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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故相推，日生不滞；时代大潮，奔

腾不息。

当今时代是一个大发展、大变革的

时代，是一个知识奔流、你追我赶的时

代，也是一个“一觉醒来就可能落伍了”

的时代。

“时代的潮流里，新知识总在刺激

弄潮儿的求知欲。”前不久召开的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增强补课充电的

紧迫感，自觉赶上时代潮流。军事较量

的背后是人才竞争，人才竞争的背后是

知识更新速度的赛跑。全军官兵只有

增强学习新知识的紧迫感，加紧补课充

电，才能跟上时代进步的浪潮。

“未来并不在现在的延长线上”。

昔日的战争模式一去不复返了，过去能

打胜仗不等于现在能打胜仗，现在能打

胜仗不等于将来能打胜仗。当前，世界

新军事革命风起云涌，我军现代化步伐

不断加快，真可谓“举目有风景之异，思

之有今昔之叹”。用久的电池会老化，

用多的战术会不灵。特别是在改革强

军大背景下，各种新情况、新问题集中

涌现，“电量不足”的警报时刻在响起，

任何人都没有“老本”可吃，迫切需要全

军官兵像给手机充电那样随时给脑袋

充电。

如果说过去是“学如逆水行舟，不

进则退”，那么现在就是“学如浪遏飞

舟，进慢则退”。现实生活中，一些官

兵工作之所以“压力山大”，实际是因

为能力欠缺；之所以工作干不好，根

子就在于平时补课少；之所以遇到难

题冒虚汗，原因就在于平时没充电。

打赢能力与投入精力成正比。投入的

精力越多，打赢的能力就越强；投入

的精力越少，打赢的能力就越弱；不

在补课充电上投入精力，就不会有打

赢的能力。

在不愿补课充电的诸多说辞中，

最为冠冕堂皇的是“忙”。不可否认，

部队练兵备战任务繁重，专门腾出大

块时间补课充电不现实。但任务再

多，时间再紧，只要有补课充电赶潮流

的紧迫意识，“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

只要愿意挤，总还是有的。”战争年代，

毛泽东有时患病躺在担架上，或骑在

马背上，都坚持学习。对于那些以忙

为借口拒绝补课充电的人，古人早就

一针见血指出：“谓学无暇者，虽有暇

亦不能学也。”

成功学中有个“点滴时间论”，意

思是说，对于点滴时间，抓住了就是财

富，抓不住就是流水。刚刚发布的《军

队军事职业教育条例（试行）》，对着眼

构建形成时时学、处处学、人人学、终

身学的格局作出明确规定。“最勤奋的

人拥有最多的时间。”点滴时间每名官

兵都有，是在点滴时间里补课充电，还

是让点滴时间跑冒滴漏，做法不同，效

果迥异。

“面对明天的战争，你的知识还

‘年轻’吗？”在空军某基地局域网上，

这句字体加粗的话非常醒目。这个基

地引导官兵把终身学习作为“终身大

事”，区分不同人员岗位特点，分层次

建立个人学习账户，分类别制定充电

计划。官兵个人也随身携带各类书籍

等“充电宝”，随时给知识“保鲜”，及时

给“存折”充值，圆满完成了10多种机

型的试飞定型任务。他们用实际行动

告诉我们，分秒必争补课充电，就是枕

戈待旦练兵备战。

“况夫为将之道，疆场之安危，三

军之死生系焉”。领导干部肩上有千

钧重担，身后有千军万马。领导干部

能否经常补课充电，关乎战场胜负，关

乎国家安危。平时不补课，战时必下

课；今天不充电，明天靠边站。各级指

挥员一定要时刻以党和人民为念，以

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为念，以国

防和军队建设为念，夙夜在公，恪尽职

守，像杨业功那样殚精竭虑补课充电，

像郝井文那样深怀“打赢下一场战争”

的使命忧患，利用一切时间研究军事、

研究战争、研究打仗，真正做到不辱使

命，决胜未来。

（作者单位：空军军医大学）

以补课充电的紧迫感赶上时代潮流
■王福林

长城瞭望 长城论坛

灌输，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基

本方法，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

官兵的精神空间，正确思想不去占领，

错误思潮就会侵蚀。思想政治教育如果

不守好理论灌输主阵地，必然会失去官

兵，丧失意识形态斗争主动权。如何灌

输才有效？一个有效方法是，把准官兵

活思想精准滴灌。

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习主席多次

强调，“思想政治教育要取得实效，就

要奔着现实问题和活思想去”。活思

想，就是官兵正存在的疑惑、矛盾、

纠结。老兵退伍前夕，某部领导了解

到部分面临退伍的战士对返乡就业很

有压力后，便在精心准备后搞了一次

题为“军人受尊崇给我们带来什么”

的集体谈心。活动结束后很多战士都

说这样的教育正是时候。

活思想，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依

据，也是指向和抓手。对准活思想抓

灌输，是增强思想政治工作时代性和

感召力的要义所在、实效所需。灌输

的目的是教育人、引导人。实践证

明，准确把握部队倾向性问题和官兵

活思想，进行理论灌输就能接地气、

聚人气，挠到痒痒处、敲到鼓点上。

现在，有的灌输说不到官兵心坎里，

激不起思想共鸣，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没对准官兵的活思想。

现如今，部队的内外环境、面临

的形势任务发生了很大变化，影响官

兵思想的社会因素、家庭因素和心理

因素日益增多，其中任何一个因素的

变化都可能引发官兵思想波动。尤其

是当前，官兵思想进入新的活跃期，

面对网上网下的信息传导容易被带偏

节奏，高频高强度的练兵备战使得身

心压力加大，改革调整深度触及各种

利益可能引发思想波动，官兵思想非

常活跃，给灌输带来很大难度。“聚

心，将之责也。”只有拿起习近平强军

思想这个锐利武器，统一思想、纠偏

正向，既讲清怎么看，又讲明怎么

办，才能把好箭射到靶子上、道理讲

到心坎上。

官兵思想“活”并不可怕，可怕的

是明知是活思想，还用“死”办法应

对。试想，如果还简单用“过去的我”

来教育“今天的他”，甚至有意回避敏

感、逃避热点，如此刻舟求剑、一厢情

愿、强塞硬灌，不瞄准活思想、不奔着

解难题，这样的灌输怎能让官兵有听

头、有记头、有学头？

古人说：“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日

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活思

想活就活在客观因素一变，官兵的思

想也随之改变。一果多因、一因多

果，千人千面、万人万心，都是思想

政治教育者要面对的常态。比如，某

部前不久的“你最苦恼的事是什么”

调查显示，不同身份、不同年龄、不

同岗位的官兵，诉说的苦恼有很大区

别。活思想的这种隐蔽性、外源性、

差异性和动态性，要求教育者在灌输

前必须脱鞋下田、身入兵中，做好调

查研究，摸准思想脉搏。这样，再靶

向治疗、精准灌输，才能防止灌输失

之于粗、失之于简、失之于慢。

陶行知先生曾说：“当知道具体教

什么时，授课方法就很重要了。方法

不一样，效果大不同。”在基层官兵最

反感的教育方法中，“居高临下”“死

板说教”“照本宣科”位列其中。理论

是多彩的而不是灰色的，道理是通俗

的而不是艰涩的。不解放思想就难对

准活思想。当好理论翻译家，多说一

听就懂的家常话；当好课堂主持人，

注重灌输与启发相结合；当好网络引

导员，坚持在讨论中辨析明理，这样

瞄准活思想的灌输，才能做到台上讲

得起劲，台下听得带劲，入脑入心，

落地生根。

（作者单位：第 77集团军政治工

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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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正在野外冬训的某部基层

主官们，接到到机关紧急开会的通知

后，个个脚下生风跑到机关会议室。谁

知，会议内容只是部署常规工作，并非

十万火急。对此，发通知的机关干部

说：“不说是紧急会议，你们能重视吗？”

“军中多急务，怠之则败。”对“紧急”

二字，军人天生敏感。毋庸置疑，对于紧

要会议，通知时冠以“紧急”之名，确实有

助于快速传达、部署、落实。但若“紧急”

的目的是为了“人按时到齐”等便于会议

组织，且惯用此法，那“紧急”可能会令人

麻木，非但起不到应有效果，还可能影响

处理真正紧迫的事务。

会议是不是紧急，内容说了算。

基层练兵备战任务很重，让基层跳出

“会海”，除了减少、压缩、合并会议之

外，不让基层“赶会”也很重要。对那

些有时间从容准备的会议，发通知时

还是慎用“紧急”二字为好。如此，遇

到真正紧急会议时，大家才能紧起来、

急起来。

“紧急”二字莫滥用
■魏玉文

前不久，某部联合工作组到基层查

找、评估模拟训练情况时出现尴尬一

幕：一行6人，除两人是懂模拟训练的

内行外，其余4人对模拟训练相关情况

知之不深。

联合检查工作好比“会诊”，其目

的是为了整合管理资源，通过“一揽

子”检查减少对基层干扰，提升检查效

率，更好综合施策。查找问题只是手

段，解决问题才是目的。如果像上面那

样，为了“联合”而硬派外行去“凑

数”，就背离初衷了。经验告诉我们，

外行去检查时，要么容易以“走过场”

的心态靠边站，要么容易以“尽职责”

的积极瞎添乱。如此让外行人干内行

事，既浪费人力物力，又影响效果认

同，实在当戒。

检查的高质量，离不开机关每一个

职能部门的专业支撑。检查工作时，提

前做好功课，真听、细看、严查，多些

角色意识，多查基层自身发现不了的问

题，多提具体便于操作的建设性意见，

这样的检查效率高、效果好，基层怎能

不欢迎？

检查人员莫“凑数”
■谷向阳

画里有话

都在忙忙碌碌训练，有的部队练出

了打仗高招，有的对战场打赢却没有底

气。原因何在？在于训练内容不一

样。近日，在某部军事训练形势分析会

上，与会者对各单位全年的训练时间、

内容、效果量化分析后达成共识——多

练打仗急需的新本领。

打仗是你死我活的较量，没有本

领不行，没有新本领更不行。现代战

争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智能化特征

日益显现，战争的制胜理念、制胜要

素、制胜方法都发生重大变化。对手

拿的是枪，平时一个劲舞棍棒怎能打

赢？对手在搞云计算，训练怎能总练

算盘？尤其要看到，现代战争的特点

首先体现在新质领域，我军在作战指

挥、战斗力生成、力量运用等方面还有

不少短板需要补齐。

打仗急需的新本领是“硬核”实力，

这个道理并不深奥。然而一些部队之所

以迷恋老本领，原因无非是好组织、风险

小。练什么见担当，怎么练显方法。训练

内容上的旧、偏、虚，表面看是滞后战争、

迷失对手，实际上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自

欺欺人当鸵鸟。这样的组训施训，训练越

用功，离打赢越远。

新本领这个弱点，往往是训练的难

点，但也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更是未

来战场的制高点。近年来，我军列装了

不少新装备，尽快让这些新装备摆脱无

序、零散、低水平的训练状态，把新装备

蕴含的战斗力“挖”出来，最好的途径是

用起来、钻起来、练起来。不练，装备再

先进也是摆设；不练，新装备就是昂贵

的“负担”。

打仗急需什么就苦练什么，这句话

人人都会说。但真正把“打仗急需的”

练起来，除了通过教育去引导，还得通

过考核去倒逼。去年以来，海军某部从

过去的以考传统课目为主转变为以考

信息化含量较高的新装备为主，结果无

人机、某新型电磁频谱车等以前的宝贝

疙瘩，都成了现在练兵场上的常客，部

队战场预警等新本领明显提高。

要让马儿跑，得给马儿草。练打仗

急需的新本领，必须有练新本领的训练

保障。队列操场上练不出游泳健将。

全军各部队要不断完善要素、创新方

式，构设逼真练兵环境，加强新型训练

基地建设，加强典型模拟战场和复杂电

磁、网络对抗等战场环境建设，为练就

新本领提供必要的条件。

多练打仗急需的新本领
■叶徐滔 蒋雨铖

如果说时间是一条流动的河，那么

在记忆的河床上，总有一些瞬间被定格

为永恒。

又是一年日历快要翻完，又有许多

日子成为记忆。当光阴之箭将穿越年

轮，抵达2021，某媒体一篇题为《2020中

国军人动人瞬间》的文章，再次让人们

对灿若繁星的人民军队深情致敬。方

寸屏幕，“千万＋”的点赞，是对人民子

弟兵过去一年的褒奖。

如果说以前，人们对时间从指间悄

然溜走感到“迟钝”，那么即将过去的

2020年，则更让人感受到时间的“锐

利”——中国军人一个个的动人瞬间，

轻易就割开了人们的泪腺。

动人瞬间，情深意长。

1月24日，除夕，华灯初上，万家灯

火，机翼下一批身着迷彩的军人队伍登

上军用运输机，奔赴当时疫情最严重的

武汉。那一刻，一位诗人跟帖：“那些人

儿，风中哭泣。那些天使，逆行奋力。江

城春天，一如往昔。我的泪水，春水决

堤。”

一次接受采访时，自认足够坚强的

陈薇眼窝发潮的视频刷屏网络。一名

网友将陈薇的电视截图分享到朋友圈

后写道：“眼泪你不必忍着，落下来，我

们珍藏。”

这些是春天里的动人瞬间，这些瞬

间告诉人们什么叫人民至上、什么叫不怕

牺牲、什么叫尽忠职守。

今年入汛后，我国南方多地发生严

重洪涝灾害。迎着滔滔洪水，人民子弟

兵再一次顶了上去。当时，大堤上睡着

的战士、被泡得比树皮还皱巴巴的脚，

这两张照片刷屏网络。有网友这样跟

帖：“你们满身泥巴，你们‘军容不整’，

但你们才是真正的高颜值。”

7月31日，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

系统正式开通。北斗挂天河，星光耀霄

汉。当天，一名白发苍苍的老航天人眼

含热泪说：“有了北斗，咱中国人再也不

会迷路了，再也不会迷路了！”

这些是夏天里的动人瞬间，这些瞬

间书写着军民情深，书写着“不论树影

有多长，根永远扎在土里”，书写着中华

民族自立自强的精气神。

夜色如墨、苍穹之下，万千网友目睹

了歼-15舰载机首次夜间空中加油训练的

情景。目睹此景，有网友这样感慨：“为战

机加油，也是为祖国安全加油，为全国人民

的幸福生活加油。你们用最硬核的青春

力量，感动了我们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魂兮归来。”9月27日，第七批117

位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战机护

航，水门礼遇。去时少年身，归来已忠

魂。一个个棺椁，一张张照片，无数人

点击、观看、留言，“看着看着就哭了”。

这些是秋天里的动人瞬间，这些瞬

间标示着山河无恙来自军人的冲锋牺牲，

家国安宁离不开军人的热血守护。

风雪边关，远、高、险、冷。11月 6

日，一名战士踏着没膝深的积雪对战友

说：“人们叫这里生命禁区，但咱们保卫

祖国可没有禁区。”巍巍昆仑，犹如一座

高耸云端的丰碑，镌刻着中国军人对祖

国的忠诚。

12月 17日，我国首次月球采样返

回任务圆满成功。次日的朋友圈里，有

人在嫦娥五号返回器落地点的国旗照

片下写道：“未来的路不会比过去更笔

直、更平坦，但我们踏梦而行，无比自

信。”

这些是冬天里的动人瞬间，这些瞬

间昭示人们追梦筑梦就要有“敢教日月

换新天”的创业豪情，就要有“比肩一流

谋超越”的进取精神，就要有“计利当计

天下利”的崇高境界。

有社会学家指出，当下的人们心都

很坚硬，很难被感动。2020，中国军人

为何能一年四季都让人们泪目？有人

这样回答，因为他们是价值观的鲜活体

现，是正能量的有形注脚，他们让善被

看见，让爱被感知，让更多的人知道，在

这个社会上，还有那么多感动在传递，

还有那么多可贵的品质在闪光，还有那

么多的美好期待被遇见。

诗人说：“我们所有探寻的终结，都

会回到我们的出发之地。”此去经年，

“篝火已熄，但心灵仍在燃烧”。

让我们珍惜人民的这份感动，一起

唱响“把握生命里每一次感动”，心动更

行动，流泪更流汗，“撑一支长篙，向青

草更青处漫溯”，在强军征程上做更好

的“真心英雄”。

（作者单位：中部战区陆军某预备

役高炮师）

动人瞬间情深意长
■白建国

玉 渊 潭

用久的电池会老化，

用多的战术会不灵。特

别是在改革强军大背景

下，各种新情况、新问题

集中涌现，“电量不足”

的警报时刻在响起，任何

人都没有“老本”可吃，

迫切需要全军官兵像给

手机充电那样随时给脑

袋充电。

漫画作者：陈镇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