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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连着战场，教学事关打赢。军

队院校因打仗而生、为打仗而建，必须

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

“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就是坚持党

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强国兴军服务，立

德树人，为战育人，培养德才兼备的高素

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习主席在全

军院校长集训开班式上的重要论述，再

次启示我们：军队是要打仗的，军队院校

必须立起为战育人鲜明导向，一切办学

活动都要聚焦能打仗、打胜仗。

培养人才是最重要的战争准备。

军队院校是培养打仗人才的摇篮和基

地。我军军事院校一直有以战领教、为

战育人的优良传统。从井冈山的红军

学校，到瑞金的红军大学；从长征途中

的“干部团”，到抗战时期的“抗大”……

院校在硝烟战火中创办，在枪林弹雨中

发展；学员从血火战场走来，到战斗一

线建功，真正实现了课堂连接战场、学

员即是战斗员。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

秀的子孙……”成立于抗战烽火中的“抗

大”，是当时我军最高军事学府。“我们的

学校，就是要增加抗日力量的。”从1936

年到1945年，抗大共举办8期，为全军部

队输送了 10万余名优秀军政干部；从

1937年到1945年，八路军、新四军从最初

改编时的4.6万人发展到120余万人。这

10万英才像“火种”一样撒向全国战场，

使抗日烽火越燃越旺，为夺取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军事教育的最基本要求、最大特色

和本质属性，说到底是要把战斗力这个唯

一的根本的标准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回

归到一切为了打仗的本真。党的十八大

以来，习主席多次到军队院校视察调研，

反复强调“实现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

军队，我军院校建设必须有一个大的加

强”“打仗需要什么就练什么，部队需要什

么就教什么”。全军院校始终坚持面向部

队、面向实战、面向未来抓教育人，校门对

接营门、操场直通战场的特点更加突出，

在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方面

取得长足发展，为军队输送了一批又一批

能打仗、打胜仗的人才。

同时也要看到，个别院校在办学育

人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不是更多地

想着面向打仗的需要、对接部队的需求，

而是搞自我设计，自己有什么就教什么，

有什么优势就吆喝什么，教育缺乏针对

性、前瞻性和实战性。从部队反馈的情

况看，一些新毕业学员到部队后出现“水

土不服”现象，组训、教育、管理等能力比

较弱，甚至难以胜任本职岗位。正如一

些同志讲，在院校学的部队用不上，部队

需要的又学不到。这就容易变成纸上谈

兵、坐而论道，必须加以改进。

现在，世界在变、时代在变、军队在

变、战场在变，而且变的速度越来越快、

越来越深刻，甚至很多是颠覆性变化，是

前所未有的历史巨变。尤其是当前战争

形态加速演变，作战样式深刻变化，特别

是智力将超越火力、信息力和机动力，逐

步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最关键因素。这

些千变万化，最终都将聚焦到“人”，都将

反映到军事教育领域，对院校人才培养

提出严峻挑战。这就要求院校教育必须

敏锐知变、准确识变，有预见性地主动求

变、科学应变，这样才能跟上时代进步、

跟上战争发展，制胜强敌、赢得未来。

钱学森晚年多次指出，我们的教育

要经常思考怎样培养杰出人才。对于军

队院校来讲，这个“杰出”就是能打仗、打

胜仗。我军现代化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

加速推进，对人才的需求也愈加紧迫。

院校教育必须锁定明天战场，把握现代

战争特点规律，狠抓实战化教学改革，向

打仗靠紧、向培养新型军事人才聚焦、向

提高新质战斗力贴近，切实打造好“战争

大脑”、锻造出“军中脊梁”，努力使人才

培养供给侧同未来战场需求侧精准对

接，为打赢明天战争奠定坚实的人才支

撑，真正赢得未来战争的主导权。

立起为战育人鲜明导向
■高 宝

长城瞭望

家书纸短，家国情长。日前，由中

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制作的微纪录

片《见证初心和使命的“十一书”》成为

网上热议的话题，点击量不断飙升。

这部微纪录片共11集，选取了11

位共产党人的感人故事，包括贺页朵的

“宣誓书”、傅烈的“绝命书”、寻淮洲的

“请战书”、王尔琢的“托孤书”、卢德铭

的“行军书”、张朝燮的“两地书”、陈毅

安的“无字书”、夏明翰的“就义书”、赵

一曼的“示儿书”、左权的“决心书”、陈

然的“明志书”。同时，该片以讲述和演

绎的新颖方式，邀请12位优秀文艺工

作者参与，形成了强大的吸睛阵容。

《十一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

“微”，每集只有5分钟。如此短的纪录

片能够刷屏，就是因为“微”中藏大义，

“微”中饱含着正能量、主旋律，以大量

第一手材料真实地展现了英烈人物的

奋斗精神和无畏气概，生动地展示了共

产党人用生命和鲜血铸就的信念与忠

诚、永远坚守的初心和使命。从“拼将

七尺男儿血，争得神州遍地红”的傅烈，

到“革命不成功，立誓不回家”的王尔

琢；从“恐十年不能回家”“将全力贡献

革命”的左权，到“砍头不要紧，只要主

义真”的夏明翰……革命英烈的光辉形

象和崇高人格感人肺腑、催人泪下，凝

聚起受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拼搏奋

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现在，传播方式已经进入了微时

代，各类微小而内容又相对完整的碎

片化信息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追捧。一

份报告显示，2018年在移动互联网总

使用时长增量中，短视频占了 33.1%。

但时长不代表热度，并不是所有的微

视频都如《十一书》这么火爆，有的甚

至“见光死”。究其原因，主要是粗制

滥造、内容低俗，只求点击量、不传正

能量，不为大义、只求小利，成为没有

灵魂的“僵尸”。

再看一看那些“现象级”传播的微

视频，无不是唱响主旋律、满载正能

量。比如，微公益片《家国与边关》，没

有明星，没有特效，没有大场面，只有风

雪、高原、哨所和鲜艳的国旗，短短45

秒却在新媒体平台获得10亿点击量。

边防军人保家卫国的高尚情操，勾起无

数国人的爱国主义情怀。正如一位观

众所说的那样：“感谢边防军人，他们的

负重前行，我们的孩子才能平安幸福地

成长。”

知常明变者赢，守正创新者进。这

也启示我们，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

适应微时代的大背景，因势利导、顺势

而为，在广泛利用微教育、微课堂、微视

频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形式上小、鲜、

活，内容上正、实、深，守护主阵地、汇聚

正能量，切实以手段的“化整为零”实现

效果的“零存整取”，真正接地气、入兵

心，铸魂育人、成风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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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时评

站在原地，不借助任何工具，如

何感知风速？经验丰富的人用手，

高人却用脸。在中央电视台《开讲

啦》节目现场，空降兵研究所高级工

程师李振波只用脸就准确地测出风

速，赢得阵阵热烈掌声。

“吹面不寒杨柳风。”春风拂面，

可以感知冷暖，但测出风速，闻所未

闻。梅花香自苦寒来。很难想像，

从“不可能”到“可能”，李振波付出

了怎样的艰辛、经历了多少次失败，

才练就了这一独门绝技。

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每一

项奇迹的创造、每一次极限的突破，

无不蕴含在坚忍不拔、永不放弃的

坚持之中。没有平时的千锤百炼，

就难有战时的一锤定音。平时多练

几门绝技，战时就多几分胜算。

脸测风速

展示高超技艺
■王正朋

“中国军人炫腹照，给你十足安

全感！”东部战区海军某扫雷艇大队

举办“铠甲战士”比赛，主题是秀肌

肉。兵哥哥的人鱼线清晰可见，8块

腹肌块块明显。一位参赛的战士说：

我的每一块肌肉都是用汗水凝成的。

军人生来为战胜，全部心思要

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要向打仗用

劲。军人的健与美，是练为战的真

力量，不是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

正如一位网友留言：军人的肌肉不

是喝蛋白粉长起来的，而是在血火

战场上练出来的。

现代战争节奏快、强度高，军人

的身体和心理都必须拥有超负荷的

承受能力。是否具备超强的体能，

影响着部队的战斗力。只有日积月

累、严格训练、自我加压，真正练就

一身腱子肉、一副铁身板，才能适应

未来战场的需要。

块块腹肌

见证刻苦训练
■王凯卫

微 评

过去，老一辈人在孩子哭闹的时

候，往往吓唬说：“别哭啦，再哭就把你

喂大灰狼！”孩子胆小，就止住了哭

声。如今，个别带兵人也有意无意地

使用这种管理方法，正如一句歇后语

所讲：墙上画老虎——吓唬人。

比如，有的基层管理骨干发现战

士有违纪苗头时，喜欢把这类话挂在

嘴边：“最近有人在外做了违规的事，

离受处分不远了”“你们做的那些事，

不要以为我不知道”“再这样下去，你

这个人就完了”。如此这般，也许出发

点是好的，给战士敲敲“警钟”，打打

“预防针”，提醒大家注意，但如果总是

用这一招就欠妥当了。

“狼来了”的故事人人尽知，牧羊

人最终失信于众、自食其果。一个单

位的日常管理，如果一味地拿着虎皮

当衣裳——吓唬人，不仅不利于维护

法规制度的刚性和权威，还会给战士

造成不必要的思想和心理负担。久而

久之，会让战士产生逆反心理、反感情

绪，管理者的威信也会大打折扣。

分析原因，个别带兵人之所以靠

“吓唬”来抓日常管理，一方面是法治

意识不强，没有按法规制度真抓实管，

而是以言代法、以权压法，搞土政策、

土办法、土规定。另一方面是管理招

数不多，不考虑青年官兵的个性特点，

嗓门高、办法少，一味地“吓”“哄”

“骗”，看似一时有效，实则消解了法规

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好兵不是“吓”出来的，而是依据

条令条例“管”出来的。法规制度的生

命在于执行，“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才

能令行禁止。如果有法不依、执法不

严，嘴上硬、手上软，法规制度就会成

为“稻草人”“纸老虎”。带兵人只有自

觉将法治信仰融入心中，厉行法治、严

肃军纪，凡事按条令管、按大纲训、按

纲要建、按制度办，才能带出响当当、

过得硬的部队。

好兵不是“吓”出来的
■文/王 聪 陆宏权 图/江 叁

画里有话

“做难事是最有效的耕耘。”金一南

教授在一次演讲中回顾自己的成长经

历时说，要敢于做没有做过的事，敢于

打破自我形成的固定节律，敢于把自己

逼到墙角。作为生来为战胜的军人，很

多时候，不主动把自己逼到墙角，形势

也会把你逼到墙角。

所谓墙角，常形容陷入窘境、情

况危急。这个地方，向后已无路可

退，向前则困难重重。这个时候，

唯有置之死地而后生，越是艰难越

向前，方可赢得一线生机，迎来胜

利曙光。从南昌起义失败，到第五

次反围剿失利，再到湘江一役损失

过半，我军一次次被逼到墙角、濒

临绝境，又一次次力挽狂澜、绝处

逢生，最终从逆境中逆袭，从胜利

走向胜利。

心理学家赫伯特·奥托讲，普通人

一生只使用能力的 4%。但军人不是

“普通人”，战士就要上战场，血火战场

无亚军，只有平时练到极致，战时拼到

极限，方能扛起胜利大旗。空军“强军

先锋飞行大队”飞行训练坚持压着大纲

上限飞，低空飞到尽低、远海飞到尽远、

时间飞到尽长、实弹打到边界，先后创

造数十项实战化训练纪录。这是锻造

胜战刀锋的必由之路，也是制胜未来战

场的必备状态。

诗人艾青写道：“当死亡还没有来

临，把能量都发挥干净。”一个人不逼

一逼自己，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多大潜

力。未来战争的样式之新、进程之快、

烈度之大前所未有，战场上遇到“墙

角”将会司空见惯。胜战本领往往都

是逼出来的，平时不逼到绝境、难到极

致，战时就难以从容应对、克敌制胜。

唯有勇于挑战自我、突破自我，敢于跨

越临界点、突破极限值，冲着极限练、

练出绝招来，战时才能“投之亡地然后

存，陷之死地然后生”。

（作者单位：92859部队）

敢于把自己逼到墙角
■陈树浴

谈训论战

“坚持党指挥枪，确保人民军队绝对

忠诚于党和人民，有力保障国家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的显著优势。”这是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我国国家制度和国

家治理体系13条显著优势中的一条。

优势并非与生俱来。党对人民军

队的绝对领导，这个在今天看来已被历

史证明的革命真理，当年却掌握在少数

人手里，是在争论、实践、斗争甚至挫折

中经受检验，最终才焕发出璀璨光芒

的。正如路易斯·亨利·摩尔根所说：“制

度，人类的一切主要制度，都是从早期所

具有的少数思想胚胎进化而来的。”

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站在文家

市里仁学校的操场上，向着仅剩的千把

号人满怀信心地说：“蒋介石好比一口

大水缸，而我们现在是一块小石头。总

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会大起来，而

且一定会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信

心是需要实力支撑的，此时的红军部队

“就像抓在手里的一把豆子，手一松就

会散掉”，“人不断地跑，连师长都不辞

而别了，人心乱得很”。

这个“乱”还包括思想方面，面对要

不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怎样领

导这个历史性课题，争论达到了白热

化。红四军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多

次召开会议，都未能形成共识。期间，

毛泽东落选红四军前委书记，受到严重

警告处分，朱德被书面警告。

根据党中央要求，陈毅赴上海汇报

工作。之前，毛泽东曾声称要打倒“陈

毅主义”。出发前，陈毅与毛泽东交换

意见，两人又吵了一架，各执己见，不欢

而散。这次赴上海，千里之遥，信息闭

塞，陈毅的汇报决定着革命的走向和红

军的命运，尤其是毛泽东的去留。试

想，最有发言权的陈毅如果囿于一己之

念，挟私报复，后果将不堪设想。

疾风知劲草，烈火识真金。毫无疑

问，陈毅经受住了考验。在上海，他接连

提交了5份书面报告，客观、真实地反映

了红四军的历史、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

与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进行了深入交流，并

直言不讳地承认：与自己有思想分歧的毛

泽东“在政治上比较正确”。对此，党史专

家傅柒生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如果能

假设的话，当年陈毅若有一点私念，有没

有古田会议，开成什么样，毛泽东能不能

回到领导岗位上，就很难说了。”

任何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

件，都要通过历史这面镜子才能反映出

本来面目。每到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毅等革命领

袖，以对党和红军负责、对革命事业负

责的精神，以真正共产党人的无私无

畏、光明磊落，相争为党、相让为党，推

动中国革命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绝处逢

生的重大历史转折。

“兵权之所在，则随之以兴；兵权之

所去，则随之以亡。”经历过血雨腥风的

一位老红军说：“党手里没有枪杆子，就

是人家的盘中肉；枪杆子离开了党，就

像树没了根，别人一推就倒了。”但是，

兵权不会从天而降，不仅是“争”来的，

更是“斗”来的，前提是没有一点私心杂

念。正如毛泽东始终强调的，共产党人

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要

争人民的兵权”。

红军胜利会师后，在北上与南下的

行军方向上出现分歧，张国焘公然另立

“中央”，自封“主席”。会上，张国焘逼

迫朱德表态支持自己另立的“伪中央”，

要求朱德必须与毛泽东“划清界限”。

朱德旗帜鲜明地表示：“你这种做法我

不赞成。我们不能反对中央，要接受中

央领导。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天下红

军是一家。”

对于这段斗争历史，毛泽东给了朱德

10个字的评价：“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

钢。”这个“大”，是为了革命事业大公无私、

大义凛然，“大事见境界，抉择显本色”；这

个“坚”，是为了红军前途坚定不移、坚决

斗争，“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

回眸历史，才能更加清晰地看清历

史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也才能更

加真切地感受到这样的选择会带来什

么样的深远影响。从历史走到今天，正

是因为有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个“定海

神针”，人民军队历经坎坷而不散，屡遭

失败又奋起，从来没有一支成建制的队

伍被敌人拉过去，也没有任何人能利用

军队来达到个人目的。

历史不可以假设，但明天的历史，

今天可以创造。奋进新时代，担当新使

命，重温那时的“没有私心”，我们维护

核心、听从指挥的意志更加坚定，正风

反腐、整纲肃纪的底气更加充足，改革

重塑、浴火重生的力量更加强大，强军

兴军、迈向一流的道路更加宽广。

（作者单位：武警西宁支队）

重温那些“没有私心”的历史
■张 彬 曹 澍

玉渊潭

军队是要打仗的，军队院校必须立起为战育人鲜明导向，一切办学活动
都要聚焦能打仗、打胜仗。这就要求院校教育必须敏锐知变、准确识变，有预
见性地主动求变、科学应变，这样才能跟上时代进步、跟上战争发展，制胜强
敌、赢得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