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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瞭望

国以才兴，军以才强；强军之道，要

在得人。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军事训练会

议上强调，要强化人才支撑，贯彻新

时代军事教育方针，发挥院校教育、

部队训练实践、军事职业教育综合育

人功能，培养大批练兵备战行家里

手。这不但激发了全军推进实战化

军事训练的强大动力，而且对每名官

兵的军事素质和打赢能力提出了很

高要求。

人是战斗力的主体，是战争的决定

因素。战争前线是硬碰硬的对抗，战争

后方是官兵素质的较量。官兵能力的

大小、素质的强弱，平时影响训练的质

量和效果，战时影响战争的走向和胜

负。没有大批高手，战场难免失手。一

支能打胜仗的军队，必然有一批素质过

硬的官兵。历史告诉我们，官兵整体素

质过硬，部队就能打硬仗、打胜仗；官兵

能力水平不高，战场上就会吃苦头、栽

跟头。

战争不是匹夫之勇、单打独斗，而

是攥指成拳、全员合力。正如一名国外

军事理论家在其著作中所说：“军队人

员的整体专业化水平对战争胜负越发

重要。战争，正悄悄从精英战向群英战

转变。”

“上升的是斜率，飙升的是信心。”

今年建军节，国内某知名公众号曾这

样点评海军某基地一幅“8年来各岗位

技术能手坐标直线图”。一滴水里见

太阳——海军某基地的人才成长井喷

现象，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军练兵备战

行家里手大量涌现的一个缩影：培养模

式从补缺式向全方位转变、素质结构从

单一型向复合型过渡、能力水平从传统

型向创新型跨越……正是一大批焕发

时代风采的高素质官兵如群星闪耀军

营，才使我军解决了一些长期存在的突

出矛盾和问题，支撑了备战打仗能力提

升和各项重大任务完成。

“不能由于一片光明而看不到背

光的地方。”当前，一些单位行家里手

的数量是有，但离“大批”这个标准还

有距离。有的行家里手很“小众”，来

来回回就那些人，多年也“不见其长”；

有的行家里手群体结构失调，神枪手、

神炮手等行家居多，无人机操作手、数

据分析手等里手相对少；还有的在其

他领域是翘楚，但不是练兵备战的行

家里手，能力“偏科”“瘸腿”，劲没使在

主责主业上。

备战打仗永远是人民军队的核心

职能，聚焦备战打仗提高素质是军人成

长进步的大道、正道。尤其要看到，随

着武器装备更新换代进程的加快，部队

技术构成日益复杂，知识密集程度不断

提高，每名官兵、每个战位、每个作战单

元，都是战斗力链条上的一环，都与战

斗力水平紧密相连，要求任何一个战位

都是精兵强将。广大官兵只有干一行、

专一行、精一行，才能以人人是高手、个

个是能手的整体优势，战胜未来战场上

的强手。

“一将无能、累死三军。”指挥员是

军队领导干部的第一身份，备战打仗

是军队领导干部的第一职责。指挥员

若不是练兵备战行家里手，绝不是一

般的毛病、缺点，而是致命的短板、不

能原谅的弱点。“以其昏昏，焉能使人

昭昭？”对指挥员来说，这能力那能

力，带兵打仗才是真能力；这本事那

本事，能打胜仗才是真本事。各级指

挥员只有把打仗作为主业、专业、事

业，一丝不苟钻研战争，一门心思准

备打仗，才能成为独当一面、善谋打

仗的行家里手。

“本事不换代，早晚被替代。”紧随

现代战争不断学习升级、紧跟科技前沿

主动能力扩容、紧贴时代发展大胆素质

转型，方能在提高行家里手的“含新量”

中打赢未来的“抢滩之战”。

网上最近流行这样一句话：“打赢

是灯，苦练是油，若要灯亮，就要加

油。”练兵备战行家里手不是商品，既

无法“批发采购”，也难以“临阵磨枪”

培养，只能靠“汗水浇灌”。“加油”才能

加油干。平时组训中，让官兵多经历

“风吹浪打”，多当“热锅上的蚂蚁”，就

一定能在难局险局残局中培养出更多

军中良将、帐内高参、操作能手、训练

尖子。

（作者单位：河北省军区）

培养大批练兵备战行家里手
■王继平

说一个人有了不起的成就时，人们

常会赞叹其不简单。

怎样才能不简单？一次，“人民英

雄”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陈薇，在与青

年官兵座谈时说：“事业上要想不简单，

我觉得还是目标简单些好。”

无独有偶，“布鞋院士”、原北京师

范大学教授李小文一次在回答学生怎

么才能有所建树的问题时说：“目标尽

量简单，尽量单纯，要有蜗牛爬金字塔

的‘傻劲’，这样才能不简单。”

陈薇视疫苗研发为自己的使命追

求，“不想别的，抓住每一分钟、每一秒

钟，在这个领域努力些，再努力些”，取

得了一个又一个令世人敬佩的成绩；李

小文说“我这辈子不想别的，就老老实

实把专业做好”,这使他取得了“20世纪

80年代世界遥感的三大贡献之一”，以

至于在他终别心爱的讲台时，网友引出

世上再无“扫地僧”的缅怀。

拿破仑说：“战争的艺术就是在某

一点上集中最大优势兵力。”成功的道

理与此类似，需要人们选择一个适合自

己的突破口，进而心无旁骛，全力以赴，

在简单目标上“用心一也”，如此才能激

发不凡的力量，取得不简单的成绩。

在这方面，德国一位社会学家还

用统计学做了论证。2014年，这位社

会学家在对 207名世界公认的当代成

功人士研究后指出，“他们多不是天

才，他们对职责的坚守，是他们闻名于

世最重要的原因。”在参加某跨国公司

人力筛查与发现对话会时，这位社会

学家建议：“目标太多的人，聪明也要

慎用。”

目标简单，决不是头脑简单、办事

糊涂，本质在于摆脱外物纷扰、避免枝

蔓纠缠。一个个成功者用他们的自身

经历告诉人们，惟有在前进道路上剪除

纷杂，一心求真，反复咀嚼，人生的滋味

才能被品味出；也惟有专心专注，沉潜

扎根，事业的苍松才可能枝干遒劲。

然而现实中，身处诱惑渐增的环

境，一些人如同柳宗元笔下背负了过多

负担的小虫子那样，患上了一味追求获

取的“肥胖症”。有的人像掰玉米的猴

子，这山望着那山高，结果落了个两手

空空。

“右手画圆，左手画方，不能两成。”

《韩非子》中的这句话，现代科学也给出

了解释，即大脑两半球的连接机制无法

同时向左右手分别传达“画圆”和“画

方”的指令。无数事实表明，要想不简

单，其实很简单，即保持对目标专注的

定力、远离见异思迁的陷阱，学会做“减

法”“除法”，惟此方能如古人所言，“老

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

“日光不经透镜曲折，聚于焦点，绝

不能使物体燃烧”。人的一生，同样需

要一块聚光镜。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

面对层出不穷的诱惑，三心二意、浅尝

辄止、眉毛胡子一起抓，纵然能力再出

众，也难免跌进“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

陷阱。相反，心无旁骛、全神贯注，方能

百炼成钢。

《庄子》中讲：“其嗜欲深者，其天机

浅。”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的欲望过

多，就会缺少智慧与灵性，就难在自己

的岗位做出成绩。如果身处关键岗位

而不务正业，不仅不会成功，反而贻害

无穷。比如明熹宗朱由校，不专心治

国，痴迷作木匠，技艺堪比巧匠，却误国

害民。

军队是为打仗而存在的。当兵打

仗理所当然，带兵打仗天经地义，练兵

打仗本分使然。打赢目标越简单，打仗

能力越不简单。开国中将姚喆称自己

“除了打仗，什么也干不了”；李达将军

外出必带“老三样”：地图、指北针、放大

镜，对全国2000多个县名倒背如流；粟

裕大将终生不会打牌下棋，不会喝酒跳

舞，最大的爱好是看地图，最大的追求

是尚武，最向往的地方是战场，一想到

打仗就会几天几夜不合眼。正是因为

过去我军一大批将领把打仗当主业、专

业，才取得了一场场以弱胜强的战争胜

利，才尽早赢得了国家和民族的解放与

独立。

今天，每名军人都视能打仗、打胜

仗为简单目标，事事以提升战斗力为根

本目的，时时以能打胜仗为根本指向，

就能在“习而用之，一可当百”中，成为

不简单的强军先锋。

（作者单位：陆军边海防学院）

用简单追求不简单
■杨天芳

玉 渊 潭

解决部队建设中的敏感事务、焦点

问题、老大难，什么办法最高明？近日，

在某部学习贯彻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

作会议研讨会上，一位领导结合所在部

队实际谈道：“依法是最好的办法。”

“治军先制典。”近年来，特别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军出台、修订了

大量法规制度，基本形成了内容全

面、规范统一、具有我军特色的军队

法规体系。可以说，有法的问题已基

本解决。然而，一些领导干部在依法

解难上还做得不够。有的解难凭个

人经验，有的对法规制度知之不细，

有的甚至搞违反法规制度的“土政

策”。结果，很可能腿跑了不少，时间

耗了不少，效果还不好。

“道私者乱，道法者治。”与一味“协

调”等办法相比，在法规制度内寻找解

难之法，无疑是更为理性、更为经济、更

为和谐的选择。我们常讲，小事讲风

格、讲团结，大事讲原则、讲法律，体现

的正是法治精神。实践也告诉我们，多

少闹心事、棘手事，只要依法办事，就没

有什么难办的事、难处理的问题。

评判一名领导干部的工作水平，

固然要看很多方面，但一个重要方面，

就是要看其能否把各项法规制度落到

实处，抓出成效和质量。尤其是在官

兵法治意识普遍提高的当下，依法解

难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度依赖法律

保障。单纯靠行政手段，许多矛盾和

难题就无法解决。这就要求各级领导

干部须树牢尊重法规就是尊重科学，

依法办事就是按科学办事的意识，自

觉做到遇难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

解矛盾靠法。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内心拥护

和真诚信仰。”视依法为最好的办法，

离不开领导干部改变“官念”。当领

导干部法治信仰确立、法治思维牢

固，对每一部法规制度的内容了如指

掌，自觉用习近平法治思想武装头

脑、指导行动、规范行为，就能做到

“思”而出乎理智、“做”而有所顾忌、

“行”而不忘法纪，在依法解难中为部

队减压、松绑、纾困，推动部队建设

“轻舟驶过万重山”。

（作者单位：北京卫戍区某警卫团）

依法是最好的办法
■岳 强

画里有话

目标昭示方向，目标引领发展，目标

凝聚力量。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提高捍卫

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战略能力，

确保 2027年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

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对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作

出的重大战略设计。

目标指向哪里，强军方向就在哪

里，军队的未来就在哪里。目标明确

了，旗子立起了，人民军队就能在强军

征程上破浪前进。在各个历史时期，

我们党都根据形势任务的变化，及时

提出明确的目标要求，引领我军建设

不断向前发展。建军百年奋斗目标立

足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标定了

2027年前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目标指

向和发展重点，充分体现了党的历史

使命、国家战略需求和军队使命任务

的有机统一。

当前，我国正处在由大向强发展的

关键阶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来前

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也面临前所未有

的复杂考验，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富

国和强军，确保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

程同国家现代化进程相适应，军事能

力同国家战略需求相适应。建军百年

奋斗目标凝结着党和人民的期许重

托，承载着强军兴军的不懈追求，人民

军队必须加快建设发展，担当起新时

代使命任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提供战略支撑。

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

国国家安全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大的

今天，有效应对国家安全风险挑战，维

护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迫切

需要以建军百年奋斗目标牵引军事力

量建设和运用，加快提高捍卫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战略能力。新一

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军事革命正在

快速演进，我军建设既面临后发赶超

的难得机遇，也面临差距拉大的严峻

挑战，以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指引国防

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有利于我军以更

优策略、更快速度、更高质量向前推

进，努力实现跨越式发展。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接续推进的

历史过程，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目

标要求。建军百年奋斗目标，充实了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目标任务和发展

步骤，形成了从 2027年到 2035年再到

本世纪中叶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

步走”战略安排，铺展了新时代强军事

业发展蓝图。2027年前是国防和军队

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在强军事业

发展进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以

建军百年这个历史节点为刻度，标定

奋斗目标、指明前进方向，对于凝聚军

心、鼓舞士气、激励斗志具有重要意

义，必将引领人民军队沿着中国特色

强军之路阔步前行。

目标高远，使命催征。建军百年奋

斗目标给人以理想的感召、奋进的力

量和责任的担当。“物有甘苦，尝之者

识；道有夷险，履之者知。”建军百年奋

斗目标既是军队建设发展的目标要

求，也是广大官兵的理想追求和责任

担当。官兵有奋斗有担当，建军百年

奋斗目标就有支撑。全军官兵要牢固

树立与建军百年奋斗目标相一致的思

想观念，确立与建军百年奋斗目标相

适应的工作标准，锤炼与建军百年奋

斗目标相符合的能力素质，坚持各项

建设朝着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来加强，

各项改革着眼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来展

开，筹划工作、部署任务要以建军百年

奋斗目标为依据，衡量部队建设、检验

工作成效要用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来评

判，把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贯穿到

部队建设全过程和各领域。

（作者单位：31689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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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每月一次的重庆抗美援朝

志愿军老兵学习国家政策会议上，8名

耄耋之年的志愿军老兵，集体办理了遗

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手续。该视频传播

到网上后，一名网友感叹：“他们一生两

次把自己献给了祖国。”

志愿军老兵们的事迹，感动了许许

多多的人。被感动，说明我们有一颗追

求真善美的心灵，有一种超越自己超越

过去的愿望。但仅有感动是远远不够

的，感动是行动的前提，行动是感动的归

宿。如果光感动不行动，这种感动就是

空激动。当感情的波澜渐渐平复，激动

的心情趋于平静，还是应静静思考：我该

学他们什么？我该怎样去学？

从“志愿军”到“志愿者”，改变的是

名称，不变的是奉献。本职岗位是感动

化为行动的最好平台。强军征程，我们

要像捐献遗体的志愿军老兵那样，奉献

时主动“志愿”，奉献中勇挑重担，奉献至

“春蚕到死”，奉献到“蜡炬成灰”，这才是

最深的感动，最真的致敬。

行动是最深的感动
■陈镇西

敌人进攻最猛烈的地方，4名党员

像钢钉一样死死钉在前沿；长途穿插最

后阶段，分队长一声“我们一定要顶住”，

官兵再次向目标奔袭而去……近日，某

部录制的这段小视频，对“顶梁柱”做了

形象解释：关键时刻立决定胜利之“顶”，

危急关头做支撑成功之“梁”，非常时期

当屹立中流之“柱”。

一个房屋要牢固，不能没有顶梁柱；

一个单位要发展，也不能缺顶梁柱。这并

非轻视群众的力量，而是说在群体中，当

有了顶梁柱在重重压力、种种困难和意外

风险面前的“顶得住”，才能更好组织、发

动、凝聚群众力量，保证团队完成任务。

军队使命任务具有特殊性、艰巨性、

危险性，这就需要更多能够顶得住的人

来做顶梁柱。一个军人能不能成为顶梁

柱，与其军衔、职级、名气、地位无必然关

联，取决于胆识、眼光、魄力、能力、胸

怀。心里装着祖国和人民，装着使命和

职责，平时不断锤炼大局意识、担当精

神、过硬素质、血性品质，就能成为顶得

住、能扛事的顶梁柱。

（作者单位：吕梁军分区）

顶得住才是顶梁柱
■何良琦

集思广益

漫画作者：曹嘉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