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试内容：基本理论、基础体

能……”看着士官选晋工作的标准要

求，摸摸自己“超标”的腰围，四级军士

长老赵心里凉了半截，跑去找指导员

诉苦：“我干通信专业十来年，是咱们

单位的技术骨干，要是被体能成绩卡

走了，这不是人才流失吗？”

指导员看着失落的老赵，对他说：

“不管是什么专业，在战斗中压倒困

难，完成任务的要求都是一样的，练体

能不仅是练身体素质，更是练顽强意

志、练心理素质。只有拥有充沛的体

能，才能在战场高压下保持清醒的头

脑和集中的注意力……”

每到老兵退伍季，一些人就会滋

生老赵这样的想法，认为体能合格要

因人、因专业而异；现代战争对专业要

求高、对体能要求低，平时只要精通专

业就行……类似想法看似有道理，实

则失之偏颇。

专业技能训练当然重要，但没有

充足体能作基础，就如同无根之木。

通信兵灵巧的爬杆技术需要耐力与爆

发力的串联衔接；战术训练场上的闪

转腾挪也是熟练掌握单兵技战术动作

之后凭借充沛体能的层层递进。当

然，如果只重体能不重技能，则好比

“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战时也会很难

适应灵活机动的战场需求。可以说，

技能与体能相得益彰，都不可偏废。

应该看到，现代战争复杂的任务

环境需要充沛体能去应对。马岛登陆

行动中，英军伞兵负重超过50公斤，

却依然能够在沼泽和严寒中顺利推

进；在边境作战中，我军官兵在猫耳洞

里长期坚守，除了依靠顽强毅力，与平

时严格训练打下的体能基础也是分不

开的。只有体能水平达到一定高度，

才能克服恶劣自然环境的影响，保持

充沛精力，有效打击敌人。

体能素质不但是挑战恶劣环境的

基础，更是打赢战争的重要保证。在

抗美援朝战场上，为了切断美军退路，

志愿军第38军113师的官兵们硬是

凭着“铁脚板”跑赢了美军的滚滚车

轮，及时到达了三所里阵地。倘若志

愿军官兵没有良好的体能作支撑，又

怎能仅用14小时就奔袭72.5公里，创

造出战史上的奇迹？即使是如今高科

技武器装备在军事行动中被广泛运

用，也需要装备操作人员依托自身强

健身体素质敏锐捕捉战机。只有具有

良好体能储备，才能在现代战争中实

现人与武器装备的完美结合。

具备良好体能素质，需要我们在平

时自我加压、严格训练。《士兵突击》中

的许三多刚入伍时干啥啥不行，走队列

都会“顺拐”，但他不断自我加压，刻苦

训练，最终成为了训练尖子。无数事实

证明，做难事必有所得。面对训练中的

短板弱项，我们要勇于打破“舒适区”，

不断自我加压，不因困难挫折轻言放

弃，最终一定能战胜自己、超越自己。

体能不仅要苦练，更要科学练。违

背科学规律的训练，轻者会带来身体不

适，重者还会造成伤病，损害身体健

康。因此，不能仅凭兴趣和热情盲目训

练，而需要根据自身身体条件列出计

划，科学展开训练。同时还应紧紧盯住

当前任务和未来战场需求，在打牢力

量、速度、耐力、柔韧性和灵敏度训练基

础的同时，加强与本职岗位相融合的针

对性体能训练。唯有如此，才能提高战

斗力，增加在战场上的制胜砝码。

“强健的体魄，良好的体能，是对

军人身体素质的基本要求。只重技能

不重体能，不仅会被机会‘淘汰’，更会

被未来战争所‘淘汰’。”老赵听到这

里，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作者单位：61606部队）

练好体能
方能对接战场

■上官弋卜

周 洁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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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治方式清除各种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杂质”和
“水分”，切实把厉行法治牢牢抓
在手上、扛在肩上、落实在行动
上，才能确保依法治军、从严治
军真正落到实处

厉行法治，乃强国强军之基。

习主席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

议上强调，“要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确保全面依法治国各项任务真正落

到实处。”军队各级领导干部作为依法

治军的骨干，必须强化厉行法治的使命

担当，自觉把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贯穿到依法履职、依法抓建的全过程，

从严求实，转变作风，确保抓好新时代

军队法治建设各项任务的落实。

领导干部既是依法治军的组织领

导者，也是工作执行者，更是带头实践

者。只有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想问

题、作决策、办事情，依法正确行使手中

权力，才能以自身的模范行动影响和带

动广大官兵崇尚法治、建设法治、厉行

法治。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领导干部

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对推进依法治

军从严治军、加快实现治军方式根本性

转变，发挥了重要的示范和感召作用。

但也应看到，在全面提高军队法

治化水平的时代要求下，个别领导干部

在思想和作风上，还存在着跟不上、不

适应、不到位的问题。有的搞土政策、

土规定，习惯于看来头、跟风头，法治意

识仍然比较薄弱；有的以言代法、以权

压法，人治惯性、长官意志仍然没有克

服；有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图形式、

走过场，做选择、搞变通的现象仍然存

在。正人必先正己，严人先要严己。领

导干部只有带头树牢法治信仰、法治思

维、法治精神，用法治方式清除各种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杂质”和“水分”，

切实把厉行法治牢牢抓在手上、扛在肩

上、落实在行动上，才能确保依法治军、

从严治军真正落到实处。

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当提

高依法决策能力。领导干部带头厉

行法治，应严格依据法律法规、法定

程序进行决策，严格执行党委议事规

则和决策程序，任何时候不把个人意

志凌驾于法律之上，不搞临时动议、

暗箱操作和个人说了算，确保工作谋

划统于法；避免仅凭经验作决策，把

严格执行法规制度贯穿到实施决策

的全过程和各环节，破除循常袭故、

习非成是的惯性思维，防止集体“闯

红灯”、打政策法规“擦边球”的现象，

确保工作指导遵于法；避免决策的随

意性，把依法决策作为整治“五多”痼

疾的治本之策，坚决纠治靠搞活动显

示政绩、用开会讲话发文落实工作、

把形式花样翻新当成创新等问题，既

防止政出多门、朝令夕改，又防止大

包大揽、越俎代庖，确保忙乱现象止

于法，形成依法高效运行的决策机制

和工作指导方式。

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关键在

依法治权。权力是把“双刃剑”。领导

干部只有心中高悬法律的明镜，手中紧

握法律的戒尺，自觉严格依法用权，才

能过好“权力关”。要强化“法定职权必

须为”的意识，把依法治权落实到权力

运行的各个方面和环节，坚决纠治不作

为、乱作为，养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

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习惯；

强化“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意识，牢记法

律红线不可触、法规底线不可越，用权

不可任性，不能把法规制度当“橡皮泥”

而违规操作、滥用职权，确保权力行使

不偏向、不变质、不越轨；强化“权力必

受监督”的意识，自觉接受组织和群众

监督，任何时候都不搞独断专行、盛气

凌人、以权压人的特权行为，不搞严下

不严上、严人不严己的特殊化，做到规

范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

军无法不定，法不严无威。法规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各级领导干

部应强化执行力，坚持依法从严管理部

队，善于运用法治的“放大镜”和“显微

镜”，把不合法、不得法、不依法的问题

解决在“萌芽”状态，确保各项工作在法

治轨道上运行推进；坚决破除消极防事

故的“安全标准”、作表面文章的“政绩

标准”、演训为看的“作秀标准”、偏离主

业的“工作标准”和舒适安逸的“生活标

准”，充分发挥厉行法治对推进军事训

练转型升级、提高实战化训练水平的保

障作用；坚持依法抓建基层，按照条令

条例规范基层建设，善于运用法治方式

调节关系、化解矛盾、破解难题，不搞违

规违章运作，不搞层层加码、法外之规，

把依法带兵和以情带兵统一起来，全面

提高基层建设正规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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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
一
非

近日，在学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精神宣讲报告会上，一位主讲人在报告

中列举了新征程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

明显增加；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

仍然艰巨，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

要求……随即他话锋一转：“五中全会点

出的问题，每一个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然而，只要我们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攻坚

克难，就没有攻不下的山头、迈不过的沟

坎！”顿时，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回顾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漫长

征程，什么时候轻松过、容易过？红军

长征，屡遭挫折，我们靠两条腿从绝境

中走出了一条胜利之路；抗美援朝，敌

强我弱，我们靠劣势装备打败了以美国

为首的“联合国军”；改革开放，荆棘丛

生，我们靠敢闯敢试“杀出一条血路”；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我们众志成城科学

防治，取得重大战略成果……正是“横

下一条心”，拿出一股劲，有苦不怕苦，

知难不畏难，我们才一次次攻坚克难、

化危为机，不断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向前

发展。

从哲学意义上说，矛盾是普遍存

在、无处不有的，“难”是在任何领域前

进道路上都会面对的永恒命题。面对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实现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描绘的宏伟蓝图的征程

中，“难”在方方面面都有。然而，千难

万难，迎难而上就不难。在严峻挑战和

繁重任务面前，只有不断涵养迎难而上

的担当品格，才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风

险挑战，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不断

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

要有面对困难的思想准备。在党的

七大上，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取得

最后胜利、中国革命面临新的重大转折

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同志强调，在看到光

明的同时，更要准备困难。在党的十九

大上，习主席字字铿锵：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

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

艰苦的努力。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上，面对今后五年、十五年的现代化征

程，党中央对形势判断冷静清醒，对将面

临的风险挑战看得尤为真切。实践证

明，常怀忧患意识，把困难预测得充分一

些，把问题考虑得周全一些，我们才能始

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永葆不懈奋斗的精

神状态。

要有战胜困难的信心。信心比黄金

更重要。面对困难和挑战，只有保持足

够的信心，才能凝聚起百折不挠、奋战到

底的力量。我们对实现“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的信心不是凭空得来

的，而是来自对形势的分析判断。我国

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虽然面

临的国内外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

化，但发展依然有诸多有利条件。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将持续充分

释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

坚强领导，为我们战胜困难、夺取胜利提

供了根本保证。于挑战中看到光明前

景，于乐观中保持理智清醒，我们完全有

信心、有底气、有能力谱写“两大奇迹”新

篇章。

要有攻坚克难的勇气。回首过往，

无论是白手起家“建设一个新世界”，还

是勒紧腰带研制“两弹一星”；无论是筑

三峡大坝、修建高铁、举办奥运会、抗击

疫情，还是实现“神舟”飞天、“嫦娥”探

月、“蛟龙”潜海、航母巡航，中国人民总

能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一次次

创造令世界为之惊叹的奇迹。“惟其艰

难，才更显勇毅；惟其笃行，才弥足珍

贵”。未来征途上，还会遇到许多意想不

到的风险和挑战，只要我们永葆攻坚克

难的勇气、坚持到底的锐气，就能一次次

经风雨而见彩虹。

要有善于斗争的智慧。对于军人来

说，面对强敌和困难，既有勇于斗争的胆

气，又有善于斗争的智慧，才能游刃有

余、稳操胜券。刚当兵时，我在某工程团

服役，常听一位四川籍连长讲一句话，就

是“锯断的木头好抬”。在深山里被伐倒

的木头，整体运下山非常困难，但若削枝

留干，按所需尺寸锯成多段，运输起来就

容易多了。诸事皆同理。对待其他方面

困难，乍一看难以下手，若对其进行合理

分解，再一口一口去吃，就不会望“难”兴

叹了。强军征途上，确保实现建军百年

奋斗目标，任务不可谓不艰巨，挑战不可

谓不严峻，但只要我们将目标任务细化

分解、将困难挑战一一吃透，制定好路线

图、时间表，人人增智强能、尽职尽责，个

个发热发光、担当作为，就能最大限度地

凝聚起强军兴军力量，把宏伟目标变成

辉煌现实。

千难万难，迎难而上就不难
■向贤彪

●多想为部队“留什么”，体现
出一种精神状态和思想境界，体现
出革命军人应有的品质和修养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不觉间，又
到老兵退伍季，一些面临复退的老兵将
要脱下心爱的军装，踏上返乡的路途，
奔赴新的工作岗位。

每逢这一时期，一些面临复退的战
士想得最多的就是自己退伍后应该干什
么，应该怎么干。还有个别战士因为思
考“后路”问题而忧心忡忡，心不在焉，乃
至影响到正常工作。复退之际考虑“后
路”，谋划自己的未来，属人之常情，可以
理解，但如果因此影响到正常工作，就不
应该了。事实上，想“后路”只是一种计
划打算和主观愿望，与现实存在着很大
差距，况且还有许多不确定性因素，想得
过多、过细，只会徒增烦恼。
“天地生人，一人应有一人之业；人

生在世，一日当尽一日之责。”面临进退

去留，老兵更应多一些坦然、从容和自
信，相信拥有过硬本领和作风，走到哪
里都能施展开手脚。老兵经组织和部
队培养多年，具备了良好的军人形象、
过硬的专业技能、扎实的工作作风。面
临复退，应多想一想能为部队“留什
么”。要把良好的形象留下来，通过表
里如一、襟怀坦荡的言行举止为新战士
作好表率、立起标杆；应把过硬的技能
留下来，通过传帮带等方式，面对面教、
手把手传，特别是对关键技术要毫无保
留地传授给新战士，使他们在工作岗位
上尽快成长为业务尖兵、技术骨干；应
把扎实的作风留下来，工作上站好最后
一班岗，以恪尽职守的优良作风，引领、
感召新战士学有榜样、赶有目标。

多想为部队“留什么”，体现出一种
精神状态和思想境界，体现出革命军人
应有的品质和修养。多想为部队“留什
么”，才能约束、警醒自己更加勤奋地干
好每一天、干好每一项工作，以实际行
动兑现“在队一天、干好一日”的庄严承
诺；多想为部队“留什么”，才能青春无
悔，不负军营，为自己的军旅生涯画上
圆满句号，满怀信心踏上新的征途。

多想为部队“留什么”
■李 轩 门建新

谈 心 录

工作中常见这样两种人，他们从事
着同样的工作，且都有事业心责任感，
但是当谈论起工作感受时，他们的回答
却截然不同：一种人认为工作压力不
大，游刃有余；而另一种人却觉得工作
很辛苦，干起来吃力。

为什么干相同工作，不同的人会感
受不同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有
的人虽有苦干的精神，却缺少巧干的方
法。这就好比过河，在没有桥的情况
下，有的人想办法借用船只过河，而有
的人却直接下水游到对岸。游泳与乘
船，从体力付出和速度效率来看，一个

是事倍功半，一个是事半功倍。干工作
也一样，在沉下心、弯下腰、扎下根苦干
的同时，也应讲究方式方法，尽量追求
事半功倍。

当然，巧干应以苦干为依托，没有
苦干的巧干就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
木，行而不远。唯有把苦干和巧干结合
起来，以求真务实精神，不断熟练掌握
工作流程、补充理论知识、灵活运用方
式方法、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才能把握
事物发展规律，从偶然中揭示必然，击
准鼓点、定出良策，做到忙而有序、事半
功倍，以高效工作状态取得扎实成绩。

苦干加巧干，目标能实现
■林艺伟 曾雅鹏

大雪过后，草木萧疏。那一片片枫

叶却不惧风雪，昂然立于枝头，令人心

有所触。

霜叶红于二月花，梅花凌寒独自

开，都是经霜沐雪后顽强生命力的

释放。

“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

香。”人生不也是这样吗？经风雨、见世

面，才能壮筋骨、长才干，让人生非同寻

常，让生命绽放精彩。

雪后的枫叶—

经霜沐雪见风骨
■赵博源/摄影 姜云瀚/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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