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一段拍摄于多年前的视频刷

屏网络。视频中，原昆明军区副司令员

徐其孝，在接受采访时拍着胸脯说：“你

数数，我的身上，起码有30个伤口，我都

是前面负伤的，因为枪一响，我就喊‘跟

我上’，第一个往前冲。”

回眸我军历史，在艰苦卓绝的抗日

战争中，听到冲锋号第一个跃出战壕，

高喊“跟我上”的指战员有千千万万。

彭德怀指挥作战时，有时离敌人只有几

公里，望远镜里，前沿阵地清晰可见。

王震在一次战前动员中立一棺材，挥拳

誓师：“我领头向前冲，要死先死我，死

后装进这口棺材里。”许世友说：“有带

头冲锋的官，就有不怕死的兵，部队好

的战斗作风是靠好的指挥员带来的。”

叶挺说：“共产党员是什么，就是带头

兵。”

“跟我上”，从来就是我军将领的为

将之道。在平型关大捷的白刃战中、在

奇袭阳明堡的突击中、在雁门关大捷的

穿插中……战斗最困难、最艰巨、最关

键的时刻，正是一名名领导干部“跟我

上”的冲锋，激励身后战士如排山倒海

一般压向敌阵。“观国者观君，观军者观

将。”将有必死之心，士怎会有贪生之

念？可以说，一句句“跟我上”的冲锋

里，包含着我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密

码”。

这个“密码”，是我军指挥员用牺牲

书写的。据统计，我国10位元帅中7位

负过伤，他们身上共有16个“弹孔”。10

位大将中 7位负过伤，身上共有 37个

“弹孔”。战争年代，我军团以上指挥员

负伤者不计其数，仅牺牲的就达3000多

人。这个“密码”，令日寇很忌惮。日军

一份作战纪要中记载：“在共产党的军

队里，领头的全冲在前面，这样的队伍

非常难对付。”

军之大事，命在于将。龙头怎么

摆，龙尾怎么甩；兵头怎么站，兵尾怎么

看。指挥员之于军队，如同舟行之罗

盘、夜行之明灯。领导干部摆正位置、

把准方向、奋勇当先，才能确保队伍打

不垮、走不散、击不败。“行不率则众不

从，身不先则众不信。”相比古代战场上

将领的“以身先人”，我军将领“跟我上”

的冲锋更自觉、更坚定，那是初心使然、

誓言使然、本色使然。

有人说，现代战争是非接触作战，

不再需要“跟我上”。还有人说，领导干

部抓决策部署最关键，总冲在前除了会

陷入事务主义外，还可能越俎代庖，甚

至使部属产生工作依赖。其实不然，

“跟我上”的冲锋，不仅提振信心干劲，

更彰显一马当先的精神，传承率先垂范

的作风，延续官兵一致的传统。

“党旗是号角，党徽在闪亮，当祖国

召唤的时候，闻令而动党员上……当人

民需要的时候，咱共产党员要担当。”这

首反映疫情阻击战中党员风采的歌曲，

歌名叫《跟我上》。最近，《同心战“疫”》

纪录片正在热播，“我是党员我先上”

“党员不扛重担谁来扛”“是党员就要守

土尽责”……纪录片中一个个“跟我上”

的冲锋，让人们看到了我国取得全国疫

情防控阻击战重大战略成果的一个重

要原因。

在火热的军营，“跟我上”的冲锋如

今已是寻常一幕。从空中第一跳、第一

飞到陆地第一枪、第一炮，再到水中第

一潜、第一艇……演兵场上，战训一线，

最鲜明的特点是“以上率下”，最响亮的

口号是“领导带头”。

“率军者披坚执锐，执戈者战不旋

踵。”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国防和军

队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无论是练兵

备战，还是科研攻关；无论是深化改革，

还是完成各种重大演训任务，都更加需

要领导干部发挥主心骨、定盘星、冲锋

号的作用。广大领导干部只有既表态

更表率、既挂帅更出征、既声令更身先，

自觉叫响“跟我上”，披坚执锐、攻坚克

难，才能以修养好于人、作风严于人、能

力高于人、行动先于人的模范形象，带

领官兵勠力干事、砥砺奋进，圆满完成

各项任务，推进强军事业阔步前行。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

“跟我上”的冲锋最有号召力
——从抗战历史中汲取打赢智慧⑦

■张连国

长城瞭望 长城论坛

画里有话

漫画作者：周 洁

“再拿手的战法，要是一成不变反

复使用，就会被对手摸透，威力就会大

减。”据报道，某旅综合演练复盘，上级

领导以该旅拿手战法战场失手为案例

提醒指挥员，灵活是战术的灵魂，打仗

从来没有什么“范式”，最不该落“熟

套”。

兵法有言:“ 战胜不复，知变为

大”。作战中如果对成熟不变的作战习

惯、作战手法、作战程式等有“固恋”情

结，那这个套路就很可能变成死路。这

是因为，当一种战法达到“炉火纯青”之

时，也可能是“燃烧殆尽”之际；当一支

部队对某种战法的使用驾轻就熟，也极

可能掉入“创新陷阱”。尤其是信息化

战争，作战方式的“一次性效应”更加明

显，如果落入“熟套”而不能自拔，只会

被自己熟悉的作战套路绊倒。因此，战

备训练当有“将来时”的忧患，在求变中

应万变。

当年，粟裕在观摩了一次次“打法

都差不多”的演练后说：“我们必须改变

墨守成规的老皇历，纠正保守思想，具

备新的现代化作战的思想，才能适应新

的情况，走向现代化。”很多年过去了，

老皇历、“熟套”在今天的演练场仍有不

少。有的作战预案针对性不强、战法教

条，缺乏“想象力”；有的演练一步一动，

走程序，搞流水作业。因循二字，从来

误尽英雄。需要警惕的是，演练中长期

使用一个套路、一种模式，没有变化，不

思创新，到头来必然“熟”得越透，“伤”

得越深。

毛泽东曾特别强调：“共产党打

仗，没有什么老样。”战争年代，我军

以弱胜强的秘诀之一就是打法不重

样。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战

场上也没有完全相同的战斗。前一

次作战中卓有成效的战法，到下一次

作战很可能已经陈旧落伍。作战中，

只有突破老套路、善于出新招，不拘

泥于一格，不固守于一端，不呆板于

一法，才能觅得战机、把握先机。

虽然打仗要不落“熟套”，但这并非

完全否定熟套。相反，对那些精妙战法

的思想精髓更应植入头脑、融入内心。

须知，战争有不确定性，也有确定性，对

不确定性的排除，恰恰来自于对确定性

的把握。“用兵在智，胜战在术。”当对敌

情了然于胸、对大势洞幽察微、对指挥

运筹帷幄，方能如彭德怀所说的那样：

“在熟能生巧中因情因势创造出打败敌

人的新战术来”。

（作者单位：31689部队）

打仗最忌落“熟套”
■季卫星

军校毕业到部队，如何既踢好“头三

脚”，又踢好“每一脚”，让建功军营的激

情永远满格？近日，“全军爱军精武标

兵”、第80集团军某旅侦察营营长李庆

昆在与新排长分享成长经历时说：“军旅

路漫漫，要想梦想永不落幕，留住心中的

那团火焰很重要。”

刚迈出校门的新排长们，有理想也

不缺激情，都渴望成就一番事业。之所

以有的人最终“泯然众人矣”，原因之一

就在于缺乏韧性、定力，不能保持内心的

热度。特别是到部队一段时间后，有的

人面对基层的苦、累、难，或者遇到一些

挫折、困难，便心灰意冷、一蹶不振，觉得

自己难有出头之日。于是，当初心中的

那团火焰，便慢慢熄灭了。

干工作，三分钟热度难成大业；谋发

展，碰钉子就缩难上台阶。“科研先锋”马

伟明不断攀登科研高峰的动力源，是“他

对科研始终都在热恋中”；“人民英雄”国

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陈薇一次次在疫苗研

发领域攻城拔寨，因为“她一直，哪怕遇

到挫折时也都是充满激情”。一个个军

中才俊用他们的成长经历告诉我们，成

功源于持续奋斗，传奇只因激情不减。

万事从来贵有恒，始终不渝、持之以恒，

咬定青山不放松，为心中的那团火不断

添柴，才能蓄积韧劲，用实际行动深挖一

眼泉，撒播青春的光和热。

一篇文章曾这样写道：“生活仿佛一

槽冷水，人若是一块冷铁，浸进去就会生

锈，若是一块热铁，不仅能锻造出好钢，

还会让水沸腾。”留住心中的那团火焰，

保持内心笃实沉稳，走得再远，也牢记原

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持续为内心

的“小宇宙”注入正能量，就一定能让一

腔热血汩汩流淌，让梦想悄然生长。

(作者单位：武警安徽总队芜湖支队)

留住心中的那团火焰
■范承达

基层观澜

盯着“末端”抓落实，是开展工作的

重要方法。对于这一点，上下认识比较

一致，看得也很重。关键是什么叫“末

端”？“末端”又在哪里？

《汉语大字典》中解释，“末”是一指

事字，是在象形字“木”的基础上，上加

一横的指事符号而构成。其中“木”是

树、横为梢。可见，“末”从一开始就相

对于“本”而言。我们所说的抓落实之

“末端”，是指上级决策变为实践的最后

环节。一般理解，机关是基层的机关，

基层是机关的基层，部队的“末端”就是

基层官兵。平时常说“上有千条线，下

面一根针”，不论是规划、计划、策划，还

是命令、指示、要求，上级的各项决策部

署都需贯彻到基层来落实。基层落实

得好，部队建设就好、战斗力就强；基层

落实得不好，即使前期工作做得再多，

也可能变成空中楼阁，甚至功亏一篑。

正因为这种特殊的地位，各级对基

层建设很重视。但也有个别人一说起

落实，眼睛就只盯着基层，工作中出现

问题，板子也只打基层屁股。这就不尽

合理与全面了。

事物总是以系统而存在，落实也不

例外。就某项工作而言，从部署到实

践，从机关到基层，各级有各级的职

责。只有职责清晰、责任到人，各自把

分管的事情做到位、管到底，上下左右

运行顺畅，才能形成落实的闭合回路。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级、每一个

环节都有自己工作的“末端”，并且领导

和机关的责任更大。从实际看，类似的

情况也是存在的，有时候出现工作不落

实问题，表现在基层，根子却在机关，或

工作部署不科学，或组织指导不严密。

这个时候进行工作总结，就应该具体情

况具体分析。倘若“采薜荔兮水中，搴

芙蓉兮木末”，注定张冠李戴，有违客观

真实。

抓落实是一个过程，还有一个慎终

如始、善作善成的问题。俗话说“行百

里者半九十”，有些工作越是接近“末

端”，遇到的挑战越大，就像攀登珠穆朗

玛峰，最后两百米可能才是最困难的一

段历程，这个时候更需要一鼓作气、战

斗到底。71年前，解放军占领南京，不

少人为看到胜利曙光而欢呼时，毛泽东

却发出“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

霸王”的告诫，号召全军勇往直前，直至

取得最后胜利。历史的刻度里，记录了

我们走过的路程，也标注着奋斗的目

标。今年是脱贫攻坚的决战决胜之年，

千百年来困扰中华民族的绝对贫困问

题即将历史性地画上句号。经验说明，

“掘井九仞未及泉，犹为弃井；胜利在望

未全功，仍需努力”。面对发展中一个

个难啃的硬骨头，必须咬紧牙关、全力

攻关。“将军奋勇，三军用命”。战士就

要用战士的忠诚和勇敢，助力全民脱贫

的攻坚战。

事物总是矛盾的集合体，尤其是基

层存在的矛盾更多、更具体，落实的“末

端”往往是同问题较量、刺刀见红的战

场。马克思说：“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

而是问题。”只有及时发现问题，积极正

视问题、解决问题，才能铲除工作落实

的阻力和羁绊。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

国家事业之所以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

历史性变化，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强化问

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把解决问题作

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作为领导

干部和机关，就是要经常深入基层、走

进官兵，切身感受官兵在想什么、有什

么需求，唯此才能把工作落实的“鼓点”

敲在关键处。

落实的“末端”头绪很多，说到底是

人生积淀的唤醒，在于初心不渝。在援

鄂医疗队中，有1.2万名二三十岁的年

轻人，他们昨天还在父母身边撒娇，今

天就上前线用生命救护生命。是什么

为他们的青春作出美丽注脚？有人曾

作出这样的“猜测”：是实验室里度过的

枯燥时光，是解剖室里受过的每一次惊

吓，是显微镜下千百次观察才知道细胞

与细胞不同，是在自习室默诵了无数遍

的药物分子式，是拿起注射器不断地走

向下一个病人……面对困难，他们怀着

勇毅和顽强，一次次与自己内心作斗

争，才看清了前辈的样子，注入“一袭白

衣”的魔力。

放眼更宽广的人生，成就什么事业

不需要这种艰苦的修炼？任何一项工作

落实都如同战“疫”出征，只有先学会医治

自己，才能理解“希波克拉底誓言”的意

义，进而“以纯洁与神圣之精神、以自身能

力及判断力所及，执行自己之职务”。

落实的“末端”在哪里
■谭 然

前不久，某部出台规定强调，给所

在单位选配主官时，在严格遵守干部政

策的基础上，多从参加过重大演训、军

事比武，特别是多从打过硬仗的部队中

选干部，让这些干部把过硬素质、过硬

作风辐射到更多部队。这样的做法，值

得肯定。

指挥员是军中脊梁、部队中坚，更

是士兵信赖的主心骨。一支部队能不能

打硬仗，与指挥员打没打过硬仗有很大

关系。俄罗斯一位军事家研究发现，历

史上决定国运的重大战役中，取得胜利

一方的指挥员，几乎都是打过硬仗的战

将。《改变历史的二十四场战争》中写

道：“绝大多数各级指挥员来自能打硬

仗的部队，是胜利者的用人秘诀。”战

争实践启示我们：善打硬仗的部队既是

虎狼之师，也是人才基地，让深入过

“虎穴”的人掌“虎符”，能带出更多虎

狼之师。

硬仗，既是检验干部素质的试金

石，也是培养干部能力的磨刀石。红一

团长征途中飞越乌江天险、强渡大渡

河，抗战期间决胜平型关、鏖战黄土

岭，解放战争时期攻辽沈、战平津，这

一场场硬仗、恶仗让红一团战功卓著的

同时，也培养出了罗荣桓、谭政、粟

裕、杨得志等一大批人才。这些人才被

选派到其他部队后，很快将部队带成了

能打硬仗的部队。

硬仗好比大浪，淘后都是金子。

正如邓小平所说：“打仗总有伤亡，有

战斗力的军队，往往是伤亡重的……

只要消灭了敌人，取得了战斗的胜

利，虽然伤亡多一点，但更加有战斗

力，这样的连、营出干部。”事不经过

不知难。在硬仗中“死过几回”的干

部，无疑离战场最近，对敌情最熟，

能闻到硝烟的真实味道，感知战局的

瞬息变化，摸透战争的制胜机理。这

样的“金子”到其他部队后，会让其

他部队“点石成金”，打仗时谋划会更

精准，决策会更科学，运筹会更自

如，并能在官兵中树立“愿上刀山下

火海”的威信、赢得“可与之生与之

死”的信任。

“国家存亡之本，治乱之机，在于

明选而已矣。”对党和国家是这样，对

军队更是这样。部队的根本职能是打

仗，选人应首选能战之人。习主席鲜

明指出：“把那些想打仗、谋打仗、能

打仗的干部用起来。不能打仗、只想

在军队混个一官半职、谋取待遇的

人，不仅不能提拔，而且要批评教

育。”打赢信息化、智能化战争，需要

一大批能打硬仗的指挥员。过硬的部

队练就过硬的干部，过硬的干部带出

过硬的部队。能打胜仗，用人是关

键。擦亮打仗这个“选将刻度”，用人

的标准才能清晰。各级党委和领导干

部只有真正以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

对未来战争高度负责的态度，按打仗

要求考察干部，把带兵练兵能够冒出

来、关键时刻能够站出来、急难险重

能够豁出来作为重要衡量标准，把能

打硬仗的干部选出来、用起来，让想

打仗的有舞台、钻打仗的有位子、能

打仗的有奔头，才能形成能战者用、

胜战者上的良好风气。

（作者单位：空军预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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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 渊 潭

广大领导干部既表态更表率、既挂帅更出征、既声令更身

先，自觉叫响“跟我上”，才能以修养好于人、作风严于人、能力

高于人、行动先于人的模范形象，带领官兵勠力干事、砥砺奋

进，圆满完成各项任务。

谈心，一般都是上级找下级谈，干部

找战士谈。可在陆军某试验训练区，战

士们有空就爱缠着指导员李某主动汇报

思想。李指导员魅力何在？一名战士

说：“他没有高高在上，不轻易否定我们，

不随意打断我们，他说话的口气是最让

人舒服的27℃，我们有啥心里话就想跟

他唠唠。”

一位教育家说：“最高明的教育者，

都会像挚友一般自然亲切地跟教育对

象交流。”谈心需要技巧、方法，更需要

态度。试想，如果把谈心当任务完成，

口气里总是“来，我找你谈个心”“有啥

事，瞒是没用的，最好如实说”“你这些

烦恼，谁没有？咋这么脆弱呢”之类的

要求、质问、责备，战士怎能坦诚交心、

吐露真心？

态度背后是温度。心理学研究表

明，人更愿意跟自己境遇相近、心灵相通

的人掏心窝子。与战士谈心时，动机中

少些杂质、多些纯粹，过程中少些想当

然、多些同理心，语气不高不低，情绪不

骄不躁，气势不张不扬，交流时拒绝“高

冷”，还原“草根”，少说“官话”，多说“白

话”，如此这般，战士才会推心置腹，谈心

才可能打开心结。

1958年6月，彭德怀元帅在基层调

研时叮嘱各级指挥员，要跟基层官兵多

些“马扎上的谈心”。不少基层官兵都有

这样那样的难，在帮困解难同时，也需要

及时疏导。谈心时，多一些设身处地、换

位思考，多一些以心换心、春风化雨，才

能让官兵少些“压力山大”，少些“负重前

行”，心无旁骛谋打赢。

多用27℃的口吻谈心
■宫 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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