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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论坛

画里有话

八一时评

谈训论战

玉渊潭

长城瞭望

熙宁五年，苏轼在杭州任通判。一

日，太守陈襄召集百姓询问民间疾苦，

大家说道：“六井不治，民不给于水。”早

在唐朝，为解决当地百姓吃水问题，名

相李泌在杭州城区开掘六口大井，并引

西湖水济之。后来，白居易进一步疏浚

六井，但天长日久，六井又渐淤塞，吃水

困难又成了杭州百姓的大问题。陈襄

闻罢，与苏轼一道立即着手修复六井，

挖沟换砖，修补罅漏，使六井生机再现，

清流满溢，瞬息百斛。第二年，旱灾席

卷，而杭州百姓依靠这六口重新整治过

的水井，不仅饮水不愁，且有足够的甘

泉用于日常。苏轼曾写《钱塘六井记》

一文记叙此事。文末指出：“余以为水

者，人之所甚急，而旱至于井竭，非岁之

所常有也。以其不常有，而忽其所甚

急，此天下之通患也，岂独水哉？”

不因“其不常有”就“忽其所甚急”，苏

轼忧虑于“井竭之急”的背后，不仅是居安

思危的忧患意识，更饱含着他朴素深厚的

为民情怀。杭州三年，苏轼为造福当地百

姓劳碌奔波、尽心尽力，面对百姓生活之

艰，他发出了“农夫辍耒女废筐，白衣仙人

在高堂”的感慨。正是这种对百姓发自内

心的怜悯与热爱，才让他时刻与百姓站在

一起，即便是在当下显得并不“甚急”的事

情，但因事关百姓切身利益，他便立即选

择直面问题，纾解民困。

领导干部只有真正和百姓身处一

端，保持同一视线，才能敏锐准确地洞

察到何为“井竭之急”，何处又暗藏着由

“不常有之急”演变为“不可控之患”的

风险。1947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等来

到陕北佳县，由于这里地形三面环水、

利于打歼灭战，毛泽东等人征求县委书

记张俊贤的意见，询问当地是否有能力

支持四万战士作战。张俊贤回答说：

“全县还有几百头驴、牛，就是把驴和牛

杀吃完了，也要把战争支援下来。”毛泽

东听罢却表示：把驴和牛杀了，明年人

民群众怎么搞生产？共产党人不能那

样做，那样做了，边区的老百姓付出的

代价也太大了。周恩来听了毛主席的

主张，马上意识到几万人的部队在生活

困难的情况下有可能发生杀驴事件，便

立即布置加急电报，命令任何单位和个

人，在任何困难情况下都不得杀牲畜，

违者严惩不贷。群众的利益保住了，共

产党人的民心也留下了。“站在最大多

数劳动人民的一面”是我们党一贯秉承

的大情怀，也是支撑我们党行稳致远、

永葆活力的大智慧。

习主席曾这样概括自己的执政理

念：“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

任。”为民办事、为民造福的信念一旦确

立，就可以使人方向明确、精神振奋、干

劲充沛，不论艰难还是挫折，不论虚名还

是利诱，都会初心不改、恒心不移。树立

了正确的从政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理念，时刻与人民同在，所作出的判

断与决策也就经得起实践考验。正如朱

德在致儿子朱琦的信中所写：“同群众看

齐，同吃同卧同劳动，深入了群众中去，

就真正会了解社会主义如何建设，如何

完成，就会想出很多办法，同群众一起创

造出许多新的办法，推向前进。”

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凝聚民力。领

导干部务必要将目光聚焦在人民最需

要、最迫切的“井竭之急”上，设身处地、

将心比心，带着感情走近人民、理解人

民、服务人民、依靠人民，在人民的信任

和拥护中获得力量，展现作为。

常思“井竭之急”
■陈 杏

李大钊曾说，“大凡一个纪念日，

是吉祥的日子，也是痛苦的日子；因为

可纪念的胜利，都是从奋斗中悲剧中

得来的”。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回望那场

长达14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华儿

女在敌强我弱、物质条件极为艰苦的

情况下，不屈不挠、浴血奋战，或裂身

银汉、或碎首沙场、或毁家纾难，个体

微小的生命迸发出巨大的精神力量。

历史告诉我们，抗日战争这一生死之

战、存亡之战，不仅是战场上“铁与火”

的对决，同时也是民族精神的对决，是

民族魂的较量。正义之师和组织并武

装起来的民众的爱国热情、战斗精神、

抵抗意志，是这场战争的“胜负手”、强

弱易势的“关节点”。法国作家古列久

在评述中国抗战时感叹说：“民族的精

神，在受到侵略时突然奋张起来，成为

一道新的近代的中国长城。”这道新的

长城，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

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

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正

是凭着这种抗战精神，中华民族赢得

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

次完全胜利，开启了由衰弱走向复兴

的伟大征程。

“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

多远的未来”。当中华民族终于走上了

复兴之路，回首再看抗战就会发现，今

天我们选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今天

我们正在塑造的民族气质，正是由民族

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所奠定的，正是

从反法西斯共同胜利的起点出发的，正

是由无数先烈用生命书就的抗战精神

所给予的。这精神血脉偾张，激昂慷

慨，果决坚毅，无私无畏，正气浩然，震

古往以烁今，惊天地而泣鬼神，是支撑

中华民族不畏凶险、排除万难、以弱胜

强，夺取最后胜利的强大支柱。正如

习主席指出：“伟大的抗战精神，永远

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

精神动力。”

在时间深处重温往事，在中华民

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大语境中鉴往知

来，使我们由历史的纪念而达到历史

的超越，让我们收获了取之不尽、用之

不竭的精神财富和力量源泉。当下，

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

的伟大斗争，这种斗争，虽不再是血与

火的生死之搏，却是艰与险的巨大挑

战；既是实力与能力的较量，也是意志

与精神的比拼。改革强军，多少难关

待克，仍需保持必胜信念；走向复兴，

多少硬仗要打，仍需满腔爱国情怀。

新长征路上的风险挑战就像战场上的

碉堡，唯有拿出血战到底的精神才能

攻克。我们要以坐不住的紧迫、拖不

起的忧患，心中时刻屹立“英雄纪念

碑”，耳边常响催征战鼓，“一闻边烽

动，万里忽争先”，在嘹亮号角中尽锐

出战、兵发胜战。

“传统不是守住炉灰，而是热情

火焰的传递。”我们拿什么来纪念这

场用 3500多万同胞的牺牲换来的胜

利？唯一的答案就是，争取新的更大

胜利！当前，“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已是“望得见桅杆尖头了”的航

船，是“已见光芒四射喷薄而出”的红

日，中国梦强军梦的美丽绽放需要我

们从抗战精神中汲取前行力量。我

们当大力传承和弘扬抗战精神，拿出

爱国情怀、民族气节、英雄气概、必胜

信念，去完成抗战先贤们未竟的民族

复兴大业，不断以新的成就告慰我们

的前辈和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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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枪声在

寂静夜空中响起，两万多名颈扎红领带、

臂绑白毛巾的起义部队，对城内反动武

装发起进攻。隆隆炮声，闪闪火光，“染

红了东方的黎明”。

“南昌首义诞新军，喜庆工农始有

兵。革命大旗撑在手，终归胜利属人

民。”从这一刻开始，一个马克思主义政

党有了自己的武装，一路走向辉煌；从这

一刻开始，一支新型军队以信仰淬火百

炼成钢，一路走向胜利；也是从这一刻开

始，中华民族有了对抗黑暗的强大力量、

实现复兴的坚强保障。

93年披荆斩棘，93年高歌猛进。当

年，人民军队在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眼中

充满着神奇，它看起来很弱小，根本就不

像一支军队，“20年后，它踏遍了全中

国，震撼了全世界”。

曾被日本侵略者视为“土匪武装”，

却陷日军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曾被

国民党认为“一年期可削平之”，却把国

民党军队赶出大陆；曾被美军当作“乌合

之众”，却把美军打回三八线。

四渡赤水、百团大战、三大战役、鏖

战上甘岭、攻占一江山岛……从南昌起

义一路走来，人民军队历经百战，所向披

靡，上演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

从“山下旌旗在望”到“风展红旗如

画”；从“红旗漫卷西风”，到“妙香山上战

旗妍”……军旗所指，就是军心所向。人

民军队把对胜利的渴望、对使命的担当，

化成旗帜鲜艳的底色，流淌在一代代官

兵的血脉中。

战争，是英雄的沙场、血性的舞台；

是力量的比拼、精神的决斗。子弹打不

透的地方，精神的力量可以穿透。

著名作家魏巍在《漫忆黄土岭之战》

一文中写道：“在战场上看得很清楚，这

是两种精神在较量：一种是日本人的‘武

士道’精神，一种是老红军的革命意志，

看看究竟谁更顽强，谁压倒谁。”

一个人的脊梁不是骨骼而是精神，

一支军队的脊梁不是武器而是军魂。自

从人民军队登上历史的舞台，就一扫旧

军队无能、守旧、欺压百姓的衰败气象，

一扫中华民族懦弱、麻木，“如死猪卧地、

任人宰割”的精神雾霾，给沉睡的中国带

来全新的激情、全新的力量、全新的血

性，使中华民族找回“壮志饥餐胡虏肉”

的豪气和“横扫千军如卷席”的锐气。

“敌人是钢多气少，我们是钢少气

多”，这就是人民军队制胜的秘诀之一。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

红了她。”长征出发时红军有18.6万人，

到达陕北后仅剩3万多人；抗日战争，共

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伤亡60多万人；解

放战争，26万多子弟兵牺牲在共和国诞

生前夜；新中国成立后，又有30多万官

兵为人民献出宝贵生命。

习主席指出：“没有顽强的意志，没

有敢于牺牲的品质，再好的武器装备也

不能保证胜利。”

一名叫王建川的战士，在一次边境

重大军事行动中壮烈牺牲。19岁的他

在战场上留给母亲一首诗：妈妈，请你不

要把孩儿惦记，不付出代价怎能得到胜

利？战士的决心早已溶进枪膛里，为了

祖国不惜血染战旗。

正是因为懂得为谁而战、为何而战，

人民子弟兵才能横刀敌阵、沥血孤营、视

死如归。

“兵者，国之大事”。一支军队是否

强大，事关国家兴衰、民族存亡。“军事上

的落后一旦形成，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将

是致命的。”历史上，多少政权颠覆，多少

文明湮灭，多少山河破碎，都是战争失败

结下的苦果。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皇帝

逃亡，清政府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

八国联军居然在紫禁城阅兵，实乃旷世

之辱。

1937年，南京沦陷，30多万手无寸

铁的同胞被屠杀。“在那场持续6周的浩

劫里，如果以秒来计算，每隔12秒就会

有一个生命消失。”

战争的法则如钢铁一般冰冷。和

平并不等于安全，因为脆弱的和平之

花，极易被飓风摧垮。发展也不等于

安全，如果一个国家维护安全的手段

没跟上，越是富有越是有被人宰割的

风险。

我们的前途是星辰大海，我们的征

程依然风雨交加。今天的中国，一面是

承平日久，一面是狼烟可见；一面是国力

日昌，一面是风险挑战。“国要强，我们就

要担当，战旗上写满铁血荣光……”肩负

如山使命的人民军队，只有传承先辈那

种为了胜利一往无前的精神，担当强军

之责，砥砺胜战之能，才能够在战旗上续

写属于新时代的铁血荣光。

战旗上写满铁血荣光
——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三周年之际

■钱尧平

军事上有句名言：24小时内运来

一个营，远比10天后运来一个师更重

要。意在说明部队快速反应、快速抵达

作战地域的重要性。但就整个作战链

路而言，能否在快速反应中快速适应，

把作战地域的不利因素降至最低，同样

非常关键。

我军历来强调，军队是要打仗的，

必须确保一声令下，召之即来、来之能

战、战之必胜。从一定意义上讲，“召

之即来”是第一位的，快速反应能力、

快速机动能力是其基本要求；“来之能

战”是决定性的，快速适应能力、快速

突击能力是其主要特征。现代战争爆

发突然，速战速决，作战部队如果不能

迅即反应，以最快的速度将力量投送

到作战地域，战斗力再强也无济于事；

但若没有快速适应能力，抵达作战地

域后迟迟无法适应当地的环境条件，

不能有效震慑或消灭敌人，再快的速

度也会失去价值。

实践表明，提高部队快速反应能力

不易，增强部队快速适应能力更难。

1990年，伊拉克吞并科威特后，美国快

速作出军事反应，在3天内将首批执行

“沙漠盾牌”行动的美军运抵沙特，其快

速反应能力为世界所注目。但因受当

地炎热气候和沙尘暴天气影响，相继发

生飞机坠毁、枪炮走火、人员伤亡等事

故，非战斗减员严重。这使得美军不得

已把“日费千金”的几十万大军置于海

湾几个月，一面等待“最后期限”的到

来，一面趁此补上适应性训练这一课，

避免开战后造成更多损伤。

近年来，我军跨战区、跨海区演训

已成常态，部队快速反应能力与机动能

力得到极大锻炼和提升。但适应性训

练仍有不尽人意之处，尤其是一些官兵

在“家门口”训练习惯了，一到陌生环境

就心里发慌、打怵，不能准确识别地形、

无法适应气候条件、难以有效操控武

器，装备联不上、打不准的问题时有发

生。这种只会打“主场”、不善打“客场”

的现象，需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克劳塞维茨说过：“人们不能像挑

选货物那样随意选择战区。”战争，永远

不会挑在你熟悉的地域打响，什么样的

复杂环境都可能出现。而衡量一支部

队是否具有能战度，很重要的一条就

是，把部队置于远距离、大范围的陌生

环境里，和一个从未交过手的对手，在

事先几乎无准备的情况下进行一次全

面较量，最终的胜负是对战斗力的最好

检验。一支军队、一名指挥员，如果只

会在自己熟悉的地域打仗，而不善于

“上九天，下五洋”，对其他地域的指挥

作战“两眼一抹黑”，即便能够快速机动

到位，恐怕也会付出惨重代价。

竞技比赛有熟悉场地、适应场地之

说，但战场对决根本容不得你适应了再

打，并且现代战争留下的适应期越来越

短，必须来之能战、即时能战。这就要

求我们把战场适应力的关口前移，平时

有意识地走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在

着眼实战、应对强敌中加大针对性适应

性训练力度，在多设险局、危局、残局中

锤炼官兵的应变力、决断力。同时，要

注重从保持高度戒备、进入等级战备开

始连贯实施、全程检验，哪个问题突出

就重点解决哪个问题，确保作战链条上

的各个要素全面融合、各项能力指标没

有短板。

在快速反应中快速适应
■张西成

抬一抬眼镜，就能在镜片上看到导

航信息；挥一挥手腕，就能用手表给商品

买单；只需戴上手环，就能收获一份详尽

的睡眠、运动情况报告和健康建议……

智能穿戴设备以其时尚炫酷的造型、强

大多样的功能，受到许多官兵的喜爱和

追捧。

然而，凡事一体两面。智能穿戴设

备在给官兵日常工作和生活“赋能”的同

时，也带来了“负能”，潜在的安全风险如

影随形。譬如，有的智能穿戴设备具备

“自组网”特性，可能破坏涉密网络物理

隔离这一防护手段；有的能与“云储存终

端”自动连接，将采集的数据自动传输上

网。个别官兵在执行演习训练、值班执

勤等任务时，使用了智能穿戴设备的数

据上传、运动轨迹分享等功能，就有可能

无意间暴露部队演训动态、装备情况、驻

地位置等涉密信息。可以说，越来越多

的智能穿戴设备在方便自己的同时，也

可能方便了敌人。

“三军之事，莫重于密。”军队是要打

仗的。军事史上，因泄密而吃大亏、打败

仗的战例不可胜数。目前，随着数字化

智能化技术的迅猛发展，保密工作形势

更为严峻，情报窃密更趋无形化、技侦手

段更趋尖端化。泄露一个字节就可能出

问题，暴露一帧画面就可能闯大祸。不

难想见，围绕军事信息夺取与反夺取、防

护与反防护的对抗会更加激烈，这是一

场真枪实弹较量之前的生死战。身为军

人，与智能离得越近，越要绷紧保密弦，

越要清醒防范风险隐患。只要时刻做到

“心中有哨兵、言行守纪律”，军营的“智

生活”也会同样精彩。

炫酷“智能” 谨防“负能”
■文/赵焕斌 图/张学士

放过风筝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

要想让风筝一直在天空凭风翱翔，就

需要实时依据风速进行调整，风力较

盛时需要放线，风力不继时需要收线，

倘若忽视或违背了客观风速，线太紧

或太松，就可能导致风筝断线或者坠

地。由此想到，党委领导和机关指导

基层建设时，只有遵循基层建设的客

观规律，做到张弛有度、精准施策，才

能让基层建设的“风筝”飞得更高、飞

得更稳。

基层建设是一项科学系统的长期

工程，其规律也如自然界的风速一样，

不会一成不变。横向对比来看，不同

基层单位在结构类型、专业分工、力量

员额、建设基础等方面存在差别，建设

的方向路子必然各异；纵向来看，各单

位的工作重点会随着时间节点而改

变、随着大项任务而迁移，不同时间段

的建设特点也不尽相同。因此，对基

层进行精确指导，就要做到因时而动、

因事而谋、顺势而为，实时依据特点规

律进行科学帮建。

反观当下，个别单位在指导和抓

建基层时存在聚力不准、不稳、不及

时等问题。有的布置工作“一字长

龙”，存在大而化之、笼而统之的情况；

有的检查考评“添砖加瓦”，影响了基

层正常的工作节奏；有的调查研究“蜻

蜓点水”，未能抓住主要矛盾、提出

针对性建议……如此这般，导致工作

没少做、力气没少下，基层建设水平却

“涛声依旧”，不仅影响了帮建质效，还

挫伤了基层官兵的积极性。

把准基层建设的“风速”，不能仅

靠看文件、听汇报，还需各级领导机关

脱鞋下田、沉入一线“解剖麻雀”。原

河南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在兰考仅工

作475天，靠一辆自行车和一双铁脚

板，对当时全县149个生产大队中的

120多个进行了走访、蹲点调研，准确

总结出了群众治理“三害”的一整套管

用的办法。所以，只有深入基层，细致

地开展调查研究，摸清实际情况，才能

把准基层建设的“脉搏”，从而出实招、

献实策、增实效。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了解

规律、掌握规律，更重要的是转化成

果。领导机关要在充分遵循基层建设

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按照《军队基层建

设纲要》来抓建，舍得下长功夫、真功

夫，真正抓在点子上、必要时、关键处。

同时，要根据不同单位的具体情况找差

距、定目标，将治标和治本相结合、渐进

和突破相促进，确保制度措施出台之前

经过充分调研和论证，力求切合实际、

行之有效、行之久远。唯如此，方能把

基层建设的“风速”掌握好、运用好，才

能让基层建设的步伐行稳致远，积小胜

为大胜，积跬步至千里。

把准基层建设
的“风速”
■赵仕林 申卫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