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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14日凌晨，10架无人机

掠过阿拉伯半岛南部的茫茫沙漠，轰炸

了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两处油田及石油

加工设施。这次袭击导致沙特原油产能

瞬间减半，全球油价也遭遇30多年来最

大单日涨幅。事后，宣称对此事负责的

胡塞武装发言人称，他们从不同方向发

射两款新型无人机，每架无人机携带4

枚导弹，准确无误地击中了目标。有观

察人士感慨：智能化战争即将来临！

恩格斯曾指出：“人类以什么样的方

式生产，就以什么样的方式作战。”随着

人工智能技术的加速运用，智能化正成

为继机械化、信息化之后推动军事力量

建设发展的强大动力，战争制胜机理和

战争规则随之发生变化，智能化战争初

现端倪。

今年八一建军节前夕，中共中央政

治局就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举行

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习主席在主持学

习时强调，要加快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

融合发展。如何认清机械化、信息化、智

能化的基本内涵与特征，如何厘清“三

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进行科学布

局，这是加快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

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必然要求。

胜利总是向预见到未来战争特性变

化的人微笑。俄罗斯军事理论家斯里普

琴科在其《未来战争》一书中说过：“军人

的主要任务从来就是对未来战争进行全

面准备，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所准备的

往往是过去了的战争。”从机械化、信息

化到智能化，军事智能成为决定未来战

争胜负的关键要素。一些发达国家纷纷

加强军事智能化建设，努力抢占未来军

事竞争的制高点。对我们来说，机会稍

纵即逝，抓住了就能迎头赶上，抓不住就

可能失去一个时代。

去年7月我国政府发表的《新时代

的中国国防》白皮书指出：“中国特色军

事变革取得重大进展，但机械化建设任

务尚未完成，信息化水平亟待提高，军事

安全面临技术突袭和技术代差被拉大的

风险，军队现代化水平与国家安全需求

相比差距还很大，与世界先进军事水平

相比差距还很大。”这两个“差距还很

大”，清楚地说明了我军现代化建设的现

状。我们没有资格盲目乐观，也没有理

由妄自菲薄。尤其要看到，当前军事智

能化技术刚刚起步，我军与世界发达国

家军队的差距并不大，这为我们实现由

跟跑并跑向并跑领跑转变提供了难得的

机会窗口。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机械化、信

息化、智能化，三者紧密联系，不可分

割。没有前一“化”作为前提和基础，就

没有后一“化”的产生和发展。这也决定

了一支军队没有一定的机械化基础，就

无法推进信息化；没有一定的机械化信

息化基础，也不能很好地推进智能化。

如果跳过机械化、信息化，把建设重点全

面转向智能化，反而可能欲速不达。

所谓“融合”，就是“融为一体、合而

为一”。智能化战争是超越信息化战争

的更高形态，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可以

不要机械化和信息化。加快机械化信息

化智能化融合发展，不是全盘否定，也不

是另起炉灶，而是双向互动、彼此促进的

发展；不是此消彼长，也不是你死我活，

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序转化。

我们重视智能化，并不是要推倒原有信

息化作战体系，另建一个全新的独立的

智能化作战体系，而是要发挥人工智能

的渗透赋能作用，从“你是你、我是我”变

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进而变成“你

就是我、我就是你”。

战争因时而化，备战打仗也不能因

循守旧、墨守成规。就像僧格林沁麾下

的清军无法用马刀战胜英法联军的枪炮

一样，一支机械化半机械化军队打不赢

明天的信息化、智能化战争。推进新时

代备战打仗，必须着眼打赢信息化战争、

智能化战争的新要求，坚持仗怎么打兵

就怎么练，打仗需要什么就苦练什么，深

刻洞悉新的战争制胜机理，对接未来战

场需求，推进我军战斗力建设加快转型、

整体重塑、跨越发展，确保能够在未来的

智能化战争中得心应手、攻防自如。

加快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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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杨 庆

加快机械化信息化智

能化融合发展，不是全盘否

定，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

双向互动、彼此促进的发

展；不是此消彼长，也不是

你死我活，而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有序转化

玉 渊 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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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作者：周 洁

罗荣桓元帅在1956年《古田会议和我

军的政治工作》这篇回忆文章中提到，过去

我们做政治工作主要靠模范带头，红军时

期政治工作是党代表做的，党代表的威信

很高。作为我军政治工作的杰出领导，罗

荣桓善于运用人格和真理的力量实施领

导，特别是靠自己的模范作用去影响和教

育官兵，这为我们作出了很好的榜样。

表率作用本身就是最好的政治工

作。以身作则、模范带头，对于政治工

作干部来说，既是可贵的政治品质，也

是重要的工作方法。邓小平同志早在

1978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就讲：“政

治干部更要强调以身作则，我们过去在

战争年代就是这样。那时，你打仗不勇

敢，怕死，你不同战士心连心，不联系实

际，不联系群众，做政治工作就没有人

听。政治干部不能说的是一套，做的又

是一套。”

塔西佗陷阱理论指出，当公权力失

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做什

么事，社会都会给予负面评价。身教重

于言教，表率胜于表态。政治干部的威

信，是在敢喊“看我的”“跟我上”中经年

累月地塑造，是在“讲自己所信的、做自

己所讲的”中一点一滴地树立。对政治

工作干部，官兵不仅仅看怎么说，更重

要的是看怎么做。“做”与“说”，好比“1”

和“0”。只有做好了，说才有价值、有意

义；说得再好，做得不好，也等于“0”，甚

至是负数。

红军时代的政治工作条例就规定：

政治指导员不论在执行自己的职务上和

个人行动上，均须做全体军人的模范，并

且要在言论和事实上来表现。政治工作

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体现在部队建设

和军事行动的各个方面。冲锋在前、退

却在后是表率，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也是

表率；不怕牺牲、前仆后继是表率，不搞

特殊、守纪如铁也是表率。

军队是要打仗的，政治工作干部首

先是指挥干部，备战打仗是主业更是本

分。我军历史上，像邓小平、罗荣桓、黄

克诚等，不但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杰出领

导，同时也是战功卓著的指挥员。表率

就是担当，行动就是引领。当政治工作

干部敢喊“向我看齐”，以模范行动诠释

政治工作的真谛时，官兵眼中看见的就

是旗帜和标杆，“党代表”的威信便在无

形之中树立，政治工作的威力便在无声

之中凸显，部队自然有了所向披靡、排山

倒海的力量。

政治工作主要靠模范带头
■李军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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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习主席对“十四五”规划编制

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开门问策、集

思广益，把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

民统一起来。“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

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尊重群众意

见、重视群众智慧，为编制好“十四五”规

划打下坚实基础。

到群众中找办法，是对群众主体地

位和首创精神的尊重。习主席在《办法

就在群众中》一文中指出：“好措施、好办

法哪里来？答案是从群众中来。”人民群

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对社会实践体验

最直接，对发展问题认知最准确，对民生

需求感受最深刻。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取

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宝藏，只要依靠

群众、相信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任何

问题都有办法解决。

“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

言。”明代杨继盛的这句话深受毛泽东同

志赞赏。不论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

建设时期，毛泽东总是以普通劳动者的

身份，以向群众学习的真诚态度，去做调

查研究。1930年5月毛泽东在江西寻乌

调查时，找的是中下级干部、穷秀才、破

了产的商会会长，还有失业的小官吏。

毛泽东把他们当成“可敬爱的先生”，并

深有体会地说：“我跟他们学习了很多东

西，长进了许多知识，知道了我们的各项

政策在农村里究竟实行得好不好。我跟

他们学习，我是小学生。他们有说得不

对的地方，我就耐心地给他们纠正，又成

了他们的先生。”

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善用主意比善

出主意更为重要。凡属正确的领导意

见，必须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在群众中

坚持下去。再说，领导干部知识再渊博，

经验再丰富，能力再出众，也毕竟是有限

的。斯大林说过：“要领导我们的事业，

只靠我们的经验、领导者的经验，是远远

不够的。要正确地领导，就必须以党员

群众的经验、工人阶级的经验、劳动群众

的经验、所谓‘小人物’的经验来充实领

导者的经验。”

早在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在《神

圣家族》中就深刻指出，“历史活动是群

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

群众队伍的扩大”。老一辈无产阶级革

命家习仲勋提过一个朴实的口号：“把屁

股端端正正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他在

关中守卫陕甘宁边区南大门的时候，经

常深入农村基层，与人民群众打成一

片。他平时办公的地方，每天都挤满了

群众，群众总是喜欢听他的意见，他也很

注意向群众学习和请教，集思广益、博采

众长。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

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

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我们党把脱离群众

视为“最大的危险”，因为“脱离群众，你就

干不长”。然而，一些党员干部自以为见

多识广、业务精通，比群众高明，习惯于关

起门来做决策，依靠材料出经验，结果搞

出来的东西往往事与愿违，劳民伤财。

千难万难，充分发动群众就不难。

发扬军事民主，集中群众智慧，是我军建

设和作战的一条重要经验。为什么我军

能够一次次创造以劣胜优的奇迹？贺龙

元帅总结说：“除了靠我们部队高度的政

治觉悟和勇敢精神而外，主要的就是靠

了个‘大家想办法，人人出主意’的军事

民主。”像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坑道

战、“零敲牛皮糖”等战法，无不发端于我

军一线官兵的聪明才智。

当年，拿破仑带部队翻越阿尔卑斯

山。他踌躇满志地说：“我比阿尔卑斯山

还高！”鲁迅对此议论：“这何等英伟，然

而不要忘记他后面跟着许多兵；倘没有

兵，那只有被山那面的敌人捉住或者赶

回，他的举动，言语，都离了英雄的界线，

要归入疯子一类了。”开门问策办法多。

只要领导干部和机关有“眼睛向下的决

心”与“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

神”，“先当学生，后当先生”，虚心问计于

官兵，就能正确地认识问题与解决问题，

把备战打仗等工作做实做好。

（作者单位：63936部队）

开门问策办法多
■杨 欢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

天皇亲自宣读的《终战诏书》录音向日

本全国播放，以此形式正式宣布无条

件投降。

当这一消息传到中国，大江南北

变成了欢乐的海洋。《解放日报》记载

了当晚延安的欢腾：“一个卖瓜果的小

贩，把筐子里的桃梨一枚一枚地向空中

抛掷，高呼：‘不要钱的胜利果，请大家

自由吃呀！’”

其实，世界上哪有无代价的胜利

果。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时间最早、历

时最长、战场最广阔、损失牺牲最惨

重，但牵制日军兵力最多、歼敌人数也

最多。这诸多之“最”，沉积着多少国

破家亡的悲怆，浓缩着多少视死如归

的抗争，铭刻着多少气冲霄汉的战斗。

作家萧军以冷静的笔调写道：“我

们今天胜利了！但是决不能忘记，赢

得来的胜利是艰难；而保有这胜利的

果实——不为豺狼所吞食，更需要无

限的坚决和勇敢！”

历史，是人类记忆的年轮，连接着

昨天与今天，定义着过去和现在。在

关键的时间节点回望历史，我们更应

该读懂抗战胜利的伟大意义，更应该

捍卫来之不易的胜利成果。

“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

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作为第

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主战场，中国抗

战的胜利，有力改变了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的进程，也为战后世界格局重塑

和人类和平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这

是正义的胜利、和平的胜利、人民的胜

利，也是值得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世

界各国人民永远纪念的胜利。

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说：“假如没

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有多

少个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方

面来作战？他们马上可以打下澳洲，

打下印度……”

历史是过去传到将来的回声，是将

来反映过去的倒影。二战初期，正是一

些国家和政治集团对法西斯的绥靖政

策，助长了法西斯势力的嚣张气焰，导

致不少国家国土沦丧、生灵涂炭。今

天，我们该如何捍卫世界和平与发展的

大局？如何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如

何防止全球化的进程被粗暴打断？人

们确实需要从中国抗战和整个二战的

历史中汲取智慧。须知，只有让历史警

示未来，历史才能真正成就未来。

抗战的胜利，不仅是河山光复，更

是人心光复、精神重塑。正是在抗日战

争中，中华民族从一盘散沙到众志成

城，从苟且偷生到奋起抗争，完成了从

睡狮到醒狮的转变。宋庆龄感慨：“中

华民族像一个人样的反抗日本侵略者

了。在中国全部历史中，我们从未见过

精神、行动和意志这样的团结一致。”

精神的挺立，才是真正的胜利。

如今，民族复兴的伟业未竟，如果精神

纽带断裂了，我们靠什么去争取新的

胜利？如果精神动力枯竭了，我们又

靠什么去赢得世界尊重？

14年血与火的战斗、生与死的淬

炼，中国军人的牺牲和代价，可谓悲

壮惨烈。从杨靖宇、赵一曼、左权、彭

雪枫，到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

安澜……多少英雄儿女“捐躯赴国

难，视死忽如归”。尤其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敌人进行了

空前英勇的、残酷的、可歌可泣的胜

利战争，成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铁肩担道义，执戈卫和平。面对

驱之不散的战争阴霾，面对狼子野心

的觊觎之徒，人民军队既要有防狼之

心，也要有打狼之术，时刻准备为正义

而战，为和平而战，为人民而战。

（作者单位：武警阳江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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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一种以骂人、互喷、“问候

对方父母”为主要特征的“祖安文化”，

在虚拟空间肆意蔓延，并已倒灌到现实

世界。青少年中，出口成“脏”并引以为

傲的“祖安男孩”“祖安女孩”一时多了

起来。这种现象值得全社会重视。

“祖安”源于某款游戏中国服务器

的一个名称，现在却成为语言暴力、骂

人成风的代名词。鲁迅先生曾经尖锐

地批评：“最先发明这一句‘他妈的’的

人物，确要算一个天才，——然而是一

个卑劣的天才。”那些“祖安文化”的拥

趸者，用骂战代替讨论，用毒舌代替交

流，谁骂得越恶毒越下流就越受到追

捧。“祖安文化”实在辱没了“文化”二

字，其恶劣影响不可低估。

善用语言就是善待我们自身。当

人人都对“祖安文化”嗤之以鼻时，网上

网下就会多一些和谐、少一些戾气。我

军作为文明之师，每名官兵都应倡导文

明用语，远离脏话粗话，以自身的一言

一行树立良好社会风尚。

出口岂能成“脏”
■陈大鹏

把想法当做法、把计划当结果、把

完成当完美……个别单位依然存在不

重实效重包装、不重工作重汇报、靠材

料出政绩的现象。如此画饼充“绩”，

应当力戒。

重视材料、重视总结、重视汇报，本

身无可厚非。一份客观全面的公文材

料，不仅能让上级领导和机关对单位工

作有清晰了解，也可以及时听取意见、查

缺补漏。但正所谓过犹不及，如果把材

料看得比实干还重要，甚至一门心思搞

“材料政绩”，这就成了典型的形式主义。

“牡丹花好空入目，枣花虽小结实

成。”防止“材料政绩”架空落实，需要

各单位发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多在真

抓实干上用心用力，少在“材料包装”

上劳心费神，跳出“文牍主义”的窠臼，

用实实在在的成绩接受上级和群众的

评判。同时，领导干部和机关也应改

进检查考核方式，不仅“看材料”“听汇

报”，更应察实情、看实效，进一步提高

检查考核的科学性。

画饼岂能充“绩”
■秦瑄希

见贤思齐，是中华民族一向推崇的

美德，更是我们党大力倡导的修身哲学

和社会风尚。然而，总有个别人拒绝崇

高、否定英雄，对于时代先锋、先进典

型、英雄模范等，不是心向往之、见贤思

齐，而是嗤之以鼻、见贤思“讥”。

榜样是看得见的哲理。一个人立

志、立德、立业、立身，离不开先锋模范

的引领。见贤思齐的过程，就是以人

为镜、砥砺自我、净化思想的过程。我

党我军之所以英雄辈出，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重视发挥先进模范的引领示范

作用，形成了见贤思齐、崇尚英雄的浓

厚氛围。然而，在见贤思“讥”者看来，

奉献社会是不聪明，挺身而出是太冲

动，视死如归违背常理……这无疑是

一种灵魂的堕落、道德的沦丧。

国之英者，世之楷模。我们应把

英雄模范作为思想标杆、精神旗帜和

人生坐标，自觉见贤思齐、争做时代先

锋，让榜样的力量化作为实现中国梦

强军梦而奋斗的强大动力。

见贤岂能思“讥”
■刘 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