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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则得，服则失。”没有斗争，就没

有胜利。要想取得防控新冠肺炎疫情

的全面胜利，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党员

干部尤须保持充沛顽强的斗争精神。

斗争，一般意义上就是正义与邪

恶、真理与谬论、公平与偏私、捍卫与破

坏等方面的较量。“疫情是魔鬼，我们不

能让魔鬼藏匿。”这场疫情来势汹汹，传

播扩散范围广，对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党员干部发

扬斗争精神，第一位就是要与疫情战斗

到底。没有坚决果敢的斗争，就无法防

范病毒；没有誓死不退的斗争，就无法

取得最终胜利。疫情面前，党员干部丝

毫不能松懈，必须冲在一线、战在一线，

严防死守、连续作战，做到无往不胜，坚

决不让疫情蔓延。

疫情防控不只是医药卫生问题，

而是全方位的工作。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在与疫情作斗争的同时，也要同

各种不良现象作斗争。在疫情面前，

有人不讲规矩、不讲科学，也有人趁机

作乱、兴风作浪。譬如，有的不遵守联

防联控措施，不按要求戴口罩；有的大

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防控工作中

不用心不尽力；有的传播谣言，放大不

实信息；有的瞒报疫情，引发公共安全

事件；还有的在意识形态领域蠢蠢欲

动，借助疫情恶意攻击、污蔑抹黑。诸

如此类，都需要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坚

决斗争。毫无疑问，在与不良现象作

斗争中取得胜利，就是在为疫情防控

作贡献。

斗争精神，照鉴共产党人的党性原

则、血性胆魄、担当作为。当前，防控

疫情斗争正处于最吃劲的关键阶段。

须知，胜利不会自来，要靠斗争得来。

党员干部只要保持顽强的斗争精神、坚

韧的斗争意志、高超的斗争本领，做到

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就一

定能在疫情防控斗争的伟大实践中书

写壮丽篇章、交出合格答卷。

战“疫”尤须发扬斗争精神
■周东滨 童 康

当前，全国上下、军地协同正在打

响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透过这

场战争，也让很多人体会到健康多么重

要，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多么重要。

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

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是

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

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没有健康，

一切泡汤，哪还有“诗和远方”？对部队

来说，健康是能打仗、打胜仗的基础。

追求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军人当走在

前列、立起标杆。

每次灾难总会让人们反思。探究起

来，过去的非典，与人们乱吃乱喝、追求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关。这次的新冠肺

炎疫情，有人分析，是从一海鲜市场引

起，很可能与个别人吃野味有关。恩格

斯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

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

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这次疫

情深刻警示我们，只有敬畏自然、敬畏生

命，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我们才能

拥有阳光明媚、生机勃勃的春天。

健康意识比疫苗更靠谱。一次不经

意的乱饮滥食，一次对公共卫生安全的

不重视，一次对自我防护的不自觉，都可

能会对个人健康造成危害，甚至会影响

很多人的生命安全。相反，养成健康文

明的饮食习惯，采用分餐公筷，远离垃圾

食品，坚决杜绝野味，提倡绿色出行，坚

持体育锻炼，避免长期熬夜，远离“亚健

康”，则对己对人对社会都不无裨益。

健康就是战斗力。军人要保持强

健的体魄、健康的身心，为打赢未来战

争积蓄力量，必须自觉追求健康文明的

生活方式。在这次疫情面前，每名官兵

都应瞄准“打胜仗、零感染”的目标，尊

重科学、提倡文明，坚持从自己做起，从

勤于洗手、戴好口罩、通风消毒、避免聚

集等小事做起，真正让心理健康、精神

健康、身体健康与自己永远相伴。

(作者单位：31662部队)

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赵炫竹

新冠肺炎疫情面前，很多单位在落实

联防联控措施、实施严管严控的同时，不

忘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既构筑了防控病

毒的坚实堤坝，也铸牢了战胜疫情的心理

防线。

病毒是我们共同的敌人，而人民群众和

广大官兵则是我们守护的对象。病毒无情

人有情。在疫情严峻的大环境下，一些人不

免会出现恐慌、忧虑、焦躁等情绪反映。须

知，要想战胜病毒，先要安顿好心灵家园，才

能真正稳心神、筑心防，以心胜赢得全胜。

部队在自我防护中，一方面要严之又严、不

留死角，另一方面要关注官兵心理需求，有

针对性地做好心理防护。带兵人只有既注

重强化“硬”的管理，又注重强化“软”的思想

教育，及时组织心理骨干、心理医生开展人

文健康讲座、心理知识辅导、心理行为疏导

等，才能更好地帮助官兵理性看待疫情，增

强必胜信心，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积蓄心

理准备和精神力量。

现实生活中，仍有个别单位严格有余，

疏导不足；只强调从严防控，不重视人文关

怀。有的对严格落实强调得多，对官兵表

现出的心理问题关注不够；有的动不动就

强调问责处分，对官兵的思想压力和工作

压力化解不够。诸如此类的问题不解决，

一定程度上会降低疫情防控的效益，甚至

会引发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

有时让征战大军疲惫的，不是眼前的高

山，而是鞋里的沙土。严格管理、严格防控

十分重要，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也不可轻

视。打赢疫情防控战是一场总体战、阻击

战，也是一场科学战、心理战。只有给广大

官兵和医务人员更多关心关爱，帮助他们解

决实际困难、消除后顾之忧，真正让他们卸

掉思想负担、心理包袱，才能汇聚齐心协力、

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强大正能量，夺取防

控疫情斗争的全面胜利。

人文关怀不可缺失
■柴志强/文 洛 兵/图

向疫而行，向战而生。

在危机中挺身而出，在大考

中英勇奋起。

打疫情防控阻击战，实

际上也是打后勤保障战。

病毒无情，党员无畏。

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危难关

头豁得出来，才是真正的共

产党人。

庚子鼠年春节前后暴发的新冠肺

炎疫情，让很多人刻骨铭心。

新春伊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

守望相助、同舟共济，打响了一场疫情

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再寒冷的冬天也会过去。”疫情终

将会被祛除，健康终将回归人间。然

而，没有思考就没有进步。只有不忘严

寒，才更能感受到春天的温暖，感受到

阳光、雨露、花开的美好。

疫情即教育。恩格斯说过：“一个聪

明的民族，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的东西

会比平时多得多。”回顾抗击疫情的日日

夜夜，总有一些事情推动我们成长进步。

关于生命至上

一般情况下，地方党委和政府把经

济社会发展摆在第一位，军队则把战斗

力建设摆在第一位。

面对疫情这一魔鬼，我党我军始终

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

第一位。

春节期间，由于疫情肆虐，很多列

车停运、很多文化活动被取消、很多饭

馆酒店关门、很多在建项目停建……

这一切，对经济社会短期的影响显而

易见。

“两弊相衡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

重。”人民高于一切，生命重于泰山。我

们党坚持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始终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

生命至上，人民至上。没有全民健

康，就没有全面小康。

可以说，人是发展的前提和基

础。我们打响的不仅是一场疫情防控

阻击战，也是一场事关人民生命健康

的保卫战。

永远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

终是我党我军的初心和恒心。

关于命运共同体

疫情面前，我们是一个命运共同

体，也是责任共同体。

疫情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没有哪

个地方不需要防控，没有哪个人能置

身事外。

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公共卫生事件启

示我们：各国共享一个地球村，命运紧密

相连、休戚与共。战胜关乎各国人民安

危的疫病，团结合作是最有力的武器。

从非典，到埃博拉，再到新冠肺炎

疫情，都是对全球卫生安全的挑战，也

是对人类生命安全的威胁。“没有人是

病毒，排外主义才是。”同疫情战斗，站

在圈外指责无用，一味抹黑造谣更显冷

血自私。唯有树牢人类命运共同体意

识，躬身入局、挺膺负责，共同应对、共

克时艰，才能有效遏制疫情蔓延势头。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故

乡。隔离的是空间，隔不断的是患难

与共。有时候，看似无情的措施，却

是有情的大爱。无论怎样，疫情都不

能成为以邻为壑的借口，危机不能泯

灭人间温暖。

“环球同此凉热。”全球化时代，无

论是卫生，还是生态；无论是经济，还是

科技，都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谁都不

是封闭的孤岛，谁也不能成为唯我独尊

的老大。唯有携起手来，坚持合作共

赢，把命运与共的心靠得更近，让众志

成城的手牵得更紧，我们才能战胜共同

的敌人——病魔。

关于信息化技术

防控疫情，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寻找

密切接触者。

在媒体上，我们会不时发现，有人

高呼某趟飞机、某列火车上发现新冠肺

炎确诊患者，提醒同行旅客主动隔离。

这样的手段，有效但十分有限。

后来，有人开发了一个小程序，即新冠

肺炎患者同行查询工具。该程序利用

大数据系统，分分钟搞定人工很难办

到的事。

先进生产力的标志是先进的生产

工具。信息化时代，一个小程序就能轻

松搞定很多繁琐复杂的事情。

重返工作岗位前，返回人员须隔离

观察两周。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理念：

隔离观察，并不是隔离工作。而要想开

展工作，就需要信息化技术支撑，开展

网上办公，现在叫“非接触方式”。

谈起网上办公，少数单位却慌了手

脚。由于平时不注重技术积累，到了战

时才发现网上办公难以实现，只好选择

人工跑来跑去。如此，不仅影响办公效

率，还徒增安全风险。

网上办公，部分单位喊了多年，却

只是口号，并未真正实现，这是一个迫

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像科技强军，不

善于运用科技手段支持日常工作、作战

推演、演习训练，又怎能打赢未来高科

技战争？

现在是信息赋能、网络聚能、体系

增能、精确释能的时代。打赢明天战

争，不懂现代战争制胜机理不行，不善

于运用科学技术和信息化系统也不行。

走在战争前面，不是靠说的，而要

靠做的和用的。我们必须树牢科技思

维，增强技术敏感度和理解力，让数据

多跑路、让官兵少跑腿。今天，就要从

网上办公做起，从丰富信息化手段开

始，绝不能止步不前，更不能在关键时

候抓瞎。

关于战略物资储备

何谓战略储备？简单地说，就是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早在西周时，就有人意识到：“天有

四殃，水旱饥荒，其至无时，非务积聚，

何以备之。”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古人提出：

“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

三年之食。”即每耕种三年，就要储备一

年的余粮；耕种九年，就要储备三年的

余粮。这是何等的忧患意识！

未雨绸缪，有备无患。去年，猪肉

价格高涨，国家及时调拨生猪储备和冻

肉储备，很好地稳定了价格。

防控疫情，物资先行。疫情来袭，

很多地方动用战略储备物资，满足了医

护人员自身安全和患者救治需要。

毋庸讳言，也有少数地区战略物资

储备有限，口罩、防护服、消毒液等在很

短时间内就告罄了，导致缺口严重，急

需支援，影响了防控效果。

打仗就是打后勤。一定意义上讲，

也是打战略物资储备。

战略物资储备到位，才能满怀信心

地应对危机、应对战争、应对一切。

事实上，未来战争要比今天的疫情

防控更复杂、更残酷，更需要品种多样、

数量充足的战略物资。平时战略物资

储备充沛，到了战时才不会掉链子。

永远把平时当作战时，这是每个人

尤其是军人应有的底线思维、危机意

识。不管是承平之际，还是应对灾难，都

应把风险估得更大一些，把困难想得更

多一些，把预案做得更实一些，切实增强

战略谋划超前性，提高工作安排预见性。

关于先锋模范

“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每当遇到重大风险、重大挑战、重

大灾害的时候，我们总能战胜黑暗，迎

接光明。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

无数中国脊梁挺身而出、冲锋在前，以

身作盾、赴汤蹈火。

他们临大道而无私，临大难而无

畏，临大义而慷慨。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共产党

员；还有一个俗称，叫人民的勤务员。

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即冲锋

在前，退却在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追求大我，舍弃小我。

在这次疫情防控中，有一大批党员

干部以身筑墙、舍身报国，英勇奋斗、扎

实工作。他们对人民负责、对社会负

责，更是对历史负责。

钟南山、李兰娟、陈薇、张定宇、张

文宏、毛青、刘智明……一个个共产党

人为民请战、为国效命，挺立在没有硝

烟的战场上。他们不是不知道危险，只

是初心必然、使命使然。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这不仅是誓言，更是行动。

疫情考验面前，如果人人都不愿当

先锋、打头阵，都追求自保、追求个人利

益，那就什么样的困难都难以战胜，何

谈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向疫而行，向战而生。有一种党员

干部，他们还有一个身份叫军人。军人党

员干部，更应牢记宗旨、硬核出击，披肝沥

胆、寄身火线。当疫情发生时，军人党员

干部又一次站了出来。“不畏惧，不退缩”

“不计酬劳，无论生死”“誓死不退，护佑生

命”，他们的决心书、请战书让人动容，也

让人敬佩。他们无愧于身上的军装，无愧

于“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的称号。

全力以赴，尽锐出战，悬壶入荆楚，

白衣是战袍。在大战中践行初心使命，

在大考中交出合格答卷。有共产党人、

革命军人在，就有伟大斗争的胜利，就

有无比灿烂的明天！

关于狠抓落实

灾难淘汰形式主义，也暴露形式

主义。形式主义误事，更会害死人。

疫情防控面前，真正求真务实、一

心为民的人，总是苦干实干；而不担

当、不作为的人，什么时候都不忘搞形

式主义。

这些搞形式主义的人，上级强调什

么，他们也跟着吆喝什么，至于与实际结

合得紧不紧、有没有效果，他们才不管

呢！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盲目地表面

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

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

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

他们往往看起来很忙，每天不是充

当“表哥”，无数表格填个不停；就是充

当“会哥”，各种会议开个不止。

殊不知，填表是为了精确指导，开

会是为了解决问题。如果是为了“留

痕”，抑或是为了大造声势，填再多的

表、开再多的会，一点用处都没有。

“检查的来了一拨又一拨，就没看到

一瓶消毒水、一个口罩发下来。”的确，有

的单位通知下个不停，文件里的话大而

化之、笼而统之，至于如何做好隔离工

作，如何实施网格化管理，如何解决口罩

和消毒液等实际问题，则没有一条管用

的。这样的形式主义，不叫害人叫什么？

疫情防控是大战，也是大考，要以

战时的状态打赢这场人民战争。何谓

战时？就是时时处处追求精准、高效、

简捷、快速，容不得一点无效劳动、功力

唐捐。如果在关乎全局、关乎生命安全

的疫情下，还有心思搞形式主义，那只

能说“和平病”深入到骨髓了！

“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

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正在进行

的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我们弘扬了民族

精神，发挥了制度优势，增强了全民团

结，也发现了一些短板弱项。亡羊补

牢，为时不晚。补足短板，变强弱项，堵

住漏洞，固化优长，健全机制，我们一定

能获得新的进步、开辟新的未来。

“我们一定要树立信心，一定会胜

利的。”等花开疫散时，让我们一起绽放

笑容、拥抱春天吧！

在抗疫中收获成长和进步
—关于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断想

■桑林峰

宇宙无限，知识无穷。在探索未知

的漫漫征途中，近日有人发出这样的疑

问：“知识在远方，还是在脚下？”看似司

空见惯的问题，却蕴含着深厚的哲理。

人们通常认为，知识在已知之外。

这属于一种直觉式思维。应当认识到，

直觉未必总是正确的。现实中，我们时

常遇到这样的情况：自以为懂的东西，往

下深问一层，却发现竟是黑洞般的未

知。比如，面对玻璃，你可以说“这是玻

璃”，但当被问及玻璃是什么时，可能就

哑口无言了。实践证明，知道和懂得之

间往往存在着一条巨大的鸿沟，越过去

了才能精进。唯有敢于承认自己已知的

卑微，不断重塑认知、深钻细研，才能抵

达更远的远方。

正如心理学博士、作家采铜所言：

“所有已知的背后都埋伏着一连串恼人

的难以回答的问题。”知识往往就在已知

的下面。许多人之所以“知道那么多道

理，却过不好这一生”，就是因为不善于

探寻已知事物的本质，习惯了“概念化、

标签化、碎片化”认知世界的快捷方式，

却不能聚精会神地寻根溯源，陷入“知其

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窠臼。

对部队官兵而言，上述对知识的认

识误区，同样值得警醒。军事领域是最

变幻莫测的领域，各种不同的火力配系、

兵力配置，都存在未知的因素。如果在

专业知识学习上缺乏深度，“水过地皮

湿、风过地皮干”，日常训练内容仅停留

在浅表化地会了、懂了，不善于挖掘手中

武器的最大潜能，不注重研究各兵种之

间深层次的协同配合，就无法牢牢把握

战场打赢这个无限变量。

近年来，随着部队改革重塑、转型发

展向纵深推进，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

成越来越优化，武器装备越来越现代化，

特别是新增了许多训练课目、增添了许

多新质力量。应对这些变化，迫切需要

广大官兵立足本职虚心沉潜，努力提升

知识的专业化、训练的精细化。如此，才

能结合形势任务需要，实现能力升级、本

领扩容。切不可仅学得专业技能的“冰

山一角”就沾沾自喜，更不能“这山望着

那山高”，搞“浮皮潦草”抓训练那一套。

当前，部队基础训练正如火如荼开

展。基础训练犹如大厦之地基、栋梁之

根本，越是看似简单、人人知晓，越要精

工细作、久久为功。只有敢于承认已知

的卑微，持续吸收新知识、总结新经验、

探索新办法，始终注重用战斗力标准过

筛堵漏，才能把每个作战要素、作战平

台、关键岗位的训练都搞得很扎实、很

过硬。

敢
于
承
认
已
知
的
卑
微

■
史
建
民

长城瞭望

画里有话

谈训论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