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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

所为，则无不成也。”正在进行的这场防

控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斗争，让我们更

加深刻地认识到：“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

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

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

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

现实问题。”毫无疑问，疫情防控是我们

最近一个时期的头等大事。大事须大

抓，中央一开始就明确“统一指挥、统一

协调、统一调度”，要求“集中患者、集中

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疫情就是

命令，19个省份展开对口支援；火神山、

雷神山医院拔地而起；疫情防控物资

全国统一调度；军队高效投送防疫物

资……千军万马听指挥、千难万难为前

线，全民动员、同心抗疫的局面迅速形

成。国际舆论高度评价中国集中力量

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纷纷热赞“中国制

度在紧急形势下效力巨大”。

“中国速度”何以如此之快？“中国

力量”何以如此之大？“中国效率”何以

如此之高？此时此刻，很多人都在思考

这些问题。众多解读中，“集中力量办

大事”无疑是一个“高频词”。对此，有

人总结中国抗疫做到了“三个一”：“一

张图”，对所办大事有统一规划；“一盘

棋”，围绕所办大事形成合力；“一竿

子”，在贯彻执行上一插到底。这正是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总结的我国国家

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显著优势的其中

一个重要方面：“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

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

优势”。这是我们战“疫”的底气，也是

我们胜战的武器。

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

势。衡量这个优势管不管用、有没有

效，关键要看能否经得起各类风险挑

战的考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

势，始终是我们党和人民经受住各种

风浪考验的信心和底气所在。而且，

越是面对艰难困苦和重大斗争的时

候，这个“显著优势”就越能发挥出强

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改革开放以

来，从应变局、平风波，到战洪水、防非

典，再到抗地震、化危机，我们始终坚

持举国奋战、同心协力，最终履险如

夷、化危为机。正如习主席所讲：“正

是因为始终在党的领导下，集中力量

办大事，国家统一有效组织各项事业、

开展各项工作，才能成功应对一系列

重大风险挑战、克服无数艰难险阻，始

终沿着正确方向稳步前进。”

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同资

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

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

为何要“集中力量”？一盘散沙什么事

也办不成。集中力量，才能保证重点；

集中资源，才能实现突破。疫情防控

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哪些矛

盾和问题优先解决，需要统筹规划；如

何确定发展重点、次序，必须合理安

排。如果没有东西南北中的紧急驰

援、党政军民学的聚力支持，没有人力

财力物力高度集中、党心军心民心极

大凝聚，就不可能取得疫情防控的阶

段性重要成果。

人民有难，军队当先。人民军队素

有勇挑重担、能打硬仗的优良作风，是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一支重要力量。每

一次重大灾难、重大险情、重大挑战，人

民子弟兵总是临危受命、冲锋在前，被人

民群众赞为“解放军来了人心定”。此次

战“疫”，我军既是全国疫情防控力量布

局的重要方面，也是举国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的有力支撑。闻令而动、听令而

行，前段时间人民军队冲锋在前、忘我奋

战，发挥了先锋队突击队作用；疫情未

灭、战斗不止，下一步还要坚持不懈、连

续作战，勇创奇迹、再立新功。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历史长河

奔腾不息，有风平浪静，也有波涛汹

涌。强国强军的新征程上，绝不会一

帆风顺、一马平川，注定会有许多绕不

开的“娄山关”需要占领、躲不过的“腊

子口”需要攻克。越是面对艰难困苦

和重大斗争，越要发挥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这

是经过历史长期沉淀、经过实践反复

检验的真理，我们必须一以贯之、矢志

坚守。

“你身后有我，我身边有你，不管路

还有多远，我们一起走过。”战“疫”仍在

继续，曙光就在前方。全国一盘棋，万

众一条心，风雨同舟、凝心聚力，就没有

翻不过的山，就没有跨不过的川，疫退

风清日，便是万木春！

（作者单位：武警兵团总队执勤第

四支队）

“集中力量办大事”彰显巨大优越性
—从抗疫斗争中汲取奋进力量系列谈②

■邓治强

长城瞭望

“遇到危险，最坏的打算是什么？临

别亲人，嘱托的事项是什么？”王杰生前

所在部队组织官兵开展撰写告别信活

动，一封寄给家中亲人，一封放入战备行

囊，以此鼓舞军心士气，砥砺血性胆气，

赓续传承“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

精神。

军人的告别是悲壮的，“师出之日，

有死之荣，无生之辱”。写告别信的过

程，就是感受生死考验、思考牺牲价值、

强化铁血担当的过程。战士小房第一次

写告别信时内心充满恐慌，但经过思想

引导、职能教育后，坚定地在信中写道：

“假如牺牲不可避免，我希望名字能出现

在烈士纪念碑上。”官兵们也坦言，信件

每撰写修改一遍，灵魂就触动一次，使命

感就增强一分。

流血牺牲，你想过吗？普通人可以

不想，但军人不能。军人因战而生、为

战而存，走上血火战场，生或死从来都

不是选择题。我军自成立以来，入伍誓

词几经修改，但变的是文字内容，不变

的是铁血精神，“牺牲”二字始终没有改

动。一代代革命军人正是靠着“甘将热

血沃中华”的雄心壮志、“不惜唯我身先

死”的英勇决绝、“笑看旌旗红似花”的

革命情怀，才战胜一个又一个强敌，取

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泰戈尔说过：“我们必须奉献于生

命，才能获得生命。”战场从来血火无情，

军人必须向死而生。没有“敢把头颅试

剑锋”的血性，就没有“天塌下来只手擎”

的斗志；没有“黄沙血染英雄骨”的无畏，

就没有“击溃强敌奏凯歌”的胜利。“为什

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

从红军长征到抗日战争，从解放战争到

抗美援朝，我军一路走来，有多少胜利凯

歌，就有多少浴血奋战。即便是和平年

代，国家虽无战事，军人仍有牺牲，王杰、

李向群、申亮亮、张超……每一个催人泪

下的名字背后，都对应着“只解沙场为国

死，何须马革裹尸还”的悲壮。

“有一个道理不用讲，战士就该上战

场。”道理是这个道理，但并不是每名官兵

的头脑里都装着一封“告别信”，随时准备

上战场，随时准备洒热血。一份问卷调查

显示，个别官兵“当兵打仗思想准备不

足”，没有想过有一天要血洒疆场、为国捐

躯。我军几十年没有打仗了，有些官兵对

战争的暴力本质缺乏深刻认识，血性胆

魄、牺牲精神有所淡化。平时能不能、愿

不愿“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决

定着未来战场上敢不敢、会不会“刀丛扑

去争山顶，血雨飘来湿战袍”。

如今，战争进入信息化时代，有人认

为战争开始“软化”“慈化”，越来越“文

明”了。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危险的，必

须清醒看到，离开了对抗，离开了暴力，

战争就不成其为战争。时刻在头脑里装

一封“告别信”，时时坚守“革命不怕死，

怕死不革命”的坚定信念，处处践行“苦

练杀敌本领，时刻准备战斗”的入伍誓

言。只有这样，当那一天真的来临，我们

才能视死如归、赴汤蹈火，做到“但愿牺

牲保国家”。

（作者单位：齐齐哈尔军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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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论坛

新闻评说

【新闻】近几日，援鄂抗疫医疗队开
始分批撤离，一张题为《告别》的照片走
红：天津一位女医护人员回首挥别江
城，口罩上方露出一双明亮的眼睛。网
友纷纷留言：请记住那双泪别的眼。
【点评】

“说天上星星亮的人，是因为他们没

有见过白衣战士的眼睛。”出于防护需

要，绝大多数医护人员虽然留给大家的

印象只是一双眼睛，但我们从中看到了

临危受命时的坚毅、果敢与斗志，看到了

面对灾难时的无畏、责任与担当，看到了

冲锋陷阵时的智慧、勇气与力量。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著名作家谌

容的小说《人到中年》里有这样一个细

节：一位病人正是通过眼睛，认出当年

为自己做手术的医生。“我不知道你是

谁，我却知道你为了谁。”记住医护人员

那双眼睛，就是要记住他们逆行出征、

舍生忘死的巨大付出，传承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的协作精神，永葆同舟共济、

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

武汉有一张纪念送别时刻的海报，

一个身穿白大褂的背影安静地走出“湖

北”地图，两侧打开的“大门”布满了各省

援鄂人员的数字，“门坎”上的一行大字

让人泪目：谢谢你们，为湖北拼过命。这

一刻，仅有感动是不够的，记住那双泪别

的眼，不是此刻，而是永远。因为，荆楚

有难神州共，守望相助是中华。

一位诗人写道：“春天的疆界并不

全都和火热的盛夏接壤，不要忘记，她

的另一端还连着冰雪呢。”医疗队员开

始有序撤离，但疫情防控不能有丝毫松

懈。越是这个时候，越要慎终如始。连

续奋战两个多月的军队医护人员还要

继续睁大警惕的双眼，不怕疲劳、乘胜

追击，上满弦、加足油，切实不负人民重

托，坚决完成任务。

（作者单位：解放军第960医院）

记住那双泪别的眼
■张 斌

【新闻】前两天，一则硬核新闻刷屏：
由中国工程院院士、军事科学院军事医
学研究院研究员陈薇领衔科研团队研制
的重组新冠疫苗，通过临床研究注册审
评，并获批正式进入临床试验。
【点评】

科技是抗击病毒的最有力武器，是

战胜疫情的决定性力量。回顾人类的战

“疫”历史，疫苗往往是终结疫情的最硬

核利器。从战胜天花、疟疾、流感，到制

服登革热、埃博拉、寨卡，疫苗大都扮演

了“终结者”的角色。

战胜疫情关键要靠科技，需要疫苗等

硬核产品。疫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

命。疫情防控阻击战绝不能打成持久战、

拉锯战、消耗战，需要争分夺秒、速战速

决。早一日研制出抗击病毒的疫苗或特

效药，就能多挽救一位患者、一个家庭，就

能早日结束疫情，还人间以时和岁丰。

所谓“硬核”，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普

通产品，而是能够发挥一锤定音作用的

撒手锏武器。比如，人工智能、脑科学、

生物基因等颠覆性技术，不仅是潜力巨

大的战斗力增长点，还将改写战争形

态、作战空间、战争制胜机理、军事理论

等，最终从根本上快速改变军事力量平

衡。无论是战胜疫情，还是制胜强敌，

都需要这种硬核产品。

“通过打这场硬仗，掌握更多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核心科技，拿出更多硬核

产品”。军队是要打仗的，未来战争从表

面上看，似乎变得简单、快捷，实则背后

有强大的硬核科技作支撑。瞄准战争前

沿，加快自主创新，攻克更多核心技术，

拿出更多硬核产品，这是军队广大科技

工作者的使命责任，也是强军兴军的必

然要求。

（作者单位：空军特色医学中心）

多出硬核科技产品
■彭家良

没有人民的服从大局、全
力以赴，就没有防疫的凝心聚
力、决战决胜。

困难总会过去，风雨总会平
息。让群众如沐春风，与人民风
雨同舟，我们一定能够战胜一切
困难挑战，从胜利走向胜利。

“春日迟迟，卉木萋萋。仓庚喈喈，采

蘩祁祁。”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似乎让时空按下了“暂停键”。但“寒雪梅

中尽，春风柳上归”，明媚的春天还是如期

来到了人间。此刻，虽然战“疫”仍在继

续，但樱花已经开始在武汉次第绽放，和

煦的春风正拂过人们的脸庞。

“给人民群众当服务员，不能干巴巴、

硬邦邦的，要让群众如沐春风。”战“疫”的

关键时刻，习主席一路风尘仆仆，飞赴武汉

考察疫情防控工作，慰问奋战一线的医护

人员，看望居家隔离的小区居民，叮嘱基层

工作者要把事办到群众心坎上，把话说到

群众心窝里，对群众出现的一些情绪宣泄，

要多理解、多宽容、多包容，更要做深入细

致的工作，包括心理疏导、解决实际困难。

每到一处，习主席听得认真、问得仔细、想

得周到，一举一动寄托着深切的关怀和牵

挂，一字一句传递着温暖的爱心与信心。

民心稳，人心就稳，社会就稳。从一

开始，党中央就把疫情防控定位为“人民

战争”。仗怎么打，靠什么赢？依靠谁，

为了谁？人民战“疫”靠人民，人民战

“疫”为人民。党员干部冲锋在前、英勇

奋战，医护人员白衣执甲、逆行出征，人

民军队闻令而动、勇挑重担，基层干部不

惧风雨、坚守一线，一切都是为了尽最大

努力防止更多群众被感染，尽最大可能

挽救更多患者的生命。春风不待掬捧，

径自倾注心间。没有人民的服从大局、

全力以赴，就没有防疫的凝心聚力、决战

决胜。让人民如沐春风、信心满怀，抗疫

才能众志成城、共克时艰。

“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老百姓利益

着想，让老百姓幸福就是党的事业。”让群

众如沐春风，说到底是对待人民群众的立

场和态度问题。无论什么时候，人民的生

命重于泰山，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民心

是最大的政治，人民立场是我们党的根本

立场，是解决一切艰难困苦的逻辑起点、

价值基点。疫情发生以来，我们党始终把

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

位。疫情就是命令，这个命令是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命令；防控就是责任，这个

责任是保障人民主体地位的责任。紧紧

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永远是我们党

的力量之源、胜利之本、执政之基。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

歌。”疫情给人民群众带来的灾难和危害

最为深重，也最能考验一个政党对待人民

的根本态度。曾经的国民党统治区，鼠

疫、霍乱、天花、黑热病等疫情广泛流行，

政府漠然视之，导致民众贫病交加、大量

死亡。群众利益无小事，我们党不仅把抗

疫问题当成重大民生问题，更视为重大政

治问题；不仅看作群众关切、生命攸关的

事情，更当成决定人心向背、体现党的性

质宗旨、事关执政安危的大事。正如毛泽

东同志在一份批示中所指出：“今后必须

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一项重

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

“肚胞病，害人精，任屯村里栽祸根；

只见死，不见生，有女不嫁任屯村。”新中

国成立之初，血吸虫病严重传播，疫区人

烟凋敝，田地荒芜。毛泽东收到上海市郊

任屯村农民的联名信后，忧心忡忡，寝食

不安。在一次会议上，他指示：“共产党人

的任务就是要消灭危害人民健康最大的

疾病，防治血吸虫病要当作政治任务。”这

份指示，今天读来依然让人倍感温暖和振

奋，一代伟人的思想与情怀、意志与胆略、

决心和行动令人动容。

“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

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经过多年

奋战，就让连“华佗无奈”的“小虫”终于

被消灭。听闻江西省余江县战胜血吸虫

病的消息，毛泽东“浮想联翩，夜不能

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

然命笔”，写下“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

烛照天烧”的不朽名句。一个无产阶级

革命家的赤诚之心和爱国爱民之情，跃

然诗行。人民群众更是欢呼：“中国人民

有了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不管是天灾

人祸还是牛鬼蛇神，什么都不怕！中国

人民有力量，中国人民真幸福！”

“江汉春风起，冰霜昨夜除。”武汉

有一张宣传画上写着：“98抗洪我们挺

过来了，08雪灾我们挺过来了，这次疫

情我们也一定能挺过来。”困难总会过

去，风雨总会平息。让群众如沐春风，

与人民风雨同舟，我们一定能够战胜一

切困难挑战，从胜利走向胜利。

让 群 众 如 沐 春 风
■马 岳 冉智文

“执行大项任务后，大家都比较辛

苦。越是这个时候，越是要提高警惕，严

格落实查铺查哨制度，以免出现安全隐

患。”某部机关针对查铺查哨中发现的打

“擦边球”现象，适时进行讲评通报，要求

各单位引以为戒、举一反三。

这种现象还有不少：风雪交加、暴风

骤雨等恶劣天气时，有的干部就减少查铺

查哨次数或放松要求；有的感觉白天工作

忙、晚上常加班，就把查铺查哨的时间固

定在睡觉之前和起床之前；有的查铺“打

卡”，查哨“刷脸”，不问口令，舍远求近，图

省事、走形式；有的不想起夜“折腾”，让哨

兵代签登记本，用“电子眼”代替“手电

筒”，登记内容总是“一切正常”……诸如

此类，久而久之，失掉的是干部自身威信，

埋下的是安全隐患，必须及时纠正。

查铺查哨是军队《内务条令》规定的

一项日常制度，也是军官必须履行的职

责。为什么明确要求查铺查哨“每夜不

少于2次”，而且“其中1次必须在熄灯后

2小时至次日起床前1小时之间进行”？

这是因为，这个时间段哨兵最为困顿，警

惕性最低，也最容易出事。查铺查哨突

出“下半夜”和“随机性”，目的就是提醒

哨兵随时保持警戒状态，确保遇到各种

突发情况能够及时发现、快速反应。

落实条令条例，重在领悟内涵。军

队是要打仗的，战争最具突然性。查铺

查哨制度的目的是出于实战化考虑，是

为了培养战士的战备观念。纪之不严，

必生怠惰。如果查铺查哨流于形式，有

了固定“套路”，就不利于全面掌握战士

在位就寝和重要点位安全情况，更容易

让执勤哨兵放松警惕，导致脱岗漏岗等

问题发生。若在战时，则可能给敌人以

可乘之机，后果不堪设想。

“条令条令，条条是令”。查铺查哨

工作属于基层经常性基础性工作，必须

管在平时、严在平时，做到勤查、严查、实

查、细查，绝不能打“擦边球”，或者三天

打鱼两天晒网。基层干部虽然“两眼一

睁，忙到熄灯”，但不论白天多忙多苦多

累，夜间都要到执勤哨位走一走，到战士

宿舍转一转，及时发现问题，随时进行纠

正，真正把每一名战士、每一个岗位、每

一种情况、每一个时段都纳入管理视线，

切实将隐患消灭于萌芽、将工作落实到

末端。

（作者单位：71770部队）

查铺查哨岂能打“擦边球”
■王 欣

玉 渊 潭

漫画作者：石 盼

画里有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