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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扬的人生，没有一劳永逸，需要

朝着诗和远方不断奋发进取。英勇的

军队，不能一成不变，必须向着强军目

标不断改革创新。

自古以来，物久则废，器久则坏，法久

则弊。世界上，变是唯一不变的真理。“我

创造，所以我生存”“不改革，死路一条”，

改革创新是人类文明的刻度。“惟改革者

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我党

我军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改革创新史。早

在1934年11月，红四方面军就曾制定过

一份用以宣誓的《训词》，内容共16个字：

“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

休。”改革创新是动力，改革创新出活力，

以改革创新的精神一往无前，就没有什么

困难能拦得住前进的脚步，就没有什么风

险能挡得住梦想的花开。

改革创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关键

在于是否有能力去实现。火车跑得快，

全靠车头带。各级党委是部队统一领导

和建设的核心，是把党的决策和部署贯

彻于全军的关键枢纽。党委的改革创新

能力强不强，直接影响部队建设的质量

效益。日前颁布施行的《中国共产党军

队党的建设条例》，紧贴新时代新使命新

体制，继承发扬党的建设的宝贵经验和

优良传统，总结吸纳军队党的建设的新

经验新成果，通篇贯穿着改革创新的思

想。把《条例》精神贯彻落实到部队建设

的方方面面，需要各级党委拿出敢抓敢

干、敢闯敢拼、敢作敢为的劲头，把握大

势、抢占先机，运用改革创新的精神、勇

气和方法解决新情况新问题。

“不改革，军队是打不了仗、打不了

胜仗的。”部队打胜仗，党委是关键。各

级党委勇于改革、敢于创新，部队就有

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在这次惊心

动魄的抗疫斗争中，军队支援湖北医疗

队第一时间成立3个临时党委、31个临

时基层党委、98个临时党支部。堡垒无

言，却凝聚着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强

大合力；旗帜无声，却激发出排山倒海、

所向披靡的无穷斗志。面对前所未知

的疫情，各级党委带领广大医护人员临

危不惧、迎难而上，从根本上破除惯性

思维、摒弃僵化思想，不断改革创新防

护措施、诊疗方案、检测方法，勇于担

当、聚力攻关，拿出了硬核产品，发挥了

重要作用。

发明家贝尔说：“有时需要离开常走

的大道，潜入森林，你就肯定会发现前所

未见的东西。”发展最忌讳“守成”、最害怕

“抱残”，因循守旧、迷信经验，只能亦步亦

趋、贻误强军。近几年，我军建设发展步

伐很快，各项改革深入推进，军事实践的

范围和领域大大拓展，同时建设理念、建

设思路、建设模式和建设方法等方面也有

不少亟待改进的地方。不日新者必日

退。适应新形势，解决新问题，担当新使

命，靠老观念、老办法、老经验抓工作是跟

不上趟的。各级党委只有以日新精神、精

进态度，着力改进不合时宜的指导方式，

转变陈旧僵化的思维模式，破除狭隘局限

的路径依赖，“既敢于出招又善于应招”，

“看准了的事情就坚定不移干”，方能不断

获得发展进步的生机与活力。

一位哲学家说，大海的表面是平的，

但大海的平面乃是由一个个起伏的波浪

组成，而推动波浪起伏的海风正是改革创

新。过去，我们凭着“敢闯敢冒”“杀出一

条血路”的精神气魄，越过万水千山，战胜

惊涛骇浪。而今，以改革创新为主题的新

军事革命，覆盖了战争和军队建设的全部

领域。置身奔涌向前的时代洪流，军事科

技突飞猛进，军事理论不断创新，军事制

度深刻变革，战争形态加速演变，我们没

有退路，唯改革才有出路，唯创新才有未

来。墨守成规、固步自封的沉重代价，我

们曾经有过锥心之痛，今天绝不能重蹈覆

辙、再走老路，坚决不能做守着陈规不放、

抱着利益不松的“守旧者”，不能做躲着问

题走、绕开难题行的“逃避者”。

“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愈

艰难，就愈要做”，鲁迅先生曾经这样洞察

和瞩望改革。改革创新之路从无坦途，必

须要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担当。各级党

委是落实《条例》的领导者、执行者、推动

者，必须时常反思“能力不足的危险”，勇

敢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坚决打破利益固

化的藩篱。“要敢于做先锋，而不做过客、

当看客”，坚持变中求新、变中求进、变中

突破，进一步强化抓创新、谋创新的使命

感和紧迫感，更加自觉地把改革创新发展

理念融入强军实践，着力培养造就大批富

有创新精神、勇担强军重任的新型军事人

才，切实让创新创造在军营蔚然成风。

敢闯敢拼，提升改革创新能力
—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军队党的建设条例》提高党委“五个能力”③

■张 松 张荣刚

长城瞭望

画里有话

“没想到刚入营就有了自己的战斗

编号，新训期间我一定努力拼搏，力争

所有课目都达到合格以上。”前不久，某

旅在欢迎新兵仪式上，以授予战斗编号

的方式让新战士一入营就感受到浓浓

的战斗气息。

部队是热血青年茁壮成长的大学

校，是淬炼琴心剑胆的大熔炉。连日来，

一批批有志青年告别家乡父老，陆续来到

火热军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起步决

定后程，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每年秋

天开学季，《开学第一课》节目总会给同学

们留下深刻印象，奠定成长成才的基石。

如何上好入营“第一课”，帮助新兵迈好军

旅生涯第一步，至关重要，影响深远。

“士兵应征入伍，穿上军装，拿起武

器，接受训练，以及睡眠、吃饭、喝水、行

军，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在适当的地点和

适当的时间进行战斗。”军队因战而生，

军人为战而存。当兵打仗，天经地义。

新兵“第一课”必须突出一个“战”字，力

求多一些硝烟味。大江南北，座座军

营，这样的场面让人热血沸腾：有的进

行新兵开训动员，刺杀操、班战术等课

目演示精彩纷呈；有的进行实战化背景

下的开训演练，挑应战、表决心，硝烟弥

漫、杀声震天……过去从电视上看“火

蓝刀锋”，如今在现场感受“士兵突击”，

战味浓郁的“第一课”给新战士的“兵之

初”刻上了血性烙印，进一步坚定了从

军报国、献身国防的信心和决心。

新兵刚入营犹如一张白纸，在上面

画什么、怎么画很关键。“第一课”好比第

一笔，是浓墨重彩还是轻描淡写，决定着

整幅画的风格和成色。笔者从一份问卷

调查中看到，有的新战士是怀着对军旅

的憧憬和对军人帅气形象的朴素向往来

到军营，有的参军是为了提干、入党、转

改士官以利于将来有出路，而对“当兵为

什么、扛枪为了谁”缺乏深度思考，对“捐

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缺少思想准备。

如果上不好“第一课”，就会给新战士这

张“白纸”留下墨渍，甚至产生心理阴影，

给整个军旅生涯带来负面影响。

今年是不平凡的一年，从争分夺秒

的抗疫斗争，到气壮山河的海上演习，

新战士对这些有着深刻印象，都是上好

“第一课”的优质素材。用抗疫精神培

育战斗精神，让荣誉室诉说军史的厚

重，学挂像英模传承先辈风骨，唱强军

战歌汲取前行力量……各单位要紧贴

实际、创新举措，多举行一些与“战”有

关、激发斗志的活动，真正让新战士感

知肩上重任、感悟如山使命，立志把青

春和热血融进强军事业的滚滚洪流，把

入伍誓词里“苦练杀敌本领，时刻准备

战斗”的铮铮誓言化为精武行动。

（作者单位：齐齐哈尔军分区）

新兵“第一课”要多点硝烟味
■夏清良

玉 渊 潭

前不久，我军新型边防巡逻被装配

发。戍边官兵们说，这个冬天穿上这套

设计先进、科技含量高、功能实用的被

装，身上心里都更暖了……然而，70年

前的那个冬天，因为艰苦卓绝的抗美援

朝战争，显得格外的寒冷与悲壮。

“最寒冷的冬天”，以此为书名的书

籍，美国记者大卫·哈伯斯塔姆写过，曾

任韩国陆军参谋总长的白善烨写过，中

国的作家也写过。没有一个冬天不寒

冷，而1950年的冬天为什么被称为“最

寒冷的冬天”？因为它对于交战双方来

说，都是一段永远抹不去的惨痛记忆。

位于朝鲜半岛狼林山脉东侧的长津

湖，长年冰封积雪。1950年10月底，这里

遭遇50年不遇的严寒，最低气温甚至降

到-40℃，加之湖区山峦叠嶂，山高林密，

道路狭窄，自然环境异常恶劣。美陆战第

1师师长史密斯曾对美军战史学家谈道：

“长津湖地区根本不适合军事行动，就算

是成吉思汗也不会想去征服它。”然而，一

场长达20多天的战役在这里打响了。

同一个战场，同样的酷寒，不同的是

双方的保障水平。一位志愿军老战士回

忆：“上海这个地方部队的棉衣它薄啊，

棉衣是一斤半，北方的棉衣是三斤半。”

参加长津湖战役的志愿军，大部分是从

华东调来的部队，由于紧急入朝，有的官

兵连过冬的服装都未换上，大部分官兵

穿着华东地区的薄棉服，充饥的是冻成

冰疙瘩的土豆和漫山遍野的冰雪。平均

下来，每个班只有一两床棉被，夜间官兵

们只能互相搂抱着取暖。

再看看我们的对手。美军每人都

有一件大衣和一个鸭绒袋，还有防寒

帽、厚呢军装、毛衣、大衣、毛袜、皮靴

等。连队还装备棉帐篷、火炉等。饮食

上，后方供应饼干、罐头、饮料等，甚至

还有火鸡、火腿、苹果派等“感恩节大

餐”。即便如此，一位参战的美军中士

仍这样回忆道：“想象一下怎样对付手

中的卡宾枪吧，那钢家伙是冰，你赤手

碰它就会被粘住，甩掉的唯一方法就是

舍去一层皮。”

拿破仑说过，“军队靠胃打仗”。从

这个意义上讲，胃里装着“一把炒面一

把雪”的志愿军，与“武装到牙齿”的美

军较量，胜负应该是没有悬念的。但

是，结果出人意料，甚至不可思议。50

多年后，年迈的美国老兵回忆起当时的

情景仍心有余悸，甚至会痛哭流涕：“我

被那些不畏死亡的灵魂震撼了，太可怕

了！”除了恐惧和敬畏，那场战争留给美

军的还有疑惑和不甘：中国士兵为什么

不怕死？中国军队为什么能打赢？

在他们看来，志愿军进攻时“很可

能服用了一种特殊药物”，特别是“撕心

裂肺的军号声”，让他们胆战心惊。李

奇微在他的《朝鲜战争回忆录》里描述：

“只要它一响起，共产党军队就像着了

魔法一般，全部不要命地扑向我军，每

当这时，我军总是被打得如潮水般溃

退。”其实，哪有什么“特殊药物”，又哪

来什么“魔法”，志愿军赢得胜利，靠的

是一股气，“美军不行，钢多气少”。

“我爱亲人和祖国，更爱我的荣

誉。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冰

雪啊，我绝不屈服于你，哪怕是冻死，我

也要高傲地耸立在我的阵地上。”这股

气，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

神，是“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崇高信念和

向死而生的英勇决绝。有了这股气，志

愿军官兵哪怕是冻成“原木”，也要坚定

前“移”、战斗不止；即便穿着单薄的衣

裳，也能在冰天雪地里一动不动，直至

壮烈牺牲，冻成一个个永不后退的冰

雕。也正是凭着这股气，我们不仅把抗

美援朝战争打成了美国人眼中“最寒冷

的冬天”，也在冰天雪地里凝结成了“谜

一样的东方精神”。

冬天是寒冷的，也最容易让人冷

静。我们常讲，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由于紧急入朝，准备仓促，我军长津湖

之战的后勤保障出现了一些问题，以至

于熟悉朝鲜高寒气候的一位专家曾发

出这样的警告：“你们这样入朝，别说打

仗了，冻都把你们冻死了。”虽然我们用

精神和意志，战胜了极端天候、钢铁巨

兽、猛烈炮火，但也出现了大量因冻饿

而产生的非战斗减员，代价沉重。

如今，随着时代发展，我军后勤保障

早已告别了缺衣少食、缺枪少弹的窘

境。但气为兵神，勇为兵本，人是战争胜

负的决定因素这一条永远不会变。如果

“最寒冷的冬天”再次不期而遇，我们能

不能做到即便牺牲，也要化身成钉、坚守

阵地；纵然倒下，也要化身成岭、守卫战

场？这个问题，我们只有作出斩钉截铁

的肯定回答，做到“钢”强“气”更盛，才能

在未来战场上立于不败之地。

（作者单位：武警广东总队梅州支队）

想起长津湖的冬天
■黄祖鹏

漫画作者：卫 杨

“每一天都全副披挂，每一刻都整

装待发，我用生命向使命承诺，假如战

争爆发，这就是我的回答。”连日来，一

段热血MV《假如战争今天爆发》引爆

网络，网友纷纷留言：战争来临之时，义

无反顾奔向战场，勇于亮剑、敢打能胜，

这是军人最好的回答。

毫无疑问，人民军队就是这样一支

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铁血雄

师。无论是战争年代抗击日本侵略者、消

灭国民党反动派、抗美援朝出国作战，还

是和平时期战洪水、防疫情、抗地震，只要

祖国和人民召唤，人民军队总是舍生忘

死、一往无前，浴血奋战、攻坚克难，用战

必胜、攻必克的行动做出最响亮的回答，

守护好祖国的一山一水、一花一草。

战争法则永远像钢铁一般冰冷。

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其实，很多

时候，不敢战或战不胜的后果远远不止

“等于零”这么简单，大多是毁灭性的。

“九一八事变”爆发，张学良请示南京政

府得到“不能打”的指示后，遂下令：“我

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这个命

令让实力数倍于敌的东北军放弃抵抗，

成了摆设。这种不抵抗政策，致使不到

4个月时间东北全境沦陷，更使日军侵

华的野心肆意膨胀，最终造成了中华民

族的空前浩劫和旷世灾难。

古今中外，军力羸弱、军队孱弱、军

人懦弱，导致亡国的历史悲剧何其之多。

1849年10月，著名钢琴家肖邦在弥留之

际，紧紧握着刚刚从波兰赶来的姐姐的

手，喃喃地说：“我死后，请把我的心脏带

回波兰，我要长眠于祖国的地下。”肖邦客

死他乡的悲惨命运背后，是波兰先后4次

被瓜分、3次被灭国的悲剧。而造成这一

悲剧的原因，最主要的是波兰军队面临战

争危险时不能战、不能胜，最终带来丧权

辱国、国破家亡的民族灾难。

历史教训殷鉴不远，它时刻警示我

们：当风雨来临、战争来袭，军人没有半

点退路，唯一的选择就是拿起武器、坚决

应对，唯一的行动就是不惜代价、赢得胜

利。试想，如果一支军队不思战、不谋

战、不练战，对手磨刀霍霍、跃跃欲试，你

却文恬武嬉、纸醉金迷。那么，一旦国家

有战事，两军相见于硬碰硬、实打实的血

火战场，怎么能够作出响亮回答、坚决回

应、强硬回击？一战即溃、一打即逃，端

不起祝捷的美酒，就要吞下战败的苦果，

就会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昨天的战争背影不远，今天的战争

面貌一新，明天的战争雏形已现。军人

的使命是打仗，军人的荣光是胜利。作

出敢打能胜的坚定回答，不是口头上的

承诺，而是行动上的兑现，靠的是实力，

凭的是能力，不仅要有防“狼”之心，还要

练就防“狼”之术。谁舍得为使命燃烧生

命，谁舍得为胜利付出一切，谁就能扛起

胜战的大旗。战争随时可能在下一秒打

响，唯有把备战打仗能力搞过硬，确保一

旦出手就能稳局控局，守住国家的主权

和安全底线。这是我们必须肩负的使命

任务，也是必须作出的响亮回答。

敢
打
能
胜
是
最
好
的
回
答

■
肖
玉
亮

【新闻】国防科技大学门口，一位七
旬老人身穿旧军装，满脸骄傲与喜悦。
老人名叫刘福昌，是一名上过战场的老
兵。他说，今年孙女考入国防科技大
学，非常高兴，特意穿上这身军装前来
送行，同时也想通过这种方式告诉后
辈，要继承传统、报效祖国。

【评论】

连日来，全国各地开展了隆重热烈

的欢送新兵仪式。从全村父老敲锣打

鼓、燃放鞭炮欢送新兵，到革命功臣为

新兵披绶带、戴红花；从举办军味浓郁

的欢送新兵晚会，到组织新兵参观驻地

革命纪念馆……这些充满仪式感的欢

送活动，让新兵们倍感振奋、深受鼓舞，

自豪感和使命感油然而生，报国志和精

武心更加坚定。

仪式感是什么？法国名著《小王子》

里有这样一句话：“仪式感就是让某一天

与其他日子不同，让某一个时刻与其他时

刻不同。”学生上课时，短短一句“老师

好”，既体现出了师道尊严，对师生彼此也

是提醒激励。军人视荣誉胜过生命，一次

刻骨铭心的仪式，往往胜过千言万语。出

征、宣誓、誓师、授奖、授勋、授称、晋升军

衔等仪式，曾让多少军人热泪盈眶、激情

澎湃、终生铭记。

作家洛蕾利斯说：“有仪式感的人

生，才使我们切切实实有了存在感。”荣

誉，只有被更多人认可尊重，才能彰显

其价值意义。仪式不仅是对使命的承

诺，更是对责任的传递。新兵入伍，一

切都是新的。无论是入营、开训，还是

授枪、宣誓，都要举行简朴而热烈、自然

但用心的仪式，给新兵以愉悦和激励，

唤醒军人的荣誉感、上进心，激发内心

深处的强军动力。

仪式感催生使命感
■王宏阳

新闻连连看

【新闻】河南郑州高铁站内，一位头
发花白的退休老教师，遇到正在候车的
入伍新兵。退休老教师郑重地向新兵
们举手敬礼，并深情嘱托：“保护好自
己，保护好人民，保护好我们的国家，向
你们致敬……”新兵们深受感动，齐刷
刷地用军礼回敬老教师。

【评论】

正气教师谆谆教诲，短短数语激励

兵心。网友纷纷点赞：一堂正能量爆棚

的好课，热血男儿铮铮铁骨，师生同心爱

国情深，向老教师致敬，向新战士致敬。

又是一年入伍季，一批批新兵身穿军

装，从四面八方陆续步入军营。一路上虽

然奔波劳累，但热心群众投来的崇敬目光

和送上的美好祝福，让新兵们倍感温暖。

前不久，一段全车厢乘客为边防新兵庆生

的视频刷屏。列车庆生会，浓浓鱼水情，滚

烫画面的背后，体现的是对军人职业的尊

崇，彰显的是对军人奉献精神的认同。

军人有地位，国家有力量。“让军人

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这句铿锵有

力、温暖兵心的话语，始终激励着广大

军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守于苦寒

之地、行走于风霜之野，矢志强军打赢、

一心谋战练战，用“愿以此身长报国”的

忠诚和“执干戈以卫社稷”的担当，护国

家安宁、保社会安定、佑人民幸福。

“你用尊崇行动放我在心上，我用青

春热血将国家利益永远扛肩上。”荣誉是

有形的责任，尊崇是无形的鞭策。全社会

越是关心、支持和尊重军人，我们越要心

怀感恩、知责思进。每一名新兵都要时常

想一想人民群众的期望期盼，想一想维护

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历史重任，苦

练本领、建功军营，真正不负厚爱、不负重

托、不辱使命。

尊崇感激发责任感
■满孝轩 魏旭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