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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70年前，从解放战争硝烟中走出的志

愿军将士，明知将碰到的是世界上最

强悍的敌人、将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

困难挑战，却为何能打出国威军威？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强有力的思

想政治工作发挥了生命线作用。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

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如何

把党中央作出的抗美援朝重大战略决

策，转化为全军同仇敌忾的自觉行动，

是志愿军开展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务。

当时，全军上下开展了以“美帝国主义

侵略朝鲜，我们不能置之不理”为主题

的形势任务教育，引导官兵正确认识

党中央提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的号召，“正确认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

义的一致性，正确认识志愿军入朝作

战的正义性和必要性”，让官兵懂得为

何而战、为谁而战的道理。正如志愿

军第39军出征誓词中所写：“为了反对

美帝国主义的残暴侵略，援助朝鲜兄

弟民族的解放战争，保卫中国人民、朝

鲜人民和亚洲人民的利益，我们志愿

开赴朝鲜战场，与朝鲜人民并肩作战，

为消灭共同的敌人，争取共同的胜利

而奋斗……”

“夫惟义可以怒士，士以义怒，可

与百战。”虽然美军在装备上占有极大

优势，且这种优势是“日军对八路军、

新四军的优势和国民党军对人民解放

军的优势远远不能比拟的”，但我们有

政治上的优势，有党的领导，有祖国人

民、朝鲜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支持，士气

高昂，兵员充足，完全能够取得最后的

胜利。“凡与敌战，须激励士卒，使忿怒

而后出战。”通过一系列宣传教育动

员，打消了官兵“该不该打”和“能不能

打”的思想疑虑。当时，全军部队近

500万人中除了向西藏进军的官兵无

法调动外，几乎人人自愿报名到朝鲜

参战，国内也有 3000万适龄青年报名

应征。

“战场上哪里最需要政治工作？是

前线！是战斗最激烈的地方！怎么

做？那得因战制宜。”上甘岭战役中曾

任宣传科副科长李明天的一番话，简明

扼要、切中要害，道出了志愿军战时政

治工作的重点和方法。抗美援朝战场

上，上有敌机轰炸，下有炮火轰鸣，政治

工作的课堂大多在堑壕里、山洞里、坑

道里，不可能坐下来“上大课”，只能见

缝插针、随机应变，“一个苹果”“一滴

水”“一杯茶”等小故事、“枪杆诗”，往往

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志愿军提出

的“打好出国第一仗”“立功去见毛主席”

“多守一天多一分胜利”等口号，组织的

“穿插立功”“孤胆作战立功”“狙击杀敌

立功”等活动，开展的仇视、蔑视、鄙视

美帝国主义“三视”教育，极大地鼓舞了

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把一个个“不

可能”变成了可能。

“我宣誓，我们连是个有着光荣

传统的连队，每个人都是一颗钉子，

要牢牢钉在阵地上，天大的压力也要

顶住……”硝烟散尽，初心依旧。青

山凝碧曾是血，绿水流辉应为魂。当

年的“松骨峰特功连”，已是今天的中

部战区陆军某部3连，每逢新兵入伍、

干部调入，都要组织入连仪式。誓词

内容就是松骨峰战斗中连队指导员

杨少成的临终遗言。这已成为连队

一代代官兵赓续传承的红色基因，也

是我军弘扬抗美援朝精神的一个缩

影。气为兵神，勇为兵本。强有力的

政治工作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凝聚形

成的“谜一样的东方精神”，永远是我

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强大动力，永

远是我们提高新时代备战打仗能力

的精神力量。

“战争是最出色的变脸师。”不可

否认，与抗美援朝战争相比，现代战争

形态已发生深刻变化，从过去的钢铁

与钢铁碰撞，变成如今的芯片与芯片

较量。未来战场上，如何做到像志愿

军将士一样，面对如山军令，即使牺牲

也要化身成钉、坚守阵地；面对强大对

手，纵然倒下，也要化身成岭、守卫战

场？昨日之史，今日之师。无论时代

条件如何发展，战争形态如何演变，人

是战争的主体和关键的制胜力量，政

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这两条永远

不会变。从抗美援朝精神中汲取强军

兴军力量，不断创新改进战时政治工

作的方法手段，真正让生命线时刻紧

随、始终贴紧任务线、冲锋线，我们就

一定能够永远激扬“雄赳赳、气昂昂”

的磅礴气势，创造更多战争奇迹，赢得

更多铁血荣光。

（作者单位：96747部队）

激扬“雄赳赳、气昂昂”的磅礴气势
——弘扬抗美援朝精神提高备战打仗能力②

■王 庆

在国家博物馆陈列窗里，摆放着一

铲泥土。这不是一铲普通的泥土，它来

自朝鲜战场的上甘岭。这铲泥土里，土

和弹片的比例几乎是1∶1。
当年，这铲泥土所在的约3.7平方

公里的上甘岭阵地上，美军在一个半月

里，出动飞机 3000多架次，倾泻炮弹

190余万发，炸弹5000余枚。一位志愿

军老战士回忆道：“一个山头，不但没有

了树木，而且把这个山头的岩石都炸低

了两米。”

然而，在43天时间里，志愿军将士

依托坑道工事，誓死不后退半步，打退

对方900多次冲击，歼敌25000多人，涌

现出了一大批名垂青史的战斗英雄。

在597.9高地上，特级战斗英雄黄继

光，拖着重伤的身躯，一跃而起，用自己

的胸膛抵住敌人的枪口。部队乘势前

进，攻下了高地，全歼敌守军。世人皆知

黄继光，但鲜为人知的是，10天后，继任

的六班班长吕慕祥再次演绎了这一英勇

壮举——多处负伤的他，拉响手雷扑向

敌人的地堡。这场战斗中，留下姓名的

“黄继光”式战斗英雄就有38位。

“不上英雄榜，便涂烈士墙！”第15

军编撰的《抗美援朝战争战史》中，有这

样的记载：“上甘岭战役中，危急时刻拉

响手雷、手榴弹、爆破筒、炸药包与敌人

同归于尽，舍身炸敌地堡、堵敌枪眼等，

成为普遍现象。”据统计，仅志愿军第15

军就先后涌现出各级战斗英雄 12347

人、英雄集体200余个。

“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

鲜花。”艰苦卓绝的抗美援朝战场，是一片

盛产英雄的土壤。志愿军的英雄谱系里，

有一大批如雷贯耳的名字：与敌同归于尽

的杨根思，在烈火中焚身的邱少云，奋不

顾身救伤员的解秀梅，纵身冰河救少年的

罗盛教，以及“侦察英雄”杨育才、“爆破英

雄”伍先华、“登高英雄”杨连弟、“孤胆英

雄”胡修道、“担架英雄”宁儒贤……在这

场烈度空前的战争中，志愿军涌现出30

多万名英雄功臣和近6000个功臣集体。

“量产”的英雄，不可能靠科幻电影

中的“基因工程”去复制，背后是爱国主

义、国际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深厚土壤。

黄继光在给母亲邓芳芝的最后一封信

中写道：“为了全祖国家中人等幸福日

子，男有决心在战斗中为人民服务，不

立功不下战场！”三次入伍的“一级战斗

英雄”曹玉海对恋人说：“我不是不需要

幸福，我不是天生愿意打仗，可是为了

和平，为了世界劳动人民的幸福，我就

要去打仗了。”对敌人的仇恨，对祖国的

热爱，对人民的忠诚，化为了志愿军将

士满腔的怒火和顽强的斗志，化作了浴

血奋战、杀敌立功的实际行动。

战功是对军人的最高褒奖，更是凝

聚军心、鼓舞士气的有效手段。抗美援朝

战争期间，志愿军广泛开展如火如荼的群

众性立功活动。志愿军空军提出战时飞

行员立功标准，并明确：我机每击落一架

敌机，即在座舱两旁机体上涂上一个实心

金边红五星，击伤涂一个空心金边红五

星。这些措施极大地激励了广大指战员

的战斗热情，建立了大量战功，也催生出

大批功臣。空军第3师在68天里，击落击

伤敌机63架。毛泽东看到报告后，亲笔

批示：“向空军第三师致祝贺。”

英雄烈士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英

雄不怕牺牲，就怕被遗忘。只有永远怀

念他们，给予极大的荣誉和敬仰，才能树

立尊崇英雄的导向，形成英雄辈出的良

好局面。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入朝作

战仅34天，就壮烈牺牲。1953年4月，

毛泽东特地请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到中

南海做客。一位烈士父亲的手和一位烈

士母亲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毛泽东说：

“你失去了一个儿子，我也失去了一个儿

子。他们牺牲得光荣，我们都是烈属。”

“每思祖国金汤固，便忆英雄铁甲

寒。”英雄可以埋骨他乡，可以碑上无名，

但后人永远不能忘记英雄、国家永远不

能忘记英雄。给英雄最好的保护、关心、

爱护，就是对英雄最好的崇敬，也是“量

产”英雄的最佳方式。今年国庆节前夕，

第七批117位志愿军烈士英灵在近70年

后回到祖国和人民的怀抱，在中华大地

上安息。没有比魂归故土更好的告慰，

没有比铭记传承更好的延续。碧血千

秋，英雄永不朽；山河无恙，吾辈当自强。

“实现我们的目标，需要英雄，需要

英雄精神。”如今，张思德、董存瑞、黄继

光等10位英模的画像，悬挂在全军基层

单位。每一个为国捐躯的生命背后，都

饱含着气壮山河的英雄故事；每一个立

身为旗的忠魂之中，都猎猎燃烧着不屈

不挠的民族精神。我们要铭记先烈遗

志，传承红色基因，深扎信仰之根，砥砺

前行、不懈奋斗，用鲜血和生命创造新

的荣誉，让英雄的旗帜永远高高飘扬。

“量产”的英雄
■李 硕 李勇东

“餐饮浪费现象，触目惊心、令人痛

心！”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不能只“惊心”

“痛心”，关键还要用心。只要处处用心、

事事上心，很多问题就不难解决。

成由勤俭败由奢。厉行节约是一件

大事，需要在大的项目上节能降耗，但

“不积细流，无以成江海”，也要从一件件

具体小事做起。立足平时，从我做起，节

约每一滴水、每一度电、每一张纸，就能

积少成多，产生规模效应。

节约二字，蕴含着一种精神。这种

精神，需要用心去体会，真心去践行。用

心，就会自觉地从每一个细小环节入手，

像居家过日子一样精打细算，常思一粥

一饭之不易，常念半丝半缕之维艰。

“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节约的

关键是要用心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只

有当节约成为一种日常状态、一种工作

态度、一种行为方式，成为发自内心的需

要时，每一分钱才能花出最大效益。

厉行节约从“心”始
■陈新建

某旅优化表彰奖励工作实施办法，为获奖士兵制作“电子喜报”，
通过加密电子邮件的方式进行点对点发送，让官兵家属第一时间收到
喜讯。

张学士图

长城论坛

“如果出去旅游，回来不发一下朋友

圈，就好像没去过一样。”这是一位战友

的微信留言。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的

感受，一日不分享朋友圈，就觉得生活像

少了什么东西。

今天，我们处在一个信息技术高度

发达的社会，随着微信、抖音、快手等社

交媒体的普及，日常生活有了展示的空

间。无论是吃什么、玩什么、练什么，还

是看到的、想到的、听到的，都可以在朋

友圈里晒一晒。

朋友圈是我们维系人际交往的一种

方式，通过“晒”来记录日常的点滴、分享

生活的际遇，可以收获好友的点赞与关

注，获得心理满足感。分享有用信息，调

节生活趣味，追求时代风尚，彰显个人自

信，这是积极有益的一面。

但是，凡事都有两面性，尤其作为军

人，切不可一味地生活在“圈”里。部队是

最讲纪律的地方，什么可以分享，哪些不

能公开，都有明确要求，必须“晒”前三思，

严守相关规定，谨防泄密违纪在弹指间。

“晒”前三思莫泄密
■于蕙姿

“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我只要结果。”

“你要是干不了就换人”……每当发现工

作不落实或出了问题之后，个别领导干

部习惯吹胡子、瞪眼睛说一些“狠话”。

说“狠话”而不下“狠劲”，是解决不了问

题的。

一些单位落实上级部署不用心、

不务实、不尽力，有的干部干工作疲疲

沓沓、拖拖拉拉，甚至弄虚作假、欺上

瞒下，确实有必要说几句“狠话”敲打

一下。但行动比表态更重要，如果只

拍桌子说“狠话”，而缺少抓铁有痕、踏

石留印的“狠劲”，“狠话”就会变成空

谈、作秀，问题就可能“涛声依旧”，甚

至愈演愈烈。

行胜于言。无论是纠治不正之风，

还是根治顽症痼疾，都不能满足于夸海

口、说狠话，而要做好使狠劲、出狠招的

“下篇文章”。只有进一步细化工作措

施、强化执行力度，持之以恒、言出必

行，方能把问题解决彻底，让基层官兵

满意。

不能只狠在“嘴”上
■王 旭

谈训论战

长城瞭望

玉 渊 潭

“在干部干好工作所需的各种能力

中，政治能力是第一位的。”习主席在

2020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

要讲话，要求年轻干部要提高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其中特别强调：“年轻干部

要提高政治能力”。这是殷切嘱托，也是

明确要求。

“政者，众人之事也，治者，管理也。”

政治能力是党员干部的首要能力，也是

最根本的能力。刀在石上磨，人在事上

练。政治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

一劳永逸的，而是在长期实践中不断历

练出来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

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党员干部特别是

领导干部要加强政治能力训练和政治实

践历练。大多数年轻干部涉世不深，政

治阅历较浅，如果不注重加强政治历练，

就可能导致信仰缺失、信念动摇、思想松

懈、斗志衰退、作风涣散，就会犯大错误、

出大问题。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是为着解决

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

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重大

现实任务既是检验政治能力的“试金

石”，也是锻造政治品格的“磨刀石”。

我们党历来注重在重大政治任务中、

在火热社会实践中锻炼培养干部，加

强政治历练，积累政治经验，提升与履

行使命任务相匹配的政治能力。从战

争年代到和平时期，一大批年轻干部

历经硝烟战火洗礼、经受大风大浪考

验、经过急事难事锻炼，在千锤百炼中

逐步变得“老练”，政治信仰之“钙”补

得更足，政治方向之“舵”把得更准，政

治立场之“根”扎得更稳，政治纪律之

“底”守得更牢。

“只有会做政治工作的人才会打

仗，不懂政治的人就不会打仗。”军队作

为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担负

的任务都是政治任务。面对强国强军

的时代要求、面对国家安全的严峻形

势、面对现实存在的战争风险，能否透

过现象看本质，做到信念如磐、立场坚

定，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直接考验着各

级指挥员的政治能力。要把政治能力

摆到首位抓、放在第一位练，在强化备

战打仗的使命担当中保持政治定力，在

立起备战打仗的鲜明导向中提高政治

站位，力求每完成一项重大任务、每经

历一次重大斗争，就积累一份政治经

验，提升一点政治能力。

习主席强调：“要自觉加强政治历

练，增强政治自制力，始终做政治上的

‘明白人’、‘老实人’。”当前，我军军

事斗争准备任务十分繁重，军队建设

内外环境变化十分深刻，风险和挑战

明显增多。确保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

下都能“不畏浮云遮望眼”“乱云飞渡

仍从容”，就要从平时做起，从点滴入

手，从自身严起，把重大任务作为最直

接的训练，把解决棘手难点问题作为

最重要的检验，把繁重工作考验作为

最有效的课堂，把解决实际问题作为

最实用的过程，坚持不懈、久久为功，

切实在强军兴军实践中不断锻造提升

政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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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战争前夕，以美军为首的联

合国军面对中国政府“不会置之不理”的严

正警告，依然越过三八线，企图迅速占领朝

鲜全境。然而，在后来的越南战争中，美国

政府再也不敢把中国政府的警告当作耳旁

风，其地面部队始终未敢越过我国严正声

明的北纬17度线。这充分说明，慑战止战

靠的是胜战实力，没有实力的警告是不起

作用的。

“威慑兕虎，莫之敢伉。”军队的根本

职能是能打胜仗，军人的根本价值是慑

战止战。然而，慑战止战到底能不能产

生“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关键取决

于三点：第一是实力，没有实力就是虚张

声势；第二是决心，没有决心，实力形同

虚设；第三是知会对手，对手不知道，就

可能莽撞行事，难以形成威慑。实力是

威慑的基础，决心是威慑的灵魂，知会是

威慑的手段，三者缺一不可。

克劳塞维茨曾告诫人们：“当一个国家

容许他的敌国无限制扩张侵略野心而不加

以阻止的时候，这个国家就注定要开始衰

败了。”无论什么时候，军事手段是维护国

家安全的保底手段，军事实力始终是防范

化解重大风险的底牌和王牌。而且，越是

形势复杂，军事这一手越要过硬。只有关

键时刻军队能够顶得上、靠得住、打得赢，

国家安全才有底数，民族复兴才有底气。

言武备者，练为最要。实力不是

“喊”出来的，而是“练”出来的。任何一

支军队，战时的从容应变，都源于平时的

严格训练。解放海南岛战役发起前，第

40军军长韩先楚和战士们一起学习海

洋知识、进行陆上旱练，使官兵们逐渐适

应了海战环境，创造了以木帆船为主成

功进行大规模渡海登陆作战的范例，最

终将胜利的红旗插到了“天涯海角”。

今天，我们军事实力大大增强，但国

际形势波谲云诡、周边环境复杂敏感，战

争危险现实存在。我们不干称王称霸的

事，但也绝不会拿国家的核心利益做交

易。“谁都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

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的坚定决

心，要靠军队能打仗、打胜仗的强大实力

作后盾。只有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危

机意识、打仗意识，练就克敌制胜的过硬

本领，立足最复杂最困难的局面做好各

项准备，才能遇事不慌、措置裕如、决战

决胜。

（作者单位：武警驻马店支队）

慑战止战要有胜战实力
■薛 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