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八一评论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１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桑林峰 实习编辑/洪治 夏云龙

70年前，抗美援朝战场上，那些勇

敢的士兵，让我们赢得了尊严。

精锐士兵永远是将军手中的利剑，

而中国士兵当之无愧。由于交战双方

装备技术水平的巨大差距，彭德怀手里

能够用来弥补这种差距的最有力资源

只有一种——英雄的士兵！

志愿军主力团团长范天恩直到暮

年还一直惦记着他的士兵。他有句名

言：“真正打起仗来，英雄是那些士兵。”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无数基层官兵

表现出来的忠诚、智慧、担当和无畏，在

历史深处熠熠闪光。

“只要有我们的勇敢，就没有敌人的

顽强”，这是杨根思烈士的名言。他在小

高岭战斗中，拉燃导火索，纵身向敌群冲

去。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杨根思式”的

英雄层出不穷：黄继光，在上甘岭战役

中，毅然扑向敌人火力点，用胸膛堵住了

敌人机枪的射击；杨春增，在争夺541高

地战斗中，连续打退敌人14次进攻，最

后举起一颗手雷扑向敌群；伍先华，在抢

占720高地的战斗中，抱起20多公斤重

的炸药包，毅然跳进敌人的坑道内……

惊天动地的英雄之花遍地开放。

一人舍命，十人难挡。两眼炸瞎的

战士王合良背着两腿炸断的副班长薛志

高仍坚持战斗。“不上英雄榜，便涂烈士

墙。”仅上甘岭一役就有38名勇士与敌人

同归于尽。此役，曾有参军3个多月的新

战士在战斗十几天后当上连长，因为连队

的干部和老战士都伤亡殆尽了。

战场上的英雄数不尽、说不完。志

愿军第24军一个名叫张桃芳的青年战

士，渴望杀敌立功，把自己练成神枪

手。他在32天内用436发子弹毙敌214

名，打成了闻名全军的“二级狙击英

雄”。19岁的神炮手彭良义，用86发迫

击炮弹击毙121个敌人。“孤胆英雄”刘

光子，孤身生擒63个英国兵，是志愿军

抓俘虏最多的单项纪录保持者。第42

军战士关崇贵用轻机枪3个点射打下一

架美P-51战斗机。在后来的一次战斗

中，他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孤身坚守阵

地3天2夜，最后只能趴着开枪，腿都站

不起来了。战后，他连升3级，直接从副

班长提升为副连长。这就是朱德所说

的，“使勇敢与技术相结合。勇敢加技

术，就战无不胜”。

这些铁血战士，用自己的青春和生

命铸就了胜利的基石，也为祖国和军队

赢得了尊严。

“军功最来之不易的部分落在士兵的

肩上。”两年多的战争中，志愿军共涌现出

荣立三等功以上人员302724名，其中特

级战斗英雄2位（杨根思、黄继光），一级战

斗英雄51位。这些英雄、楷模、功臣，遍布

志愿军各个部队和各类工作岗位。他们

是中华儿女的优秀代表，是共和国的脊

梁，是值得世世代代永远怀念的英雄。

毛岸英，毛泽东的长子，也把生命

留在了朝鲜。对毛岸英的牺牲，彭德怀

说：岸英是第一个向我报名参加志愿军

的。国难当头，挺身而出，这不是每个

人都能做得到的。有人就没有做到，但

毛岸英做到了。

从入朝参战到牺牲只有短短的37

天，年仅28岁的毛岸英没有获得任何荣

誉称号和奖章，但他和成千上万把生命

留在朝鲜的志愿军战士一样，在这场捍

卫“和平与正义”的战争中永垂青史。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

天。据统计，抗美援朝烈士共有197653

名。他们中的大部分牺牲时尚不满30

岁，正值青春年华。烈士们永远年轻，

他们的功勋永垂不朽！

周恩来常说：“想到那些死难的烈

士，我们没有权利不努力工作，没有权利

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抗美援朝英烈

为我们立起了标杆、树起了榜样，我们唯

有秉承红色血脉，赓续红色基因，发扬红

色传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

勇做可堪大任的红色传人、时代新人，不

断把强国强军事业推向前进，才是对他

们最好的缅怀和告慰。

崇尚英雄、学习英雄，才能成为英

雄、无愧先辈。让我们永远铭记那些英

勇无畏的志愿军指战员：邱少云、孙占

元、胡修道、杨连弟、许家朋、杨育才、李

家发……他们与日月同辉，与青山同在！

尊严在勇者的剑锋之上
■桑 叶

“没有逆行，哪有逆袭？作为党员

和军人，听令而行、逆险出征是我们义

不容辞的担当和使命。”在军事科学院

召开的庆祝陈薇荣获“人民英雄”国家

荣誉称号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陈薇

坚定有力地说。

逆行是向险而行，是危中求机。如

果说逆行是革命军人的一种常态，那么

逆袭就是冲锋战斗后的胜利成果。只有

不怕牺牲、冲锋不止，把逆行当作使

命，才可能逆袭成功，赢得胜利。

向何处行，为谁拼命，蕴含着价

值取向，折射出信仰追求。对革命军

人来说，变的是战场，不变的是逆

行。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抗击非典，

到抗震救灾，再到今年的鏖战疫魔，

子弟兵把灾难当作命令，奔赴一线，

义无反顾，救民于水火，助民于危

难，上演了无数向险而行的突击之

战，以命相搏的生死之战。正是这样

的逆行，让我军闯关夺隘，战胜一切

困难，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历史证明，子弟兵总是在人民最需

要的时候，以最无畏的姿态逆行而上，

以最有力的行动精彩逆袭。当今世界正

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强军征程上会

遇到很多艰难险阻。广大官兵应敢于逆

行不惜力、不惜命，履行使命不变向、

不停步，奋力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

硬核逆袭。

没有逆行,哪有逆袭
■达瓦索朗 沈先文

画里有话

长城论坛长城瞭望

玉 渊 潭

搞形式主义的人，往往能力素质亟

待加强。

这一情况在疫情防控中得到再次印

证。疫情防控要求预警研判精准高效、

数据统计快捷及时，这对领导干部的能

力素质要求很高。而那些不懂现代技

术，不会应用大数据、云计算的领导干

部，还坚持层层开会作指示，要求下级填

报各种数据材料。这不仅效率低下，还

增加了安全风险。

可以说，搞形式主义只会放大个人

的能力短板。

形式主义治理了这么多年，缘何在少

数单位仍像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长一

茬？原因可能有很多，但领导干部能力素

质和工作方法跟不上时代要求是一个重

要原因。解决形式主义的招法有很多，比

如制度机制、科技手段、创新思路等，但这

一切都要归结到领导干部的能力素质

上。领导干部的素质短板不补齐，就很难

找到代替形式主义那一套的东西。

实际上，很多领导干部并不是天生

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者，也不是不想把

工作做好。他们之所以要掩盖矛盾和问

题，说空话、套话、大话，报喜不报忧，做

一些轰轰烈烈的表面文章，根本原因在

于缺乏创新的招法、担当的本领，只好选

择习以为常、轻车熟路的形式主义。

“妨碍人们创造的最大障碍，并不是

未知的东西，而是已知的东西。”不实现能

力升级、不扩容新的本领，不破除长期形

成的惯性思维、路径依赖、习惯做法，形式

主义就很难根除。比如，调查研究不会新

的招法，只好搞前呼后拥、走经典路线那

一套；检查考核找不到新抓手，只好重拾

查查笔记、看看痕迹的老路子；指导工作

没有新的思路，只好照本宣科、原则来原

则去地作指示。诸如此类，老办法不管

用、新办法不会用，顾不了“里子”，总得顾

个“面子”，领导干部不自觉地就会用形式

主义来应付，用官僚主义来拍板。

补足能力短板，是战胜形式主义的

良方。以前部队管理层层审批，今天一

个智能系统分分钟搞定；过去分析官兵

思想状况反复征求意见，今天依靠大数

据很快就能解决；昔日签份文件拿个夹

子跑来跑去，今天“网络办公”“云办公”

不见面就能轻松解决……事实证明，领

导干部做到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与时俱

进、因地制宜地创新工作机制、更新方式

方法，全面打破惯性思维和习惯做法，就

一定能找到适应时代、适应战斗力建设

的新手段新模式，切实把形式主义丢到

“历史的垃圾堆里”。

搞形式主义只会放大能力短板
■朱道文 司 杰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

习主席在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

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指出，

“年轻干部要提高调查研究能力”“一定

要学会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中提高工

作本领”。这些重要论述，再次强调了

调查研究能力对年轻干部成长成才、干

事创业的重要意义。

调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基本功。

“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

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

问题就解决了。”表面上看，调查研究

很简单、很管用，但这里有一个基本前

提，那就是要有较高的调研能力作支

撑。没有调研能力，办法就找不出来，

问题也解决不了。如何检验调查研究能

力？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让调查研究成果

结出硕果。

现实生活中，有少数年轻干部一遍

遍下到基层调研，调研报告也写了一份

又一份，但这些调研成果大都是司空见

惯的事情，没有把准时代的脉搏，也没

有抓住部队建设的倾向性问题，最终未

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未能有效

转化为部队战斗力。究其原因，根本在

于缺少调查研究能力，调研成果不扎

实。

让调研成果结出硕果，首先要下

真功夫、深功夫。如果走马观花、蜻

蜓点水，一得自矜、以偏概全，就不

可能赢得官兵信任、掌握真实情况。

只有放下架子、俯下身子，坚持到官

兵中、到基层中去，自觉拜官兵为

师，多和官兵坐同一条板凳，善于倾

听官兵所想所急所盼，才能抵进基层

“原生态”，探得第一手资料，获得良

好的调研成果。

有了良好的调研成果，还要做好

成果的转化运用。对比较成熟的调研

成果，要及时上升为决策部署，转化

为具体措施。在一些部队，很多调查

研究能力较强的年轻干部，能很好地

把调研成果体现到工作中去、转化到

部队转型建设上来，不仅破解了部队

建设发展的难题，还有效释放了改革

效能。相反，那些调研成果结不出硕

果的年轻干部，只能说明其调研能力

还需要继续加强。

当前，各单位正在为拟制好我军建

设“十四五”规划建言献策。年轻干部

只有不断提高调查研究能力，真正在政

治教育、练兵备战、人才培养、基层建

设等方面取得实实在在的调研成果，才

能提供有效的“金点子”、绝佳的新思

路、科学的好办法，不断推进新时代强

军事业迈上新台阶。

让调研成果结出硕果
——提高年轻干部“七种能力”系列谈②

■张家林

人们常说，领导干部两件事，即作

决策、用干部。可见，科学决策是年轻

干部不可或缺的一种能力。

习主席强调，“年轻干部要提高科

学决策能力”“作决策一定要开展可行

性研究”。这一重要讲话告诉我们：是

否深入开展可行性研究，既体现年轻干

部的科学决策能力，也决定决策能否取

得实效。

决策失误是最大的失误，决策浪

费是最大的浪费。在决策中，我们常

讲一个“慎”字，其实就是提倡科学

决策，反对胡乱决策。三峡工程自

1983年就正式提交了可行性研究报

告，先后聘请了 40多个专业的 412位

国内外专家进行了长达10年的研究论

证，最终才形成国家决策。由此可

见，只有经过可行性研究，才能提高

科学决策水平。

部队是要打仗的，决策事关强军事

业、事关军队荣辱，一丝一毫都马虎不

得、轻视不得。部队年轻干部想问题、

作决策，绝不能忽视可行性研究。那种

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

的干部，实质是对打赢事业不负责任。

年轻干部只有多开展可行性研究，多听

听普通官兵、专家学者、上级领导的意

见，综合评判，科学取舍，才能使决策

符合实际情况。

现实生活中，仍有少数年轻干部

轻视可行性研究，认为只要开过会、

举过手、念过票，就可以“照单行

事”。殊不知，很多事物具有复杂的一

面，有的看似可行，实则不可行；有

的从眼前看可行，从长远看不可行；

有的从技术手段上看可行，从政治影

响上看不可行；有的从局部看可行，

从全局看不可行。如果不作可行性研

究，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从小

处讲会造成资源浪费，从大处讲会贻

误军事斗争准备。

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深刻变化，国

家安全形势复杂严峻，尤其需要年轻干

部提高科学决策能力。广大干部特别是

年轻干部在重大决策前，一定要开展可

行性研究，科学考量、综合分析，看事

情是否值得做、是否符合实际，真正做

到全面权衡、科学决策，既为一域争

光、更为全局添彩。

不可忽视可行性研究
——提高年轻干部“七种能力”系列谈③

■吴继宏 邓元法

70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

绿江。经过 33个月的艰苦鏖战，进行

了 11次大规模战役行动，志愿军将士

最终打赢了抗美援朝这场国际化的现

代战争。

装备落后的志愿军缘何能打败武

装到牙齿的美军？离不开人民军队机

动灵活的战略战术。

如果要探究志愿军胜利的答案，

毛泽东同志作了精辟概括：“我们的愿

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

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

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

你打，最后打败你。”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不管敌人如何

强大、怎样变化，志愿军将士始终坚守

一条，那就是扬长避短，摸透敌人的底

数，抓住敌人的弱点打，直至取得一个

又一个胜利。

第一次战役，志愿军打的是“遭遇

与反突击战役”，采取的作战方针是在

运动中歼灭冒进之敌，体现了高度灵活

的战略战术。这次战役中最为著名的

就是云山之战。第39军在云山之所以

能初战获胜，关键在于发挥了国内革命

战争中形成的善于近战、夜战的光荣传

统，事先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利用黑夜

隐蔽接敌，打响后即冲进敌阵地，和敌

人展开白刃战、交手战，从而实现了以

我之长、击敌之短。云山战斗作为一次

在运动中出色阻击敌人的夜间进攻战，

受到多国军队推崇。日本陆上自卫队

的《作战理论入门》一书，将云山战斗作

为模范战例编入其中。

第二次战役，志愿军打的是一次

极其成功的迂回穿插和正面进攻相结

合的运动战，胜利成果超过原来的预

期；第三次战役，志愿军发动的是一场

趁敌未稳的追击战，最大的政治影响

是占领了汉城；第四次战役，志愿军进

行的是运动防御战，取得了横城反击

战的重大胜利；第五次战役，志愿军采

取的是攻击和防御相结合的作战模

式，它让我军指挥员总结出与现代化

程度较高的美军作战的一般规律；上

甘岭战役，志愿军成功打赢了坑道战，

打出了令敌人胆寒的“上甘岭精神”；

金城战役，志愿军实施了强有力的合

同作战，取得了辉煌战果。

从志愿军进行的多次战役行动可

以看出，每一次战役的打法都不一样。

这些成功的战例深刻地告诉我们，与强

敌较量，必须避其锋芒、击其软肋，因势

而变、借力打力，最大限度地发挥我军

长处。事实证明，只要坚持“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

就能取得战斗的胜利。

第五次战役前期，一些新轮换的部

队滋生了轻敌思想，不善于研究美军，

认为美军并不可怕，是“纸老虎”，一打

就跑，结果在美军强大的火力下吃了

亏。后来，针对美军火力猛、技术好、联

合强的优势，志愿军将士采取坑道战、

小歼灭战、“零敲牛皮糖”等战法打法，

取得了一系列胜利。

今天，我军正在深入推进练兵备

战，深化军事斗争准备。要想打败对

手、打赢未来战争，就不能不从历史中

汲取经验教训，从抗美援朝战争中探索

制胜之法，始终保持高超的战略战术，

真正做到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在摸熟

摸透敌人中赢得先机，在瞄准对手短板

弱项中实现先胜。

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不是一成不

变的战法打法，而是着眼战争形态、着眼

对手强敌设计好战争，像训练一样打

仗。从近年来几场局部战争看，无论是

科索沃战争的“非对称理论”，还是阿富

汗战争的“网络中心战”；无论是伊拉克

战争的“快速决定性作战”，还是叙利亚

战争的“混合作战”，可以说每一场战争

都是不同的样式。但战争胜利的一方，

无不依靠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

当年，我军应对抗美援朝战争时，

指挥员们对美军的作战特点进行了深

入研究，真正找准了对手的弱点短板。

当下，我军有的指挥员在研究对手、研

究现代战争、研究战法打法上做得还很

不够。有的不熟悉对手的优势劣势，战

争准备缺少针对性；有的不懂现代战争

制胜机理，战法训法还停留在机械化那

一套；还有的不掌握现代信息技术，缺

少信息化智能化条件下军事作战理论

的创新研究。这些问题若不解决，一旦

走向现代战场，就可能吃败仗。

进入新时代，我军无论是人员素

质，还是装备技术上都有了很大的进

步。相比抗美援朝时期的条件，今天的

人民军队更能战胜强敌。当然，战争的

胜利从不是轻而易得的。无论战场条

件如何复杂、战争形态如何演变，只要

不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坚持“你打

你的，我打我的”，就能从对方之弱、我

方之强中找到胜战之策，始终居于主动

地位、赢得制胜先机。

天下并不太平，和平需要保卫。我

们对自己战略方向上的对手熟悉吗？

我们掌握好制胜招法了吗？我们还能

像志愿军将士那样智慧和勇敢吗？这

些问题需要广大官兵尤其是各级指挥

员给出响亮回答，确保做到不辱使命、

不负重托！

扬长避短，抓住对手弱点打
——弘扬抗美援朝精神提高备战打仗能力③

■张龄月

漫画作者：胥萌萌

表面上看，调查研究很简

单、很管用，但这里有一个基本

前提，那就是要有较高的调研

能力作支撑。没有调研能力，

办法就找不出来，问题也解决

不了。

部队是要打仗的，决策事

关强军事业、事关军队荣辱，一

丝一毫都马虎不得、轻视不

得。部队年轻干部想问题、作

决策，绝不能忽视可行性研究。

精锐士兵永远是将军手

中的利剑，而中国士兵当之

无愧。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无

数基层官兵表现出来的忠

诚、智慧、担当和无畏，在历史

深处熠熠闪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