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八一评论２０２０年４月８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李秦卫

一支军队的应急应战能力如何，

直接决定着能否做到召之即来、来之

能战、战之必胜。

战“疫”、人民战争、阻击战、总

体战、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

一个个“战”字，标识出我党对疫情

防控的认识高度——这是一场特殊的

战争。不见战火硝烟，却有生死考

验；不分前方后方，却是全民皆兵；

没有瞬息万变的敌情，却有桀骜不驯

的疫情……这场战争，时间之紧、难

度之大、处境之危险、情况之复杂、

任务之艰巨，世所罕见。新冠肺炎疫

情以来，习主席高度重视，亲自部

署、亲自指挥，多次召开会议、多次

听取汇报、作出重要指示，一个个高

瞻远瞩的判断、一次次审时度势的决

策、一道道准确及时的命令，确保了

每项防控举措不失时机、赢得先机。

战斗部署第一时间作出、支援队

伍第一时间集结；军队支援湖北医疗

队大年三十疾驰武汉、火神山医院10

天交付使用、方舱医院一夜之间拔地

而起……一个个“第一时间”“中国速

度”，体现的是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

实力和综合国力，对如何认识和提高

我军应急应战能力也颇有启示。

“难得者时，易失者机。”卫星发射

有个“窗口期”，抓住这一时机，就可

能一飞冲天、一举成功；错过这一时

机，就可能丧失机遇、与成功失之交

臂。战“疫”也是一样，正是我国以过

硬的应急应战能力抓住了“窗口期”，

才扭转了疫情快速扩散流行的危险趋

势，构建起了阻止疫情传播的第一道防

线，为全世界抗疫争取了宝贵时间。

疫情突如其来，应对慢一步，恶

果大十分；战争突然降临，一个“姗

姗来迟”的师，还不如一个“快速到

位”的营。军事斗争准备之“准备”，

既是全面准备、有序准备，也是随时

准备、时刻准备。“速则乘机，迟则生

变。”尤其在现代战争中，发现即摧

毁、首战即决战的特点，对部队的应

急应战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若战争

突发时“不应卒”“失于机”，就会

“不制胜而军覆矣”。

“度之往事，验之来事，参之平

素，可则决之。”在我国面临风险挑战

增多的今天，战争既可能是一只突如

其来的“黑天鹅”，也可能是一头不知

何时一跃而起的“灰犀牛”，都需要我

军时刻警惕、严加防范。疫情防控是

战场，也是课堂。对疫情防控中的应

急应战做法多细细“度之”“参之”，

才能在“验之来事”中“可则决之”，

对军事斗争准备中如何着眼突发做文

章、立足应战设考题，为更好地在未

来战场上争取主动、先机制敌、赢得

胜利提供有益借鉴。

要想随时能胜战，必须平时有预

案。回顾抗疫斗争实践不难发现，卫勤

力量之所以能紧急集结，物资装备之所

以能快速投送，联勤保障部队预案完善

是一个重要原因。“事不前定，不可以

应猝；兵不预谋，不可以制胜。”预案

的优劣，直接关乎应急应战的成效，甚

至战争的胜负。粟裕大将“总打神仙

仗”的“秘笈”之一，就是不断研判战

势、修改作战预案。我们只有以面对生

死存亡之心对待预案，以精益求精之心

完善预案，对预案常态化推演、实战化

检验、动态化更新，才能有效应急应

战，不断提高打赢胜算。

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

功。让火神山医院拔地而起的，是我

国强大的基建能力；让疫苗研发快速

推进的，是我国强大的科技实力。有

能力，危急时才能救急；有本事，应

战时方能胜战。实训是十年磨一剑，

实战是一朝试锋芒。平时不练硬功

夫，战时必然一场空。2月13日，我

军首次成体系大规模出动现役大中型

运输机成功执行紧急空运任务。试

想，如果平时不“弯弓不离手，恒日

在阵前”，不把每次训练看作是“和平

时期的最后一场训练”，怎能自如应对

种种“意想不到”？

“一开始，中国战‘疫’打的就是

联合作战。”指挥调度一盘棋、治疗方

案一网联、力量拧成一股绳……正是

联合，让战“疫”产生出强大效能。

“兵之胜负，不在众寡，而在分合。”

现代战争，打的是信息主导、体系支

撑、精兵作战、联合制胜，单打独斗

事倍功半，联合作战事半功倍。只有

联身更联心，联动更联芯，联训更联

战，联保更联动，多在平日训练时

“牵手”，少在重大演习时“闪婚”，才

能在“多剑合璧”中练就“一剑封

喉”的胜战本领。

“摧伤虽多意愈厉，直与天地争春

回。”我们深信，抗疫斗争实践对军事

斗争准备的启示，必将成为宝贵的精

神财富、强大的思想武器，推进我军

应急应战能力不断提升。

（作者单位：郑州联勤保障中心

某部）

着眼突发做文章 立足应战设考题
——从抗疫斗争中汲取奋进力量系列谈⑤

■谢 凡

长城瞭望

对于部队的忙碌，官兵们常用“两眼

一睁，忙到熄灯”来形容。忙是干事的表

现、成事的基础。每一名官兵都忙起来，

生活才会充实，工作才会推进，强军事业

才会进步。古往今来，能者多忙，忙者多

能，凡事业有成者，多是忙碌之人；凡碌

碌无为者，多是悠闲之辈。

然而，忙什么、怎样忙，却大有门

道。忙“无谓”之忙，忙不到点子上，难免

忙而无功、忙而无益。近日，一名领导在

谈到忙什么时说，“忙”字左边是竖心旁，

右边是一个“亡”字，就是告诉人们，忙时

须带上“心”，没了“心”的忙，就成了

“亡”。对官兵来说，“忙”字左边的“心”

应该是“中心”“重心”“兵心。”

杨业功生前在一次机关交班会上

说，“战备训练是部队的中心工作，大家

都要围着这个中心忙。偏离了这个中

心，忙就会南辕北辙。”为国铸剑41载，

杨业功始终聚焦备战打仗这个“中心”而

忙，“恨不得一天有30个小时”，带领官

兵在忙碌中为祖国铸起一枚枚倚天“神

剑”。

部队是要打仗的，抛开战备训练这

个中心工作而忙别的，是真会“亡”的。

当年，李自成率军攻占北京后，手下的将

领更忙了，忙什么呢？丞相牛金星忙着

筹办登基大典，招揽门生，开科取士。将

军刘宗敏忙着拶挟降官，搜刮赃款，严刑

杀人。而对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

全不在意，结果起义军兵败如山倒。

国外一名管理学家在其著作里写

道：“那些取得成就、获得成功的人，都不

会在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上耗费时间。”

打仗更是如此，只有抓住重点、扭住关

键，才能提纲挈领，纲举目张。正如毛泽

东同志所说：“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

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

上面。如果丢了这个去忙一些次要的问

题，那就难免要吃亏了。”

现实中，有的官兵忙得团团转、连轴

转，连续“五加二”、不断“白加黑”，但成

效不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抓住“牵

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点和“落一子而全

盘活”的紧要点，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没

有盯着“重心”忙。而那些真正会忙的

人，都会在忙什么上分出轻重缓急，知道

轻其所轻，重其所重。

许世友一次在视察部队时对参加座

谈的领导干部说，领导要是总忙着想升

官，忙着住大房子，吃白面馍，而不忙普

通士兵的事，那打起仗来兵咋能跟你一

条心？“不爱征戎儿，岂可执帅印。”像老

一辈将帅那样把爱兵作为当干部的基本

资格，把士兵的事看做自己的事，才能暖

兵心，励兵心。

“为基层解难的领导最有魅力。”当

前，部队建设处于转型发展的攻坚期，基

层官兵面临很多新情况新问题：任务调

整难适应、婚恋问题难解决、两地分居难

团圆、老人小孩难照顾……桩桩件件都

很棘手，叠加起来就更难应付。只有为

兵辛苦为兵忙，多为官兵丢掉累赘、卸去

包袱而忙，让官兵少些“负重前行”，官兵

才能撸起袖子加油干、心无旁骛抓紧干。

周恩来同志曾说，那种没有功劳有

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的行为，是庸庸碌

碌的瞎忙，是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广

大官兵忙碌时把“心”带上，忙在点子

上、忙得有价值，这样的忙，才会忙并快

乐着，忙并收获着。

（作者单位：武警北京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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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论坛

前不久，某部一名机关干部向当地

民政局出具证明时，误将一名从40公

里外山沟赶来的士官的出生年月写错，

导致这名士官耽误了当天的婚姻登

记。据了解，这名机关干部以前也多次

出现“笔误”。

这名机关干部事后虽受到了批评，

但一次次的“笔误”，折射出的是作风之

弊：失误或许有偶然因素的影响，但思想

作风不实才是问题的根源。

作风是一个人思想行为的外在表

现，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综合反映。

我们常说，“基层官兵的事，再小也是大

事。”不论是为基层解决各类难题还是对

基层面对面指导，不论是给基层官兵的家

属办理随军还是为其子女办理入学，件件

连着基层发展，桩桩关乎官兵利益，容不

得丝毫马虎，出不得半点失误。须知，领

导机关的形象，是通过优良作风来体现

的。如果在服务基层时作风轻浮、办事浮

躁，不求实、不务实，这样的服务就会因

“浮”而“误”，又怎能让官兵心悦诚服？

有人说，服务基层，重在解决问题，

与作风好坏关系不大。此言差矣。从

某种意义上说，机关能否服务好基层，

作风与能力同样重要。把自己看成是

人民“总服务员”的周恩来曾说，服务，

最关键的是要心里有群众，有群众了作

风就好，办法就多。彭德怀一次在下部

队同机关干部座谈时说，机关就该给基

层搞好服务，而且要用心，把自己当老

爷，服务时马马虎虎的作风要不得。实

践证明，能力强而作风差，能力的效果

就会打折；作风好而能力不足，能力会

因好作风而提高，问题会因好作风而解决，

基层的自建能力也会因好作风而增强。

为基层服务是真诚的付出，为基层

服务是忘我的投入。为基层服务是用

生命注解的书，为基层服务是用心灵开

拓的路。我军“脖子以下”改革完成后，

基层部队发生很大变化，基层面临不少

难题，也给机关服务基层提出了更高要

求。服务时多些全心全意，少些虚情假

意；多些一心一意，少些三心二意，真心

实意为基层官兵解难事、办好事，让基

层官兵始终在“服务区”，急官兵之所

急，解官兵之所困，就能以良好作风温

暖基层官兵的“心窝子”，把基层锻造成

“刀尖子”。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有了好作风就有好办法
■唐国东

画里有话

漫画作者：周 洁

最近媒体推出许多援鄂医疗队回

撤的报道，每次看后都让人热泪盈眶。

但日子总要回归平淡，当热烈的掌声渐

渐平静，当援鄂的光荣成为历史，我们

还能不能记住他们的模样？

前段时间，钟南山在高铁餐车上睡

着的照片被反复刷屏，李兰娟摘下口罩

露出清晰压痕的照片令无数人感动。

据说还有网友把钟南山、李兰娟画成一

对“门神”，替换下神荼、郁垒。是的，他

们就是群众心中制疫降魔的使者。

而更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

他们：

大年三十夜，解放军3支医疗队分

别从上海、重庆、西安集中武汉，投入抗

疫阻击战。和他们一样，随后全国有200

多支医疗队先后驰援武汉及湖北。

两个多月以来，经常有这样的会诊，

面对危重病人，诸专家冷静以对，呼吸、

重症、心血管等多学科联手，呼吸支持、

循环支持、营养支持等多手段并用，治疗

措施一人一案、面面俱到。正是这种积

极抢救、科学施治，使一个个病人转危为

安、痊愈出院。

“您放心，我们一起对抗病毒，一定

会胜利。”“谢谢你们，我们一起加油！”

这是病房里常见的医患对话，这里彰显

的是心灵相通的人间美好情感。为舒

缓病人的精神压力，他们想尽办法温润

人心、关爱病人。

还有这样的斑斓多姿：被口罩勒到

溃烂的脸颊，工作间隙倚靠门框的睡姿，

防护服上可爱的卡通画，一边喊着“下班

吃炸鸡”，一边学小鸡漫步的卖萌跑……

还有这样的人生背影：刘智明、彭

银华、江学庆、李文亮等一个个医务人

员，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垒筑了抗疫

的战壕。

在那些非常的日子里，广大白衣天

使以病人之心为心，以治病救人为要，抢

救、治疗、护理，全力以赴投入到与病毒

作斗争、向时间抢生命的赛跑之中。那

些争分夺秒的日日夜夜，生活点滴的酸

甜苦辣，激荡人心的故事传奇，迸发出舍

生忘死、勇往直前的拼搏精神，展现了百

折不挠、拯救生命的人间大爱，彰显了医

者仁心、大爱无疆的职业操守。他们用

行动证明，白衣天使不愧为新时代最可

爱的人，他们的模样就是英雄的模样！

“在昔戎戈动，今来宇宙平。”回望

历史，正是由于有无数白衣天使往日的

拼杀，才有了今天的天下安康。特别是

霍乱、鼠疫大流行的逆转，血吸虫病的

彻底消灭，抗击“非典”的全面胜利，造

福黎民、堪称经典，也使白衣天使更为

社会敬仰。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英雄

且英雄辈出的民族，英雄精神就像基因

图谱融入民族生命，也伴随着人民一路

前行，战胜无数艰难险阻、不断走向新

的胜利。也许，那些白衣天使没什么惊

天动地的壮举，抗击新冠肺炎病毒也不

像战场冲锋那样轰轰烈烈，但他们无所

畏惧、舍己救人的精神，有着跨越历

史、穿越时空的永恒魅力，成为整个民

族的集体记忆。

不可否认，民众的健康期望与国家

医疗服务水平之间的矛盾，在一定时期

内还会存在。越是这样，越应珍惜抗疫

找回的这份信任和尊重，看到造成矛盾

的原因具有多因性，不能因此而影响对

英雄的敬仰。“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

可悲的民族，而一个拥有英雄却不知道

爱戴他、拥护他的民族则更加可悲。”著

名文学家郁达夫早年的警示让我们懂

得，能不能记住那些白衣天使的模样，

话题严肃而重要。在今天这个价值取

向多元的时代，如果我们不珍惜自己的

英雄，就会有跳梁戏偶充斥舞台；如果

我们不坚信自己的文化，就会有腐朽思

想文化抢占我们的阵地。我们从不缺

少英雄，也不能缺少对英雄的认同和尊

重；我们从不缺少精神，更不能缺少对

英雄精神的继承和弘扬。

疫情终会过去，“医情”不可淡漠。

不论是钟南山、李兰娟“黄沙百战穿金

甲”，还是广大白衣战士驱车远役、逆行

出征；不论是与病毒相伴毫不畏惧的凛

然，还是那些义无反顾、迎难而上的背

影，都是民族大义的真实体现。由他们

铮铮铁骨书写的抗疫精神，赋予伟大的

中国精神新的内涵，必将镌刻在中华民

族的精神丰碑上，像灯塔一般照耀人

心、砥砺奋进。

记住天使的模样
■谭 然

玉 渊 潭

新闻评说

【新闻】近日，某部二营传来两则好
消息：一则是，该营 100%的副职干部在
上级组织的季度考核中取得良好以上
成绩，被上级通报表彰；另一则是，在连
战术实弹对抗中，一名代理连长被评为
“最优基层指挥员”。看到副职干部冒
尖，该营营长说：“副职不是闲职，重用
他们多方受益。”

【点评】

在部队，没有任何一名官兵是多

余的，也没有任何一个职务是虚设

的。担任副职岗位的干部，并非都是

能力不强。某部二营注重发挥副职干

部作用，对单位、个人、主官都有好处，

应该点赞。

然而，个别单位把副职的岗位看低

了，把副职的作用看小了，觉得他们是

边缘人物，无足轻重，可有可无。在一

些人眼里，副职是主官的“备胎”，但又

没主官的权力。因此，在工作中对他们

少用，甚至不用，结果“主官忙得团团

转，副职站在旁边看”。

毋庸置疑，“单位行不行，先看前两

名”。但先看“前两名”不是只靠“前两

名”。民谚说，一个人浑身是铁又能打

几个钉？没有副职这些“左膀右臂”鼎

力协助、发挥作用，主官哪怕有三头六

臂也难以施展拳脚。日常工作中，作为

“主角”的主官应多些“配角意识”，多给

副职压担子；作为“配角”的副职也要有

“主角意识”，在大局下开展工作。这

样，副职干部就能在发挥作用中锻炼才

干、提高能力。

用好副职多方受益
■程肇睿 魏玉文

【新闻】武警某部机动中队为何年
年“病号”特别少？3月中旬，该部军医
张津宁与中队官兵实行“五同”后找到
一个原因——中队非常注重培养官兵
的卫生习惯。张津宁将自己在中队拍
摄的视频做成名为《卫生习惯也是战
斗力》的小视频，发布后被多个公众号
转发。

【点评】

点开视频发现，这个中队官兵的

卫生习惯很简单：起床后打开窗户、常

喝温开水、餐前洗手、餐后漱口、打喷

嚏时不朝向人……张津宁在视频中

说：“可不能小视这些动作，大家要是

都像中队官兵这样把它变成习惯，那

就会大大减少患病几率。”

在当前正在进行的疫情防控中，很

多公益宣传片都建议人们要养成勤洗

手、适度锻炼等习惯。世界卫生组织研

究发现，在影响健康的诸多因素中，行

为和生活方式占60%，而医疗服务仅占

8%。由此可见，不良生活习惯，才是身

体健康的“隐形杀手”“幕后主犯”。

“军无百疾，是谓必胜。”官兵健

康，是军队战斗力提升的基础。在部

队，基层官兵心在一起，身也在一起，良

好卫生习惯至关重要。“病非一朝一夕

之故，其所由来渐矣。”病从口入，祸起

于微。健康是一种状态，保持健康是一

种能力，对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不改正，

有时候再高明的医术也无济于事。只

要我们不拒小、常坚持，养成良好的卫

生习惯，健康就会与我们同行。

卫生习惯也是战斗力
■张宏伟 范承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