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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瞭望

画里有话

玉 渊 潭

长城论坛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百

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

欲事立，须是心立。以百姓心为

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

党的初心，也是党的恒心。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恒心常存。

这是我们党从一艘小小红船成长为巍

巍巨轮的根本保证和制胜密码。

初心犹如罗盘，标定党的方向和旨

归。我们党从一开始就是“联系人民群

众的党”，就把“人民”二字写在自己的

旗帜上，把群众的疾苦挂在自己的心坎

上，与民众“天生就是一家人”。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从井冈山到古

田，从瑞金到延安，从西柏坡到北京……

我们党一路走来，始终没有忘记初心，始

终为了这个初心砥砺奋斗，得到人民群众

的拥护，因此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

标，正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

神永恒。党的初心，一直闪耀在百年历

史中，标示宗旨，照亮前路，指引未来。

初心铭刻在半条被子上。

长征路上，3名女红军借宿于徐解

秀老人家中。临走时，红军战士把自己

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老人。

红军在自己缺吃少穿、生死攸关的情况

下，心里还想着老百姓的冷暖。一枝一

叶总关情。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队伍，

我们共产党人和老百姓的感情就是共

用一条被子的感情。

初心定格在一张照片上。

1939年英文版《西行漫记》收录的

一张黑白照片，呈现了12岁小红军王东

平的灿烂笑脸。斯诺问他为什么当红

军，他回答：“红军替穷人打仗，红军是

抗日的，为什么不要当红军呢？”这样的

理想、信仰和追求，让无数共产党人、革

命军人，前仆后继、不怕牺牲、英勇战

斗，打出一个新中国，迎来一个新世界。

初心标明在树叶禁令上。

抗日战争年代，粮食不够吃，很多

人采集树叶吃。聂荣臻颁布了一条中

国历史上旷古未有的《树叶训令》：晋察

冀军区所有部队，不许采摘村庄附近的

树叶，只能到十几里外的荒山野岭去采

摘，而且，还要把野果等“适口”的东西

留给老百姓。总之一句话，革命军人

“宁可饿肚子，也不能与民争食”。老百

姓看后既震惊又感动，他们祖祖辈辈哪

里听说过这样爱护老百姓的军队！

初心体现在一记耳光上。

1980年春天，时任山东菏泽地委书

记的周振兴到曹县韩集的红三村，看望

83岁的伊巧云——一位曾为革命作出

很大贡献的老人。当时，老人重病在

身，却连半碗猪肉都吃不起。在县城汇

报会上，周书记讲到此事时突然抬手扇

了自己一个耳光：“我们这些大大小小

书记的脸还叫脸吗？”在场不少干部泪

流满面，陷入愧疚和自责之中。周书记

的耳光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老一辈共

产党人一心为民的赤诚、履职担当的敬

畏、自我批评的勇气。

初心兑现在脱贫誓言上。

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

人口全部脱贫，是我们党向全国人民作

出的郑重承诺。立了军令状就要兑

现。历经8年，无数共产党人身赴一线、

倾情奉献，向贫困宣战、助群众脱贫。

去年底，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决战脱

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千百年来中华

民族孜孜以求的小康梦即将实现。为

打赢这场硬仗，全国200多万扶贫干部

战斗在最前线，以生命赴使命，以初心

换民心，超过700人倒在冲锋路上，这其

中就有年轻党员干部黄文秀、李夏等。

百年征程路上，百年初心弥笃。无

论是抗洪抢险，还是抗震救灾；无论是

科技自立自强，还是推进改革开放；无

论是建设生态文明，还是打造政治生

态，初心在，民心就在，根基就在，胜利

就在。

特别是在疫情防控斗争中，我们党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用众志成城、

坚忍不拔书写了抗疫史诗，用初心恒

心、大爱大德展示了伟大抗疫精神。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

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

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

发。

党的初心，最终要体现在每名共产

党员身上。对广大党员来说，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不是一阵子的事，而是一

辈子的事，需要经常同党中央要求“对

标”，拿党章党规“扫描”，用人民群众新

期待“透视”，同先辈先烈、先进典型“对

照”，不断去杂质、除病毒、防污染，始终

做到初心保鲜、使命在肩。

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共

产党人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

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胜利，方

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

发。我们秉持以人民为中心，永葆初

心、牢记使命，乘风破浪、扬帆远航，一

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百年初心历久弥坚
■胡旭渝

近日，笔者在基层调研时发现，个别

官兵对待表彰奖励先看“有没有用”，认

为只有立功或者有实实在在物质奖励的

荣誉才值得追求，这种看待荣誉“利”重

于“励”的倾向不可取。

荣誉是军人的第二生命。无论是立

功受奖，还是通报表彰，甚至是一句表扬

的话，都是对官兵辛勤付出的肯定和认

同，都应成为官兵积极向上、创造更大业

绩的精神动力。战争年代，一张奖状、一

个本子、一支钢笔、一个牙缸，都是很有意

义的褒奖。获奖者都会倍加珍惜，甚至不

惜用生命来保护它。正是因为对荣誉的

珍视，让军人始终充满斗志、勇往直前。

军人为荣誉而战，但不能为荣誉所

累。如果看待荣誉过于重“利”，只图“有

用没用”，追求物质奖励大于精神奖励，

或者只追求“大荣誉”，看不起“小荣誉”，

就会出现对荣誉追求的价值偏差，即使

得到了荣誉，也起不到应有的激励作

用。只有正确对待荣誉、珍惜点滴荣誉，

才能在奋斗和拼搏中收获荣誉、收获认

可、收获快乐。

个别官兵不太珍惜荣誉，有个人原

因，也有所在单位的原因。“赏无度则费

而无恩。”实践中，一些单位在表彰奖励

上名目繁多、重复交叉，使得荣誉降价、

证书贬值，影响了表彰奖励质效和辐射

作用的发挥。如此奖励，激励效果可想

而知。

事实证明，科学合理的奖励，才能使

荣誉“保价增值”。表彰奖励只有在公开

透明的基础上，坚持及时褒奖、按绩施

奖、公正记奖，才能使官兵人人珍惜荣

誉、追求荣誉，进而形成百舸争流、拼搏

进取的生动局面。

荣誉，关乎信仰与追求，关乎境界与

情操。身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们应把

能打胜仗作为最高荣誉，在追求和珍惜

每一份荣誉中不断书写新的荣光、创造

新的业绩。

（作者单位：71217部队）

每一份荣誉都值得珍惜
■梅 潇/文 胥萌萌/图

“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机遇意

识和风险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把困难估

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思考得更深入

一些。”习主席的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

述了发展与安全的辩证关系，为领导干

部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提供了思

维方法和领导方法。

明者远见于未萌，而智者避危于无

形。预判风险是防范风险的前提，把握

风险走向是赢得主动的关键。毛泽东同

志曾讲：“世界上的事，往往是这样，就是

为了痛快，往往反倒不痛快，而准备了不

痛快，不痛快或者可以少一点。”防范风

险挑战，往往是排查隐患越多越安全，反

之则可能会出现事故，甚至导致难以预

料的结果。风险不可怕，可怕的是风险

来临之前不做深入思考、分析和应对。

“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方可防微杜

渐，防患于未然。“把风险思考得更深入

一些”，正是这样一种思则有备、有备无

患的科学思维。事实证明，风险面前只

有事前主动应对，没有事后诸葛亮。虑

之愈细，行之愈远，思考深入一层，准备

充分一些，风险才会降到最低。

察势者智，驭势者赢。当前，我国国

家安全面临的风险挑战是多方面的，有

外部风险，也有内部风险；有一般风险，

也有重大风险，特别是政治上的、经济上

的、科技上的、意识形态上的以及新冠肺

炎疫情等风险因素联动叠加，防范化解

风险任务异常艰巨。领导干部只有既防

范自己所负责领域内的重大风险，又密

切关注全局性重大风险，第一时间提出

意见、建议和对策，才能以有备之举赢得

主动、化解风险。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党我军的

领导人在关键时期总能站得更高、看得

更远、想得更深，科学预见形势发展走

势和隐藏其中的风险挑战。1945年，面

对抗战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大好形势，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上对全党讲到

“准备吃亏”时提了17条困难，同时还提

了8条革命一定能胜利的原因。正因为

如此，我们才能很快战胜困难，赢得伟大

胜利。历史一再表明，对风险挑战考虑

得越充分、越全面，应对风险就越是自

如、越有胜算。

见兔顾犬、亡羊补牢，是为下策；积

谷防饥、曲突徙薪，方为上策。有效防

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贵在增强各项工

作预见性，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以

万全之策应对“万分之一”。当今世界

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进入动

荡变革期，未来一个时期我国外部环境

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如何在危

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尤其要

加强对各种风险的有效防控，重点防控

那些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领导干部只有

深刻把握时与势、危与机的关系，深入

思考和全面分析错综复杂的风险挑战，

真正警惕“黑天鹅”从天而降、防范“灰

犀牛”狂奔而来，方能在风险挑战面前

迎难而上、攻坚克难，推动新时代强国

强军事业行稳致远。

前进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越是前

景光明，越要居安思危。“把风险思考得

更深入一些”不是根本目的，还需要做好

“下篇文章”，提高防范风险能力。对军

队领导干部来说，最重要的是提高新时

代打赢能力。军事安全如果失守，对国

家安全的影响将是致命的，其他领域的

安全也将失去坚强后盾。我军已基本实

现国防和军队建设2020年目标任务，但

也要清醒地看到，向着建军百年奋斗目

标前进的伟大征程中，固底板、补短板、

锻长板的工作还有很多。只有增强忧患

意识，保持清醒头脑，增强工作前瞻性、

进取性、创造性，全面提升备战打仗能

力，采取一切可能的防范应对措施，有备

无患，敢于出击，敢战能胜，才能保证军

事安全风险的最小化，有效履行新时代

我军使命任务。

（作者单位：湖北省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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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陆军某部召开年终总结表

彰大会，一些同志被评为优秀机关干

部。他们之所以受褒奖，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工作积极用功，永远不需领导推

着走。

工作态度决定工作成效。自觉干、

主动干，才能想方设法干成事，把工作做

到极致；被动干、推着干，工作就难出精

品。我们都知道，推车很难走上百千公

里，而汽车却可以。究其原因，主要是推

车自身没有动力，而汽车有。这启示我

们，干工作不能靠上级和领导推着走，要

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如此，工作才

能走得更远。

实际工作中，个别机关干部就如推

车一样，领导推一推才动一动，无人督

促、无人监督时就停滞不前。他们有的

上交材料拖到最后一天，下发通知拖到

最后一刻；有的白天得过且过，晚上耗时

“加班”；有的总想贪图安逸，急难险重任

务面前溜号。诸如此类，何谈工作成效，

何谈开创新局？

凡精品工程，都是自觉用功干出来

的，从来没有不迈步子就能到达远方的

事。机关干部只有坚持把谋划想在前，

把工作干在前，完成任务不等不靠，追求

卓越一丝不苟、孜孜不倦，才能干出名

堂，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

推着走的工作走不远
■许玉琪 王 震

无战不联，联方能胜。

前不久，习主席向全军发布的2021

年开训动员令强调，“深化联战联训，坚持

以联合训练引领军兵种训练、以军兵种训

练支撑联合训练”。这一动员令再次凸显

了体系练兵、联合训练对于打赢未来战争

的重大意义，必将激励全军官兵强化联合

训练，尽快把联合作战能力提上来。

统帅一声令，全军风雷动。放眼全

军，有的部队加强联合作战知识学习，夯

实联合作战基础；有的部队展开不同兵

种专业对抗，坚持在一体化作战平台下

练兵；有的部队协调友邻部队，开展小规

模实兵对抗；有的部队筹划联合作战演

练，遵循《联合作战纲要（试行）》开展训

练……可以说，突出体系练兵已经成为

广大官兵的自觉行动，深化联战联训已

经成为实战化军事训练的鲜明导向。

“兵之胜负，不在众寡，而在分合。”

一体化联合作战是未来战争的基本形

态。明天战场上，单枪匹马的短兵相接

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具有信息化智

能化特征的系统与系统、体系与体系的

对抗。谁也不能脱离团队而称雄，谁也

不能脱离体系而制胜。每名官兵都是

作战体系的关键节点，每个岗位都是战

斗力链条的重要一环。哪个节点出问

题，都可能导致“马蹄铁效应”；哪个岗

位出纰漏，都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

应”。因此，只有各个作战部队、各个作

战单元、各个作战要素密切协同，才能

强固体系优势，形成联合作战能力，铸

就战无不胜的铁拳。

联则强，合则胜，没有联合就难有

胜利。现代战争对联合训练提出强制

性要求，不开展体系练兵、不深化联战

联训，打赢未来战争就是一句空话。叙

利亚战争中，俄罗斯军队之所以取得了

很好的空天打击效果，就在于他们有多

军兵种支撑，上有卫星导航，下有特种

兵渗透指引，畅通“侦、控、打、评”各个

环节，实现了一体化联合作战。还有去

年的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纳卡冲突，这

虽然是一场小规模的战争，但其联合作

战的特点十分明显，多次展开的无人机

大战，背后都有信息化指挥平台的强力

保障。可见，联合作战能力不过硬，就

会在体系对抗中败下阵来。

“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我军

军事训练已进入全方位变革、整体性提

升的新阶段。加快实现军事训练转型

升级，全面提高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

必须坚持体系练兵，向联战联训要战斗

力。我军未来的作战样式，是在联合作

战指挥机构统一指挥下的一体化联合

作战。有军事专家称：“体系作战，就是

要把众多的兵种焊成一块精密的手

表。”锻造联合作战能力，要求陆军、海

军、空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等多个

军兵种参与，以网络信息体系为基础支

撑，真正实现作战力量整体融合、作战

要素高度联合、作战行动多域联合、作

战效能聚优释放。如此，才能做到既心

联，又芯联；既形联，又神联。

近年来，我军在联战联训方面做了

很多工作，但仍存在一定的差距，练体

系、体系练的路子还没有完全走开。有

的联合作战基本理论不扎实，缺少联战

联训的智力支撑；有的联合训练开展不

经常，联合起来“锣响鼓不齐”；有的未能

把新装备、新质作战力量融入体系训练，

联合训练的整体效能不强；还有的信息

系统链路未能完全打通，节点控制不够

灵活高效。解决这些问题，别无他法，唯

有坚持以联为纲，发展我军特色联合训

练体系，加速提升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

知兵愈深，用兵愈神。搞联合，没有

磨合就没有默契，没有默契就不能“合千

万人如一人”。炮兵部队多沟通雷达部

队，登陆部队多了解舰艇部队情况，无人

机部队多熟悉陆航部队特性，打起仗才

能有效联合。如果平时不合练，作战时

仓促“搭积木”，好比“拉郎配”，能联得

好、联得顺吗？事实证明，平时多搞磨

合，战时才能实现联合制胜。

联战联训，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拿

“敌”练兵，开展红蓝对抗、体系对抗。如

果说磨合是熟悉友军，那么对抗就是通

过与“假想敌”较量来强大自身。这就要

求我们打造出联合作战训练的过硬“蓝

军”，把训练转到基于网络信息体系的一

体化联合对抗上来，真正通过对抗促成

“红军”战场态势、指挥决策、火力打击系

统高度融合，从而把各个作战平台和系

统练过硬，把联合作战能力加速提上来。

号令如铁，鼓角催征。面对我国国

家安全和军事斗争严峻复杂的形势，全

军官兵唯有时不我待、只争朝夕，树牢

联合制胜理念，坚持“仗要联合打、兵要

体系练”，不断推动联战联训向纵深发

展，让部队从“积木组合”走向血脉相

通，方能迎来联合作战的春天，增加打

赢明天战争的砝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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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战联训，把联合作战能力提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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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涛

前不久，某部在年终总结时，提出

了少数领导干部“打卡式”落实的问

题。这一现象，值得领导干部认真反

思、及时纠正。

生活中，到某个风景地“打个卡”，倒

也无可厚非。但到具体工作落实中，仅

仅停留在“打卡”上，万万不行。部队各

项工作，事关强军事业，都要落地落实。

倘若落实不到位，就可能影响战斗力建

设。“打卡式”落实是一种表面的、浅层次

落实，没有沉下来、扎进去，看似做了，实

则毫无成效，是一种典型的假落实。长

此以往，对部队建设有百害而无一利。

今天，很多领导干部下实功、务实

效，保持了抓落实的良好作风。然而，也

有个别领导干部，仍喜欢投机取巧，搞

“打卡式”落实。比如，到场签个名就走

的查铺查哨，身到心不到的检查调研，发

个通知就等于干了的隐患排查。诸如此

类的做法，实质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

作怪，必须加以克服。

凌空蹈虚，难成一番事业；狠抓落

实，方能善作善成。“打卡”是记录，不是

落实；是作秀，不是真干。领导干部只有

坚决摒弃“打卡式”落实，扑下身子、真抓

实干，不务虚功、不兴伪事，才能做到吹

糠见米、落地见效，不断推动各项建设迈

上新台阶。

“打卡式”落实不可取
■赵国平

百年风华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