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八一评论２０２０年４月１５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张顺亮

庚子之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4

月15日，疫情之下的第五个全民国家安

全教育日，也注定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

重大疫情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是一个避不

开的话题。

“突如其来”“猝不及防”“遭遇战”

“阻击战”……这场“飞”来的疫情危机，

让鼠年春节淡了几分年味，也让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陡增新的考验，更让世界秩序和国际格

局受到严重冲击。这是一场大战和大

考，也是一堂鲜活的全民国家安全警示

教育课：走向民族复兴的进程绝不会一

帆风顺、一片坦途，前进道路上的安全隐

忧、繁荣背后的不测危机，尤须引起我们

的高度警觉。

一位投资家说：“我们什么都不怕，

只怕不确定性。”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

夕祸福，这个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这

次疫情的可怕之处，就在于潜藏着太多

的未知数。备豫不虞，为国常道。国家

安全的大棋盘上，“不虞”之患总是“路转

溪头忽见”。积贫积弱之时，人为刀俎我

为鱼肉，横祸随时强加而来；发展振兴之

时，后有追击前有阻击，危机重重十面埋

伏。我国的近代史上，就重重地写着一

个“败”字，大大地烙着一个“耻”字，深深

地刻着一个“警”字，殷鉴不远，后事之

师。

“安不忘危，盛必虑衰。”现在，很多人

都在对比讨论“中国之治”和“西方之

乱”。这里有感佩中国的，真诚点赞我们

辉煌的一面；也有包藏祸心的，蓄意麻痹

我们斗志的一面。我们绝不能因为“风景

这边独好”而骄傲自大、停滞不前，也不能

因为“风展红旗如画”而盲目乐观、放松警

惕。居安思危危自小，有备无患患可除。

这次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有必要敲一记

警钟，让人们更加清醒地看到，我国面临

的安全风险有外部的，也有内部的；有一

般的，也有重大的。“黑天鹅”随时可能从

天而降，“灰犀牛”随地可能狂奔而来，我

们须臾不可懈怠，丝毫不能放松。

其实，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十足的

安全感不过是个假象，是根本不存在

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真正能提高我们

安全感的，是与不确定性相处的能力。

维护国家安全的过程，就是与不确定性

反复较量的过程。历史一再证明，对各

种不确定性的掌控能力越强，国家的安

全系数和人民的幸福指数就越高。“雨滴

汇入山谷的具体路径是不可预测的，但

它的大方向是必然的。”对于国家安全而

言，这个“大方向”就是“图之于未萌，虑

之于未有”，居安思危、常备不懈，化险为

夷、化危为机。这样，即使出现了大的风

险，“天也不会塌下来”。

有人说，世界上有两种国家的安全

没有保证，一种是“脑子”不好的，一种是

“身体”不好的。这里说的其实是意识形

态和国家实力。国与国的较量，不相信

眼泪，只相信实力。国防实力是国家安

全的坚强后盾，军事安全是国家安全的

重要保障。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没有

一个巩固的国防，国家安全就没有底线，

就无从谈起。那张叙利亚驻联合国代表

双手紧握、脑袋低垂坐在沙发角落里的

照片，曾让世人唏嘘不已，也让国人警钟

长鸣：“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的丛林

法则依然大行其道，只有军事这一手段

真正强了，国家安全才有底数，民族复兴

才有底气。

不确定的是环境，确定的是自己。

开展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是一场大规模

“人心和人力”的动员。人心齐，泰山移；

人力聚，国家固。既然“乱云飞渡”不可

预测，“山雨欲来”难以阻挡，那么集全民

之智、举全民之力，坚守底线、防患未然，

把握主动、胜于未战，才是最好的选择，

也是最大的安全。

（作者单位：大庆军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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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时评

“射不能中，与亡矢同”，
如果不能在准确的时间、正确
的地点，提供适量、适用、适当
的作战物资保障，“前方急得
跳，后方送不到”，就可能一着
不慎满盘皆输。

兵法云：“用兵制胜，以粮为先”“兵

马未动，粮草先行”。一个“先”字，道出

了后勤乃战争命脉之铁律。随着战争

形态的加速演进，后勤保障“先行”更须

“精准”的理念，越来越得到战场这个严

酷“审计师”的认证认可。

这次疫情防控斗争是一场大战，也

是一场大考，尤其对物资保障、患者救

治是一次严峻考验。九省通衢的武汉

“封城”，车马停歇、足不出户，上千万人

的“吃喝拉撒睡”如何保障？病毒肆虐、

疫情蔓延，全国8万多人被确诊感染，无

数人被隔离观察，医疗、生活物资如何

及时供应，大量患者如何科学救治？短

短10多天时间要建起可容纳2600张床

位的火神山、雷神山医院，施工设备、建

筑材料、医务人员如何快速调配到位？

答案有很多条，但“精准”二字贯穿抗

疫保障始终。习主席提出的疫情防控16

字总要求中，“精准施策”是一个重要方法

论。打赢疫情防控的后勤保障战，重在精

准、难在精准、胜在精准。党中央、国务院

紧急部署，军地各部门密切协同，运用大

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手

段，实现了对物资需求的精准掌握、对生

产能力的精细摸底、对重点物资的精确供

应、对治疗方案的精密设计，铸牢了抗疫

保障的强固链条。

“当师之未出也，必先计其食；及粮

之已行也，又首严接应。”这次战“疫”的

物资保障实践启示我们，算得精、存得

足、管得好、供得准，保障力方能充分释

放，战斗力方能有效提升。简而言之，

就是精准者胜，“精”是手段、措施，“准”

是目的、程度。“兵不可一日无粮”，离开

保障，人无食、车缺油、炮没弹，就打不

了仗，甚至难以生存。“射不能中，与亡

矢同”，如果不能在准确的时间、正确的

地点，提供适量、适用、适当的作战物资

保障，“前方急得跳，后方送不到”，就可

能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战争方式决定保障方式。信息化

时代，“挖野菜也当粮”“没有枪没有炮，

敌人给我们造”的景象也许不会再出

现，而精准保障则成为一道更为复杂的

考题。未来战场上，作战力量多元一

体，保障讲究精准高效，时间上误差1秒

就可能出大事，位置上偏离1米就可能

吃败仗。现在，一些发达国家的军事专

业超过5000种，我国也有3000多种，后

勤保障本身又涉及供、修、运、救、防、指

等多个专业。这种毛细血管式的分工

对后勤保障的精确化、精细化、标准化

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如果没有精准的

思维、方法和手段，就难以做到急时拉

得出、战时保得住。

前不久，某部举行首次“无人智能

化保障体系建设”主题研讨会，探索将

无人智能化保障力量融入联合作战体

系，实现一体编成、一体指挥、一体运用

的方法路子。这是大胆尝试，也是势在

必行。无论是美军的“感知与反应后

勤”“联合后勤”，还是俄军的“一体化集

约化后勤”，都在试图建立随时响应、快

速传输、精准高效的信息化智能化后勤

保障体系。叙利亚战场上，俄军后勤保

障突出精确筹划、隐蔽预置、全维参与、

快速投送，有力支撑了作战行动。

电影《血战钢锯岭》中，那名医护兵

凭一己之力来回奔波救人，却仍然力不

从心、无力回天。这种场景或许会越来

越罕见，取而代之的将是网络信息体系

支撑下的智慧医疗、精准救护。信息化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多节约一分钟时

间，就能多挽救一条生命，多一分胜

算。卫勤保障必须更加注重精确性、灵

活性、应急性，通过建立网络化数据体

系，搭建综合性保障平台，把卫勤任务

定位到具体人员、细化到具体部位、分

解到具体行动，努力追求“精准度”，提

升“效费比”，确保赢得战场救治的“白

金十分钟”“黄金一小时”。

善驭大势者谓之雄。未来战争“补

给重于作战”，“后勤反应时间”的长短决

定战场胜负。谁的精准保障优势强、反

应快，谁的战场主动权就越大，胜战的几

率也就越高。唯有适应信息化战争高技

术、一体化、多维度、快节奏的特点，着眼

复杂的作战模式、战场环境、战争要素，

探索适应陆、海、空、天、电等多种保障方

式，做到保障需求精准、准备精细、力量

精干、实施精敏，方能从根本上破除“需

求迷雾”和“资源迷雾”，实现“安全、高

效、可持续”的战场保障态势。

（作者单位：河南省军区）

“粮草先行”更须精准保障到位
―从抗疫斗争中汲取奋进力量系列谈⑦

■王根成

长城瞭望

“航班：凯旋号；舱位：仁心厚德；

目的地：家；登机口：英雄的城市；时

间：杏林满园时；备注：惟愿岁月无恙，

同享时光静好。”这是中国东方航空公

司为凯旋的陕西援鄂医疗队员特制的

登机牌。像这样充满正能量的战“疫”

段子还有很多，极大地坚定了全民抗

疫的信心和决心。

然而，现实生活中，有一些“段

子”，颜色是灰暗的，内容是负面的，让

人眼花缭乱、防不胜防。相比较而言，

那些妄图攻击中国体制、颠覆红色政

权的“黑色段子”，以及低俗露骨、毫无

底线的“黄色段子”，犹如明火执仗的

敌人，容易让人察觉、产生警觉，进而

坚决抵制。而那些“灰色段子”，却更

具隐蔽性、迷惑性、欺骗性，如同慢性

毒药、精神鸦片，让人不知不觉中喝下

“迷魂汤”。

“历史真相，删前必看”“国家不想

让你知道的秘密”“教科书里讲的都是

真的吗”……一打开网络，这样的信息

就会主动“上门”，打着“独家爆料”“内

部消息”等旗号，看似“一本正经”，或

是随意调侃。其实不然，这些“灰色段

子”背后隐藏着太多看不见的推手，别

有用心甚至居心叵测。有的旁敲侧击

地歪曲历史真相，有的拐弯抹角地攻

击政策法规，有的隐晦曲折地抹黑军

队形象，有的借题发挥地诋毁英雄人

物，企图蒙骗民众的心灵，涣散民族的

自信心和凝聚力。

青年官兵虽然是“网络原住民”，但

正处于思想成长期，又囿于有限的阅历

和思考能力，政治性、敏锐性相对较弱，

免疫力、鉴别力相对较差，很容易被“灰

色段子”迷惑、吸引、腐蚀。看的是“灰

色段子”，毁的是信念“根子”。久而久

之，少数官兵就可能迷失方向、误入歧

途、掉进陷阱，观念上模糊、行为上失

范、角色上错位，心灵陷入雾霾、信念蒙

上灰尘，最终犯下严重错误。

“真想在襟，尘念自息。”抵制“灰

色段子”，关键在于引导官兵加强自我

修养，增强鉴别能力，筑牢思想上的防

火墙。作为一线带兵人，一定要带头

“不当绅士当战士”，勇于“接砖”、主动

“出击”，采用以案说法、现身说法、析

事明理等形式，加强正面引导、搞好解

疑释惑，用“红段子”驳斥“灰段子”，真

正让官兵对精神病毒产生“抗体”。如

果每名官兵都能成为一棵抵御不良信

息的“挡风树”，那么连起来就是一道

“防风林”，军营就能风清雾散、正气

充盈。

（作者单位：北部战区陆军某旅）

当心“段子”毁了“根子”
■尚方剑

漫画作者：范 航

玉 渊 潭

“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

闹。”一个“闹”字，把春意盎然的景象渲

染得生机勃勃，也成就了一段词坛佳

话。史载，词的作者宋祁时任尚书之

职，曾赢得“红杏尚书”的美誉。

宋祁与兄长宋庠同年进士及第，俱

以文章学问名扬天下，时称“二宋”。他

们虽为兄弟，但性格各异、行事不同。

《宋史·宋庠传》评论：“庠明谏故实，文

藻不逮祁，孤风雅操，过祁远矣。”一年

元宵节，宋庠在书院读《周易》，听说宋

祁点华灯、拥歌妓，醉饮达旦。他派人

批评弟弟说：“相公寄语学士：闻昨夜烧

灯夜宴，穷极奢侈，不知记得某年上元

同在某州州学内吃齑煮饭时否？”谁知，

宋祁不以为然：“却须寄语相公：不知某

年同在某处吃齑煮饭是为甚底？”

读书出仕为什么？文子曰：圣人其

作书也，以领理百事，愚者以不忘，智者

以记事，及其衰也，为奸伪，以解有罪而

杀不辜。教育的目的，是使人有知识、

愚昧能够开发、过失可以警戒，聪明的

人学问高了以后，能够明白事理。可

是，宋祁长于文字、见识广博之后，自辩

其过的理论也变得“渊博”。清人陈其

元《庸闲斋笔记》有联语云：不敢妄为些

子事，只因曾读数行书。作者解释道：

“盖以读书者必明理，不妄为，乃有所为

耳。”仅通晓文字做巧言善辩者，也只是

万卷徒空虚罢了。

明镜不疲于屡照，清流不惮于惠

风。《世说新语》记载，东晋孝武帝时，殷

仲堪任荆州刺史后，吃饭时常常只用5

碗盘装菜，“外无余肴”。吃饭时如有饭

粒掉在桌子上，他总是捡起来吃掉。殷

仲堪常告诫弟子：“勿以我受任方州，云

我豁平昔时意，今吾处之不易。贫者士

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尔曹其存

之。”言之谆谆，意之殷殷。他自然坦率

地告诫弟子：“不要认为我担任了长官，

就可以抛弃往日的本分，我现在仍然没

有改变。清贫是士人的本分，哪能一登

上高枝就丢掉根本呢？”这个根本，就是

士人所一贯坚持的兰馨的德行、端正的

志向、清雅的追求。与“二宋”同时期的

范文正公，幼年求学“断齑划粥”，仕后

自励守己，日常生活清约庄重，食不重

肉，衣仅自足而已，即使被贬后仍有志

于天下。

《近思录》警戒一卷中，有一句“做

官夺人志”。在不同仕人的境遇表现

上，这句话显得未免武断，但不失为一

句为官警语。“人于外物奉身者，事事要

好，只有自家一个身与心，却不要好。

苟得外面物好时，却不知道自家身与心

却已先不好了。”道德以身，固不以物惑

而已。圣人为戒，必在方盛之时。曾国

藩惜才不避亲，对一远房亲戚“颇爱之，

将以任事”。某日，两人一起吃饭，晶莹

透亮的米饭里，一粒稗夹饭中，这位亲

戚将这粒稗子挑拣去，甩出几尺远。见

此举，“曾默然，旋备资，遣之行”。在曾

国藩看来，来官府不足一月就忘其本，

钵中有一粒稗就选精择肥。若他日真

升了一官半职，岂不要“市列珠玑，户盈

罗绮，竞豪奢”？

随着物质文化生活条件的不断改

善，每个人的业余爱好、娱乐习惯和生活

方式变得越来越丰富。苏轼在《宝绘堂

记》中写道：“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

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

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

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人为

物役、心为形累，志向就容易发生偏移。

纵观一些党员干部的腐化变质、违法乱

纪，往往是从追求享受生活小节开始的，

思想滑坡也经常是从铺张浪费、贪图安

逸发端的。有的党员在“四大危险”“四

种考验”面前，失去了警醒之心，丧失了

奋进之志，令人痛心惋惜：他们经得起困

难危险考验，却抵不住糖衣炮弹袭击。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宋祁晚年时

有所省悟，写下《遗戒》。他静思己过，

向儿子细致具体地交代身后事：“吾学

不名家，文章仅及中人，不足垂后。为

吏在良二千石下，勿请谥，勿受赠典。”

甚至连“冢上植五株柏，坟高三尺，石翁

仲、他兽不得用”，都交代得一清二楚。

他还怕儿子们不照自己的话去做，在

《遗戒》最后特意嘱咐：“若等不可违

命。”道德修养、党性锤炼不可能一劳永

逸，越在“登枝”处，越需要秉持操守、廉

洁为官、坦荡做人，做到慎始、慎独、慎

微。这也许就是宋祁一生的得失带给

我们的有益启示吧。

登枝而莫捐其本
■孟 强 刘浩宇

画里有话

长城论坛

“一问三不知”的湖北省黄冈市卫健

委主任，事发第二天夜里即被免去职务；

云南省大理市因违法扣押征用防疫口

罩，相关领导干部被迅速查处和问责……

在这次抗击疫情的严峻斗争中，一批不

作为、不担当甚至违纪违法人员被迅速

处理。网友点赞：非常时期问责使用霹

雳手段，好！

非常时期有非常任务，非常考验需非

常手段。所谓“霹雳”，即有速度又有力

度。面对这场特殊的战“疫”，举国进入

“战时状态”，全民都是“战士”，但关键时

刻仍有少数干部掉链子、撂挑子、出洋相，

或作风漂浮、落实不力，或弄虚作假、失职

渎职。疫情如军情，一人无能可能拖累一

城，一官不为可能影响全局。如果不采取

霹雳手段，快、准、狠地进行问责处理，必

将影响民心士气，贻误防疫大局。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我们党一

以贯之的管党治党原则。但在一些关键

阶段、特殊时期，必须特事特办、急事急

办，以壮士断腕的决然、雷霆万钧的力度

处理违纪行为。延安时期，是攸关我们

党生死存亡的特殊时期。面对黄克功杀

人案和肖玉璧贪污案，面对许多人“刀下

留人”的请求，我们党坚决执行“比一般

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将二人处以极

刑。试想，如果没有这种正风肃纪、利剑

奋斫的霹雳手段，哪有“中国的希望在延

安”的人心所向，何来“延安作风”战胜

“西安作风”的最终胜利？

我军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支成建制

的队伍被敌人拉过去，但被“糖衣炮弹”

击中的同志却不在少数。腐败犹如毒

瘤，是强军的大敌。有一个时期，我军

的腐败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

候”，不解决就有变质变色的危险。这

样的危急时刻，查案惩腐、整风肃纪再

不能按部就班、循规蹈矩，否则就可能

乱军心、毁长城，“我们这个国家就可能

要出现危险”。我军正风反腐利剑高

悬、铁面无私，最终唤回了军队政治生

态的绿水青山。

军人只有两种状态，打仗和准备打

仗。从某种意义上讲，每一种“状态”都

是非常时期。战场风云变幻、血火无情，

从严问责，方能军令如山、执纪如铁；从

速追责，方能稳定军心、鼓舞士气。红军

长征时，贺子珍的弟弟贺敏仁因为到一

座喇嘛庙里捡了近百个铜板，被师里枪

毙。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一名副连

长拿了一家店铺的一匹布和一捆粉条，

被判处死刑。如果放在平时，这些事也

许不至于“掉脑袋”，但在战时就是天大

的事，若不横下一条心、快刀斩乱麻，就

可能因小失大、涣散军心，带来无可挽回

的后果。

“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

竿。”非常时期执纪须用霹雳手段，平时

的作风养成也不能一味地讲“菩萨心

肠”，必须立起态度不变、决心不减、尺度

不松的鲜明导向。既坚持初始即严、一

严到底，又坚持抓早抓小、小病快治；既

坚持宽严相济、标本兼治，又坚持违纪必

究、真抓严惩，做到问责一个、警示一片，

推动部队清风正气不断上扬，干事创业

环境持续向好。

（作者单位：武警河南总队）

非常时期当有非常手段
■张卫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