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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朗乾坤，乌云摧，病魔撒野。”

庚子新春，本应欢歌笑语、年味浓

郁，孰料病毒肆虐、阴云密布，“硝烟起，

鏖战烈”。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从中

央到地方，从城市到农村，从单位到个

人，党政军民共担风雨，举国上下齐心协

力，一场不见硝烟的战“疫”全面打响。

这场战“疫”关系人民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关系经济社会大局稳定，

也事关我国对外开放，无路可退，必

须打赢！

（一）

这是一场遭遇战。

欢乐祥和的春节与突如其来的疫

情狭路相逢，让这个春天蒙上了层层阴

霾，让整个中国进入了“战时状态”。

疫情就是战情，疫区就是战场，时

间就是生命。打赢遭遇战，最重要的是

争取主动、先机制敌，考验的是血性胆

气，尤其是反应速度。

“兵贵拙速，不尚巧迟。速则乘机，

迟则生变。”

除夕之夜，我军3支支援湖北医疗

队闻令而动、雷厉风行，分别从上海、重

庆、西安三地乘坐军机，星夜驰援、直抵

一线，再现“最美逆行”。

1月25日，习主席主持召开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对疫情防控

特别是患者治疗工作进行再研究、再部

署、再动员，坚定全民敢打必胜的信心，

凝聚全国共克时艰的力量。

2月2日，仅用10天时间建成的火

神山医院交付使用，1400名军队医护人

员2月3日起开始承担医疗救治任务。

2月3日，习主席再次主持召开会

议，听取疫情防控工作情况汇报，研究下

一步疫情防控工作，强调要按照坚定信

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要

求，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

一次次紧急会议，一道道重要指

示……这是在用中国速度同时间赛跑，

这是在用中国力量与病魔较量。

“快点！快点！”战斗部署在第一时

间作出，应急机制在第一时间响应，支

援队伍在第一时间集结，防疫物资在第

一时间输送……时间争分夺秒，出征义

无反顾，拼的是速度，争的是时间，抢的

是希望。

对此，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这样评价：“中方行动速度之快、规模之

大，世所罕见，展现出中国速度、中国规

模、中国效率。”

战“疫”中，赢得时间就是赢得生命；

战场上，赢得时间就是赢得胜利。飞夺

泸定桥，一昼夜奔袭240华里；飞兵清风

店，用同一时间走将近敌人三倍的行程，

创造我军徒步行军的两个罕见纪录。

“兵贵胜，不贵久。”未来战争进入

“秒杀”时代，必须用速度挑战极限，用

机动夺取主动，永远记取那句至理名

言——“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二）

这是一场阻击战。

这场疫情来势凶猛，10多天时间

里，确诊病例成倍增长。如何控制传

染源头、切断传播途径，“至善之策”

就是每一个人守土有责、守土担责、

守土尽责，跑好自己这一棒、站好自

己这一岗。

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马凌接

受采访时说：“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

疫情面前，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誓死不

退！一定护佑大家的平安和健康。”

“誓死不退”，这是中国军人的铿

锵誓言，也是中国军队的战斗作风。

松骨峰高地上，我志愿军一个连的官

兵，面对兵力 20多倍于我的敌人，死

战不退、坚守到底，经过8个小时的血

战，最终以仅存7人的代价，成功阻击

敌军南逃。

“只要一息尚存，就绝不放弃阵

地。”我军之所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与每个军、师、团到每个连、排、班甚至

每一名战士，都坚守“人在阵地在”的决

心意志密切相关。

现在，病毒仍在肆虐，形势依然严

峻。无论你是最美逆行者，还是居家隔离

者，每个人都是一道长城垛口，身边都有

一道防线，脚下都有一块阵地。守住阵地

就是守住希望，守住未来，守住胜利。

此时，此地，此身，只有每一个人都

严防死守、敢于担当，才能切断病毒传

播途径，织密安全防护网络。

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如

果一个阵地失守，病毒就会乘隙而入、

肆意扩散，后果不堪设想。

还记得那几位“硬核”大爷吗？省

委书记进村检查，即便亮明身份，他们

依然态度坚决：“如果没有什么事，你们

早点离开吧。”网友表示：虽然被挡在外

面，但书记肯定开心。

开心是因为放心。如果每一人都

如此尽职尽责，如此寸步不让，何愁防

线不牢，何患病魔不除？

然而，疫情当前，有一些人不够重

视，丢掉了阵地。“一问三不知”的唐主

任，不作为、乱作为的湖北省红十字会

个别干部……不添柴，反添乱，害人害

己，贻误大局。

要打胜这场防控疫情阻击战，必

须坚决克服各种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工作作风在这场大考中不能输，

也输不起。

（三）

这是一场攻坚战。

这次疫情有多严重？有着1000多万

人口、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史无

前例地宣布“封城”；全国多个省市区启

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

这场战“疫”有多艰巨？看不见的

敌人在哪里？

病毒传播速度之快、危害健康之

重，让人防不胜防。

“疫情是魔鬼，我们不能让魔鬼藏

匿。”病魔肆虐，形势刻不容缓。无路可

退，再坚固的堡垒也必须攻克；破釜沉

舟，再凶险的敌人也必须歼灭。

“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

人保护得很好。”人民子弟兵永远是保卫

祖国的钢铁长城，永远是守护家园的忠

诚卫士，永远是攻坚克难的开路先锋。

“解放军到了，人心就定了！”“解放

军来了，我们就有救了！”这是人民群众

对子弟兵的深切呼唤，也是对人民军队

勇挑重担、敢打硬仗的充分信任。

“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

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

的敌人！”人民军队一路走来，飞夺泸定

桥、激战娄山关、强渡大渡河，抗洪抢

险、抗击非典、抗震救灾，每一战都是血

战，每一仗都是硬仗。

这次战“疫”，人民军队依然是先锋队、

突击队。一定要冲在前面、干在一线，无畏

生死、敢打硬仗，为抗击疫情在所不惜。

“党员、军人、医生，任何一个身份

都决定了我必须坚持住、往前冲！”军队

党员是尖刀上的刀尖，理所应当要首先

站出来、敢于冲上去，迎着困难上、勇挑

最重担，让党旗军旗在抗疫阵地上矗立

起来、飘扬起来、鲜活起来。

“冲过去，前面是片天。”攻坚过后，

我们必将迎来胜利、高奏凯歌。

（四）

这是一场全民战。

“这是我们的战争，谁都无法置身

事外。”救治区分一线二线，防控没有前

方后方，每个岗位都是战位，每名群众

都是战士，每次防控都是战斗。

这场疫情的阴影笼罩荆楚大地，蔓

延波及全国。疫情面前，没有谁是一座

孤岛，每个人都是责任人。只有如鲁迅

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每个人挺过去

了，中国也就挺去了。

“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决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人心齐，泰山移。人民是真正

的铜墙铁壁。防控疫情最深厚的根基存

在于人民群众之中。打赢这场战“疫”的

强大力量，最根本的是来自人民的力量。

“今年看似冷冷清清，其实大家的

心都在一起。”这个春天，每个人心中都

有一座武汉城。习主席亲自指挥部署，

医护人员执着坚守，人民军队无畏逆

行，建筑工人昼夜施工，科研人员勠力

攻关……14亿中华儿女再次诠释了万

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民族精神。

“这个劲头上来了，很多东西都能

解决。大家、全国帮忙，武汉是能够过

关的。”当武汉全城响起国歌声时，84岁

的钟南山院士眼含热泪、声音哽咽，这

是对人民的大爱，对中国的信心。

十四亿人齐蹈厉，不信东风唤不回。

“武汉本就是一座很英雄的城市！”

当“众志成城”成为一个民族的鲜明标

签，胜利的结局就早已注定。

因为，毛主席早就断定：“战争的伟

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五）

“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

效的疫情防控法律体系”“个人的生活

方式、行为习惯与病毒流行息息相

关”……从网上到网下，从国家到个人，

战“疫”争分夺秒，思考静水流深。

这次战“疫”终将结束，但思索不能

停滞，从现在就要开始。

从某种意义上讲，切中要害、影响

深远的总结与反思，不仅将为疫情“拐

点”的尽早出现带来契机，也将为一个

民族的复兴夯实精神地基。

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这

就是思索的价值。

从瘟疫、疟疾、流感，到非典、禽流感、

埃博拉，病毒升级变异，人类与之较量从

未停止。试想，如果有一天病毒再次变本

加厉来袭，我们能否沉着冷静、科学应对？

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

力的一次大考，我们一定要总结经

验、吸取教训。要针对这次疫情应对

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提高处理

急难险重任务能力。

马克思说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

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

的。”经过这场战“疫”，倘若每个人对

社会责任与生活习惯都有新的感悟，

病情防控链条与应急机制都有新的完

善，中国制度优势与全民素质都有新

的提升，就能真正实现“以进步为补

偿”。

2月4日，立春。一年之计在于春，

立春就是立希望。网友纷纷邀约：

“喂！武汉，我们都在等你好起来！”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没有一个冬天不能逾越，没有一个

春天不会到来。我们坚信：中国的明

天，依然春暖花开。

以非常之役决战非常之“疫”
—写在全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之际

■张顺亮

“各位乡亲听我言，庚子新年遇难

关。媒体报道大家知，如今我再劝一

劝”“武汉回来莫乱跑，传染肺炎不得

了”……在这次抗疫宣传中，久违的

村长大喇叭火了，既接地气，又冒热

气，简单且管用。

全民防疫，重在宣传。如何让

防 控 举 措 、 防 疫 知 识 走 进 千 家 万

户，做到全方位、无死角，事关战

“疫”成败。微信、微博、抖音……

这 些 新 的 社 交 媒 体 形 式 活 、 反 应

快、效率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在偏远的农村，信息不够发

达，尤其是中老年人群体，对新媒

体 不 是 很 熟 悉 、 用 起 来 不 是 很 习

惯。这个时候，标语横幅、大喇叭

广播、宣传车等带着“土味”的宣

传方式，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些方式方法虽话风各异，但其情

却真、其理皆同，那就是希望村民

们提高防范意识，对自己、对街坊

四邻的生命健康安全负责。正如网

友所言：这声音因担当而有力，因

真切而动听。

这也启示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发

展，传播技术如何创新，最管用的才

是最有效的。只有因地制宜、因时而

动，守正与创新相结合，传统与时代

相融合，才能提高宣传的针对性、实

效性。

“大喇叭”不过时
■文/王 欣 图/徐平安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这是我

们常讲的一句话，意在提醒人们处事

要小心谨慎。然而，凡事有度，过犹

不及。在兵争机、将争谋、战争胜的

战场上，如果指挥员谨慎过了头，以

至因害怕“万一”而犹豫不决，就会

错失良机、贻误战机。

在某部组织的一场对抗演习中，

当战场态势有利于“红方”反击时，

参谋人员迅即制订了几套优选作战方

案。但指挥员却因这些方案皆存有

“万一”的风险而迟迟难以定夺，最终

兵败沙场。训练是战争的预演，类似

这种万一搞砸了、万一演败了、万一

出丑了的迟疑心态，一旦被习惯性地

带到真刀真枪的战场对决中，后果不

堪设想。

运筹学中有个“最大最小”定

理，即确定战术对策要以敌人战术

技术数据的最大值 （最优值） 与我

方战术技术数据的最小值 （最差

值） 作为基础，以保证对策的稳妥

与可靠。不过，“兵者，诡道也”，

你聪明，对手也不愚笨；你会因敌

而施策，对手也会因你而用谋；你

以为抓住了漏洞，也许正是对手设

下的圈套。古往今来，战场上从来

没有一厢情愿、天遂人愿之事，任

何“万全”之策都是相对的，正如

拿破仑所言：“谁要想在战争中预见

一切，就劝他永远不要打仗”。

战争史上的许多成功之策，既有

源自于相辅之中求相成，也有归因

于相反之中求相成。最大的成功与

最大的风险往往结伴而行。如此相

蕴相融的两极对立，致使有些指挥

员望而却步，同时也给那些敢于险

中求胜的决断者以战胜对手的机

遇。二战中，曼施坦因制定装甲兵

团翻越阿登山脉闪击法国的惊人计

划，朱可夫用坦克部队在森林沼泽

地实施主要突破的大胆之举，艾森

豪威尔不顾恶劣天气毅然定下登陆

诺曼底的坚定决心，都是凭险出

奇、化险为夷的典范。

兵书云：“成败在于决断。”指挥

员的决断力与将才、将谋密不可分。

尽管当今已步入了信息化战争时代，

但信息迷雾并没有飘远，战场透明并

不等于决心透明；尽管计算机的辅助

决策系统已大行其道，但计算机的智

慧来源于操纵机器的人。换言之，信

息技术的狂飙突进，并没有使过去的

一切都来个 180度的大转变。因而，

演习场上注重培养指挥员有勇有谋、

有胆有识的决断力永远都不过时，营

造允许失败、鼓励冒险的创新氛围永

远都值得提倡。

战事勿求万全，求万全而无一

全。强调不怕“万一”，绝不是说就

可以毫无顾忌，莽撞行事。害怕“万

一”不可取，谨防“万一”则必须始

终恪守。智慧的指挥员不是消极地对

待“万一”，而是通过科学的思维去

洞察，周详的计划去防备，超凡的勇

气去面对，灵敏的反应去处置。归根

到底，组织指挥今天的信息化战争还

是要努力做到：不打无准备之仗，不

打无把握之仗；既“胆大包天”，又

心细如发。

莫
因
﹃
万
一
﹄
而
迟
疑

■
张
西
成

“ 一个‘正’字，三横两竖，在纸上

写好并非难事，要在带兵育人中写好，

就要下一番功夫。”新年伊始，在某团

组织的政治工作干部轮训班上，一位

老政工的“正”字论给人启迪。

“正”字在现代汉语中，意为不偏

斜，匀称适当；无邪恶、私心杂念，

坚守正道。正则直稳，不正则歪，久

之必倾覆倒塌。“政者，正也。”为官

从政如此，政治工作也是这样。政治

工作干部作为政治方向的把握者、单

位风气的引领者、官兵思想的培塑

者，时刻做到身正、言正、行正，方

能铸魂育人、成风化人。

身正则威信立。老子 《道德经》

说：“以身观身”。意思是，从一个

人的德行可以了解一个人。这个

“身”，很大程度上就是形象。基层

官兵对政治工作干部的印象如何，

往往是通过一个个具体形象评价

的。形象正，则威信高。只有做到

表里如一，品行端正、廉洁自律，

才能赢得信任、立起样子。如果严

人不严己，正人不正己，对人不对

己，如何让战士相信你、靠近你、

跟着你？

言正则兵心聚。政治工作干部的

一项重要职责，就是讲好党的创新理

论。“真理往往是鲜活的，有生命力

的”。把理论的生命力讲出来、讲鲜

活，理论便有了温度。能否把理论讲

得接地气、冒热气、有人气，与政治

工作干部的态度、理念和能力有直接

关系。先受教育、先学一步，创新方

法、拓宽渠道，做到激浊扬清、正本

清源，情理兼容、事理结合，形式上

鲜活生动，内容上引人入胜，就不会

出现“台上热，台下凉”。理论带着

温度走向官兵，让战士感受到理论的

魅力、尝到理论的甜味，才能做到学

而信、学而思、学而行。

行正则兵相随。邓小平曾说：

“连长指导员不以身作则，就带不出

好兵来”。思想动员，一则以言，一

则以行。行动是无声的语言，却是有

力的动员。很多时候，行在言先，行

胜于言。每名政治工作干部都是党的

一面旗帜、一面镜子，一言一行对官

兵来说都是无形的引领和感召。唯无

瑕者可以戮人，唯自净者可以净人。

政治工作干部立起标杆、当好表率，

以身作则、身先士卒，敢喊“看我

的”“跟我上”，平时肯于脚踏实地干

起来，关键时刻勇于挺身而出站出

来，危难之中敢于义无反顾豁出去，

才能真正服人、正人、育人。

无论时代怎么发展，立起政治工

作威信，都要求政治工作干部必须一

笔一画写好“正”字。身居正位、心

谋正事，作风正派、处事公正，方能

引领战士信正理、走正道、干正事。

（作者单位：69246部队）

政治工作干部尤其要写好“正”字
■徐东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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