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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6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召开

了历史上最为特别的一次峰会。特别的

时间：处于全球抗击疫情刻不容缓的关

键点；特别的方式：首次采取视频会

议；特别的主题：应对疫情蔓延、稳定

世界经济；特别的意义：发出了国际联

防联控的重要信号，开启了构建防控协

作机制的务实之举。特别之处凸显重要

使命——携手并肩打好疫情防控全球阻

击战，带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落笔这

张严格的世界答卷。

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疫情发

生后，站在防控第一线的中国率先打

响了一场抗击疫情的人民战争，采取

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措

施，取得了疫情防控持续向好的形

势；本着公开、透明和负责任的态

度，及时向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

通报情况，及时主动同世卫组织和其

他国家分享有关病毒基因序列。一系

列彰显中国力量、中国效率、中国速

度的举措，不仅旨在维护中国人民生

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也为各国抗疫争

取了宝贵时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

斯称赞说，中国人民以付出巨大自我

牺牲的方式，为全人类作出重大贡献。

新冠肺炎疫情，是人类在迈入21

世纪第三个十年之际，共同面临的又一

场大考。目前，疫情已影响到全球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多国进入“紧急状

态”乃至“战时状态”。在经济全球化

时代，这样的重大突发事件不会是最后

一次，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还会

不断带来新的考验。我们应以什么样的

理念、什么样的作为来应对？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独善其身的

发展方式、排他的零和博弈早已被证

明是行不通的，人类社会日益成为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习主席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

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

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

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

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

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变成现实。”

与人类未知的病毒交手，没有一

个国家能独自胜利；应对疫情对世界

经济的深层影响，全球治理的紧迫性

骤然上升。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如同一

张试纸，快速有效地把一个世纪以来

人类面临的整体问题显现出来。“人类

命运共同体”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价值

指向，更是一种现实选择、迫切呼

唤。世界各国没有退路，唯有团结合

作、携手并进，才能最终打赢这场没

有硝烟的战争。以邻为壑、隔岸观火

没有出路，也注定是损人不利己。

回想中国抗疫最艰难的时刻，170

多个国家、40多个国际和地区组织表

达慰问与支持；多国政要“逆行”访

华；“巴铁”以倾国之力驰援物资……

这种国际间的支持互助，充分证明了

习主席向全世界提出“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已经得到了国

际社会的高度认可，在世界各国间达

成共识，越发显现出高瞻远瞩的时代

价值。

知行合一，行胜于言。中国提出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为人

类战胜疫情提供了指引，同时也身体

力行作出示范。面对意大利孤军奋

战，中国说我在，“消失吧，黑夜！黎

明时我们将获胜”；面对伊朗，中国说

我在，“亚当子孙皆兄弟，兄弟犹如手

足亲”；面对希腊，中国说我在，“挚

友如异体同心”；面对法国，中国说我

在，“千里同好，坚于金石”；面对日

本，中国说我在，“天台立本情无隔，

一树花开两地芳”；面对韩国，中国说

我 在 ，“ 肝 胆 每 相 照 ， 冰 壶 映 寒

月”……尽管本国疫情尚未完全缓

解，中国已为89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

织提供援助，与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举行卫生专家视频会议，毫无保留地

分享信息与经验。中国与国际社会同

舟共济、共克时艰的积极姿态和大国

担当，不仅让心心相通、命运与共的

生动故事熠熠生辉，而且彰显了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力量。

中国军队是维护国家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的钢铁长城，也是维护

世界和平稳定、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坚定力量。在这次疫情防控阻

击战中，中国军人不仅坚决当好人民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捍卫者守护

者，还坚持履行国际责任和义务，始

终高举合作共赢的旗帜，在力所能及

的范围内为那些疫情严重的国家、陷

入困境的人们带去更多帮助。3月 16

日，军事医学研究院陈薇院士带领团

队研制的重组新冠疫苗获批进入临床

试验；3月19日，中国军队向伊朗武装

力量紧急提供医疗物资；3月24日，中

国军队抗疫医疗专家组赴柬埔寨协助

开展防疫工作……中国军队正以实际

行动与世界各国军队加强抗疫国际合

作，共同维护国际卫生安全，为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众智所为，则无不成。“我们团结

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意大利专门印制了欢迎中国专家的卡

片，上面用中意英三种语言写下这句

话，道出了所有人的心声。我们坚

信，经历共同抗击疫情的考验，人类

将凝聚成更加团结的命运共同体，这

股世界力量必将驱散疫情的阴霾，迎

来山花烂漫的春天。

团结在一起 胜利在一起
—从抗疫斗争中汲取奋进力量系列谈④

■李兵峰

长城瞭望

兵家有言：战争的胜负，在最后5

分钟，也在最初5分钟。这句话道出了

战争胜负与时间节点的辩证关系，对于

今天的信息化战场，具有借鉴和警示

意义。

关注最初5分钟，说的是打仗不要

输在起跑线上；关注最后5分钟，讲的

是打仗不要输在终点线上。“最后5分

钟”敌对双方都已处在精力衰竭的边

缘，谁能坚持到底，谁就能赢得胜利。

所以在常人看来，最后5分钟更重要，

更具决定性作用。但必须说，对最初5

分钟也绝不能掉以轻心，因为起跑影响

全程，开局影响全局。

战争是实力、力量的比拼，也是速

度、效率的竞赛。很多情况下快人一

步、先人一筹，往往就能赢得先机、夺

取胜利。正如一位指挥员所说，有时增

加一个团、一个师并不能结束战斗，而

早到几小时、几分钟就能解决问题。在

二战中途岛海战中，日军4艘航母甲板

上的飞机正在加油装弹，再有5分钟即

可实施第二波次攻击。恰在此时，美军

舰载机飞临上空，一举摧毁航母上所有

飞机，决定了战争胜负。如果日军提前

5分钟起飞，或者美军晚到 5分钟轰

炸，结局就可能反转。后人评价，这相

差的“最初5分钟”虽属巧合，但非常

致命。

毛泽东同志曾讲：“反攻的第一个

战斗，关系非常之大。”并提醒我们：

“开脚一步就丧失了主动权，真是最蠢

最坏的打法。”不过，在摩托化机械化

战争时代，尽管敌对双方都强调先下手

为强，但仍有后发制人的机会；尽管有

时抵挡不住对手的“三板斧”，但仍能

打出置敌死地的“后手牌”；尽管赢不

了最初5分钟，但仍有可能赢得最后5

分钟。换言之，过去的战争，暂时的优

势并不等于最后的胜利，一时的失利并

不等于最后的失败。

但是，现代战争与过去无法同日

而语。今天的信息化战场，首战即决

战、发现即摧毁已成常态。信息火力

“秒杀”之快之准之狠，更使“智者

不及谋，勇者不及怒”。首战做不到

快速反应，就会带来灭顶之灾；首战

打不出最高分，就等于得零分；首战

抢不到胜机，恐怕连补考的机会都没

有，更不用说坚持最后 5分钟了。这

警示我们，一支部队要想在现代战场

上赢得胜利，就要在时间上跑过对

手，在反应上快过对手，在效率上超

过对手。

兵法云：“善用兵者，防乱于未

乱，备急于未急。”现代战争与其说打

战时的瞬间释放，不如说打平时的超前

准备；同敌人争速度于战场，提速的跑

道却在操场；战争愈趋于速决，战争准

备就愈趋于紧迫。因此，练兵备战必须

上紧“发条”，绝不能慢条斯理、拖拖

拉拉；必须立足于“今夜准备战斗”，

绝不能等“狼来了”才想起拿枪瞄准；

必须在“台下十年功”上下力气，绝不

能在“台上一分钟”上耍花招。唯有如

此，我们才能在战争来临的“最初5分

钟”里迅即应对、速战速决。

打仗，要重视
“最初五分钟”

■张西成

谈训论战

“敢于”是“真的猛士”最鲜明的特

征。在这场疫情防控斗争中，广大党员

干部挺身而出，敢于“逆行”，敢于挺进

“火线”，敢于以生命捍卫生命，他们堪称

新时代“真的猛士”。近段时间，中央和

各地相继出台激励政策，为新时代“真的

猛士”撑腰鼓劲，受到群众的纷纷点赞。

奖励、提拔那些敢于担当、心系百姓

的党员干部，是我们党一贯的用人导向。

尤其是火线奖励，一方面立起“有为才有

位”的导向，不让英雄流血又流泪；另一方

面，“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可以让更多

优秀人才在斗争一线锤炼本领、脱颖而

出。近日，火神山医院感染八科一病区副

主任韩丙超等36名同志“火线立功”，一

批优秀青年“火线入党”，既立场鲜明、导

向正确，又立竿见影、激励一片。

这次疫情来势凶猛，防控工作的每

一步都是“真刀实枪”的直播，都是一次

摆在明面的民主测评、考察与公示。领

导干部的统筹协调、现场指挥是否得

力，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能力素质是

否过硬，人民群众的口碑反响、认知评

价是否满意，都一清二楚、明明白白。

那些主动请缨、不计生死的白衣天使，

立足岗位、日夜坚守的基层干部，闻令

而动、勇挑重担的人民子弟兵，都是忠

诚担当的猛士、烈火检验的真金，就应

该被“火线”奖励、立功提拔。

当然，火线奖励不仅仅是给予个人

一份“重奖”，还是赋予更大的责任；不是

到了更“高”的位置，而是要挑更重的担

子。受到火线奖励的人员，更要在关键

时刻顶得上去、在斗争一线冲得上去。

目前，疫情防控仍不容放松，各级

党组织要在疫情防控一线考察、识别、

使用干部，特别是为那些主动担当、积

极作为的“真的猛士”开“绿灯”，大力

褒奖，为夺取战“疫”全面胜利激发出更

强的凝聚力战斗力。

为“真的猛士”撑腰鼓劲
■文/贾 乾 石小军 图/李 旭

画里有话

领导是带领人们干事业的。干事

业，让人“不可使知之”是不行的，这

就有一个选词用字讲道理的问题。在合

适的场合，结合具体的工作，把想说的

话说明，把要讲的问题点透，使语尽其

意、意尽其详，往往能产生“语敌三

军”的力量。

1941年11月，侵华日军纠集5万余

兵力，企图一举摧毁我沂蒙地区抗日根

据地。罗荣桓和其他八路军首长在钮家

沟召开了中共山东分局和115师联席会

议，研究突围方向。因为敌人的大本营

在南方，大家都建议向其他方向突围。

罗荣桓仔细听取大家意见后，坚定地

说：“向南突围！”一时语惊四座。罗荣

桓逐一分析了东面、北面、西面的情

况，判断出敌人早已在这三个方面集结

重兵、布设口袋，只有南面是敌人的大

本营，兵力反而空虚。就这样，我军出

其不意，以实击虚，安全跳出敌人5万

大军的包围圈。

将帅一语，可敌三军。一句“向南

突围”，看似简单，却以最小的代价挫

败了敌人的企图，实现了“上兵伐

谋”、力胜三军的目的。短短一句话，

之所以蕴含如此巨大的力量，就在于说

话的将帅跳出人云亦云的局限，缜密分

析判断，抓住了制胜的先机。

“语言是思想的图像和反映。”思想

力产生话语力，语言的力量源于思想与

真理的相互融合、互相滋养。一个人无

论是讲话还是作文，要使人动情、明

理、出积极性，关键在于摆明事实、讲

清道理。1938年，为动员抗日，冯玉祥

将军来到湖南益阳，让士兵扛来一棵小

树，树上放有草编的鸟窝，鸟窝里又放

有几只蛋，然后以树比“国”，以窝比

“家”，以蛋比“生命”，十分严肃地

说：“如果不抗日……”他手一松：树

倒了、窝散了、蛋破了。老百姓一下子

就明白了抗战的道理，抗日的热情如火

山一样爆发出来。从中可见，讲话如用

兵，要想招招见奇，就要句句管用。否

则，就难以做到直抵心窝。

“语敌三军”的功夫，源于深入实

际、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1930年 5

月，毛泽东同志在江西寻乌开展了 20

多天的社会调查，写出了著名的《寻乌

调查》，成为农村调查的经典之作。寻

乌调查，是一次深度调查，仅调查笔录

就有几十万字，内容详实到令人惊叹的

程度，连县城有几家卖豆腐的、打铁

的、理发的，各业人员的数量、比例，

各自的经营情况，都细细道来。十几家

杂货店卖的131种“洋货”的名字，也

一一记录。根据寻乌调查的感受和经

验，毛泽东写下了《调查工作》即《反

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首次提出“没

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成

为我党在不同时期正确指导推进工作的

重要思想和工作方法，至今仍在各个领

域、各项事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语敌三军”还不可缺少高尚人格

的支撑。同样一句饱含真理的话语，不

同的人讲出来，会因人格不同，产生大

不相同的结果。文天祥抗元被俘，面对

威逼利诱，正气浩然，不为所动，留下

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

青”的名句。这句话的力量，“至大至

刚”，流布宇内，穿越千古，至今读来，

仍令人振奋。而那些“两面人”，台上巧

舌如簧、信誓旦旦，台下却任性贪婪、

劣迹斑斑。由于没有行动做注解，缺少

人格作支撑，再漂亮的话语也最终成了

污人耳目、遭人嘲讽的沉渣泡沫。

真理与人格，是语言的两翼，相互

依存，相辅相成。真理有了人格滋润，

会闪光增辉；人格有了真理校正，会健

康发展。丢了人格，真理会黯然失色；

离了真理，人格会悄然萎缩。语言融合

了真理与人格，才能撼动人心，就能涵

养出“语敌三军”的力量。

涵养“语敌三军”的力量
■何冠军

玉 渊 潭

在领导干部中，有的人习惯于

用“声音”指挥，有的人坚持用“身

影”感召。两种不同的工作方法，产

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实践证

明，用“声音”不如用“身影”。

用“声音”者，当官当领导的

权力意识强，为基层官兵服务的责

任意识弱。他们有的讲起话来头头

是道，做起来却常常另行一套，言

行相悖；有的部署工作习惯“一级

说给一级听”，满足于以会议落实会

议，以文件落实文件，至于落实得

如何，从不跟踪问效，可谓是“喊

在嘴上，写在纸上，就是不见落实

在行动上”。这种以“声”作则，打

官腔、唱高调，言不由衷、言行不

一的做法，就算嗓门再高、“声音”

再大，也无人愿听。

用“身影”者，淡泊名利，身

先士卒，以身作则。基层官兵最喜

欢实打实、真对真，不看你讲得怎

么样，而是看你做得怎么样。基层

工作千头万绪，是最贴近官兵的工

作，是最接地气、最实在的工作，

凡事须谋于实、干于实、成于实。

因此，领导干部只有带头真抓实

干，带头廉洁自律，带头公道正

派，真正做到一级带着一级干，一

级做给一级看，才能成为官兵学习

的榜样、看齐的标杆，从而产生强

大的感召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带

领官兵干好强军事业。

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领导干

部率先垂范，就是下级和部属的一

面旗帜，领导干部不做好样子，就

会上行下效，腐风蔓延。“身影”是

最好的示范，“身影”是光辉的榜

样，“身影”是无声的誓言，“身

影”是有力的号召。“喊破嗓子不如

做出样子”。领导干部要多用“身

影”，少用“声音”；要以身作则，

切忌以“声”作则。

用“声音”，不如用“身影”
■魏建峰

近日，笔者在基层采访，听到

有的官兵说，单位的“老把式”

和业务骨干们在传帮带时应该多

“指点”，少“指指点点”。这话值

得许多同志反思。“指点”与“指

指点点”，从字面上看差不多，但

意义却相去甚远。“指点”，有指

导、点拨、帮助之意。“指指点

点”，则是指频繁挑他人的缺点，

指手画脚、说三道四。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军营总

是 存 在 新 老 交 替 。 一 些 单 位 的

“老把式”常在年轻官兵面前以

“过来人”自居。对于他们说的

话，年轻官兵大多是欢迎的，但

也 有 埋 怨 ， 原 因 是 有 的 “ 老 把

式”们很容易做到“批”，却常常

忽略“判”。“判”是决断，是提

供方案。如果只提意见，只讲短

板，没有给出具体解决方案，或

者给出的方案操作性不强，“指

点”就成了“指指点点”，自然不

被年轻官兵所接纳。

“老把式”们见识广、经验

足，是每个单位的宝贵财富。要真

正发挥好传帮带作用，“老把式”

们就应该对年轻官兵的优点和进步

多表扬、鼓励、肯定；对其缺点和

不足，应本着与人为善、助其成长

的态度，在入情入理的批评后，进

行真诚务实的指点。如此，就会

帮助年轻官兵树立信心，使他们

的 缺 点 越 来 越 少 ， 亮 点 越 来 越

多。这样一来，“老把式”们自然

会得到年轻官兵的认同，并且，

在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共同进

步中，战友间的友谊也会越来越

深。

《触龙说赵太后》 一文中有句

话说得好：“父母之爱子，则为之

计深远。”“老把式”们要站在推进

单位事业长久进步、促进官兵长远

发展的角度，对年轻同志倾囊相

授、精准指点，这样才能有效引导

年轻官兵在干中学、学中干，从而

提升能力素质。

多“指点”，别“指指点点”
■张 勇 许秋雨

内容更丰富

下载更方便

欢迎关注“八一评论”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