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12月11日，是钱学森诞辰108

周年纪念日。

纪念，离不开回顾。回望钱学森光辉

的一生，有太多的功勋值得铭记。犹记

得，钱学森的追悼会没有悼词，当天新华

社发表了相当于悼词的长达6000字的

《钱学森同志生平》文章，用11个“第一”

概括了其为中国航天和国防科技事业作

出的卓越贡献。

那一刻，他的思想、他的精神、他的

丰功，写入永恒。

“指导设计的中国第一枚液体探空

火箭发射成功”“牵头组织实施了中国第

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任务”“领导设计

制造了中国第一艘核动力潜艇”……迈

向科学高峰的征途上，每一次攀登都非

同寻常，钱学森却用一个个“第一”为中

国科技事业发展树起了一座座里程碑。

“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两弹一星’

功勋科学家”“终身成就最高荣誉大

奖”……面对如此耀眼的光环，钱学森却时

常说：“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

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

对我一生所做的各种工作表示满意的话，

那才是对我最高的奖赏。”毫无疑问，祖国

和人民对钱学森是“满意”的，因为他始终

为民拼搏、为国奋斗。

“20年中，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

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做准备，为

了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做点事。”钱学森

的回国之路充满凶险，先是被“驱逐出

境”，后因“太有价值”被禁止离开，正如美

国海军次长丹·金贝尔所说：“一个钱学森

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

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得知钱学森在美国遭到软禁，其父

钱均夫写信勉励：“相信吾儿对科学事业

的忠诚，对故国的忠诚……”与美国移民

局检察官的一段对话，可以证明钱学森

的“忠诚”。“你忠于什么国家的政府？”钱

学森答道：“我是中国人，忠于中国人

民。”追问：“你说的‘中国人民’是什么意

思？”答道：“四亿五千万中国人。”

回国，是何等的坚定；离开，又是何

等的决绝。

钱学森离开洛杉矶那天，当地出版

的《帕萨迪纳晨报》上印着特大字号的通

栏标题——《火箭专家钱学森今天返回

红色中国！》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

没有去码头送行，却说了一句意味深长

的话：“钱学森回国绝不是去种苹果树

的。”丹·金贝尔也不失时机地留下了一

句名言：“放钱学森回中国是美国曾做过

的最愚蠢的事。”

的确如此，钱学森回中国，当然不是

“去种苹果树的”，他种下的是一颗颗令

中国人民扬眉吐气、让中华民族巍然屹

立的“争气弹”。国外评论家指出，“由于

钱学森的归来，使红色中国的‘两弹一

星’提前了20年。”其实，钱学森回国的

意义何止于此。毛泽东同志说：他比五

个师的力量大得多。他是我们的几个

“王”呢！什么“王”？工程控制论王，火

箭王。各位想上天，就找我们的工程控

制论王和火箭王钱学森。

心中有了目标，脚下就会生根。钱学

森一心扑在科研上，时常从单位“失踪”，

从家中“消失”。有一回，夫人蒋英一个多

月没见到钱学森，就找到国防部第五研究

院询问：“钱学森干什么去了，这么长时间

杳无声息，他还要不要这个家了？”蒋英回

忆说：“那时候，他什么都不对我讲。我问

他在干什么？不说；问他到哪儿去？不

说；去多久？不说。”钱学森“不说”，是因

为一直在为科研事业而尽心竭力、呕心沥

血。他不参加剪彩仪式、鉴定会、开幕庆

典，也不为人题词、写序，甚至主动请求降

为副职，只求专心于科研工作。

人总是要老的，事业需要后继有人，

钱学森十分注重发现人才，培养年轻人。

2005年3月29日，已经94岁高龄的钱学

森，在病房里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作了一次

长谈，重点就是人才培养。“回国以后，我

觉得国家对我很重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

需要更多的钱学森，国家才会有大发展。”

“我今年已经90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

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正因为钱

学森一手推荐提拔了任新民、孙家栋、王

永志等一大批的“钱学森”，才有了中国

“两弹一星”和载人航天的辉煌成就。

“在他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

重，名利最轻。5年归国路，10年两弹成。

开创祖国航天，他是先行人，披荆斩棘，把

智慧锻造成阶梯，留给后来的攀登者。他

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中华民

族知识分子的典范。”这是钱学森当选

2007年度“感动中国”人物时的颁奖词。

推选委员阎肃评价道：“大千宇宙，浩瀚长

空，全纳入赤子心胸；惊世两弹，冲霄一

星，尽凝铸中华豪情。霜鬓不坠青云志，

寿至期颐，回首望去，只付默默一笑中。”

殊荣面前，钱学森确实做到了付之一

笑，因为他的心中只有祖国和人民：“一切

的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我本人只是恰

逢其时，做了该做的工作。仅此而已。”获

得“小罗克韦尔奖章”后，钱学森在座谈会

上说：“今天给我的奖，说是第一名中国人

得此奖。我说，要紧的是‘中国人’三个

字，这个‘中国人’，应该包括中国成千上

万为此作出贡献的人。”当人们称颂钱学

森是中国“火箭之父”“导弹之父”时，他总

是说，没有党的领导，没有那么多人共同

努力，哪有火箭？哪有导弹？

巨人往矣，精神之光，烛幽以明。著

名科幻作家克拉克在《太空漫游》中，塑

造了一位神话般的中国科学家，名字就

叫“钱学森”。我们相信，这不是巧合，也

不是虚幻。钱学森曾用无与伦比的成

就，照亮了一段光辉的历史，矗立起一个

时代的巅峰。前进道路上，一定会有更

多的“钱学森”接续奋斗、勇攀高峰，托举

起中华民族的希望与未来。

“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
■张顺亮

玉渊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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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校是干什么的？毫无疑问，是培

养打仗人才的。炉火旺，出好钢。把军

事院校打造成“胜战熔炉”，才能让学员

百炼成钢，走向战场。

习主席在全军院校长集训开班式

上提出的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为战

育人”是一个鲜明特点。军队院校因打

仗而生、为打仗而建，“一切办学活动都

要聚焦能打仗、打胜仗”。能打能胜的

核心是“能”，而军事院校是给打仗人才

“赋能”的熔炉，既应是“书声琅琅”的知

识殿堂，也应是“刀光剑影”的练兵场；

既应是军事理论、科学技术的创新池，

也应是实战化训练的试验田。如果这

个“熔炉”火力不够、温度不高，军校大

门自然难以对接未来战场，军校学员也

难以成为能打仗的战斗员。

我军向来重视军事院校的“胜战”

功能、“熔炉”作用。长征路上，由工农

红军学校改编的干部团，既是培训和储

备干部的机构，又是中央纵队的一支重

要战斗队。抢渡金沙江战斗中，干部团

受领夺占皎平渡的任务后，化装成国民

党中央军奔袭渡口，利用找到的两条船

发起突袭，一举消灭对岸守敌，为大部

队渡江赢得先机。从血战青杠坡，到飞

渡金沙江；从激战通安州，到险过大渡

河，干部团越战越勇、威名大震，令敌人

闻风丧胆。

著名的抗日军政大学非常注重实践

性环节，强调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经常组

织教员、学员直接去前线，在战火的洗礼

中提高本领。抗大还有一个独特的做

法，就是把能打仗的学员留下来抓教学，

而把“秀才”派到前线去历练。强将手下

无弱兵。如此这般，由“狮子”“老虎”带

出来的学员，自然是虎虎生威、所向披

靡。难怪日军冈村宁次叫嚣：“宁肯牺牲

20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学员，牺牲50个

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干部。”

外军很多院校的名字里都有“战争”

两个字，比如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法国战

争学院、土耳其综合战争学院，等等。这

些学院十分注重营造实战氛围，走进校

园就像走进了战场，防御阵地、碉堡和炮

台随处可见。巴基斯坦空军战争学院最

高级别的课程内，设有多次指挥所演习

内容，难度、强度渐次增加，对抗接近实

战。二战期间，美国海军对日军作战方

案都在海军战争学院兵棋推演室进行了

预演，助推美军取得太平洋战争胜利。

经过这次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我

军院校进行了整体性、革命性重塑，训

练指向更直面战场，教学标准更贴近实

战。今年5月份，习主席来到陆军步兵

学院，观看了阻绝墙跳水、翻越懒人梯、

跨越步步高、翻越高墙、攀爬云梯、攀越

高空荡木桥、扛圆木等极限训练。看到

学员们摸爬滚打一身泥水，迎着障碍一

往无前，生龙活虎、喊声震天，一派实战

化练兵景象，习主席很高兴。这是习主席

对军事院校实战化教学的充分肯定，也

是对立起以战领教导向的殷切期望。

同时也要看到，我军有的院校建

设仍然缺少战争学院的味道。有的面

向战场、面向部队、面向未来培养人才

的紧迫感不强，立校为战、执教为战、

求知为战的办学思路还不够清晰，为

战抓教、为战育人的训练模式还不够

成熟，思战谋战、研战教战的师资队伍

还不够过硬。有的建校视野不宽，习

惯于自我搞建设，聚焦备战打仗不

足。由此可见，在院校领域把战斗力

这个根本的唯一的标准立起来还有很

多问题需要解决。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一场科技革命、

教育革命、学习革命，外军院校和地方

高校都在加快转型，新形势新体制下我

军院校教育理念、规模结构、管理体制、

教学对象等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军队

是要打仗的，万变不离其宗，“打仗需要

什么就教什么，部队需要什么就练什

么”的建校原则永远不能变。只有主动

求变、科学应变，将“对接战位”的培养

目标立起来，使“教战一致”的训练标准

硬起来，让“知战善教”的师资队伍强起

来，才能把军事院校这座“熔炉”真正烧

旺，锻造出制胜强敌、决战决胜的利刃。

决胜于未战，决胜于人才。围绕实

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是军事院

校永恒的课题。要把握现代战争特点

规律，站在时刻准备打仗的高度，树立

部队是“客户端”、实战是“检验场”的思

想观念，大兴研战、教战、学战之风，推

动院校建设与军事科技发展同步，与部

队实战实训衔接，与军事斗争准备呼

应，真正做到源于部队、高于部队、引领

部队，为打赢未来战争提供坚实的人才

支撑。

（作者单位：海军航空大学）

把军事院校打造成“胜战熔炉”
—学习贯彻全军院校长集训精神系列谈①

■王天林

长城瞭望

众所周知，倒计时牌的数字跳到

“0”，就意味着新的开始。而走进火箭

军某旅“导弹发射先锋营”一营，营门前

高悬的倒计时牌上，一个大大的“0”字

经年未变。

“战争没有倒计时，每天都是出征

日。”一营官兵说，实弹发射是我们的家

常便饭，实战发射才是我们的练兵目

标。从以考核成绩排序到临机抽点发

射，从按资历选人到新老竞争上场……

“实弹”与“实战”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一

营却付出了无比的艰辛努力，实现了时

刻能战的能力嬗变。

对于实弹，我们并不陌生，也不难理

解，比如实打、实投、实爆等等，只要是

“真家伙”就行。而实战则复杂得多，要

看环境设置是否充满未知，演练程序是

否随机而变，战术动作是否机动灵活，谋

略运用是否出奇制胜，训练强度是否达

到极致，战场态势是否瞬息万变。如果

答案是“否”，那就算不上实战。

“实战化”的内涵远不止于“实弹

化”。实弹是一种训练方式，而实战是一

种作战状态。实弹不代表实战，只是实战

的一种表现形式。从实弹到实战，中间隔

着一条“鸿沟”。我军已经30多年没有打

过仗，很多官兵没有实战经历，缺乏实战

经验。不清楚“仗怎么打”，“兵怎么练”就

无从谈起。加快从实弹向实战转变，需要

从训练思想到观念来一场“头脑风暴”，从

组训内容到方法来一次“纠偏行动”。

战场对决，是血与火的比拼、生与死

的较量。战争实践证明，实弹训练越贴近

战场，胜战之刃就磨得越锋利。然而，个

别单位嘴里喊着实战化训练，枪炮中打的

也是实弹，但头脑里没有敌情，程序上走

走过场，战术上拖泥带水，状态上懒懒散

散，行动上按部就班。这样的“实弹”，无

异于“豆腐上磨刀”，即使打出“满堂彩”，

也离“实战”十万八千里，走上战场同样要

付出代价。

言武备者，练为最要；训之不严，与

不训同。军事训练，是战争预实践；训练

场，是和平时代的战场。“战场打不赢，一

切等于零。”弹药消耗多，不代表训练效

果好；训练时间长，不代表实战化程度

高。我们不妨用实战标准、战场思维检

视一下日常训练：如果拉到陌生地域，加

强信息干扰，增加难度强度，变换演练程

序，还能不能打得准、打得远、打得快？

这是一道必须作答的考题，也是一张必

须答好的考卷。

“训练达标是起步，练到极致才算

数”“演习圆满不等于战场取胜，发射先

锋不等于打赢先锋”，这是发射一营的

训练箴言，也是我们开展实战化训练的

基本标准。从实弹到实战的“一字之

距”如何缩小？从练为战到练即战的

“一字之差”怎样破解？就是要把实战

化怎么“实”研究透，以实战需求为准

则，以使命课题为牵引，增加难度、强

度、高度，改进训风、考风、演风，真正在

真枪实弹、真打实练、真考实训中提高

打赢能力。

（作者单位：31697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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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时评

日前，2019年度“十大网络用

语”和“十大流行语”揭晓，“道路千

万条，安全第一条”同时入选。此语

源于电影《流浪地球》中反复使用的

一句台词。

这句流行语并不押韵，读起来

甚至还有点拗口，但能够进入年度

前十，折射出人们对安全的重视与

渴求。对于一个人来讲，没有安全，

一切皆无。

安全是部队战斗力前面的那个

“1”，不是中心却影响中心。每名官

兵都是一颗安全“螺丝”，只有从我

做起、竭心尽力，做到我的工作无差

错、我的岗位请放心，部队才能安全

稳定、能打胜仗。

拧紧安全“螺丝”
■王 欣

微 评

“是个狼人”，是国家语言资源监

测与研究中心发布的年度十大网络

用语之一。此语由“是个狠人”演变

而来，意思是“比狠人再狠‘一点’”。

军人是要打仗的，血火战场最无

情。很多时候，狭路相逢“狠”者胜。

你不能置敌人于死地，敌人必然要置

你于死地。面对凶狠的对手，就要有

一点狼性，不气短，不手软。

现代战争是信息化，不是仁慈

化。不狠无以成器，不狠无以取

胜。要想成为“狼人”，就要在“狠”

字上下功夫。平时逼自己多吃苦、

多流汗，战时才能少吃亏、少流血。

不妨做个“狼人”
■潘 振

画里有话
【新闻】

第六个国家公祭日前夕，在南京大屠
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死难者名单墙前，多位
死难者的亲人举行了家庭祭告活动。其
中，新确认死难者周万荣的女儿陶秀华
（原名周成娣），首次参加祭奠。这段伤
痛，陶秀华深埋心底 82年。这场特殊的
重逢，她也期待了82年。
【点评】

92岁的陶秀华看到父亲的名字刻

在死难者名单墙上第10665个位置时，

不住地说：“叶落归根了！”魂有所依，这

是对逝者最好的祭告。

如今，像陶秀华一样，南京大屠杀幸

存者以及死难者的家属都在渐渐老去。

有人担心，皱纹掩盖了刀痕，记忆的传承

将由谁来完成。这个忧虑显然是不必要

的，因为这一段沉痛的历史，从来不是一

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城市的，而是属于

每一个中国人的。这也是国家以立法的

形式将每年的12月13日，设立为国家公

祭日的深层次原因。

“卅万亡灵，饮恨江城。日月惨淡，寰

宇震惊。兽行暴虐，旷世未闻。”南京之

痛，既是个人一道永不痊愈的伤疤，“每回

忆一次就像死过一回”；也是民族一场刻

骨铭心的灾难，“每回望一次都会悲情难

抑”。同胞遭戮、山河喋血，人民不会忘

记，国家不会忘记。“王师北定中原日，家

祭无忘告乃翁”，家祭是为了缅怀逝者、告

慰先人。“谁忘记历史，谁就会在灵魂上生

病”，国祭是为了唤醒记忆、铿锵前行。

“我以赤子之心刻下这苦难民族的

伤痛，我祈求，我期望，古老民族的觉

醒——精神的崛起！”中华民族不喜欢

延续仇恨，但绝不会忘记耻辱，“忘记大

屠杀就是二次屠杀”。记取苦难历史，勿

忘民族创痛，警惕战争阴霾，捍卫和平天

空，凝聚力量，走向复兴，这才是家祭与

国祭的真正意义。

以国之名，深深铭记
■郝瑞雪

热闻评说

基层带兵人要做好官兵思想工

作，换位思考必不可少。

换位思考就是富有同理心，站在

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在互联网时代，

也叫“用户视角”。然而，真正做好换

位思考，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重要

的是要有诚意。

生活中，有人经常会从换位的角度

看待问题。就拿节日期间的祝福短信来

说，如果这个短信是群发的，接收者首先

想到的是对方不够诚意、不够尊重。从

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感悟到，很多事情，

如果没有诚意，缺少尊重，即使你做了，

也不会达到目的，甚至适得其反。

人心换人心，玛瑙兑黄金。在部

队工作生活中，那些好心办成坏事的

带兵人，都不同程度缺少换位思考的

诚意，缺少思想政治工作的情感力量。

比如，救助困难家庭战士。这种

救助，关系到战士的情感诉求，一定要

照顾好战士的隐私。如果总认为自己

是对战士好，就把战士家里的那点事

“抖搂出来”。如此一来，看似在帮战

士，其实在另一方面伤了战士。这样

的救助，就是没有注重战士的情感，也

是缺乏诚意的表现。

再比如，有些带兵人拿着谈心本和

战士谈心。战士就会想，你是为了完成

工作，还是真心与我沟通呢？既然你走

程序，我也就浅浅地敷衍你。于是，一

场谈心就成了一问一答的“记录”，自然

就不会达到谈得真、谈得深的目的。

当前，部队各种规章制度越来越严，

各种科技手段越来越先进。“感人先者，

莫先乎情。”越是制度化、科技化，越要拿

出足够的诚意，增加人心的力量。一旦

缺少情感、缺少诚意，就会缺少爱和信

任。可以说，富有诚意的同理心，有时会

胜过任何说教，甚至命令和权威！

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知识分子

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

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

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对新时

代的带兵人来说，要增加工作的成效，

增进部队的凝聚力战斗力，就要进行

一番“思想改造”，拿出自己的诚意

来，充分发挥换位思考的作用和魅力。

换位思考先示以诚意
■文/邓治强 图/洛 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