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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军队的战斗力，是由所有基层

单位聚集而成的，是由一个个士兵、一

件件装备融合而成的。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基层建设会议

上强调，加强新时代我军基层建设，是

强军兴军的根基所在、力量所在。在抓

建基层的“四个坚持扭住”中，其中之一

就是扭住战备训练抓基层。强军兴军

的根基牢不牢、力量大不大，取决于能

否把基层单位锻造成刀尖铁拳。

如果把军队比作一个人的肌体，那

么基层就是细胞。肌体的战斗力，归根

到底要靠细胞来支撑。我军历来注重基

层战斗力建设，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我

军就强调打仗能力须从每一个士兵，每

一个班排抓起。刘伯承元帅也多次指

出，战役的成功要靠一个个战术来保证，

营连训练任何时候都万万不得放松。我

军各个时期的训练大纲，也无不强调抓

实基层战斗力建设。

刀尖锋利，所向披靡；铁拳一出，虎

虎生威。长征途中，“大渡河连”17勇士

孤舟夺隘，使红军摆脱险境；抗日战争

中，“平型关大战突击连”与其它连队一

起，打破“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神话，振

奋全民抗战信心；抗美援朝中，“杨根思

连”誓死与阵地同在，让敌人也赞叹“中

国军队的力量惊人”……你死我活的疆

场对决中，我军之所以能够不断战胜困

难、立于不败之地，原因之一就是有千

千万万个能打硬仗、恶仗的基层单位。

信息化战争是联合作战，基层在决

定战争胜负中的权重是不是降低了？

对此，国外一名军事学者在研究30年来

世界上的50次重大军事行动后给出答

案：作战小分队的战斗力，对战争胜负

的影响会越来越大；更多的战略目标，

将会通过战术行动达成。

精兵作战、精兵制胜，关键在一个

“精”字。未来战争是“班长的战争”，

作战单元精干化、一体化、小型化、模

块化、多能化是基本特征，“末端中枢”

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每个作战单元都

是体系中不能缺、不能弱的重要一

环。一旦弱了，就很可能变成致命的

“阿喀琉斯之踵”，正所谓“弛一机，万

事隳。”只有紧盯弱项补短板，协调发

展固根基，把各作战要素练强，把各作

战单元练精，才能形成强大战斗合力、

胜战威力。

对战争而言，新力量的作用是变革

性的。改革重塑后，一大批新作战单元

出现在全军的编制序列中：新结构、新

单元、新模块……一个个“新”字，显示

出新型作战力量、新质战斗力比重和专

业类型的大幅增加，映射出改革重塑后

基层战斗力建设深刻变化。在练精“米

秒环”“跑投跳”的基础上，努力锻造新

型、新质、新锐作战力量，战斗力才能有

新的提高、质的跃升。

气为兵神，勇为兵本。战场上，基

层离前线最近，最有可能与敌人短兵相

接。“没有顽强的意志，没有敢于牺牲的

品质，再好的武器装备也不能保证胜

利。”利刃在懦夫手里是木棍，木棍在勇

士手里是利刃。血性胆气是军人的脊

梁、制胜的刀锋。抗美援朝中，没有防

弹背心和钢盔的志愿军战士之所以令

敌人胆寒，是因为“他们永远是向前作

战的，奋不顾身的。”把训练当实战，把

操场当战场，在远海大洋、大漠高原、山

岳丛林中加钢淬火，在摸爬滚打、流血

掉肉、争锋对决中熔铸血性，方能给基

层官兵砺出一颗颗“勇敢的心”。

岁月日新业日新。不论时代怎样

发展，不论战争形态如何变化，都需要

我们在战斗力建设中抓牢基层、建强基

层，这是因为，“战场上取得胜利的部

队，无不在平时就注重抓住每个作战岗

位，哪怕这个岗位只有一两个人。”

（作者单位：69230部队）

把基层单位锻造成刀尖铁拳
—加强新时代军队基层建设系列谈③

■屈 怡

长城瞭望

精兵作战、精兵制胜，关
键在一个“精”字。未来战争
是“班长的战争”，作战单元精
干化、一体化、小型化、模块
化、多能化是基本特征，“末端
中枢”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每
个作战单元都是体系中不能
缺、不能弱的重要一环。一旦
弱了，就很可能变成致命的
“阿喀琉斯之踵”，正所谓“弛
一机，万事隳。”只有紧盯弱项
补短板，协调发展固根基，把
各作战要素练强，把各作战单
元练精，才能形成强大战斗合
力、胜战威力。

别给成绩用“美颜”
■李华斌

讲成绩不是显摆，不能认为成绩不讲跑不了而

不讲、少讲。总结时，把一年的收获说道说道、回味

回味，暖人心也励人心。比如去年年终总结时，一

名中队长盘点成绩后在朋友圈感慨：“看到和战友

们这一年干了不少，也干得不错，心里真是美。今

后，我们还要铆着劲继续干！”

但个别单位在讲成绩时给成绩做了“美颜”：把

点滴进步说成“大发展”、把初步成效叫做“大成

就”、把个人进步写成“大变化”……好像成绩中没

几个“大”，就不足以展示“形势一片大好”。对于总

结中夸大成绩的现象，有战士吐槽，我听了耳朵都

发热，领导咋好意思说出来。

成绩美在货真价实。工作成绩连着单位发展

实力，关系官兵的成就感、获得感，来不得半点浮夸

和虚假。70分的真实成绩，比90分的虚假成绩更

有价值，也更可靠。对成绩“拉长、吹大、垫高”，折

射出的不仅是不实作风，还会影响形势的判断和上

级对来年的决策。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对成绩不

“注水”，不虚报，让成绩以“素颜”的形式呈现，这样

才能“使踏实和干劲涌上心头”。

多些具体的改进措施
■王 轶

每到年终总结，一些单位都要组织“笔杆子”对材料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然

而笔者发现，“笔杆子”们对成绩、不足、原因、改进措施等各部分的“用心指数”呈

下降曲线。某“笔杆子”开玩笑说，写总结也要遵循“倒三角”原则，写到改进措施

部分，多用“复制”“粘贴”键就行了。

毋庸置疑，成绩、经验、问题和原因等必须写充分，因为“浇灌了鲜花的人，才

能真正嗅到她的芳香。”然而，“ 一个单位明天的好坏，藏在它年度报告的后面几

页里。”把改进措施写实、写具体，让其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才能有助于部队全面建

设更上一层楼。

最难写的是未来。改进措施不是在投影仪前“推”出来的，它既来自对上级政

策的全面理解，也来自对部队实际的详细了解。“达必识其途，至必由其道。”目标

明确，路径清晰，多深入基层，多问计官兵，像制定作战计划一样制定改进措施，并

把改进措施真正落到实处，部队建设就能在破解一个个难题中不断前进。

评比“硬标准”绝不能变
■丁明航

在每年一度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曾数年空缺。国

外某著名学术期刊如此评论：“宁缺毋滥，不降标准，使这一荣誉的获得者更权威，

更有吸引力。”年终评功评奖时，也须坚持对战斗力的贡献率这个“硬标准”。

然而，个别单位在评功评奖中还存在“多重标准”的现象：有的把荣誉当“赠

品”，谁有关系就给谁；有的把荣誉当“补品”，谁资格老就给谁；有的把荣誉当

“安抚品”，谁闹就给谁；还有的把荣誉当“救济品”，谁最缺就给谁。诸如此类，

就会如一位哲人所说：“当荣誉的标准不再唯一，荣誉的光辉就会暗淡。”

“标准者，衡量事物之准则也。”标准重在“刚性”，贵在“唯一”。如果在评功评

奖时偏离了这个标准，把“唯一”变成“之一”，或者在执行标准中时严时宽，时紧时

松，把标准当“橡皮筋”、当“摆设”，打“擦边球”、搞“土政策”，那么部队建设就会走

弯路、入旁道，舍本逐末、事倍功半。只有把评功评奖的标准视为“硬标准”，才能

评出干劲、评出士气，评出战斗力，也才能形成练精兵、谋打赢的鲜明导向。

给“老黄牛”说几句暖心话
■孙家斌

年终总结，立功受奖的官兵理应戴红花、披绶带，但需要提醒的是，也不能冷

落了绝大多数勤勤恳恳的“老黄牛”。否则，就可能“激励少数人，冷落多数人”。

没有站上领奖台的官兵，绝大多数跟立功受奖的先进一样，长期奋斗在各自

战位。这其中，不少人还可能因婚恋问题难解决、两地分居难团圆、老人小孩难照

顾等各种困难而负重前行。如果对这些官兵不管不问，就会使他们失望无助、心

灰意冷。比如，某部一名士官前年年底曾这样吐槽：这一年，我休假被提前召回，

平整训练场多少次累得直不起腰，发高烧还在比武中拿了第五……辛苦了一年，

连领导一句暖心的话都听不到，真寒心。

精彩的强军故事，既需要先锋人物的激励示范，也需要全体官兵的共同书

写。在年终总结时，那些暂时没有取得优秀成绩但默默无闻的官兵，也许并不奢

望立功受奖，但一句“这一年你进步很大”的肯定、一句“继续努力”的鞭策，也会让

他们倍感欣慰，倍添动力。

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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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各部队的年终总结工

作陆续展开。科学地回顾既往、谋划

开新，对于推动部队建设再上新台阶

大有裨益。然而正如习主席所指出

的，“工作中的经验是财富，工作中的

教训也是财富，关键在于是否善于总

结。”这里，我们选刊4篇来稿，与您

一起为年终总结把脉问诊，以期把年

终总结变成进步台阶。

——编 者

扫描右侧二维码，

可了解更多本报往年

刊登的关于如何搞好

年终总结的言论文章

“我怎样才能爱国？”近日，随着中共中

央、国务院《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

要》的印发，很多人都这样自问。而近期刷

屏网络的一些人，给出了他们的答案：

11月 13日，今年编号为 0000001—

0000010的上海交通大学的毕业生，在

就业选择中不约而同选择了与国防军工

密切相关的行业，如中国工程物理研究

院、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等。编号为

0000002的毕业生王志恒说：“爱国就是

为国家做实事。”

11月14日，当年在汶川地震中被誉

为“伞降第一人”的空降兵某部高工李振

波，因为迎来第2000次跳伞而成为“网

红”。银翼和蓝天，是李振波军旅生涯的

壮阔背景。面对满屏点赞，李振波回复：

“爱国对于我来说，就是用打赢本领当祖

国的保护伞。”

11月中旬，94岁抗战老兵季华去世

的消息成为热搜。缝补了一层层的泛白

黄挎包、一张张写在废纸盒上的随笔感

言、一件件粘着胶带的老旧家具……比

季华老人“寒舍”更让人感动的，是他“遗

体捐献，不设灵堂，不收花圈”的临终留

言、数百万元的捐款存根，以及他的爱国

宣言——“帮助贫困户和需要帮助的人，

我要一辈子这样爱国。”

网络上，人们对“编号前十”的上海

交大毕业生满屏点赞，要当“生必誓死为

强国”李振波的忠实“铁粉”，给“精神富

翁”季华老兵全网送别，不仅是因为他们

的精神可敬可佩，更是因为他们让爱国

主义这个人人“向而往之”的朴素情感可

感可学，激励人们以岗位为舞台，以工作

为抓手，让行跟知一起走。

“爱国既是一种信仰，更是一种行

动。”爱国，是狼牙山上五壮士的纵身

一跃、是日常生活中雷锋长年累月的

为民服务、是高原戈壁边防战士的爬

冰卧雪……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知”是

前提、基础，“行”是重点、关键，以知促

行，以行促知，才能做到知行合一。就拿

爱国来说，一个人如果不在本职工作中

踏实努力，那即便爱国主义口号喊得再

响，不仅空洞无力，还可能会“矮国”“碍

国”。正因为如此，《新时代爱国主义教

育实施纲要》明确要求：“倡导知行合一，

推动爱国之情转化为实际行动。”

“军人是最能体现爱国的职业。”今

天，强军兴军，使命如山，重任在肩。一

个个感动我们的新时代爱国者用具体行

动激励我们：把爱国作为一种信仰来坚

守，作为一种责任去承担，作为一种习惯

来培养，爱国主义才能在落小落细中真

正落实。

（作者单位：32103部队）

爱国，让行跟知一起走
■闫 野

岁末年底时，干部调整季。一汪清

泉，必有源头活水；一棵大树，必有根下

沃土。组织的培养是一名干部成长进

步的重要依托。能不能正确对待组织

的决定，是检验领导干部的“试金石”。

组织之于干部，犹如阳光、雨露、沃

土之于草木，是干部成长的摇篮、立身的

阶梯、事业的靠山。为了干部的成长，组

织上尽心竭力为干部增长才干创造条

件，为干部施展才华搭建舞台，从崭露头

角、脱颖而出到独当一面，无不凝聚着组

织培养的心血。习主席曾语重心长地指

出：“我们国家培养一个领导干部比培养

一个飞行员的花费要多得多，而更多的

还是我们倾注的精神和精力。”

正是因为不忘组织的恩情，所有干

部在提升时都会说“感谢组织的培

养”。那么，没有被提升使用的干部，还

该不该谢谢组织的培养？抗日战争时

期，组织上派人找李先念谈话：“先念同

志，组织决定你到八路军一二九师当营

长，你有什么意见吗？”面对从军级到营

级的“断崖式降职”，李先念毫不犹豫地

说：“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

干部的成长进步固然离不开个人

的努力，但没有党组织的培养，就不可

能有什么作为。正如刘伯承元帅所说：

“离开党，像我们这些人，都不会搞出什

么名堂来。”然而现实中，少数党员干部

不念党的培养之恩，提拔重用了认为是

自己“该得的”，没被提拔则认为是组织

“亏欠的”，更有甚者，个别干部将组织

的培养抛在脑后，对功名利禄汲汲以

求，结果在忘恩负义中身败名裂。

当年领导黄麻起义的戴季英，新中

国成立后被组织委以河南省委常委、开

封市委书记的重任后，他非但不感谢党

的培养，还觉得组织欠他的，给党中央

和毛主席写信，要求做中央委员、省委

书记。毛泽东同志看了“要官信”后大

为震怒，批示道：“共产党不需要戴季英

这样的高级干部。”

广东省中山市原市长李启红，被称

为“品牌市长”的他觉得自己对当地发

展有功，眼见年龄到杠还不能被提拔，

便产生了“组织既然欠我，那我就用经

济补偿自己”的想法，结果在57岁快“着

陆”时落马。

其实，真正的共产党员，从来都是

觉得自己欠组织。因为在他们看来，自

己的“翅膀”之所以硬起来，是组织培养

的结果，即使自己干出了一点成绩，也

归功于党组织的培养，归功于各级领导

的栽培和周围同志的关心。在他们看

来，兢兢业业为党工作，是党员干部的

本色，是在实践入党时的誓言，怎能把

功劳、成绩、贡献等等，作为筹码向组织

讨价还价呢？更何况，无数革命先烈，

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牺牲了生命，他们

又何曾想过要党和人民“还账”？

树叶只有长在大树之上，才能焕发

生机；水滴只有融入江河，才不会干

涸。只有牢记组织的培养并尽全力为

组织工作，才能有所进步、有所发展。

作为领导干部，应该始终抱着一颗感恩

组织的心干好工作，不问组织能给我什

么，而要多考虑自己能为组织干些什

么，回报组织的培养。

职级进步有尽时，工作进步无止

境。作为领导干部，应立志干大事而非

做大官。不论职务是否变动，都应把人

生价值定位在干事创业上。

只为强军计，何论职与级。若以小

利计，何必披征衣。2013年底，部队编

制体制调整，组织上找已是原沈阳军区

某摩步师师长的付文化谈心，希望他出

任师改旅后的旅长。付文化爽快回答：

“我是组织培养的干部，坚决服从。”

在复兴伟业面前，为个人进步所思

何其狭隘；在强军征程面前，为职务晋升

计较何其渺小。广大党员干部只有恪守

忠诚，无论岗位在哪里都不忘自己的誓

言；牢记恩情，无论身居何位都不忘组织

的培养，把强军事业看重、把职务晋升看

轻，把组织培养看重、把个人进退看轻，

相信组织、依靠组织、服从组织。如此，

才能把脚下的道路走端正、步子迈扎实，

在强军事业中实现自己的价值和抱负。

（作者单位：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部）

不忘初心报党恩
■谢 凡

玉渊潭

八一时评

近日，某旅在巡查岗哨时发现，一
个连队干部在哨位上放了一个手机。
午夜查哨时，该干部不去哨位，而是通
过视频通话检查执勤情况。旅领导对
该干部这种既暴露哨位目标又弄虚作
假的做法进行了严厉批评，引导大家增
强保密观念和责任意识。

这正是：
查哨必须到现场，

岂容偷懒图方便？

警戒执勤非小事，

遵规守纪莫越线。

周 洁图 任振华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