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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胜疫病离不开科技支撑，加强军

事斗争准备同样离不开科技引领。

疫情发生以来，科学技术大显神通，

成为战胜疫病的坚强后盾。远程办公、线

上交易、在线教育，云计算别样精彩；机器

人配送、人群智能测温、无接触终端，人工

智能崭露头角；疫情态势预测预警、复工

安全检测系统、“健康码”推广无接触查

验，大数据出手不凡……5G、物联网、区

块链、卫星通信等技术得到广泛运用。

可以说，在预警、防控、查询、检测、

救治、保障等疫情应对的各个环节，都

有科学技术的支撑支持。正如习主席

所言：“人类同疾病较量最有力的武器

就是科学技术，人类战胜大灾大疫离不

开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最终战胜疫

情，关键要靠科技”。

如此多的“硬核”科技产品在抗疫斗

争中得以应用，探究起来，一个重要原因就

是一线指挥员、医务人员、保障人员等对科

学技术有着较高的理解力和应用力，也就

是他们懂技术、懂应用，哪些工作需要科技

支撑，能在第一时间提出需求，并能很好地

驾驭各种新技术产品。ECMO（体外膜肺

氧合）被称为ICU的“终极武器”，就其应

用来说，没有一定的专业知识、良好的技术

运用，是很难发挥作用的。我国新冠肺炎

危重患者治愈率较高，离不开对ECMO等

技术设备的良好运用。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也是核心战斗

力。科学技术的优势，在抗疫斗争中得

到显著呈现，这深刻启示我们，实施科

技强军战略，加强军事斗争准备，绝不

能轻视科技的作用，更不能轻视技术理

解力和应用力。

科学技术是强国强军的强大引擎，

也是牵引军事斗争准备的强大动力。过

去，引发军事变革的可能源于军事思想、

军事理论，而今天，推动军事革命的，很

大程度上源于军事科技、军事技术。在

这次抗疫中，在线医疗、智能制造、数据

中心、智慧城市等“新基建”大力加强，很

多新技术颠覆了传统思维，带来了新的

发展机遇。要深化非对称作战研究，不

能被对手“卡住脖子”，需要进一步加强

关键核心技术的创造和运用。可以说，

脱离军事技术，就是脱离军事实践；没有

强大的技术理解力、娴熟的技术应用力，

就难以有效地进行军事斗争准备。

技术决定战术，技术形态决定军事

形态。现在，我们经常说要明确战场需

求。而战场需求，往往源于对现代技术

的理解和运用。在抗疫的战场上，为什

么5G远程医疗小推车、智能消杀机器

人、AI新冠智能辅助分析系统等新产品

在很短时间内就问世了，根本在于有一

大批科技人才理解技术、懂得技术的发

展和应用。同样，一名指挥员只有理解

前沿技术、懂得技术的巨大威力和发展

前景，结合军事变革和现代战争规律，才

能提出合理有效的作战需求，加快推进

军事斗争准备进程。不懂技术，提出的

作战需求就可能是过时的、无用的。对

指挥员来说，制约思维创新的，往往不是

对军事理论的理解力，而是对军事技术

的理解力；制约战法训法创新的，往往不

是不懂军事谋略，而是不懂军事技术。

有了技术产品、武器装备，关键在

用。部队指挥员虽然不是技术的发明者，

却需要对军事技术装备有较高的运用能

力。不会运用，如何能指挥“千军万马”？

又如何能提出更加先进的装备升级产品？

金一南在《胜者思维》一书中写道：

“不像我们，一接触技术装备就分外小

心，这个不能摸，那个不能碰撞，小心谨

慎，就怕出差错，而对手把他们的装备

都用烂了。”武器装备不是“睡美人”，列

装部队就是让用的，特别是先进技术装

备，更需要反复使用、不断摔打，挖掘潜

力、练到极致。只有这样，才能发现问

题，提出改进措施，方便未来作战。倘

若连用都不敢用，就不可能达到人技合

一、生成战斗力的最大值。

观念落后就要挨打。在中国人的传

统观念中，技术属于“术”而不是“道”。

殊不知，当下是技术引领发展的时代。

科技战“疫”的成功实践再次告诉我们，

技术早已上升到战略的高度。未来战

争，很多是在技术空间决胜负，技术自信

关乎打赢自信。我军在军事斗争准备

中，对官兵尤其是指挥员理论培养较多，

缺少对技术尤其是前沿技术的学习应

用；基础的军事训练较多，装备操作和装

备指挥训练较少，这些都是需要补齐的

短板。当然，理论素质需要强化培养，但

指挥员的技术思维、科技素养更要尽快

提上来。一定意义上讲，懂技术才懂现

代战争，会操作装备才能驾驭指挥“国之

重器”。对技术缺乏理解和应用，就会严

重影响军事斗争准备进程。

在抗疫斗争中，我们要“坚持向科

学要答案、要方法”。深化军事斗争准

备，打赢未来信息化战争，我们必须向

科学技术要战斗力、要制胜力。

（作者单位：第78集团军）

永远不能轻视技术理解力和应用力
——从抗疫斗争中汲取奋进力量系列谈⑧

■裴晓昌

长城瞭望

勇敢地来，悄悄地去。近段时间，

4000多名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辞

别武汉，踏上归程。

事实上，武汉人民早已准备了最高礼

遇欢送子弟兵。但对我军来说，冲锋无

畏，胜利无求，有一种凯旋叫悄然撤离。

人民军队为人民。正如军队医疗队

来时是为了护佑生命，走时同样是想让

疲惫的武汉好好休息。

不仅军队医疗队坚持悄悄告别，驻鄂

部队抗击疫情运力支援队也选择淡然离

开。这支队伍自成立以来，一直担负着武汉

市生活物资运输任务，昼夜不停，连续奋战，

赢得了广泛赞誉。特别是他们提出“不少一

个番茄，不碎一个鸡蛋”的战斗口号，表达了

官兵对人民的真挚热爱，体现了子弟兵对自

身的严格要求，感动了无数人。

别了，英雄的武汉；别了，英雄的武

汉人民。危难时刻子弟兵奋勇出战，胜

利后悄然撤离，不是子弟兵不愿与亲人

“告别”，而是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使然。

这让人想起了 1949年上海的街

头。那年5月27日夜里攻入上海的解放

军官兵，为了不惊动老百姓，就露宿在南

京路街头。那张无数官兵躺在地上休息

的照片，不知震撼了多少人！

这让人想起了 1950年的朝鲜战

场。在第二次战役结束后，一支打了胜

仗的志愿军部队在零下20多摄氏度的

夜里，借宿在朝鲜老乡的屋檐下，同样是

为了守纪律、不扰民。

这还让人想起了1998年抗洪抢险、

2003年抗击非典、2008年抗震救灾胜利

后军队撤离的样子，画面何曾相似！

英雄的人民军队之所以深得民心，

之所以能打胜仗，之所以被称为“新时代

最可爱的人”，就在于广大官兵不忘初

心、永葆本色，永远把群众当亲人、永远

视使命如生命。

在子弟兵的身上始终秉承着红色血

脉，赓续着红色基因，弘扬着红色传统。

新时代官兵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红军传

人，时刻保持着军人的好样子，努力争做

“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

除夕出征，花开凯旋。无数个日日

夜夜，和时间拼速度、与死神抢生命，军

队医疗队队员总是冲在第一线、战斗在

最前沿。这些勇士牢记我军宗旨，召之

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为党旗、军旗

增添了光彩。

虽然是悄然离去，但他们的功勋不

灭、战绩不朽。历史和人民记住了他们

的名字：毛青、张西京、陈静、李文放、吴

亚玲、吉利……他们展示了军人的铁血

担当，创造了希望的“迷彩奇迹”，交出了

合格的“武汉答卷”。

灾难必将被战胜，伤痛终将会过

去。人民军队凯旋的样子，必将长留在

祖国人民心中，必将在军史中闪闪发

光，必将成为后辈军人的精神财富和力

量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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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论坛

漫画作者：胥萌萌

玉 渊 潭

笔者在基层经常看到，有些年轻官

兵在休息娱乐时，手机一刷大半天不抬

头。官兵坦言，明知这样长时间玩不

好，心里想着看完这条信息就不看了，

却总是控制不了自己。

其实，这背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基于算法主导的信息推荐技术，自动过

滤掉受众“不认同”“不感兴趣”的信息，

轻松实现“看我想看，听我想听”。久而

久之，就让人沉浸于像蚕茧一般的“信

息茧房”中乐此不疲。

从“信息搜索时代”升级到“猜你

喜欢时代”，越来越多的官兵“交友靠

微信、购物上淘宝、心情晒微博、支付

用手机、疑惑问知乎”，习惯于在自己

的“信息茧房”中寻找安慰和满足。在

长久的信息“投喂”中，有的官兵很难

分辨良莠，逐渐失去信息甄别能力，一

定程度上导致视野窄化、认知僵化、思

维狭隘。“信息茧房”效应给官兵带来

了一定的影响和危害，必须引起我们

高度警觉。

调查发现，一些网络平台在“流量

为王”的利益驱使下，大肆利用“尖叫效

应”，“标题党”、似是而非、无底线搞笑

等劣质低俗内容充斥屏幕。年轻官兵

政治鉴别力、思想定力相对较差，身处

“信息茧房”，如果不能自制、不能摆脱

出来，长期阅读大量毫无营养的“垃圾”

信息，沉浸在视听快感中难以自拔，对

其成长是十分不利的。

更需引起警惕的是，因为年龄阅历

的差距，官兵各有喜好，形成了不同的

朋友圈、手游圈、网购圈，看起来“面对

面”，内心认同上可能是“圈对圈”。网

络空间中的“群体极化”很有可能蔓延

至线下，导致官兵之间缺少共同语言，

削弱官兵感情。

网络时代，“信息茧房”不可避免。

我们要直面新时代呈现的新挑战，不断

提高官兵媒介素养，提升信息选择能

力，正确理性地使用网络和新媒体。一

方面，要摒弃碎片化、浅表化阅读习惯，

取消关注或卸载质量较低的自媒体账

号和APP等，降低对网络社交、娱乐媒

体的依赖。另一方面，多关注学习官方

权威媒体的报道，多接收正能量，勇于

走出信息舒适区，获取系统全面的信

息，努力增长见识，提升辨识能力。

世界很大很美，不能把自己局限于

一口“井”、一个“茧”。带兵人要善于线

上线下同向发力，多开展官兵喜闻乐

见、富有时代气息的活动，培养官兵健

康向上的兴趣爱好，助力官兵“破茧而

出”、不自缚于“信息茧房”。

（作者单位：陆军装甲兵学院）

不能自缚于“信息茧房”
■吴继宏 丁 猛

一场全民抗疫，使人们学到了许多

新知识，也产生不少新期盼。学到的新

知识，免疫力算一个。它虽算不上什么

新名词，但大家从未像今天这样对它理

解这么深、看得这么重。再说新期盼，

如果进行大数据统计，估计期盼公约数

的最大值非疫苗研发莫属。

免疫力，有先天性免疫和获得性免

疫之分。人都具有某种先天性免疫力，如

人的皮肤、黏膜、白血球等，组成一道道防

线，抵御着细菌病毒的侵入。但先天性免

疫力对付不了所有病毒，特别是一些特殊

的病毒，有的需要成千上万年的变异，它

们才会自行灭亡。为了防止病毒侵害人

类，这就需要人为干预，通过培育疫苗并

接种于人体，进而产生新抗体、获得免疫

力。治疗天花、结核、乙脑等疫苗的成功

研发，就有效预防了疾病的发生。

这种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经验，

很值得思想政治工作借鉴。在价值多

元的社会，如何抵御腐朽思想文化的侵

蚀，不妨学一学抗击病毒感染的做法。

有计划地“种”。最典型的是儿童

基础免疫。从1978年开始，我国就为所

有适龄儿童接种卡介苗、百白破疫苗，

麻疹和脊髓灰质炎疫苗，以后又将乙

肝、甲肝、流脑、乙脑等列入国家免疫计

划，有效防止了相关传染病的暴发。今

天人们如此期盼新冠肺炎疫苗的出现，

也是为了找到根治这种传染病的办

法。做思想政治工作，需要学一学打

“预防针”，或通过灌输先进理论进行思

想武装，或通过警示教育提醒自我防

护，防止“病毒”侵入头脑。否则，一旦

思想被感染，轻者导致人精神萎靡，重

者还可能使人走上邪路。

如履薄冰地“防”。病毒很狡猾，总

是变着花样逃避，防控得再严密，也很难

一下子做到无隙无缝。因此，这次疫情

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果之后，许多地区马

上出台复工复产疫情防控指南，要求保

持如履薄冰的谨慎、见叶知秋的敏感，防

止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有时候，有人会

产生一种错觉，认为思想上的“病毒”没

有生物病毒那么可怕，偶尔接受一点负

面东西、讲两句过头话，甚至占公家点小

便宜，均属区区小事。殊不知，风起于青

萍之末。如不能防微杜渐，思想上的缺

口一旦打开，错误观念就会乘虚而入，这

些年因小节不保大病难挡的例子不少。

严防死守地“拒”。从1月23日离

汉通道关闭开始，全国人民都过起了

“宅生活”，一般不出门，出门戴口罩。

因防疫急需，一些服装、汽车、电缆甚至

航天企业迅即转产扩能，使日产N95口

罩从开始时不足20万只增至160万只，

普通口罩达到1亿只。在疫苗研发成功

之前，这种疫情隔离法应该算是最经济

的举措，可谓是小口罩、大作为。对待

错误思想，就要像居家隔离、戴口罩一

样，该堵就堵，该封就封，不能任其放纵

自流。

据《中国疫苗百年纪实》披露，新中国

成立以来，我国免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

就。1978年至2014年，全国百日咳、白

喉、脊髓灰质炎、结核、破伤风等主要传染

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降幅均达99％以上。

有人把接种疫苗这种预防手段，概

括为“花小钱办大事”。的确如此，相对

于临床治疗，预防工作针对的是群体，目

的是通过免疫保证大家不生病。无论是

投入成本还是实际效果，病后治疗与疫

前预防，二者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要取得这样事半功倍的效果

也不是那么容易，没有一点见微知著的

本事是做不到的。扁鹊“妙手回春”的

故事家喻户晓，但按扁鹊的说法，自己

在三兄弟中医术最差，医术最高的是他

大哥。他大哥看病总是通过察言观色，

在病人还没有发病之时就给治好了，所

以“名不出于家”。而扁鹊不能诊断于

端倪，往往要等到病人病入膏肓、奄奄

一息时，才下狠针猛药、起死回生，所以

全国都以为他是神医，实际上离大哥的

医术相差甚远。

成功的思想政治工作，就像扁鹊长

兄看病，虽名气难出门，但能“医治未

病”。常言道，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一

个人思想上的病变总有些迹象可寻，只

要善于未雨绸缪，把疾病治愈在萌芽状

态，就可以避免病情恶化。岂不妙哉！

上 医 治 未 病
■谭 然

某部的步战车在演练过程中，自动

化炮台突然失灵，炮长果断采用手动模

式，成功解除险情。这警醒我们，在实战

中，什么情况都会发生，有了自动还要练

好手动。

现代技术手段越来越先进，电脑代

替了人工。但我们不能因此降低训练

要求，不仅要懂操作，还要会维修保养；

不仅要会“一键式”，还要会手动式。只

有从最坏处做准备，多备几手、多练几

招，才能有备无患、增加胜算。

实际工作中，少数官兵却不重视基

本技能、传统课目的训练。比如实施计

算机标图后，参谋人员手工标图能力有

所弱化；数字通信传输系统普及后，报务

员手工收发报技能有所生疏。殊不知，

信息化的大脑代替不了机械化的手脚。

“战争是最不确定性的王国”，技术手段

越先进，越不能舍弃替补的手段；信息化

水平越高超，越不能丢掉备选的招数。

未来一体化联合作战是体系的对抗、

系统的较量，任何一个节点被破坏，都有

可能引发整个作战体系的瘫痪。这更加

需要我们强化底线思维，灵活运用手中武

器装备，既把自动模式练精，也把手动模

式练好，让新老技能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有了“自动”还要练好“手动”
■张大伟

技术决定战术，技术形态决定
军事形态。

未来战争，很大程度上是在技
术空间决胜负，技术自信关乎打赢
自信。

陆军某部要求，把制度执行情况纳

入考核内容。对党员干部来说，严格按

照制度履行职责，首要的是保持“跟着新

规矩走”的敏锐。

党和军队的事业发展到哪里，制度规

矩就要跟进到哪里。随着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军的深入推进，着眼立和破、

标和本、近和远，我党我军出台了一系列

新规矩新制度。新规矩一旦颁布，就要按

照新的要求办事。如果有了新规矩，还守

着老一套不放，就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

问题。

现实生活中，有少数党员干部违规

违纪，原因多数有两种，一是对规章制度

不学习不重视，二是总按照老规矩、老章

法办事。比如，有人不及时学习掌握有

关党员干部福利待遇的规定，还是高规

格接待、高标准保障，费用不仅报销不

了，自己还会违反党规党纪。

时移世易，变法宜矣。法变了，人必

须要跟上。保持“跟着新规矩走”的敏

锐，重在跟进学习、持续学习。对于新出

台的法规制度，要第一时间学习掌握，并

贯彻到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否则，到

了被查被纠时才知道违反了规定，那就

晚了！

保持“跟着新规矩走”的敏锐
■朱洪亮

“装备更新了，技术手段增加了，人员

素质提升了，自身的优势也要超越。”很多

部队在转型建设中大胆突破、主动作为，

发展新的优势，形成新质战斗力。这是适

应变革的要求，也是自我进步的需要。

我军有良好的传统，很多部队都拥有

自己的优势。然而，优势绝不是固有不变

的，它需要随着时间演变、技术发展、对手

变化而不断超越、不断更新。抗美援朝战

争初期，我军采用国内战争时的打法，运

用“分割、包抄、围歼”的战法，取得了重大

胜利。但在后来的较量中，这种战法优势

在机械化程度较高的美军面前失去了理

想效果。敌变我变，志愿军主动超越自身

优势，采取“零敲牛皮糖”“坑道战”等战

法，形成新的优势，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部队建设发展的过程，就是超越旧优

势，发展新优势的过程。譬如侦察专业，过

去靠现场和简单的技术装备侦察，现在很多

侦察营连都装备了无人机等高科技装备。

如果还停留在过去，死守过去的优势，不善

于创造新的优势，就会落伍。我军改革重

塑、脱胎换骨，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适应现代

化战争要求，形成新的优势，打赢未来战争。

杜黑说过：“固守过去不会对我们的

未来有什么教益，对未来必须从一个新

的角度去研究。”一个勇于变革的军人必

须敢于自我批判、自我否定；一支战无不

胜的部队必须自觉超越传统优势、发展

新的优势。

主动超越“自身固有的优势”
■冯少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