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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瞭望

玉 渊 潭

如果把训练与作战比喻为“两座

山”，山与山的距离便是一支军队必须跨

越的障碍。能否跨越这一障碍，直接决

定着一支军队的强弱和前途命运。

一声令下风雷动。习主席在向全

军发布的2020年开训动员令中，明确要

求“突出以战领训”“突出体系练兵”“突

出对抗检验”“突出打牢基础”“突出锤

炼作风”。这五个方面紧密联系、相互

贯通、相互作用，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指

导性、操作性。真正把“以战领训”落实

到位，可以更好地发挥作战对训练的牵

引作用和训练对打赢的保证作用，实现

“像打仗一样训练，像训练一样打仗”。

实战化是军事训练的根本属性和

本质要求。缩短从实战化到实战的“一

字之距”、缩小从练为战到练即战的“一

字之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950年

解放海南岛战役发起前，40军军长韩先

楚发现绝大多数官兵是“旱鸭子”，刚开

始海训时，大约80%的官兵在船上呕吐

头晕，出海归来就像大病一场。通过走

浪桥、转迷螺等艰苦的针对性训练，官

兵们逐渐适应了海战环境，最终创造了

以木帆船为主成功进行大规模渡海登

陆作战的范例，将胜利的红旗插到了

“天涯海角”。

军事斗争准备的原动力在于战场

需求。突出以战领训，首先需要把“仗

怎么打”搞清楚。作战需求“雾里看

花”，练兵备战必然“无的放矢”。“一个

想要制造一件好的战争工具的人，必

须首先问问自己下次战争是什么样

的。”当前，信息化战争加速演变，智能

化战争初见端倪，战争形态不断向信

息化深度演进、向智能化快速发展。

推进新时代练兵备战，必须坚持以作

战需求为根本牵引，深刻洞悉新的战

争制胜机理，切实用更新更勇敢的头

脑筹划今天的备战、设计明天的战争、

制胜未来的战场。

军事训练是未来战争的预演。突

出以战领训，就要研透作战任务、作战

对手、作战环境，加强实案化训练、使命

课题专攻精练、应急应战训练，真正使

训练内容与作战任务相一致，条件设置

与战场环境相一致，训练标准与作战要

求相一致，最大限度地缩小训练与实战

的差距。这样既能在训练中强化打仗

思维、坚持打仗标准、提高打仗能力，也

能充分发挥军事训练的能动作用，让训

练走在打仗前头，通过军事训练主动设

计打仗、准备打仗、检验打仗，牢牢把握

战争主动权。

克劳塞维茨说过：“战争不是消遣，

不是一种追求冒险和赌输赢的纯粹的娱

乐，也不是灵机一动的产物，而是为了达

到严肃的目的而采取的严肃的手段。”打

仗之要，“不可求之于言语，独见之于战

耳”。据参加“国际军事比赛-2019”的官

兵反映，俄军所有比赛项目规则都源于

出兵格鲁吉亚、收回克里米亚、到叙利亚

作战等实战经验。突出以战领训，必须

勇于告别各种有形或者无形的条条框

框，坚持做到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打仗

需要什么就苦练什么，部队最缺什么就

专攻精练什么，从实战需要出发从难从

严训练部队。

打仗硬碰硬，训练必须实打实。军

事训练来不得半点飘浮和虚假。近年

来，习主席和中央军委下大力破除和平

积弊，纠治“二八现象”，下决心解决训风

演风考风不实问题。部队普遍反映，训

练强度大了，训练考核严了，训练内容难

了，假把式、花架子搞不下去了。但我们

也要清醒地看到，由于我军多年没有打

仗，信息化条件下的作战经验比较缺乏，

实战化训练水平同一些世界强国军队相

比还存在一定差距。突出以战领训，就

要坚持大胆训练、科学训练、安全训练，

坚决纠正练为看、演为看和危不施训、险

不练兵等不良现象，从根本上解决以不

打仗的心态做打仗的准备、以打仗的名

义做与打仗无关的事情等突出问题，让

广大官兵真想打仗的事情，真谋打仗的

问题，真抓打仗的准备，实现从“天天忙

得像打仗”到“天天忙着想打仗”的转变，

全面提高基于网络信息体系的联合作战

能力、全域作战能力。

（作者单位：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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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从统帅号令大抓军事训练系列谈①

■程荣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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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临近，想回家探亲的官兵相对

较多，某连队出台一个貌似公平的办法：

工作干得好的优先探亲。笔者认为，这

绝非解决棘手问题的“金点子”，而是必

须废除的“土规定”。

在个别单位，此类变味的奖励还有

不少：训练考核达标的，可以双休日外

出；内务检查合格的，可以在规定时间用

手机……这些原本属于官兵的正当权

利，却被当成“奖励”加以实施。然而，在

个别干部骨干看来，这种与个人表现挂

钩的办法往往“一奖就灵”、立竿见影，因

此奉之为“灵丹妙药”。

官兵的正当权利是法规政策、条令

条例赋予的，正常情况下既不能被无理

剥夺，也不能设定附加条件。个别干部

骨干之所以把官兵享受的正当权利当

作奖励，从根本上说是缺少法治信仰和

法治思维，嘴里说依法治军、从严治军，

一遇到具体问题，还是让“口头”凌驾于

“红头”之上。客观上看，一些“土规定”

大行其道，在于个别干部骨干对按纲建

连、依法带兵知之不深，不善于运用正

确的方法调动官兵的积极性、主动性、

创造性，于是就出一些歪招、搞一些土

办法。

把官兵正当权利当奖励，看似很管

用、很公平，但从长远看，弊大于利，实际

上是一种饮鸩止渴之举。这种做法，既

损害了法规制度的权威，使有的法规成

了一纸空文，又侵害了一部分官兵的正

当权利，进而会影响到官兵关系，甚至动

摇个别战士对干部骨干的信赖、对党组

织的信任。

奖励是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

容，各种类型、各个等级的奖励，条令条

例和相关规章中都有明确规定，任何人

不得擅自降低标准或另搞一套。官兵有

哪些正当权利、该如何保障，同样有规可

依，切不可将二者混为一谈。“这办法那

办法，按纲抓建就是好办法；这高招那高

招，依法带兵是真高招。”纠正把正当权

利当作奖励的现象，关键是各级干部骨

干要牢固树立法治信仰和法治思维，作

出的每一个决策、出台的每一项规定，都

要与法规制度对表，自觉做到严之有据、

严而有度，而不能以言代法、以情枉法、

以权压法。同时，应提高自己的管理水

平与带兵艺术，最大限度地激发官兵爱

军精武、扎实工作的激情和干劲。

莫把正当权利当奖励
■奉云鹤 柴淯泷

火红的对联、炸响的鞭炮、热气腾

腾的饺子、亲友团聚的笑声……对于春

节的记忆和年味的感受，每个华夏儿女

都能说出不少。“一切事物只要掺杂了

记忆，就会在心里产生双重效果。”当战

争与春节不期而遇，置身其中的军人，

自然“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对于1929年2月9日，时任红28团

3连连长的粟裕这样回忆：“这天正是农

历除夕，我们闯到土豪家”。大年初一，

红4军打响了大柏地之战，朱德带队冲

在前头，就连平时很少摸枪的毛泽东也

提枪带着警卫排向敌军阵地冲锋。鏖

战至次日正午，歼灭刘士毅旅2个团大

部，取得下井冈山以来的第一次大捷。

亲历此战的陈毅称此役为“红军成立以

来最有荣誉之战争”。

战争年代，生活条件艰苦，想过一

个有滋有味的春节只能是一种奢望。

1947年春节前夕，太行山根据地的群

众惦记刘伯承的身体，特意以贺年的

名义给刘伯承送来了食品和衣物。刘

伯承要求地方政府不要送给他个人礼

品，并将收到的东西全部分给战士

们。一天，刘伯承夫人汪荣华收到一

封署名“小高壁村妇救会”的信，信中

写道：“我们也像你一样爱他，可我们

不能亲自去照顾他，给他送点东西补

补身子，他又不让，我们没办法，只有

请你代我们好好照顾他……不然的

话，我们将会给你提意见的。”刘伯承

把这封信当作十分珍贵的春节礼品，

传给战士们看，读给战士们听。他说，

为了庆贺新春的到来，我们一定要以

特有的方式给太行山人民拜年，这个

特有的方式，便是多打大胜仗，用胜利

捷报为人民恭贺新春。

“挺进！挺进！挺进！向西藏，向

阿里……”没有美味佳肴，没有鞭炮锣

鼓，1950年的春节对进藏先遣连来说，

可谓困难重重。战友们接连牺牲，大年

三十先遣连又有两名同志牺牲。大年

初一，时任党代表的李狄三代表全连给

后方发去春节贺电，表示：“只要还有一

个人就要坚持到底，只要还有一个人就

要把红旗插到噶大克！”王震将军看完

电报后，含泪给先遣连请功，报告中写

道：“经历了长征以来最大之苦难，表现

出最高的英雄主义之气概……”该连被

授予“进藏英雄先遣连”荣誉称号，全连

137名官兵各记大功一次。在人民军队

的历史上，没有第二个连队享受这样的

殊荣。

节日不爱战争，战争却爱节日。

开国中将聂凤智有过多次利用节日打

胜仗的经历。当团长时，他在除夕之

夜直捣“胶东一霸”赵保原的老巢。聂

凤智说：“兵法曰：奇者，出敌不意也。

就是要打他个措手不及！”当师长时，

他也是在春节期间击退国民党第 8军

的偷袭。军令如山，很多战士看着饺

子下锅却没吃上，后来聂凤智专门给

大家“补”了饺子。多年后，一位指挥

员对此事依然记忆犹新：“那顿胜利后

的饺子味道真美！后来，每当我吃年

夜饺子时，都会想起那顿不寻常的饺

子，想起老师长聂凤智。”

“正月里来是新春，赶上了猪羊出

呀了门，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送给

咱英勇的八路军。”春节期间军民开展

双拥活动，可以说是我们国家和民族一

个独特的文化景观。1949年春节前夕，

是淮海战役临近胜利的时候，解放区群

众省吃俭用，屠宰生猪、车推人扛、争相

支前，他们用小车将80多万斤猪肉送到

前线，确保前线指战员每人猪肉1斤、香

烟5包。

“年年马上见春风，花落花开醉梦

中。短发轻梳千缕白，衰颜借酒一时

红。离家自是寻常事，报国惭无尺寸

功。萧涩行囊君莫笑，独留长剑倚青

空。”这首诗是明代著名将领于谦在

北国戍边正逢春节所作。人民子弟兵

许党报国、枕戈待旦，“年年马上见春

风”，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祖国和人民

守岁。

（作者单位：63936部队）

年年马上见春风
■杨 欢

【新闻回放】据新华社报道：贵州省
独山县委原书记潘志立、三都县委原书
记梁嘉庚，两人任职的县都是贫困县，
脱贫攻坚的任务十分艰巨，但他们“罔
顾民生、恣意妄为、我行我素”，盲目举
债打造多个“政绩工程”。像“天下第一
水司楼”、云上书院等，都成了“烂尾工
程”。潘志立任独山县委书记 8年多时
间，到被免职时，年财政收入不足 10亿
元的独山县债务高达 400多亿元，绝大
多数融资成本超过10%。

【点评】

放眼全国，像这样热衷于“铺摊

子”、留下一片“烂摊子”的情况，恐怕不

是个例。“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让不

少地方和单位深受其害，从经济上看，

劳民伤财、竭泽而渔，“一任出政绩，几

任背包袱”；从效果上看，沽名钓誉、华

而不实，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和威信。

这种“政绩冲动”必须坚决遏制。

羊肉泡馍是我国西北地区的风味

小吃。吃过这道美味的都知道，羊肉汤

的多寡要与馍的多少成比例，正如一句

俗话所说，“有多少汤泡多少馍”。一个

地方、一个单位，有多少钱办多大的事，

切不可打肿脸充胖子。搞“政绩工程”，

贪一时之功，图一时之名，没有把财力

真正用到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急需领

域，没有用来解决人民群众的操心事、

烦心事、揪心事，而是为个人树碑立传，

为晋升铺路搭桥。

“政绩工程”的背后，折射出的是个

别领导干部错误的政绩观。他们“不怕

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只想做

显山露水事，不愿做隐姓埋名人；只想

干短期内见效的工作，不愿做长时间打

基础的事；只想“乘凉”，不愿“栽树”，只

想“出彩”，不愿“出力”。功成不必在

我，建功必定有我。领导干部应正确处

理“显绩”与“潜绩”、“造福”与“造景”的

关系，既谋一时又谋万世，既谋一域又

谋全局，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不采

华名、不兴伪事，多干打基础、利长远的

实事好事。

马克思说过：“当各种腐朽分子和

好虚荣分子可以毫无阻碍地大出风头

的时候，就该抛弃掩饰和调和政策。”

“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为什么难以根

除，野火烧不尽？原因就在于个别领导

可以借此获得升迁的敲门砖。党的十

八届六中全会曾强调，“对一切搞劳民

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的行

为，要严肃问责追责，依纪依法处理”。

各级党组织应通过科学的干部考核机

制和严格的问责制度，让那些搞“政绩

工程”的捞不到“政绩”，抓“形象工程”

的谋不到“位子”。

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

多数“政绩工程”属于重大项目、重大开

支。“善治病者，必医其受病之处；善救

弊者，必塞其起弊之源。”各单位应从规

范决策入手，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

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运行

机制，避免权力过分集中、一个人说了

算，真正把钱用到刀刃上。应严把科学

论证关，在论证时既要讲可行性，也要

讲不可行性，从源头上把拍脑袋决策坚

决卡住。

打赢是军人最高的荣誉，战功是军

人最美的花环。衡量一支军队、一名指

挥员的形象与政绩，只有战斗力这个唯

一的根本的标准。战争是血与火的较

量、生与死的比拼。“千虚不博一实”。

全军各部队应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力戒

哗众取宠之意，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

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坚决做到打仗用

不上的无用功一项也不搞、不练打仗不

谋打仗的“和平官”一个也不用。

（作者单位：武警河南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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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论坛

“天下之难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

染者莫如欲。”习主席在“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引用这句

话告诫全党同志：“一旦有了‘心中贼’，

自我革命意志就会衰退，就会违背初

心、忘记使命，就会突破纪律底线甚至

违法犯罪。”

前一阶段，某网站梳理近年来党员

领导干部违纪违法典型案例，总结落马

干部的8种心态：表面信仰坚定实则理

想丧失的“虚无心”、既想当官又想发财

的“贪婪心”、顺境进取逆境颓废的“玻

璃心”、台上道貌岸然台下放纵欲望的

“享乐心”、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宠溺

心”、口号震天响行动轻飘飘的“作秀

心”、目空一切唯我独尊的“狂妄心”、身

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慵懒心”。如何防

范和戒除这8种心态，做到心有所戒、

行有所止，守住底线、不踩红线，对于党

员干部来说是个必答题。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每个

人都有七情六欲，如果不懂得控制欲

念，难免为世俗所扰、为物欲所累、为人

情所缚。正身必先正心。一个人有了

内心的信仰、道德的律令，无论外界是

喧嚣、幽暗还是阳光，都能守住本心、做

好自己。正如古人所说：“一念收敛，则

万善来同；一念放恣，则百邪乘衅。”一

个人的清正廉洁，从根本上讲不能完全

靠外部约束，而要靠自律之心。这才是

一个人向上向善的内在动力。

晋朝官员吴隐之，在赴广州刺史任

上路经“贪泉”，人称饮“贪泉”之水就会

变得贪婪无比。他酌而饮之，并写下诗

句：“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

齐饮，终当不易心。”后来，吴隐之被称

为晋代第一良吏。事实证明，清与不

清，不在外物，而在一个人的内心。

“自我心存道，外物少能逼。”“廉”

与“腐”，一样的“广”字外表下，却有着

不一样的“心”。一个人守住心中的

“道”，哪怕面临的物质诱惑再炽烈，哪

怕权力的笼子扎得不够紧，哪怕监督的

探头确实有死角，也会定力如山不迷

失，从心所欲不逾矩。相反，那些落马

的领导干部，不论是怀着“虚无心”“贪

婪心”，还是“享乐心”“慵懒心”，都是忘

记了初心，放纵了“心魔”，心不廉而无

所不取，心无防而无所不为。

“欲事立，须是心立”。万物得其本

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理想信念是共

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初心的

本质要求。每名官兵只有时常叩问和

守护初心，常掸心灵灰尘，常清思想垃

圾，常掏灵魂旮旯，把牢理想信念“总开

关”，炼就“金刚不坏之身”，才能在大是

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各种诱惑面前立

场坚定。

心中有戒，才能行之有界。古人曾

说：“畏则不敢肆而德以成，无畏则从其

所欲而及于祸。”一个人对纪律、规矩心

存敬畏，才知道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

能做，才会自觉校准思想之标、调整行

为之舵、绷紧作风之弦。“破山中贼易，

破心中贼难”。每名官兵应时刻把法律

的戒尺、纪律的戒尺、制度的戒尺、规矩

的戒尺、道德的戒尺牢记于心，严守做

人、处事、用权、交友的底线，自觉从“不

能腐”“不敢腐”升级为“不想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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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难持者莫如心
■江泽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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