遇到不如意。心中充满阳光和力量，

困难才会低头和让路。一味地抱怨，

这不满意那不满意，被消极情绪支配，

就迈不开步子、走不了多远。安享和

平是人民之福，保卫和平是人民军队

之责。官兵扛起这个责任，必然要面

对种种困难。如果没有“计利当计天

下利”的格局，缺乏“踏平坎坷成大道”

的精神，少了“穿过风雨见彩虹”的积

极心态，是难以胜任的。

毋庸讳言，从来都不抱怨的人是没

有的，可一味抱怨就走向了极端。从了

解的情况看，习惯抱怨的干部，他们所

抱怨的，不外乎这么几个方面。从大环

境看，相比过去，部队各方面管理更正

规了、备战打仗压力更大了、纪律法规

约束更严了；从个人来讲，有的同志感

到生活的舒适度下降了，肩上的责任却

更重了。事实上，这些恰恰是应有的

“困难”。军人首先是战士，要习惯吃苦

磨砺、攻坚克难，只有这样，关键时刻才

能拉得出、顶得上。

为精神赋能，荒漠也可以成为绿

洲。当年，“两弹一星”专家搞研究试

验，缺这个少那个，不仅远离亲人，还长

期营养不良，如果没有积极心态，怎能

全力攻关研制出壮国威的大国重器？

“守岛英雄”王继才刚上开山岛的时候，

那里没水没树没电，乱石嶙峋、蚊虫飞

舞、蛇鼠乱窜，如果他总是抱怨，绝不可

能坚持下来，而且一守就是 30多年。

实践告诉我们，一味抱怨干不成事，一

往无前才能跋山涉水。

有人说：衡量是否成功，绝不是看

遇上了多少困难，而是看战胜了多少

困难。强军兴军途中，人人肩头有重

担。当困难与挑战不期而至，只有变

现实压力为前行动力，主动作为、迎难

而上，才能挑好自己的担子、履行好自

己的职责，不负这个伟大时代。否则，

就会在一味抱怨中泄了气、散了劲。

此外，各级领导机关也应及时听取抱

怨者的心声，及时靠前做好思想工作、

做好暖心事，营造有利于干事创业的

良好氛围。

莫陷抱怨的泥潭
■王国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