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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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

抗战胜利，斯诺曾有过这样一段记述：

“他（毛泽东）要我预先设想到日本将赢

得所有重大的战斗……继后产生的是

一个持久斗争的局面，在这个局面中，

红军游击队将起主要作用……”毛泽东

不仅在《论持久战》中预言抗日战争是

持久战，更是几乎每次都对日军的重大

军事行动有准确预判，做到了补牢于亡

羊之前，绸缪于未雨之时。抗日战争的

进程，也印证了毛泽东这位“窑洞里的

预言家”的非凡洞察力。

一个人水平的高低，很重要的一点

就在于能否“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

乱”，对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提前考

虑、预先谋划，努力抢占先机、赢得主

动。习主席在一次重要会议上强调：

“领导干部要有草摇叶响知鹿过、松风

一起知虎来、一叶易色而知天下秋的见

微知著能力。”

对个人来说，预见水平高，有时能救

命；预见水平低，很可能丢命。比如《水浒

传》第二十三回这样写道：“那一阵风过

了，只听得乱树背后扑地一声响，跳出一

只吊睛白额大虫来。武松见了，叫声‘啊

呀’，从青石上翻将下来，便拿那条哨棒在

手里，闪在青石边。”深山老林，松风乍起，

必有猛兽，武松凭此警觉，躲过一劫。

对部队来说，预判得准能打胜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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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一部于山西省平定县3天内同一地点

“重叠设伏”的经典战例，就成于准确预

判。战前，刘伯承研究日军作战特点

后，判断日军为支援正太铁路主要方向

作战，定会派部队实施迂回。首次伏击

胜利后，刘伯承针对敌平定前线后勤告

急的情况，又预判存有盲目自大思想的

日寇，定会重走老路，便在老地方二次

设伏。两次伏击战，我军均大获成功。

站在海边眺望远处驶来的船只时，

人们总是先看到桅杆，再看到船的一部

分，最后看到全部船体。桅杆意味着事

物的先兆，是晴雨表和风向标。凡事预

则立，不预则废。“预”从哪里来？就是

从懂得看“桅杆”中来。真正富有预见

的人，都懂得并善于看“桅杆”，从“桅

杆”中分析研究出事物发展的动态、趋

势和规律。毛泽东同志在谈到什么叫

领导时说：“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

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

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

如果无视、忽视或不懂、不善看“桅杆”，

或将导致机遇的错失，让机遇擦肩而

过；或老虎来了还以为是猫，结果难免

猝不及防。

预判是一种意识，但比预判更重要

的是应对预判的能力。《战国策》里有一

个故事，晋国重臣智伯想攻打卫国，先

送给卫君四百匹良马和一支白璧，群臣

都来庆贺，唯南文子面带愁容。卫君问

其故，南文子说：“无功之赏，无力之礼，

不可不察也。野马四，白璧一，此小国

之礼也，而大国致之。君其图之。”卫君

迅速将此言告知边防将士，要求加强戒

备。后来，智伯果然起兵伐卫，因卫有

防备，只好打道回府。

“胜利总是向那些预见战争特性变

化的人微笑，而不会向那些等待变化发

生才去适应的人微笑。”当前，我军建设

总体是好的，但“不能由于一片光明而

看不到背光的地方”。尤其要看到，现

今我国安全形势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

大，警惕“黑天鹅”，防范“灰犀牛”，更加

需要我军加强预判。只有时刻保持见

叶知秋的敏锐，对各种风险有“妖为鬼

蜮必成灾”的高度警惕，坚持用大概率

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才能打好防范和

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化险为夷转危

为机的战略主动战。

（作者单位：山东省济宁军分区）

松风一起知虎来
■范广强

“这个女坦克兵咋这么牛？”近日，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新疆军区某团

坦克二连指导员马和帕丽的事迹被媒体

报道后，不少网友都这样问。8月4日，

马和帕丽给出了自己的一个答案：“训

练，就得有不信邪的狠劲。”

无独有偶。翻看八一前夕集中宣传

“硬骨头六连”的文章发现，该连实力硬、

作风硬、刀尖硬，创造上百个训练纪录的

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该连官兵困难越大

越有劲，永不认输，坚信硬功来自“不信

邪”。

“不信邪”的“邪”，这里是指极难完成

的任务、极难实现的目标、极难达到的高

度。这些极难达到的高度，多是战斗力建

设的增长点、量变到质变的转折点。如果

“信邪”，就会望而却步、望而生畏，个人难

有大成就，单位难有大发展；如果“不信

邪”，就可能会“胜邪”。正如马和帕丽所

言：“有了不信邪的念头，就会敢于挑战自

己，不可能才会变成可能。”

2016年4月，有人对300名破纪录的

奥运冠军训练情况分析后得出这样一个

结论：“相信能破那些别人认为破不了的

纪录，是他们的最强动力，也是他们最可

贵的品质。”作者还写到，正是“不信邪”

的这种品质，激发出了奥运冠军们不甘

落后的志气、奋起直追的勇气、后来居上

的豪气。

我军历来“不信邪”。抗美援朝时，

国外绝大多数国家认为我军与“联合国

军”较量难有胜算，我军“不信邪”，最终

打出了国威军威。20多年前，国外不少

专家认为“这（导航定位）他们至少50年

才可能研制成功”，我国科技工作者“不

信邪”，26年就让拥有10多项世界第一

的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

通。

哲人有言：“逆风的方向，更适合飞

翔。”强军征程，一路多艰。跟着别人的

脚步难走出新路，沿着舒服的道路更难

上台阶。“不怕困难阻挡，就怕自我投

降”，面对横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个“腊子

口”，面对挡住我们去路的一座座“娄山

关”，只有“不信邪”，直面挑战、主动迎

战，有勇气去改变那些看似不可能改变

的事，才能创造新奇迹，开辟新气象。

（作者单位：31689部队）

硬功来自“不信邪”
■韩向春

【故事】兰淮洋又火了！去年国庆
阅兵，火箭军某部战士兰淮洋因一张英
气十足阅兵训练照成为“网红”。他因
为参加阅兵推迟了婚期，“有点对不起
她”。7月 11日，拿着探亲休假报告准
备回家与女友领证时，得知部队当天要
去抗洪，他放弃探亲，加入了抗洪抢险
队伍，婚期再次推迟。最近，随着抗洪
任务结束，兰淮洋的爱情也有了甜蜜的
归宿：7月 28日，他和女友领了证。《他
们，领证啦！》的抖音视频，当天就收到
了“10万＋”的祝福。

【评论】

选一个好日子领证，对普通人来

说是再简单不过的拥有。但对像兰淮

洋这样的军人来说，有时却是奢望。

因为军人使命在肩、任务为先；因为大

爱面前，小爱必须暂放一边。

应当说，阅兵和抗洪等重大任务，淬

炼了兰淮洋和女友的爱情。爱情不仅是

团聚时的温馨、快乐，也是分离中的陪伴、

担当。正如舒婷在《致橡树》里写道，“我

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

流岚、虹霓……这才是伟大的爱情”。任

务会让婚期推迟，却阻断不掉心中的牵

挂和惦念。一再延迟的领证日期，让他

们的爱情之花更加鲜艳。

军人这个职业确实会对家人亏欠

很多，“七尺之躯，已许国，再难许卿”，

正是一个个“小家”的分离，成全了“大

家”的平安。作为领导机关，在肯定官

兵舍小家顾大家的同时，也应该多一

些设身处地、换位思考，科学合理安排

工作，让官兵的婚姻家庭尽可能少一

些遗憾，用实实在在的行动，祝福军人

和他们的爱人，平安无恙，幸福绵长。

（作者单位：31684部队）

让军人爱情之花更加鲜艳
■赵少锋

提高我军的科技含量，

既是战略需要，更是使命支

撑。科技作为核心战斗力，

正日益成为推动武器装备

升级换代和催生新质战斗

力的强大动力。今天，科技

创新不仅拓展出新的作战

空间，也成为制胜未来战争

的“命门”。

一个人水平的高低，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能否“为之于未有，治

之于未乱”。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预”从哪里来？就是从懂得看

“桅杆”中来。真正富有预见的人，都懂得并善于看“桅杆”，从“桅

杆”中分析研究出事物发展的动态、趋势和规律。

玉 渊 潭

画里有话

新闻连连看

【故事】7 月 12日，江西省景德镇
浮梁县一辆小轿车与一辆大货车相
撞，小轿车坠入湍急的河流。正好路
过的第 72集团军某旅战士王亮跳进
河里，救出了车内的一家 4口。7月 31
日，第 72集团军为王亮记一等功。8
月 1日，军地联合组成的送喜报队伍
将“一等功臣之家”牌匾和 1万元奖金
送给王亮，王亮当即把 1万元奖金捐
给了景德镇市慈善总会。

【评论】

再一次危急关头奋力救人，再一

次接到奖金后全部捐献。从武警枣庄

支队副支队长夏继龙到空军某部战士

丁勇，再到今天的王亮，平凡的子弟

兵，一次又一次给了人们感动。

财富有价，爱心无价。王亮的善

行，消耗的是他个人有形、有限的物质资

产，回馈社会的却是无形的精神财富、道

德财富。这笔财富的价值，不仅在于给

困境中的人们以温暖，还让人们感受到

了道德的光辉和善行的力量；不仅会在

受助者的心中永远保值，还会在持续不

断的爱心传递中得以放大、实现增值。

绿色军营多英豪，这是人民军队

的使命所系，也是中国军人的境界使

然。王亮等众多子弟兵身上爱军精

武、见义勇为、敬业奉献的“道德富

矿”，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

断挖掘。常在这些“精神富矿”中滋

养，就会如冰心诗中所说的那样：“修

养的花儿在寂静中开过去了，成功的

果子便要在光明里结实。”

让道德光芒与军功章同辉
■刘含钰

八一时评

漫画作者：周 洁

“硬核毕业，燃！”8月1日，火箭军

工程大学以实战背景、复杂环境下的

全流程全要素导弹发射为考卷，在导

弹发射场给还没走出校门就具备上战

场能力的学员颁发了毕业证。

8月上旬，陆军边海防学院在设

置毕业考卷时，以检验第一任职能力

为出发点，将理论与实践贯穿起来考，

提前给学员打开了对接战场的“精武

门”。学员们感叹，这样的毕业考试，

“让我们到部队后无需岗前培训”。

毕业考核，既是军校学习的终点，

也是步入部队的起点。网友们之所以

点赞把考卷设在战位的毕业考试，正

是因为这样的考核，使学员缩短了胜

任未来基层岗位的“磨合期”，让学员

实现了“从院校直接走向战场”。

让军校大门对接战场，一直是我

军的优良传统。从井冈山的红军学

校，到瑞金的红军大学；从长征途中的

干部团，到抗战时期的抗大，培养出的

学员都是走出校门就能打仗的指挥

员。长征路上，由工农红军学校改编

的干部团在抢渡金沙江战斗中，化装

成国民党中央军奔袭渡口，利用找到

的两条船发起突袭，一举消灭对岸守

敌，为大部队渡江赢得先机。1939年

9月，正在野外训练的抗大二分校学

员遭到日军独立第八混成旅偷袭后，

学员们迅速占领有利地形，先敌展开、

先敌开火，最终歼灭日军大部。

习主席反复强调，“打仗需要什么

就练什么，部队需要什么就教什么”“使

培养的学员符合部队建设和未来战争

需要，向着部队、实战、未来贴近、再贴

近”。当前，我军院校在实现整体性、革

命性重塑后，训练指向更直面战场，教

学标准更贴近实战，在校门对接营门、

操场直通战场的实战化教学中，为军队

输送了一大批“即战型”人才。

然而，还有一些新毕业学员到部队

后有“水土不服”、能力“倒挂”的现象。

这些现象的出现，既有学员自身的原因，

也有院校教学设置的原因。比如，有的

把军校当地方高校，重美化不重武化；有

的搞自我设计，自己有什么就教什么，

有什么优势就吆喝什么，教学缺乏实

战性；有的缺少与部队信息化装备、实

战化训练的对接，教育训练脱离部队、

脱离实际。

战争总是不期而遇。我们不能让

人才培养经过几个来回，等完全有作

战能力再打仗，而应让毕业学员走出

军校就能上战场。如果说军校是一个

工厂，那么能打仗、打胜仗的学员就是

“合格产品”。倘若出不了“合格产

品”，军队院校就没有做到姓军为战。

课堂是个大概念，战场、操场都是

课堂。军校的课堂，既应是“书声琅琅”

的知识殿堂，也应是“刀光剑影”的练兵

场；既应是军事理论、科学技术的创新

池，也应是实战化训练的试验田。如果

这个“熔炉”火力不够、温度不高，军校

大门自然难以对接未来战场，军校学

员也难以成为能打仗的战斗员。只有

树立部队是“客户端”、实战是“检验

场”的思想观念，用战斗力“标尺”量长

短、用战斗力“镜子”照得失、用战斗力

“筛子”去浮尘，才能使院校教学与部

队实战实训衔接，与军事斗争准备呼

应。

毕业考试，是到部队前的一次检

验。其实，到部队后，考核才真正开

始。我们相信，广大学员只要扎根基

层，心系战场，真正想打仗、谋打仗，就

一定能从学府高才变为军中良将。

（作者单位：陆军边海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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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物体在集体中的含量多少，

对这个集体的功能有很大影响。比

如，含量为 0.9%的盐水具有消毒和平

衡液的作用，含量超10%的盐水会使人

浸而不沉。

习主席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

体学习时再次强调，要坚持自主创新战

略基点。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必须

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加快突破关

键核心技术，加快发展战略性、前沿性、

颠覆性技术，加快实施国防科技和武器

装备重大战略工程，不断提高我军建设

科技含量。

列宁曾说：“用人群抵挡大炮，用左

轮手枪防守街垒，是愚蠢的。”从古到今，

科技创新成果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

推动着战争形态的深刻变革，影响着作

战样式的急剧更新。科技作为核心战斗

力，正日益成为推动武器装备升级换代

和催生新质战斗力的强大动力。今天，

科技创新不仅拓展出新的作战空间，也

成为制胜未来战争的“命门”。近年来的

几场战争启示我们，打赢未来战争，既需

要“巴顿”的战术，更需要“盖茨”的技术，

科技上的差距一旦形成，军事能力必然

形成代差，仗就没法打。

利兵必先利器，此理知易行难。

1793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将榴弹炮、连

发手枪等送给乾隆皇帝，乾隆却视这些

科技含量极高的军事装备为“奇技淫巧”

而不屑一顾。大刀长矛怎能敌火枪大

炮？对于后来清军的败亡，英国历史学

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在《19世纪：东亚

的战争》中写道：“他们没有先进武器，打

仗时，士兵们拿着原始的武器高喊着向

前冲，很勇敢，但都倒在科学技术面前。”

我军历来重视科技创新和武器装备

建设。战争年代尽管战事紧张，但我军

仍注重吸引科技人才，坚持研发武器。

1939年，我军就自行研制和生产了第一

支步枪——“八一式马步枪”。抗美援朝

战争时，我军在发挥“钢少气多”优势的

同时，坚持“边打边建”，打出了一支实力

位居世界前列的空军，炮兵、装甲兵、通

信兵等技术兵种也有了迅速发展。在人

民军队历史上，抗美援朝战争成为部队

装备技术进步最快的阶段之一。

一支军队的科技含量，事关民族尊

严、国家安全。提高我军的科技含量，既

是战略需要，更是使命支撑。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军不断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坚持

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发展向以创新驱动

发展为主转变，加快推进重大技术创新、

自主创新，重塑军事科研体系，着力解决

阻碍科技创新能力提高的体制性障碍、结

构性矛盾和政策性问题，促进了创新要素

加速聚集，创新潜能不断释放，在建设创

新型人民军队的征程上昂首前行。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

是武器装备发展的原动力。当前，传统

意义上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

和成果转化的边界日趋模糊，基础研究

与应用开发的关联度日益提高。妥善处

理打基础与出成果的关系，在科研创新

中不急功近利，把基础前沿领域、关键共

性领域的研究作为重大基础工程来抓，

就能推动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不断取得进展，夯实军事科技创新发展

的根基。

真正的核心关键技术是花钱买不来

的，靠单纯引进的路子也是走不远的。

科技创新，核心关键技术是主攻方向和

突破口。“绝不能把登山的保险绳交到别

人手上。”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们要始终

瞄着影响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瞄着前

沿学科和无人区，集中力量攻关突破，能

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重大进展，推

动我军科技创新由跟跑并跑向并跑领跑

加速发展。

“要抓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把

部队科技含量充分释放出来，把科技优

势转化为能力优势、作战优势。”当前，

新装备列装部队的速度越来越快、型号

越来越多、科技含量越来越高。“欲得强

兵，必须坚甲利器，实选实练。”只有把

这些装备学懂弄通、灵活运用，才能以

高超的技术水平创新灵活机动的战法，

锻造出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的精兵劲旅。

（作者单位：68216部队）

提高科技含量就是提高打赢胜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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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杨建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