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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冬与春，经历死与生，我国抗

疫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国之英雄，

国礼待之。在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

号颁授仪式上，专门为此创作的乐曲

《向祖国英雄致敬》，雄壮激昂、气势磅

礴，深情讴歌着每一位抗疫英雄舍生忘

死的伟大壮举。

舍生忘死，这是伟大抗疫精神的内

涵之一，也是英雄人物的恒常之态。英

雄者，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之谓也，之所

以被誉为国之干、族之魂，皆因其“国有

难，操戈披甲；人有危，众士争先”。大

疫当前，钟南山敢医敢言：“科学只能实

事求是，不能明哲保身，否则受害的将

是患者”；张伯礼挺身而出：“国有危难

时，医生即战士。宁负自己，不负人

民”；张定宇信念坚定：“我必须跑得更

快，才能从病毒手里抢回更多病人”；陈

薇使命在肩：“穿上了这身军装，一切都

是我该做的”……同心战“疫”，他们都

是“战士”，临危不惧、视死如归，以生命

赴使命，用大爱护众生。

危难时刻，又见遍地英雄。疫情就

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一声令，一声

到，4万多名白衣战士逆行出征，挡在了

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病毒面前，“手捧暖

阳，坚守着未知的抵抗”。没有人生而勇

敢，只因选择无畏。从把生的希望留给

他人而自己错过救治的医院院长，到永

远无法向妻子兑现婚礼承诺的丈夫，再

到牺牲在救治岗位留下幼小孩子的妈

妈……每一条战线，每一条街道，每一座

村庄，每一户家庭，处处是阵地，人人是

勇士，困难面前豁得出，关键时刻冲得

上，聚涓滴之力，护山河无恙。正如一首

抗疫诗词所写：“白甲十万，战‘疫’三月

酣。江城生死皆好汉，数英雄独颜汗。”

风雨压不垮，苦难中开花。中华民

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遭遇过无数灾

厄，之所以没有被压垮，反而愈挫愈勇，不

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从来不

是因为有什么救世主。每当风雨来临、灾

难来袭，总有人“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

之急”，前仆后继、出生入死，千磨万击还

坚劲，风雨无阻向前进，点亮胜利的希望，

照亮民族的未来。无论风狂雨骤，无论天

崩地裂，“中华民族就是有这么一股子气，

疾病压不倒中华民族”。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最危险

的时候，“解放军来了”几乎成为人民群众

遇险时的“心底呼唤”。这次抗疫大战，人

民子弟兵再次闻令而动、听令而行，同时

间赛跑、与病魔较量，日夜奋战、以命相

搏。担当起自己的担当、肩负起自己的肩

负、奉献出自己的奉献，勇往直前以赴之、

殚精竭虑以成之、舍生忘死以从之……人

民军队用“疫情不退，誓死不退”的铿锵誓

言，用“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毅

担当，用“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的如磐信念，彰显了我军越是艰险越向前

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为党旗、军旗增添了

光彩。可以说，“中国军队在这次抗疫中

的表现，配得上所有掌声”。

“天欲堕，赖以拄其间。”从南昌起

义开始，人民军队总是在民族存亡的重

要关头冲锋在前，在国家和人民需要的

时刻干在一线，靠的就是压倒一切敌人

而决不被敌人所压倒、征服一切困难而

不被任何困难所征服的战斗精神。战

争年代，飞夺泸定桥、血战平型关、激战

孟良崮、死守上甘岭；和平时期，战洪

水、防非典、抗地震，无论情况多么复

杂，不论任务多么艰巨，人民子弟兵都

一往无前、攻坚克难，敢于亮剑、血战到

底，哪里有危险就冲向哪里，哪里最艰

苦就战斗在哪里，谱写了可歌可泣、荡

气回肠的英雄史诗。

军人是要打仗的，没有过硬本领就

打不了胜仗。豁得出还能上得去，困难面

前才能扛起如山责任；冲得上还能打得

赢，关键时刻才能发挥关键作用。抗疫斗

争中，面对看不见且十分狡猾的病毒，我

们冲锋陷阵、勇挑重担，靠的是妙手仁心

和高超技能。血火战场上，迎着猛烈密集

的炮火，我们勇往直前、敢打必胜，靠的是

胜敌一筹的打赢能力。战场打不赢，一切

等于零。如果素质不全面，拳头不够硬，

技不如人、相形见绌，即便有豁得出、冲得

上的血性担当，也难以把赋予的任务完成

好、把肩负的使命履行好。

战争是最严酷的考验，是最紧要的

关头。当今世界并不太平，我国面临的

安全挑战十分严峻复杂，可以预料和难

以预料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一旦风

雨来临，我们必须豁得出、冲得上，顽强

作战、英勇杀敌，拿得下、打得赢。“朝受

命、夕饮冰，昼无为、夜难寐。”每一名官

兵都要厉兵秣马、枕戈待旦，紧盯未来

战场、砥砺打赢硬功、强化使命责任，勇

于挑重担、扛大梁，当先锋、打头阵，随

时准备为人民的利益披坚执锐，随时准

备为民族的尊严赴汤蹈火，克服一切困

难，战胜一切强敌。

（作者单位：齐齐哈尔军分区）

困难面前豁得出 关键时刻冲得上
—弘扬抗疫精神推进强军事业系列谈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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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瞭望

画里有话

“我们有几十年的积累，即使面对

未知病毒，也有能力去研究和抵御。”

“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军事

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研究员陈薇接

受采访时的坚定信心，印证了她常挂在

嘴边的一句话：“已知有手段，未知有能

力。”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是科技

工作者应有的目标与追求，更是军人应

有的责任与担当。

病毒是公共健康的最大杀手，是国

家安全的隐形威胁，必须未雨绸缪、集智

攻关，铸造坚实的“生物盾牌”。早在

2006年，陈薇团队就已经对埃博拉病毒

展开相关研究。有人问：“如果疫情不暴

发，你们做的事情岂不白做了？”陈薇回

答：“埃博拉离我们也就是一个航班的距

离。很多前辈、老一辈科学家，我不知道

他们一辈子在做什么，但我知道，一旦国

家或军队需要，他们总能拿出并展示出

军队的力量。”在这次抗疫斗争中，陈薇

团队之所以能够挺身而出、再立新功，与

前期的充分准备不无关系。

我们常讲，军人只有两种状态，一种

是打仗，一种是准备打仗。宁可备而不

战，不可战而无备。那么，备什么？怎么

备？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是不确定性

的王国，战争中所依据的情况有四分之

三好像隐藏在云雾里一样，是或多或少

不确实的。换而言之，军事领域只有四

分之一是已知的，有四分之三是未知

的。能打仗、打胜仗，就要对已知的有决

战决胜手段，对未知的有应急应战能力。

胜战先知战，制敌先知敌。对于未

来打什么仗、与谁打仗、在哪打仗，信息

化、智能化战争的制胜机理是什么，懂

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懂了的就努力

创造条件去做，不懂的就要抓紧学习研

究，真正把敌情摸清、把任务研透、把战

法练活、把保障抓细。切不可一知半

解、若明若暗，思想僵化、抱残守缺，“一

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更不能不懂装

懂、瞒天过海，否则走上战场必将自食

苦果、付出代价。

“战争不是消遣，不是一种追求冒险

和赌输赢的纯粹的娱乐，也不是灵机一动

的产物，而是为了达到严肃的目的而采取

的严肃的手段。”战争是“严肃的”，战场充

满不确定性，我们必须以自己的确定性去

应对。“有备不败”，战场上的优势是靠平

时的准备累积起来的，准备得越充分，取

胜的把握就越大。只有根据各方向使命

任务，立足复杂困难情况，用更智慧更勇

敢的头脑筹划今天的备战、设计明天的战

争，尽可能在时间、空间、谋略以及物质和

精神层面，做好全方位、全时域、全要素的

准备，方能牢牢掌握未来战争主动权。

已知有手段 未知有能力
■杨西留 宋高飞

玉 渊 潭

有人说，人生最难的，不是选择，而

是抉择。回首70年前那场艰苦卓绝的

出国作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虽然

只有8个字，但新中国第一代党和国家

领导人作出抉择时的艰难、勇毅与坚

定，至今让人无比钦佩。

1950年10月1日晚上，天安门广场

庆祝建国一周年的焰火还在尽情绽放，

中南海颐年堂会议室里，气氛十分紧

张。当天，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同

时“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以最后

通牒的口气要求朝鲜人民军立刻“放下

武器，停止抵抗”，并狂言“在历史上，鸭

绿江并不是中朝两国截然划分的、不可

逾越的障碍”。危急时刻，朝鲜领导人

向中国发来急电，请求我们出兵援助。

要不要出兵支援，要不要与以美国为首

的“联合国军”进行战争较量？这不仅

考验着一个刚刚历经劫难重新站起来

的民族的胆略智慧，更直接决定着这个

民族的前途命运。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

之道，不可不察也。”打还是不打，这个

抉择太难了。时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

木回忆说：“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20多

年，记得有两件事毛主席很难下决心。

一件是1950年派志愿军入朝作战，一件

就是1946年我们准备同国民党彻底决

裂。”胡耀邦也回忆：“考虑出兵不出兵

朝鲜的问题，他不作声，一个礼拜不刮

胡子，留那么长。想通以后开了个会，

大家意见统一了，毛主席就刮胡子了。”

由此可见，作出抗美援朝决定，并非一

锤定音，而是一波三折。

抉择之难，难在权衡利弊、观古鉴

今。从历史上看，对敌妥协只能引狼入

室，报以铁拳才能赢得尊重，这既有成

功的经验，也有惨痛的教训；从地理上

看，中朝两国一衣带水，唇齿相依，有道

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况且战火已

经烧到自家大门口，理应出兵。可是，

刚刚成立一周年的新中国，长期战争的

创伤尚未修复，财政经济状况十分困

难，解放军海军和空军尚处于初创阶

段，陆军装备也相当落后，而我们的对

手却是世界头号强国，双方实力差距太

大，就连当时苏联领导人也紧张到“普

通人不易想象的程度”。

“抉择”这个词，多少有些悲壮的意

味，选择某一方，就意味着舍弃另一

方。但也正是这种“悲壮”，方能凸显出

抉择的深远意义。此时，新政权虽已成

立一周年，但列强环伺的局面并没有改

变，“三把尖刀”正插在中国的头上、腰

上和脚上：北面，战火烧到鸭绿江畔；西

南，美支援法军侵越威胁中国边境；东

南，美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两弊相

衡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是加紧恢

复经济建设，还是出兵援朝作战，孰轻

孰重？党中央在充分讨论、反复权衡之

后，更加清晰而坚定地认识到：帝国主

义亡我之心不死，中国想要安心搞建

设，那是一厢情愿，只有打得一拳开，才

能免得百拳来。正如彭德怀所言：“老

虎总是要吃人的……向它让步是不行

的。……不同美帝国主义争个高低，我

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是困难的。”

很多时候，当选择成为抉择，尤其

是决心已定，需要的已不再是利弊得失

的权衡，而是“长剑既出，虽千万人吾往

矣”的坚毅决绝，以及“剑气如虹贯长

天，宝光入鞘风云淡”的从容淡定。我

国决定出国作战之后，苏联却取消了原

先与我们达成的关于对志愿军提供空

中支援的协议，这意味着朝鲜战场的制

空权将掌握在敌人手中。尽管如此，党

中央的决定不改，不论有天大的困难，

志愿军出兵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

推迟，仍按原计划渡江。

“横空大气排山去，砥柱人间是此

峰。”作出这一战略抉择，需要巨大的

政治勇气和果敢的历史担当。如果没

有“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

大，不参战损害极大”的战略考量，缺

乏“我们和美帝国主义较量是不可避

免的，问题就是看选择在什么地方”的

底线思维，没有“出兵援朝是必要的，

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的

宏伟气魄，顾虑这顾虑那、前怕狼后怕

虎，就不可能“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

绿江”，打出国威军威，打出几十年的

和平岁月。

无论什么时候，抉择总是艰难的。

惟其艰难，方显勇毅。今日之世界，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风云变幻、

波谲云诡。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

我们需要作出的抉择越来越多、难度越

来越大。“欲粟者务时，欲治者因势。”胸

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准确识

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敢于斗争、善

于斗争，坚定信心决心，强化使命担当，

我们就一定能够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

局中开新局。

（作者单位：77675部队）

毅然决然的战略抉择
■后宏亮 段肖峰

漫画作者：王文斌

网络无界，安全有疆。

结合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进军营，

全军部队于9月14日至20日，以“筑牢

网络安全防线，为强军兴军和备战打仗

营造良好网络环境”为主题，开展首届

军营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这一活动，

今后每年9月都将举行。

“每一台计算机都在贯彻人类的意

志，互联网是人类社会在数字空间的投

影。”当今世界，万物互联进程越来越

快，尤其是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

能、区块链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安全

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威胁和风险日益

突出，重大网络安全事件时有发生，产

生很大破坏性和杀伤力。正如一位专

家所言：先进技术打造的“矛”需要有更

高级的“盾”来防御，维护网络安全必须

有“软”“硬”两手。

所谓“软”，主要指观念意识。事实

上，我们面临的网络安全问题，很多是

意识问题。没有意识到风险是最大的

风险。有的将此看“小”了，把网络安全

简单理解为防止失泄密，只要严格遵守

“禁令”就行；有的将此看“偏”了，重发

展轻安全、重建设轻防护，埋下网络安

全隐患；有的将此看“淡”了，感到离自

己很远、与自己无关，危机意识、紧迫意

识不强。我们所处的网络时代，是一个

风险无处不在的丛林，倘若没有安全的

甲胄，将危机重重。正如一位震网病毒

设计者所言：总有笨蛋不注意自己手里

的U盘。

如今的互联网，早已不像当年的飞

鸽传书那么简单，网络空间已经加速演

变为战略控制的新领域、意识形态领域

斗争的新平台、维护社会稳定的新阵

地、信息化局部战争的新战场。网络安

全属于非传统安全，其内涵比传统安全

的内涵更加广泛，牵一发而动全身。网

络安全的弦绷紧一分，各种隐患才会减

一分；安全观念多一分，漏洞的风险才

会少一分。从上到下警钟长鸣，从左到

右筑牢堤坝，网络安全才不会成为强军

兴军的“阿喀琉斯之踵”。

所谓“硬”，主要指技术装备。核心

技术是国之重器，也是解决安全问题的

密钥。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强不强，关键

要看自己掌握多少核心技术。能否做

到“进不来，能预警，拿不走，打不开，读

不懂，自销毁，会追踪，保证据”，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网络安全基础设施建设是

不是科学完备，信息系统、机制、手段、

平台运行水平是不是处于领先地位。

在别人的地基上建房子，再大再漂亮也

经不起风雨。如果在核心技术上依靠

别人、依附于人，甚至产生代差，网络安

全的保险绳就会掌握在别人手里，随时

可能受到致命一击。

武侠小说里有一种防身设备叫软猬

甲，是用金丝和千年藤枝混合编织而成，

不但刀枪不入，煨上毒药还可成为暗

器。西方军事学家认为，网络战争在几

秒钟甚至更短时间内，造成的破坏不亚

于原子弹。面对全球日益严峻的安全形

势，面对我们网络安全整体防护能力还

不够强的现实，必须主动作为、积极创

新，升级软件、更新硬件，下好先手棋、打

好主动仗，着力打造一套令敌生畏的“软

猬甲”，做到攻防兼备、运用自如。

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很快就会结

束，但维护网络安全不可能“毕其功于

一役”，我们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

每名官兵都成为网络安全防护的“武林

高手”不太现实，但至少要具备高度的

安全意识、文明的网络素养、守法的行

为习惯、必备的防护技能，从“软”“硬”

两个方面筑牢网络安全的“防火墙”。

（作者单位：94782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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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时评

“要坚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持续

提升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在一些优势领

域打造‘长板’，夯实国际合作基础。”

习主席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这一重要

论述，对加快我国高精尖技术发展提出

了明确要求，为抢占科技高峰、掌握战

略主动指明了前进方向。

用木桶装水，容量取决于最短那

块板。可是，如果用木桶装黄金，容量

就取决于更多长板了。科学技术比黄

金更珍贵。科技创新是一个“掐尖”的

领域，生命力、竞争力取决于“长板”。

谁拥有关键核心技术，谁就能勇立科

技潮头，抢占先机、占据优势、掌握主

动。当年，“两弹一星”的成功，有力捍

卫了我国国家安全、奠定了我国大国

地位。近年来，天宫、蛟龙、天眼、悟

空、墨子、大飞机、高铁、北斗等一大批

前沿创新成果的取得，不仅带动了我

国科技快速发展，而且彰显了我国的

综合国力。

有种思维误区由来已久，即“离了

谁地球照转”。就地球而言，确实是离

了谁都能转。但对科技创新来说，有无

顶尖技术、拔尖人才，“转速”肯定大不

相同。必须清醒看到，虽然我们在一些

科技领域取得了长足优势，开始进入并

跑、领跑阶段，但有“高原”缺“高峰”、一

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仍然

存在。科技创新具有很强的竞争性，如

果长时间依靠别人、依附于人，跟在别

人屁股后面亦步亦趋，总有一天是要被

人掐住脖子的。

最先进的科技成果常常首先应用

于军事领域，国防科技是最现实和最直

接的核心战斗力，是军事发展中最活

跃、最具革命性的因素。从近几场局部

战争可以清晰看到，先进国防科技和技

术装备优势，越来越成为影响战场胜负

的“命门”。国之重器，不可示人。在一

些优势领域打造“长板”，不可能靠花钱

买，也不可能靠引进仿制，更不要指望

有什么救世主，必须立足自主创新、自

立自强、独创独有，把登山的保险绳牢

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创新之妙，在于思维。有一种“零

优势思维”，就是看到相对优势的相对

性，带着危机感把比较优势转化为竞

争优势，以免在大谈比较优势中丧失

了自身优势。我们既要看到自己的优

势，更要看到优中之忧，不能因自满自

足而懈怠不前。现在，一些西方国家

对我们的技术封锁和科技围堵越来越

严。形势逼人，挑战逼人，使命逼人，

我们没有别的出路，自主创新这口气

一定要争，这场仗一定要打赢，一些优

势领域的“长板”一定要加长。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

高下相倾。”科技创新日新月异，军事革

命一日千里，我们要增强忧患意识，坚

持底线思维，知“长”而扬“长”，知“优”

而忧“优”，突出战略重点，集中力量攻

关，力争抢占先发优势、赢得制胜先机。

（作者单位：武警河南总队）

在一些优势领域打造“长板”
■万鹏举

长城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