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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每天有 8000多列旅客列车、

2万多列货物列车飞驰南北，人便其行、

货畅其流，靠的是中国铁路总公司调度

指挥中心的精确指挥协调。我军作为一

个体量庞大、结构复杂的巨系统，如何通

过科学有效的战略管理，让各力量各要

素像铁路网一样有序运转、高效运行？

习主席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

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要更新管理理

念，提高战略素养，健全制度机制，畅通

战略管理链路，实质性推进军事管理革

命，提高军事系统运行效能和国防资源

使用效益。”这一重要论述，着眼时代发

展和战略全局，指明了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推进强军事业的一个重要发力点

和突破口，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长

远指导性。

“枢纽在方寸，运化斯为基。”军事战

略管理是国防和军队建设最高层次的管

理，是军事管理的枢纽，解决的是人、财、

物等资源向哪投、怎么用、如何管的问

题，具有宏观性、方向性、综合性、统筹性

等特点。从某种程度上讲，大国军事竞

争也是战略管理的竞争，谁能选择最好

的资源战略，选择最科学的竞争模式，进

行最科学的资源配置，谁就能获得持续

的战略优势。可以说，战略管理功能是

否强大，战略管理水平是否科学，直接影

响国防和军队建设质量效益。

随着我国国防资源投入不断增加，

军队技术构成日益向信息化、智能化转

型，特别是改革后军队力量更加多样、

要素更加多元、运行更加复杂。这也决

定了战略管理涵盖各个方面、涉及多个

环节，不是一个点，而是一条“需求―规

划―预算―执行―评估”的链路。这其

中，需求是牵引，规划是主导，预算是关

键，执行是重心，评估是支撑，环环相

扣、密不可分。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

题，都可能导致链条断裂、链路短路，一

招不慎、满盘皆输。只有抓实每一个环

节，焊牢每一个节点，切实形成战略管

理链条的闭合回路，方能畅通军事系统

运行的“高速路”。

“龙衮九章，但挚一领。”在军队战略

管理链路上，军事需求排在首位，是整个

链路的起点和源头，纲举则目张，牵一发

而动全身。军队为打仗而存在，军事需

求本质是作战需求，军队建设要做什么、

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都要服从服务于

未来跟谁打仗、打什么仗、如何打仗的实

际需求。抓住作战需求这根“绳”，就牵

住了备战打仗的“牛鼻子”，就不会出现

方向性偏差，就可以少走弯路。如果需

求提不科学、提不精准，战略管理就会失

去准星。《庄子》中讲：“朱泙漫学屠龙于

支离益，单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无所用

其巧。”这就是需求脱离实际的问题，放

在军事上不仅会造成巨大的人力财力浪

费，还会影响部队战斗力建设，最终酿成

无法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规划引领建设方向、决定资源投向，

既是发展的“大图景”，也是行动的“铁规

矩”。我军的战略规划是军事战略管理

的载体，规划落实得好不好，事关国防和

军队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备战打仗能

力生成。习主席多次强调，要集中力量

打好规划落实攻坚战，力保重大任务完

成、战略能力有大的提升。今年我军要

完成建设发展“十三五”规划，同时还要

编制好建设“十四五”规划，这既是跑好

2020年目标任务这一棒的全力冲刺，也

是向着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这一

棒的有序承接，时间非常紧迫，任务十分

繁重，工作千头万绪。但从现实情况看，

影响规划落实的矛盾问题还比较突出，

一些堵点、难点、卡点尚未疏通化解，有

的项目前期论证不够充分，有的年度预

算执行率低，有的搞“选择性拖延”，等

等。这不仅会使规划部署难以完成，更

会严重制约军队建设质量效益，必须及

时进行整改。

当前，世界新军事革命迅猛发展，

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同时也面临

严峻挑战。在风云际会的战略机遇期，

创新国防和军队战略管理能够加快军

队现代化进程，推动国家和民族崛起。

我们要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

“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拼劲，坚持目标导

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以钉钉子的精

神清“淤点”、通“堵点”、解“难点”，建立

健全需求、规划、预算、执行、评估既相

互独立相互制约、又相互衔接相辅相成

的制度机制，加大攻关力度，加快建设

进程，不断推动我军建设高质量发展。

（作者单位：山东省军区）

畅通军事系统运行的“高速路”
—学习贯彻习主席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系列谈①

■周月星

某部士官小李因公出差，闲暇之余

拿起手机“摇一摇”，没想到“附近的人”

里有一个“美女”主动联系，两人很快加

了微信。聊天过程中，对方甜言蜜语，

步步深入，试图套取部队相关信息。同

行的战友发现这一苗头，及时进行警告

阻止，避免了一起失泄密事件的发生。

敌特就在眼前，间谍就在身边，这

句话看似耸人听闻，其实一点也不为

过。随着信息网络的迅猛发展，数据的

开放性、交流的隐匿性、时空的虚拟性、

流动的广泛性，给部队安全保密工作带

来严峻考验。网络世界，谍影重重，敌

特分子想方设法伪装身份、变换手法、

撒网布陷，官兵活动到哪里就潜伏到哪

里，官兵兴趣在哪里就蹲守在哪里，可

谓处心积虑、无孔不入。

网络空间没有硝烟，却危机四伏；

敌特分子不见踪影，却无处不在。有的

广发“钓鱼”邮件，诱骗官兵“愿者上

钩”；有的利用网络散布所谓“内幕”“真

相”，诱使官兵“翻墙”上网违规收听收

看；有的使用虚拟定位技术，冒充“附近

的人”伺机拉拢；有的隐藏于招聘求职

网站，用高额报酬套取情报；有的利用

网络赌博平台发掘对象，唆使官兵以密

换钱；有的在游戏、直播等娱乐平台寻

找暴露军人身份人员，以共同爱好、充

值打赏打开缺口。如此种种，无所不用

其极，让人防不胜防。

个别官兵敌情意识淡薄，缺乏应有

的警觉，认为间谍离自己很远、反间与自

己无关，很容易被敌特分子乘虚而入。

分析一些官兵网上被敌勾连案件，原因

不一而足，或发表负面言论被拉“入伙”，

或网上求职应聘主动“上钩”，或陷入网

赌网贷落入“骗局”，或乱拉两性关系反

被“钓鱼”，或公开征婚交友不慎“入局”，

或迷恋网络游戏被人“利诱”，等等。尽

管原因不同，教训却极其深刻：不加防范

就会露出破绽，无所顾忌就会引狼入室，

不以为然必然酿成大祸。

隐蔽斗争你死我活，麻痹大意祸及

三军。敌对势力对我们的渗透破坏活

动一刻不会停止，我们的防间保密工作

丝毫不能放松，绝不能只看到和平发展

稳定的主流，看不到网上残酷斗争的

“暗流”。警惕网络谍影，打赢身边“暗

战”，必须教育引导官兵强化敌情意识

不心存侥幸，严守法规制度不逾越红

线，提升防范能力不留下缺口，增强政

治定力，严守政治纪律，保持政治敏锐，

防患未然、警钟长鸣，确保部队纯洁巩

固和军事信息安全。

当心“附近的人”里有黑手
■冯起成 芦 丞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开

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这

个伟大的胜利，不仅是无上的荣光和自

豪，更带来深刻的启迪和警示：只有亿万

民众的觉醒，才能迎来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党内部“日本

不可战胜，抵抗必亡”的亡国论调甚嚣尘

上。汪精卫宣称：“战呢，是会打败的，和

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承认吃亏，并且

求于吃亏之后，有所抵偿。”周佛海更是

说：“中国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组织的要

素，没有一种能和日本比拟，战必败。”

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在这些人眼

中，中国之所以“弱”，是因为他们始终

认为，中国的劳苦大众只是被改造的对

象，而不是战争的伟力所在，“只是单纯

的军事动员，政治并未动员；只是军队

的抗战，民众并未动员”。正因此，发动

“九一八事变”的元凶石原莞尔口出狂

言：“我不用拔剑，只用竹刀就足以吓退

张学良。”

然而，中国共产党人并不这么认

为。中国的问题不是装备差，不是国

力弱，最根本的问题是无组织，“日本

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

民众的无组织状态”。毛泽东深刻指

出：“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

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

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

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这就是

共产党人的群众观：民众不是被改造

的对象，也不是被利用的团体，而是胜

战的力量源泉。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

在于民众之中。”毛泽东在《论持久战》

中进一步谈到：“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

伏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

军队一天忙碌24小时，使之疲于奔命。”

抗战伊始，中国共产党人就放手发动群

众，“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

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

部人员”，各地纷纷建立“战地动员委员

会”“民众动员委员会”“民族解放先锋

队”，还有各种“农救会”“妇救会”“儿童

团”。日军在《华北治安战》中写道：“中

共及其军队集中全力去了解民众，争取

民心，不但日本，就连重庆方面也远远

不能相比。”

“朋辈志同意自投，团成砥柱止中

流。”这场轰轰烈烈的全民族抗战动员，

使与世隔绝、自给自足的劳苦大众第一

次认识了自己，认识了战争，认识了中

国，开始体悟到“有国才有家，打走日本

鬼子才能过安生日子”的道理，广泛掀

起了“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

场”的参战热潮。很多家庭中，父亲可

能是农救会员，大儿子是工救会员，媳

妇是妇救会员，小儿子是青救会员，孙

子是儿童团员，人人都在为抗战出力，

真正实现了“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

有枪的出枪，有知识的出知识”。这就

是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这就是血肉筑

起的钢铁长城。

聂荣臻曾讲：“人民群众充分发动

的结果，不仅使我们获得了生存的基

础，而且还得到了补充和扩大部队的雄

厚兵源；人民群众充分发动的结果，还

为我们的作战和指挥提供了一个良好

的战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展现的

最强大能量，做出的最无可替代、最具

特色的巨大贡献，就是把人教育得有觉

悟、组织得有力量，真正把无组织的大

众融合成一个坚强的价值共同体、利益

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中国社会几千

年，从未有过这样的变化，“动员中国全

民族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力量成为统一

的力量，是战胜强大日本帝国主义最基

本的条件”。

硝烟散尽，物换星移。放眼百年历

史，瞻望民族未来，我们更加清晰地认

识到：如果不能唤醒最广大民众的觉

悟，即使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也不可

能迎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共

产党对亿万民众的唤醒和团结、对民族

精神的凝聚和提振，激扬起同仇敌忾、

救亡图存的民心士气，汇聚起共御外

侮、振兴中华的磅礴力量，必将化作巍

巍青山，树起座座丰碑，永远激励人们

矢志奋斗、砥砺前行。

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蕴藏于民众中

的火种。点燃它，这个民族就不会堕

落，不会被黑暗吞没，不会被侵略者征

服。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人的抗战行

动，点燃了民族复兴的火种，无愧为抗

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无愧为中国巨轮的

前行桅杆。

团成砥柱止中流
■高永堂

画里有话

玉 渊 潭

马和帕丽、毛青、何龙、陈

静、沙子呷……八一建军节之际，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

联合发布13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

人”。这则消息一经公开，立即赢得

人们点赞。

这一张张“最美”面孔，如同

人民军队的“封面”，向人们诉说着

新时代的强军故事。从熟练掌握12

种武器装备的女指导员，到用生命

捍卫中国军人荣誉的特战连长；从

年轻的“金头盔”飞行员，到为导

弹“筑巢”的工程师；从紧贴练兵

备战精心服务保障的联勤尖兵，到

敢担惊天动地责、甘做隐姓埋名人

的科技专家……不同的岗位职责，

一样的铁血担当，他们的先进事迹

和崇高精神，充分反映了人民军队

建设改革发展的崭新成就，生动展

现了“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的昂

扬风貌。

可以看到，这次发布的13名“最

美”人选中，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

是有5人随队参加过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的斗争。人民有难，军队当先。这

次抗疫，受命官兵再次雷霆出击，冲锋

陷阵。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

染病科主任毛青，因为除夕驰援武汉，

到现在还没能完成髋关节手术，但他

无怨无悔：“我是医生、军人、党员，任

何一个身份都决定了我必须毫不迟疑

地向前冲！”冲锋、冲锋，每一名援鄂医

疗队员都听令而行，以命相搏，“不朽

的身躯，化作一个民族的挺立”。

柏拉图曾试图给“美”一个永恒

的定义，但经反复推敲又一再推翻，

最终只能概括为：美是难的。对于军

人而言，定义“美”并不难，因为军

人生来为战胜，最美的姿态就是冲锋

在前，赢得胜利。这美那美，能打胜

仗才是最美。无论是封狼居胥的霍去

病，还是碧血丹心的岳飞；无论是坚

贞不屈的文天祥，还是铁骨铮铮的史

可法……那些视打仗为天职、视打赢

为使命，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军

人，永远会获得人们的赞誉，英绩传

扬、英名远播。

冲锋，是军人应有的恒常之态。

有什么样的姿态，就会有什么样的状

态。冲锋的姿态，体现的是一种“渴

饮孤独当美酒，醉听风沙作壮歌”的

战斗豪情，一种“更催飞将追骄虏，

莫遣沙场匹马还”的必胜信念，一种

“裹尸马革英雄事，纵死终令汗竹

香”的英雄气概。我军自成立之日

起，无数革命将士无畏生死，向战而

行，历经硝烟战火，一路披荆斩棘，

罹炎昆之祸而视死如归，历九死一生

而勇往直前，用冲锋的姿态迎来胜利

的曙光。岁月流转，浩气永存，时间

把英雄们的冲锋姿态雕刻成一座座令

人景仰的丰碑，永远矗立在人民军队

强军兴军的征程上。

冲锋是一种战斗姿态，也是一

种铁血精神。无论是革命年代，还

是和平时期，只要跃身开始冲锋，

不管前面是刀山火海，还是枪林弹

雨；不管是滔滔洪水，还是肆虐疫

魔，都挡不住将士们无畏的脚步，

“伤了的胳膊，能拔山填海；折了的

刀剑，能切云断虹”。海军陆战队某

旅连长何龙，在“猎人学校”脱过

皮、掉过肉、吃过牛粪，鞋子被血水

浸透，脱下时袜子连皮一起撕下，但

始终没有后退一步，咬紧牙关继续

向着终点冲锋。

今天，虽然黯淡了刀光剑影、远去

了鼓角铮鸣，但强国兴军的征途上绝

不会一帆风顺，还有一道道崇山峻岭

必须翻越，还有一个个激流险滩必须

闯过。没有冲锋在前的姿态、刺刀见

红的血性，山就可能成了拦路虎。“越

不可越之山，则登其巅；渡不可渡之

河，则达彼岸。”每一名官兵要时刻保

持冲锋的姿态，厉兵秣马、枕戈待旦，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确保一声令下拉

得出、上得去、打得赢，不负重托、不辱

使命。

冲
锋
是
军
人
最
美
的
姿
态

■
凌

涛

戴
泽
琛

一位久经沙场的指挥员说：“战

术有千百条，肯打是第一条。”肯

打，才会想尽一切办法，以变应变、

以动制动；肯打，才能不惜一切代

价，勇猛顽强、克敌制胜。这是实战

经验的总结，也是战略战术的要义。

人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首要因素。

战术虽有高下之分，但归根结底要靠

人去执行。不“肯打”，不敢打，再

好的战术也不灵。人的因素激活了，

士气上来了，不惧强敌，敢打硬仗，

战术自然就活了。试想，苏区反“围

剿”，“七百里驱十五日”，敌进我

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

追；铁血长征路，“万水千山只等

闲”，血洒湘江，四渡赤水，威逼贵

阳，兵临昆明，如果红军将士不“肯

打”，没有斗志，缺乏血性，何谈战

术？何谈胜利？

陈赓大将说过，再好的方案，枪

声一响，一半都废了，另一半随机应

变产生；开战前是我指挥你们，开战

后是前线指挥员指挥我了。这就是我

军的一条制胜要诀，相信部队、相信

官兵，敢于放权、勇于担责，充分调

动前方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毛泽东同志常说，要给干部以机动，因

为你上面清楚的事情，底下不一定清

楚，下面的具体情况，上面也不一定全

知道。鉴于此，党中央在战争年代大

量的作战指示、命令后面，常常会出现

“望酌情处理之”“请按实情决定”等字

句。上面没有统得过死，前方就可以

灵活处置，放开了打，往往取得意想不

到的战果。

法国军事理论家约米尼认为，战

术就是在决定点上使用兵力的艺术，

其目的就是要使兵力在决定时机、决

定地点上，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但

是，如果官兵不“肯打”，你让我怎

么做，我就怎么做；你不让我做什

么，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或者“牵着

不走，打着倒退”。那么，再先进的

战术、再正确的决策、再高明的指

挥，也不可能达成作战目的，更别提

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了。孟良崮战役

中，国民党企图“里应外合，中心开

花”。应该说，这个战术不能算不高

明。问题就在于“外合”的部队不

“肯打”，各怀鬼胎、相互掣肘，推一

推、动一动，结果国民党王牌七十四

师被我军围歼。

战时“肯打”源于平时“肯

练”。没有真本领，缺乏精气神，

“肯打”就是一句空话。知道为谁当

兵、为谁打仗、为谁牺牲，才能信

念坚定、敢打必胜；练就过硬本

领，强化使命担当，激发血性士

气，才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只

要每一名官兵都做到平时“肯练”，

精武强能、苦练硬功；战时“肯

打”，主动请战、甘洒热血，我们就

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困难、挑战一切

极限、战胜一切强敌。

最有效的战术是“肯打”
■高 尚

八一时评

谈训论战

漫画作者：张学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