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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 渊 潭

长城瞭望

事以实成而以虚败。看足球比赛，

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假球。军事训练是

未来战争的预演，训练场上更不能来假

把式，否则总有一天要付出血的代价。

“要深入纠治训练中的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实现训练作风根本好转。”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军事训练会议上发

表重要讲话，对纠治和平积弊、推动训

风转变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同时严肃

指出训练作风深层次问题尚未根除，强

调要坚持不懈改进训练作风。这一重

要论述再次警示我们：训风不正不严不

实，是对官兵生命、对未来战争极大的

不负责任，影响恶劣、危害甚大，必须以

零容忍的态度，挤干训练场上的水分。

“战胜守固，必藉强兵；欲得强兵，

必须坚甲利器，实选实练。”言武备者，

练为最要；训之不严，与不训同。对于

一支军队来说，军事训练是战争预实

践，训练场是和平时代的战场。血火战

场无亚军，训练必须实打实。作风连着

战斗力，而且是分量很重的战斗力。训

风实则武艺精，考风正则士气振，演风

真则战力强。只有今天像打仗一样训

练，真训实练、真打实备、真考实评，明

天才能像训练一样打仗，游刃有余、沉

着应战，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我军早

期发布的《关于军事政治训练的训令》

就鲜明提出，“万不可耍无聊的花样”。

那个年代，不像打仗那样训练，就要死

很多人，血的教训就在眼前。

虚花结不出实果。平时弄虚作假，

战时丢盔弃甲。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

为夺取中途岛，预先进行了作战模拟演

习，结果是日军航空母舰9次被击中，

“加贺”号、“赤城”号被击沉。可骄横的

演习总指挥宇垣缠不服，硬是将被命中

次数从9次改为3次，把被击沉舰数从2

艘减为 1艘，进而得出日军必胜的结

论。但战争的结局给了宇垣缠一记响

亮的耳光，日军最终一败涂地。一前一

后，一胜一败，再次印证了“演训场虚一

寸，战场上败千里”的战争铁律。

“稻草人”吓不倒对手，“耍花枪”赶

不走敌人。为了求胜，必须求实；为了

打赢，必须打假。近年来，习主席和

中央军委下大力纠治同实战要求不相

符的一切思想和行为，常态开展训练监

察，定期通报发现问题，严肃进行追责

问责。经过战斗力标准大讨论的思想

洗礼、重大演训活动的血火锤炼、训风

演风考风的彻底整治，部队普遍反映，

训练强度大了，训练考核严了，训练内

容难了，虚的、假的、空的那一套搞不下

去了。放眼大江南北的座座演兵场，战

鼓催征，硝烟四起，展现出新时代实战

实训的新气象。

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

丝。我们要清醒认识到，“训为看、演为

看”等训练积弊的形成，绝非一日之寒，

纠治军事训练领域中的沉疴顽疾，也不

可能一蹴而就，不是速决战，而是持久

战。一位多次深入部队开展军事训练

监察工作的专家感慨：训风演风考风的

浅表性问题大为改观，但隐形变异的深

层次痼疾尚未根除。比如，唱功好、调

门高、落实不力的“问题秀”有时仍在隐

身上演，虚张声势、不求实效的花架子、

程式化和假把式有时仍然蠢蠢欲动，装

点门面、陶醉自己的虚假拔高宣传仍有

生存空间。凡此种种，我们不妨用戚继

光的一句话反躬自省：“如此操练一千

年便有何用？”

“打仗需要什么就苦练什么，什么

问题突出就解决什么问题。”动员千遍，

不如问责一次。对训练中的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必须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

的决心意志，较真碰硬、露头就打，而且

要打准、打狠、打痛，问责有“雷霆之

威”，追责有“万钧之力”，决不能雷声大

雨点小。只有对每一个“假把式”“问题

秀”“花架子”都绝不姑息、一查到底，谁

弄虚作假就处理谁，把板子打到具体人

身上，严防“扳过来又弹回去”，训练作

风才会有“涅槃之变”，否则只会沦为

“看上去是禁止的怂恿”。

“千万不能让战备训练成为花架

子，不能让军事斗争准备流于形式，不

能让能打仗、打胜仗成为一句空话。”

习主席的忧思关切，每一位官兵都应

常刻在心头、常鸣于耳畔，时时惕励自

省，事事对照检查。不严不实的训风

不除，胜利就不会向我们招手，必须坚

决剔除思想上的官僚主义，彻底清除

训练中的形式主义，动真格、下猛药、

出实招，确保以严实训风加快推进军

事训练转型。

（作者单位：32126部队）

以严实训风加速推进训练转型
■苏新波

贯 彻 中 央 军 委 军 事 训 练 会 议 精 神
全 面 提 高 训 练 水 平 和 打 赢 能 力

连日来，经过公开征集、专家评选、

媒体投票等环节，各大机构开始发布

“2020年十大流行语”。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抗疫、逆行者、后浪、脱贫、飒、直播

带货、双循环、打工人等热词榜上有名，为

时代的里程留下了生动注脚和丰富表情。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时间在语

言上不断留下“辙痕”。语言是人类沟

通交流的手段、表达思想感情的载体，

也是时代发展的“晴雨表”、生活变迁的

“风向标”。流行语之所以流行，是因为

其包含的信息与符号、思想与内涵被公

众认可，产生了认知默契与思想共鸣。

流行语是一个语言现象，更是一个

社会现象，其中既有个人表达，也有宏

大叙事。年度流行语里，几乎不会有人

对“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入选感到惊

讶。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无论

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

果，“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可

以不惜一切代价”；还是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不能落下一个

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我党以

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始终彰显着矢

志不渝的人民情怀，映照着百年大党的

赤子之心，成为“中国之治”最根本的价

值取向。“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高居流

行语榜首，是民心所向、众望所归。

汉字走上“红毯”，提示我们的记

忆。如果2020年是一本书，“抗疫”无

疑是最鲜明的主题，而“逆行者”则是最

动人的字符。当生命遭遇寒冬，当民族

陷入危难，总有人挺身而出、勇毅前

行。晴川汉阳九衢黯，将士策马驱疫

魔。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从除夕之夜

的“最美逆行”，到“誓死不退”的铮铮誓

言，人民军队闻令而动、听令而行，不负

重托、不辱使命，用冲锋在前、舍生忘死

的英勇壮举创造了一个个“子弟兵奇

迹”。“逆行者”一词的流行，定格着中国

抗疫的表情，刻画了英雄时代的群像。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流行语。

换上历史的广角镜头，流行语的变迁展

现出时代的变与不变。从“互联网+”，

到“区块链”；从“中国梦”，到“新时

代”……这些流行语的持续更新、广泛

流传，归根结底是因为时代在变化、国

家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既反映时代特

质又推动时代的改变。同时，语言静水

深流，精神一脉相承，这些流行语的背

后，拼搏奋斗的精神始终不变，人们对

美好生活的追求始终不变，这些都将汇

聚起强国强军的磅礴力量。

如果把语言比喻成一座城市，那么

这些沉淀下来的流行语就是城市建设中

的一砖一瓦。“飒”是女性群体撑起半边天

的最美风景，“打工人”低调中带着倔强，

“后浪”奔涌汇入强军洪流……感悟流行

语的诙谐有趣、简洁明快和独特魅力，凝

聚思想共识，汲取奋进力量，必将进一步

汇聚起强军兴军、破浪前行的正能量。

（作者单位：73106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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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里有话

某旅一场以山地进攻作战为背景

的指挥技能考核刚结束，考核组突然抛

出“附加题”，要求指挥员将自己制定的

进攻决心方案转换为防御战斗的敌情

通报。“我情”变“敌情”，这一出其不意

的考题，更加全面地检验指挥员的指挥

谋略水平。

“兵胜之术，密察敌人之机而速乘

其利，复疾击其不意。”自古以来，战争

的胜负，往往取决于对敌人了解的程

度。对敌情掌握得越及时、越准确、越

全面，作战时定下决心就越精当，战役

谋划就越精确，战术实施就越精准，胜

算几率也就越大。纵观战场上那些所

向披靡、百战百胜的名将，往往都是料

敌如神、胜敌在先的高手。

战场较量从来不是一方的独舞，而

是一场对手戏；从来不会一厢情愿、天

遂人愿，而是双方的斗智斗勇、见招拆

招。“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用兵之要，

必先察敌情”的制胜之道，我们了然于

胸，敌人也心知肚明。两军对垒，你死

我活，我们在想方设法“视其仓库，度其

粮食，卜其强弱，察其天地，伺其空隙”，

敌人也绝不会坐以待毙，必定会挖空心

思刺探我方军情，掌握我军动向。

综合研判掌握“敌情”，就可以将计

就计，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让敌人

按照我们的战术设计走，一步步陷入绝

境。这当然是每一名指挥员最愿意看到

的结果。但“要想公道，打个颠倒”，我们

也要考虑到，如果“我情”被敌人捕获，对

手给我们设下圈套，我们该如何破解。

善把“我情”当“敌情”，其实是一种

换位思考，旨在假设面临不利局面甚至

险局、危局、败局之时，如何做好两手准

备，做到临危不乱、险中求胜。抗美援

朝第五次战役中，“联合国军”总司令李

奇微发现了我军“肩上后勤”的薄弱，掌

握了志愿军“礼拜攻势”的规律，采取了

针对性的“磁性战术”。好在我军指挥

员久经战阵，提前做好应对准备，才避

免了不利后果。

未来战争的对抗将会更加激烈，信

息的争夺、获取、控制越发重要，“敌情”

与“我情”的转换将成常态。战场上没

有想当然的“敌情”，也没有标准答案，

我们要摒弃惯性思维，善于站在对手的

角度研究战争、加强战备，做到对手持

什么“盾”，就逼着自己练什么“矛”；对

手“魔高一尺”，就把自己练得“道高一

丈”。时时处处先敌一招、胜敌一筹，方

能立于不败之地。

（作者单位：65447部队）

善把“我情”当“敌情”
■李湘北

8848.86米！前不久，珠峰新高程

公布。据了解，此次测量珠峰“新身高”

数据的科学性、可靠性、创新性，都达到

了新高度。

珠穆朗玛峰是我们这颗行星的重

要标志之一。有人曾问登山探险家乔

治·马洛里，为什么要攀登珠峰？他回

答：“因为山在那里。”但是，与登山探险

家不同，对科学家而言，征服珠峰之路

是攀登科学高峰之旅，因为精确的峰顶

雪深、气象、风速等数据，对地球动力学

板块运动、冰川监测、生态环境保护等

方面研究极具科学价值。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

的山。征服珠峰，不仅是为了攀登科学

高峰，更是为了激发探索的精神、奋斗

的豪情、前行的动力。此次测量珠峰可

谓一波三折，第一次因北坳冰壁有流雪

风险而止步，第二次因受气旋风暴影响

而下撤，第三次克服重重困难，用了足

足9个小时方登顶成功。缺氧、极寒、雪

崩、暴风……几十年来，一次次遭遇失

败，一次次无畏前行，珠峰登山者的执

着、勇毅与创造，成为激励人们奋力前

行的精神动力。关山万千重，山高人为

峰。只要迎难而上、一往无前，矢志不

渝、攀登不止，就没有翻不过的山，就没

有跨不过的川。

“越不可越之山，则登其巅；渡不可

渡之河，则达彼岸。”世界上不止一座

“珠穆朗玛峰”，尤其在科学研究领域，

每一回闯入“无人区”，每一次攻克“不

可能”，都离不开“长风破浪会有时”的

雄心壮志、“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决心毅

力、“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恒心意志。从

“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从探月工程到

载人深潜，从三峡大坝到港珠澳大

桥……回首我国科技创新之路，正是一

代代科研人员始终坚信“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坚定不移、奋力前行，才

让我们欣赏到了“无限风光在险峰”的

壮美景观。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登攀之路，群

峰挺拔、巍峨高耸，山重水复、歧路徘

徊。困难挡道、步履坎坷之时，坚定“山

登绝顶我为峰”的必胜信心，才有“五千

仞岳上摩天”的坚定果敢。信心激发斗

志和潜能，信心凝聚智慧和力量。“当了

裤子也要搞原子弹”“再穷也要有根打

狗棒”“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巨

人的肩膀不好站，必须让自己成为巨

人”……我国的科技攀登征途，一路披

荆斩棘，克服困难、摆脱羁绊、突出重

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英勇

豪迈，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强大的自信

心、前进力和自豪感。

马克思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

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

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犯其

至难，才能图其至远。攀登不同于悠然

散步，每次抬脚都是一次挑战，行至险

要处，甚至每跨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牺

牲。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越是人

到半山，越是需要勇往直前的勇气，呼

唤攻坚克难的决心。港珠澳大桥是中

国乃至当今世界规模最大、标准最高、

最具挑战性的跨海桥梁工程，被誉为桥

梁界的“珠穆朗玛峰”。回首“登顶”之

路，历经千难万险，创造多项纪录，让我

们更加真切地理解了“无高不可攀”的

内涵，也更加深切地体会到科研和施工

人员“过尽重关更上山”的艰辛和努力。

“志之所趋，无远弗届，穷山距海，

不能限也。”攀登科学高峰之路，不可能

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少不了

“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挫折困惑，也会有

“一山放过一山拦”的艰难险阻。越是

曲折和艰辛，越要有持之以恒、久久为

功的韧劲。唯有登攀不止、梦想不息，

困难面前不退缩，越是艰险越向前，才

能刷新科研高度。科学家南仁东带着

300多幅卫星遥感图，对1000多个洼地

进行比选，走遍西南山区上百个窝凼，

最终找到“天眼”最适合的建造地点。

一家国外天文台听闻其逝世后发文哀

悼：“我们怀念他的勇往直前和对天文

学的热情。”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1983

年，时任国防部长张爱萍视察四川省绵

阳市梓潼县长卿山的“两弹城”时，曾即

兴赋诗一首：“二十二年难忘情，崎岖道

路信踏平。屡建奇功震寰宇，更创奇迹

惊鬼神。”如今，30多年过去，我们登珠

峰、上九天、下五洋，“北斗”闪耀、“嫦

娥”奔月、“九章”问世，一个个高度被刷

新、一项项纪录被打破。抬头仰望，广

袤的太空有了更多中国身影；低头环

顾，辽阔的海洋有了更多中国航迹。前

进道路上，我们坚信，山再高，往上攀，

总能登顶；路再长，走下去，定能到达。

（作者单位：武警河南总队）

山 高 人 为 峰
■刘高锋

有人说，新兵下连是在一张白纸

上书写自己的未来。那么，如何起笔、

何处落笔？答案不言而喻，军人生来

为战胜，新兵一下连，战斗就要打响。

3个月新训生活，让新战士脸上

的“稚气”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刚

毅的面庞、坚定的眼神。可以说，新兵

下连时就应当是“半成品”，甚至有了

“成品”的模样。但是，“成品”不代表

有“成色”。千锤百炼的钢最硬，风吹

雨打的松最挺，只有下连后展开新一

轮“士兵突击”，进一步摔打、锤炼、磨

砺，才能成为钢铁战士。

心理学上有一个“吸引力法则”，

如果你关注什么，就会发现身边更多

地存在什么。简而言之，就是“你正如

你所想”。勇于挑战、不懈奋斗，是青

春的底色。每一位新战士心中都有一

个英雄梦，都渴望驰骋疆场、建功立

业。虽然，新兵连已经让“兵之初”有

了血性的底色，但战斗班排的加钢淬

火才是锤炼军人本色真正的开始。

“硝烟味”就是“催熟剂”。鲨鱼之

所以一直游个不停，是因为没有鱼鳔，

如果不拼命游，就会沉到海底。准备

打仗，从来只有进行时、没有将来时。

从一下连开始，就要通过理论精讲、模

拟训练、岗位操作、以老带新等方法。

从难从严锤炼岗位适应能力，切实让

新战士嗅到未来战争的气息，增强当

兵打仗、练兵打仗的责任感、使命感。

“凡是能冲上去，能散发出来的

焰火，都是美丽的。”当兵不习武，不

算尽义务；武艺练不精，不算合格

兵。精武强能是每一名军人应尽的

职责。无论是执勤戍边，还是后勤保

障，每一名新战士都要把本职岗位当

战位，视使命高于生命，枕戈待旦、苦

练本领，真正在强军实践中燃烧青春

“卡路里”、爆发能量“小宇宙”、跑出

人生“加速度”。

（作者单位：第78集团军）

武艺练不精 不算合格兵
■刘清志

“今天，我以一名老兵的身份，跟

大家一起聊聊‘兵之初’……”针对新

战士下连后“水土不服”现象，某旅领

导亲自上好“第一课”，言传身教、解疑

释惑，推心置腹、凝聚兵心。

经过3个月新训磨练，新战士陆

续下连。如果说入伍是人生的一次重

大抉择，那么新兵下连则是这次抉择

后遇到的第一个十字路口。面对军旅

“第二适应期”，需要认识新战友、学习

新知识、转变新角色，一切仿佛又从零

开始。适应新环境，心存顾虑；能力不

达标，感到焦虑；节奏跟不上，抱有疑

虑；未来新方向，内心忧虑……多“虑”

成为一些新兵的“表情包”。

任何人对新的环境都会有一种天

然的排斥感。新训生活比较单纯，而

下连后训练、战备、生活、学习各项程

序环环相扣，各种公差勤务接踵而

来。当节奏快、约束多、要求严、训练

苦的下连生活超出预期，一些新战士

容易出现茫然、紧张、失落、不安等复

杂心态。如不及时引导化解，“水土不

服”有可能转化为“心理不适”，甚至打

退堂鼓。

带兵千万条，真情第一条。沟通

是了解思想动态的窗口，真情是解开

心理矛盾的钥匙。但是，关爱不是溺

爱，真情重在真心。“网生代”是时代的

弄潮儿，需要的不是事事照顾而是摔

打磨砺，渴望的不是笑脸相迎而是成

长成才。只有以鼓励、引领和参与的

方式，教育和引导新战士认识到，小士

兵要拥有大胸怀，小肩膀要挑起大责

任，小算盘要盘算大人生，小经历要拓

宽大视野，小积累要沉淀大学问，小岗

位要延伸大前途，才是新兵下连尽快

安心新岗位、融入新集体、创造新成就

的“正确打开方式”。

（作者单位：32108部队）

带兵千万条 真情第一条
■宋高飞 苏小伟

漫画作者：张学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