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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瞭望

谈训论战

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为官做

人，不可缺少泰然自若的定力。

《新唐书·卢承庆传》中讲述了卢承

庆担任吏部考功员外郎时，负责考核官

员的故事。有一次，一名负责漕运的官

员因为遭遇大风而丢失粮食，卢承庆给

他评为“中下”。但这名官员神色自若，

感受到他的气度后，卢承庆给他改评为

“中中”。然而，这名官员还是神色如

常、泰然以对，卢承庆对此十分赞赏，认

为他“宠辱不惊”，于是“考中上”。这位

官员的定力让卢承庆折服。

事实上，卢承庆本人也极具定力。

他认为作为一名官员，主要是为国尽

忠，官职是升是降并不重要。他早年当

过考功员外郎，之后当过尚书左丞，还

当过兵部侍郎，由于敢于说话，获罪被

贬为简州司马。一路坎坷，但他一点也

没有消沉。后来，他又被调回当上刑部

尚书，卢承庆并没为此而兴奋。

宋人苏洵在《心术》一文中写道：

“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

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

以制利害，可以待敌。”这告诉我们，为

官做人，定力十分重要。有了定力，稳

如泰山，行为有止，才能不受利益干扰，

不被诱惑侵染，有条不紊地干事创业。

反之，缺少定力，方向不明，行为不定，

就难以干出名堂，成就大事。

定力，彰显人的气魄、境界和风

采。据载，曾国藩识别官员，非常重视

人的定力。有一次，曾国藩考察三个

人。在三人等待时，曾国藩一直借厅里

的一面镜子在暗处观察他们：麻子将军

可能因为很久没得到接见，认为是曾国

藩在刻意羞辱他们，露出愤愤不平的样

子，足见他威武不屈的气概，是位良才；

高个子将军一直从容站着，此人沉毅有

为，可以重用；而那矮个子，眼神闪烁，

有人经过时他规规矩矩地站好，人一走

他就放松下来，此人实属“两面人”，不

可重用。可见，定力虽形于外，却反映

内在品质。

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

怒。定力，在有些人眼里是虚的。其

实，定力一点也不虚。对今天的党员干

部来说，应对各种复杂局面，迎接各种

风险挑战，完成各种大项任务，更加需

要涵养宠辱不惊、泰然自若的定力。党

员干部有了定力，就能够不畏浮云遮望

眼，每临大事有静气，以“风物长宜放眼

量”的气度胸襟，对待和战胜面临的艰

难险阻，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

古人云：“见百金而色变者，不可以

统三军。”现实生活中，仍有少数党员干

部定力不足，遇事沉不住气，容易受到

各种各样的干扰。有的意志不坚定，一

有风吹草动，就改变努力方向；有的原

则性不强，一受到利益诱惑，就放弃已

有的底线；有的态度不坚决，一听到不

同意见，就不知所措。诸如此类，根子

在于定力不够、能力不行。广州原市委

书记万庆良就是一个缺乏定力的反面

典型。他在忏悔录中写道：“我之所以

从一名党的高级干部沦为违法犯罪分

子，最根本的原因是严重缺乏政治定

力、严重缺乏宗旨定力、严重缺乏理论

定力、严重缺乏法纪定力。”

定力不是天生就有的，增强定力离

不开自我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

锻炼、专业训练。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

一师范学校求学期间，经常拿着书到学

校附近一个叫南门的地方，在嘈杂喧闹

的大街上读书思考，以此作为一种考

验，培养自己“闹中取静”的定力。这也

启示党员干部，只有自觉经受历练，勇

于打磨自己，敢于经大事难事急事，主

动打硬仗、扛重活、攻难关，才能有效涵

养“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定力。

定力的背后是能力，定力和能力是

不可分割的。历练定力，重在加强能力素

质的培养。“列子射箭”的故事告诫我们，

只有具备良好的本事本领，保持临危不惧

的心理素质，才能在各种条件下做到“百

发百中”。党员干部只要心怀本领恐慌，

努力实现学习升级、本事扩容、素质提升，

让定力和能力作用于身、相得益彰，就一

定能在平凡中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

泰然自若的定力不可缺
■李炳涛

8月23日至9月5日，“国际军事比

赛-2020”在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国举

办，我军6个项目参赛队走出国门，在异

国赛场上与外军同行切磋武艺、交流合

作，赛出了风格，也赛出了水平。

实战实训，最忌故步自封；开门练

兵，方能取长补短。一支部队的战斗力

如何，不能自说自话，更不能自我感觉良

好，必须置身于世界强国军队中去对比

发现、客观认知。如此，才能看到差距，

找到努力方向。从这几年我军参加国际

军事比赛的实践看，通过互学互鉴、深入

合作，可以很好地增强我军打赢未来战

争的能力。

战胜不复，知变为大。驾驭变化的

最好方式就是不断地学习提高。真正战

无不胜的军队，总是在虚心学习中走向

强大。未来战争的胜利者，一定是学习

力更强的军队。实际上，一场国际军事

比赛，就是一个开放的课堂。与外军面

对面切磋交流，充分感知对方先进理念、

学习对方长处优势，自觉摒弃不利于实

战的惯性思维，我们才能不断提升自己。

终极赛场是战场。国际军事比赛虽

无战场搏杀的惨烈，但身处异域、面对强

手，官兵的身心抗压能力、武器装备的性

能潜能，以及人装结合的战场运用，都得

到了极大的考验与锻炼。这无疑是锤炼

一支军队战斗力的绝佳舞台。

在“坦克两项”项目比赛场地有一则

标语：“将在叙利亚的作战经验用于实

际，是每个人的责任。”只要我们把比武

场当作战场，把学习到的先进理念和成

果融入到日常训练中去，就能在战争到

来时做足准备，确保决战决胜。

（作者单位：65426部队）

打赢战争不能自说自话
■田明宇

在某部“领导力建设”座谈会上，一

名领导干部分享了自己“用最大的精力

做最重要的事”的成功心得。这一经验，

引起大家热议和共鸣。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而事情有许许

多多。领导干部只有用最大的精力做最

重要的事情，才能由重点带动一般，由个

体带动整体，不断把强军事业推向前

进。如果把主要精力用在细枝末节上、

用在个人利益上、用在下属的职责范围

内，看似忙忙碌碌、工作没少干，却毫无

效益可言，只能称之为“事务主义者”，或

者“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

毛泽东在指挥作战时曾说过：“抓住

战略枢纽去部署战役，抓住战役枢纽去

部署战斗。”身为领导干部，就应该投入

最大的精力关注“战略枢纽”与“战役枢

纽”。如此，才能赢得一场又一场战役战

斗的胜利。倘若眉毛胡子一把抓，看见

什么抓什么，不仅平时工作无成效，战时

还可能打乱仗。

古人云：“总挈大纲则易，独周万目则

难。”事实证明，以最大精力关注最重要的

事，工作反而得心应手。什么事都想管，

可能会越管越乱。现实生活中，仍有少数

领导干部不善于分配精力，不善于抓工作

重点，领导效能不高。有的奉行“繁琐主

义”，事必躬亲、事无巨细，苛急烦碎、劳而

无功；有的不会统筹协调，分不清阶段工

作重点，整天一味强调“领导关注的事”，

导致精力无限损耗；还有的不愿放权，不

善于能级管理，该下级用的权自己用了，

该下级干的事自己干了，结果是“自己忙

得团团转，下级闲得没事干”。

事实上，关注什么，就会得到什么样

的结果。关注事务主义，往往“打不到粮

食”；关注练兵备战、改革创新、党的建设

等工作任务，就会提升部队战斗力，锻造

战无不胜的雄师劲旅。我国开国战将多

打胜仗，那是因为他们把最大精力关注到

带兵打仗、练兵打仗上来。粟裕大将终生

不会打牌下棋，不会唱歌跳舞，最大的爱

好是看地图，最大的追求是尚武精武，最

向往的地方是铁血战场。开国中将姚喆，

因为专注，所以专业，“除了打仗，什么都

不会”。相反，不把最大的心思和精力投

入到主责主业上来，我们靠什么打得赢？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

进，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格局产生深刻影

响，我国安全形势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

大。面对国家安全的复杂形势，面对强军

兴军的时代要求，不允许领导干部有丝毫

的精力偏移、心思游移，必须用最大的精

力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各项工作。领导干

部只有增强使命感和紧迫感，始终保持饱

满的军事职业精神，按照战斗队思维处理

问题，按照战斗力标准做好工作，心无旁

骛、聚精会神投身主责主业，才能影响和

带动广大官兵聚焦备战打仗，有效履行党

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用最大的精力做最重要的事
■任永利 刘庭梁

张闻天在《出发归来记》一文中写

道：任何共产党员，“只要他一旦脱离实

际、脱离群众，他就会硬化起来，走进老

布尔什维克的博物馆，做历史的陈列

品”。为了不脱离实际，在延安整风运

动中，张闻天主动要求到基层做调查研

究工作。1942年1月，他率领调查团赴

陕北和晋西北农村进行了长达一年零

三个月的实地调查，撰写了大量调查报

告。这些调查报告，不仅成为我们党实

事求是思想路线发展史上的重要文献，

也使张闻天深接地气，避免成为“历史

的陈列品”。

古人云：“濯足长流，抽足再入，已

非前水。”时代在发展变化。对领导干

部来说，要想做到决策英明、指挥正确，

不脱离实际、不脱离官兵，就要努力做

到与时俱进、与时偕行。尤其值得注意

的是，现在是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一

天不学习、不调查，就可能“面目可憎”，

与时代脱轨。倘若总认为自己是老基

层、学历高、有几把刷子，可以不学习、

不研究，可以不接触一线、不融入官兵，

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可能成为“历史的

陈列品”，作出的决策也可能偏离实际、

偏离方向。

当前，我军正处于改革重塑、转型

发展的深入推进期，体制编制、武器装

备、工作方式、基层面貌、官兵行为等

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迫切需要

领导干部走进基层一线，拜官兵为师，

向实际学习。只有如此，才能避免成

为落伍者。然而，实际生活中，仍有少

数领导干部脱离实际而不觉。有的认

为自己是从基层来的，水平高、能力

强，不需要了解基层；还有的认为经常

听听基层汇报，对实际情况就会了然

于胸，不用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殊不知，今天部队的变化超乎想象，那

些高人一等的想法、感觉良好的念头、

自以为是的做派，往往会让自己成为

“历史的陈列品”。

我们常说，要时刻保持与时俱进，

但与时俱进绝不是看几份材料就能达

到的。它要求领导干部始终保持与时代

同步伐、与军队共进步。前不久，习主席

在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

时专门强调，着眼长远、把握大势，开门

问策、集思广益，研究新情况、作出新规

划。这一重要指示，正是防止脱离实

际、脱离群众，保持与时俱进的重要方

法论。

“调查研究是从实际出发的中心

一环。”对领导干部而言，避免做“历史

的陈列品”，一个绝好做法就是深入开

展调查研究。只要领导干部保持良好

的调研作风，甘当小学生，主动与官兵

坐同一条板凳，善于向专家学习请教，

就一定能保持思想常新、思路常新、工

作方法常新，进而达到决策正确、指挥

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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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之光穿越古今，理论之力克敌

制胜。不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政党、

一支军队，科学理论都是获胜的有力武

器、前行的指路明灯、发展的科学指南。

没有创新理论的正确指导，就战胜

不了法西斯强敌。抗日战争时期，我们

党对科学理论，尤其是军事理论的创新

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在毛泽东同志的

坚强领导下，我们党创立了统一战线理

论，摆脱了意识形态束缚，团结一切可以

团结的力量，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

侵略；创立了持久战理论，批驳唯武器

论，提出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人而不

是物，主张发挥主观能动性，这一理论成

为抗战的民族战略；创立了游击战理论，

让游击战“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

敲门”，解除了人们在游击战问题上的思

想束缚，使游击战摆脱了正规作战的从

属地位，从而具有了主体地位和广阔发

展前景；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系统阐

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社会、

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思想，全面论述了中

国革命和抗战前途的全部见解与主张，

为“中国向何处去”给出科学答案。

中国共产党创立的科学理论，照耀

着抗日战争的胜战之路。美国记者斯

特朗说，共产党人“已经检验了他们的

全部理论并使之适用于原始的中国农

村以及农民的日常生活了”。就拿游击

战理论来说，在这一全面、系统、充满创

意的理论指导下，中国亿万民众积极投

身到抗日游击战争中，创造出麻雀战、

地雷战、地道战等丰富多彩的“草根战

法”，演绎出“村自为战、人自为战、无处

不战、无时不战”的人民战争恢宏画卷，

盘活了中国抗战的“棋局”，为中国抗战

的胜利奠定了最雄厚的民众基础。

科学理论尤其是先进的军事理论，历

来是军队建设发展的必要条件，是战争制

胜的重要因素。一部人民军队的发展史，

就是一部军事理论的创新史。继抗日战

争游击战等军事理论之后，我军又创造了

十大军事原则、“零敲牛皮糖”、坑道战、积

极防御战等一整套具有我军特色的军事

理论，成为夺取胜利的成功法宝。

科学的军事理论就是战斗力。打

赢未来战争，不能没有先进军事理论的

指导。纵观近年来的几场局部战争，从

科索沃战争的“远程空袭作战”，到阿富

汗战争的“特种作战”；从伊拉克战争的

“震慑与快速决定性作战”，再到叙利亚

战争的“混合作战”……每一场战争都

有先进军事理论的指导，同时一场战争

也淘汰一种理论。抗日战争和现代战

争都告诉我们，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

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

面对战争形态、作战样式和制胜机理正

在发生深刻演变的趋势，我们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更加需要进行军事理论创新。

军事理论创新重在继承我军传统，

体现我军特色，决不可盲目照搬、食洋不

化。抗日战争期间，我军之所以能以弱

胜强、以劣胜优，关键就在于我们有深接

“中国地气”的游击战、持久战理论。今

天的军事理论创新，可以借鉴外军的先

进军事理论，但决不能人云亦云、一味模

仿，甚至奉为圭臬。殊不知，别人的理论

指导不了我们明天的胜战，唯有“把创新

的果实长在自己的土壤上”，才能制胜于

战场、决胜于未来。近年来，我军一些部

队和专家提出的结构破坏战、体系瘫痪

战、节点战、超限战等，都是很有意义的

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

军事理论创新，不是漫无目的的创

新，而是在党的军事指导理论指引下的

创新。党的十九大确立习近平强军思

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并

郑重写入党章。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

把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与新的时代和

实际结合起来，开拓了当代中国马克思

主义军事理论和军事实践发展新境界，

指引新时代强军事业踏上新征程、取得

新胜利。只有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

想，从中汲取丰厚营养和钙质，才能创

造出能够解决现实问题、推动军事变

革、确保能战能胜的军事理论。

科技是理论创新的翅膀。抗日战

争时期的军事理论创新，是着眼我军的

技术特点发展而成的。今天，科学技术

不断发展进步，科技已经成为核心战斗

力，要求军事理论创新必须与时俱进。

特别是当今世界新军事革命迅猛发展，

军事技术发展一日千里，为我们提供了

难得机遇。我们要努力实现国防和军

队现代化建设跨越式发展，就要紧跟时

代步伐，立足现代军事技术发展，创新

具有技术领先优势、富含现代制胜机理

的军事理论，从而指导和推动强军事业

不断迈上新高度。

毛泽东说过：“两军敌对的一切问

题依靠战争去解决，中国的存亡系于战

争的胜负。因此，研究军事的理论，研

究战略和战术，研究军队政治工作，不

可或缓。”只要我们不断从抗日战争等

我军的历次战争中汲取打赢智慧，坚持

理论联系实际，既开阔视野又不跟在别

人后面亦步亦趋，既开动脑筋又不脱离

实际好高骛远，大力推进军事理论创

新，就一定能构建具有时代性、引领性、

独特性的军事理论体系，为强军兴军实

践提供科学理论支撑。

（作者单位：第80集团军）

让科学理论的光辉照耀胜战之路
——从抗战历史中汲取打赢智慧⑥

■郑堰坡

八一时评

前不久，莫斯科远郊“爱国者”公园

里，“军队-2020”国际军事技术论坛吸

引了众多军事爱好者的目光。军用外骨

骼产品、战术激光系统、新型无人机……

展示的一系列新装备昭示我们：科技是

核心战斗力，掌握军事科技就是掌握战

场主动。

科技强则军队强。科学技术作为军

事发展中最活跃、最具革命性的因素，从

一定意义上讲，它决定着军事力量的对

比变化。谁牵住了科技这个“牛鼻子”，

谁走好了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谁就能

较快提升战斗力，赢得制胜先机。

历年的国际军事比赛，我军之所以

不断取得好成绩，不仅靠官兵过硬的技

能，也离不开国产装备优异性能的支

撑。今年参加国际军事比赛，虽然我军

携带出国的装备不多，但运-20跨境投

送参赛官兵、96B坦克在“坦克两项”比

赛中捷报频传，同样让人们感受到科技

强军的“硬实力”。

向科技要战斗力，落实到基层部

队，就是要大力提高官兵科技素养。

当前，随着大量新装备的列装，迫切需

要具有较高科技素养的官兵来驾驭。

加大科技知识的学用力度，深入系统

掌握科学技术，让官兵科技素质始终

跟上时代发展、满足岗位需要，才能把

武器装备的科技含量充分释放出来。

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一项

技术能够创造一个奇迹。科技创新是实

力提挡的“引擎”，也是大国博弈的“筹

码”。我们只有把科技强军向深里做、往

实里抓，才能紧跟时代步伐赢得主动，依

靠科技优势取得战场胜势。

（作者单位：71901部队）

掌握科技就是掌握主动
■陈 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