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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瞭望

画里有话

玉 渊 潭

谈训论战

百年风华④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

弥坚。

我们党的一百年，是矢志践行初心

使命的一百年。习主席在党史学习教

育动员大会上指出，“历史充分证明，江

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

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这一重要论述告

诉广大官兵，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

支持，我党我军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

就能无往而不胜。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

兴。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

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

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在

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牢记初心使

命、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

求。这次党史学习教育的一个重要目

的，就是教育引导共产党人、革命军人

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

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

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作为奋斗目标。

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我军作

为党缔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党旗所向

就是军旗所向，军队的历史就是党领导

下践行初心使命的历史。无论走多远，

共产党的军队，从来都不会忘记：是老百

姓的“千层底”送我们过了雪山草地，是

“红嫂”的乳汁养好了我们的伤口，是人

民的“伟力”让我们赢得了战争。在每名

官兵心中，从来都有一颗不变的初心，他

们永远把人民放在心上，用爱民、护民、

为民的实际行动回答了“为谁当兵、为谁

扛枪、为谁打仗”的问题。

纵观党史军史，到处都留下子弟兵

与群众同舟共济、生死相依的感人故

事。长征途中，红军战士谢益先，把仅

有的一袋干粮，全部给了带着两个孩子

的妇女，母子3人活了下来，他自己却饿

死在茫茫草地。还是在长征路上，3位

红军女战士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一位

大娘家借宿，她们把仅有的一床被子剪

下一半给了大娘。这些故事充分体现

了我党我军的人民情怀和为民本质。

可以说，为了人民的解放和幸福，人

民子弟兵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我军有

许多以地名命名的荣誉称号，其中都饱

含着感天动地的鱼水深情。“刘老庄连”

闻名全军，当年新四军某部四连82名官

兵用自己的牺牲，保护了刘老庄的乡亲

们；还有“马石山十勇士”“狼牙山五壮

士”，在这两个地方，子弟兵把死亡留给

自己，把生的希望留给乡亲。

赢得江山，更要守好江山。一代代

官兵接续而来，一样视人民如亲人，一

样把人民利益举过头顶。1976年唐山

大地震，子弟兵紧急驰援；1998年特大

洪灾，子弟兵奋战向前；2008年汶川大

地震，子弟兵生死救援；2010年玉树地

震，子弟兵为民奋战；2020年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军队医护人员挺身一线……

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军人在冲锋；哪

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军旗在飘扬。

这就是革命军人的宗旨意识、大

爱情怀。刘伯承有一句名言：“老百姓

不是命里注定要跟我们走的，为什么

不跟别人走呢？”正是在我党我军初心

的感召下，才有了当年苏区“八子参

军”的壮烈故事，才有了国民党军队在

解放区成为瞎子聋子，才有了临汾附

近六县农民卸下26万副门板助我军攻

城，才有了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渡江战

役的伟大胜利……如此深情厚谊感召

后人：历史从不偏爱哪一个政党，战争

也从不眷顾哪一支军队，谁能赢得最

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谁就能赢得最

终的胜利。

今天，党和国家事业进入新发展阶

段，人民军队开启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新征程，正聚焦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

推进新时代强军事业。但不管时代如

何发展，军队如何变革，子弟兵都不能

忘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不能忘了“人民战争的伟力，来源于人

民的伟大力量”。特别是现代战争，是

一体化联合作战，需要激发更多的战争

潜力，需要汇聚更多的智慧力量。倘若

丢掉宗旨、背离初心，就会失去人心、远

离胜利。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当下，全党全

军正在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对革

命军人来说，学好党史这门必修课，最

应该做的就是回望原点、擦拭初心，牢

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只要广大官兵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守

初心，以真挚的人民情怀滋养初心，以

牢固的公仆意识践行初心，清晰地认识

到“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切实强化

军魂意识，发扬优良传统，赓续红色基

因，矢志精武强能，就一定能赢得人民

这个“江山”和“靠山”，不断从胜利走向

胜利，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

命任务。

（作者单位：第78集团军）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系列谈①

■裴晓昌

看清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

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多打胜仗，一

个重要原因就是善于观全局，善于从整

体上、系统上看待问题，而不是拘泥于

一城一池的得失。陇东战役结束后，彭

德怀在总结会议上作了诚恳的自我批

评。他用手指着自己的脑袋说：“彭德

怀呀，彭德怀，你的马列主义就是没有

学通啊，看问题一格一格的（意即孤立

地看问题）。只看胡（宗南）马（步芳）相

互矛盾的一面，忽视了胡马两军在反共

反人民这一基本点上完全一致的一

面。”当然，彭老总并不是看问题不全

面，也许是这一次有所忽视。但他的这

种自我批评，至今仍深刻地警醒领导干

部，看问题绝不能一格一格地看。

任何问题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仅仅

盯着问题的一部分，如同盲人摸象那样

抓不住全貌，就可能解决不了问题，甚至

是按下葫芦起了瓢。比如，我们所说的

人才缺乏问题，如果只盯住某个人能力

素质不够，再多的批评，也是解决不了问

题的。人才能力不够，牵涉到人才的培

养、选拔、锻炼、实践等诸多方面。只有

不孤立地看待问题，多从全局上、系统上

考虑，才能推动问题有效解决。

现实生活中，很多单位拉了一些问

题清单，这些问题清单列得很详细，划分

得也很明确，但就是很难解决，甚至久拖

不解，成为棘手问题。探究起来，一个重

要原因就是少数领导干部看问题的视角

不对，总是一格一格地看，看到的是问题

的枝叶，而不是问题的全部。由此，他们

开出的药方，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殊不知，头痛的症结可能并不在头部。

坚持用辩证思维，不拘泥于一人一事，才

可能抓到事物的本质，找到解决问题的

思路、措施和办法。

今年，我军建设进入“十四五”时期，

将聚焦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走好国防

和军队现代化新征程的第一步。国防和

军队现代化建设，越来越注重系统化、体

系化。比如，我们要构建新时代军队思

想政治教育体系、新型军事训练体系、新

型军事人才体系等。构建好这些体系，

贵在坚持系统观念，发展地而不是静止

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

零散地观察事物和把握问题。唯有如

此，我们才能防止只顾一点、失去其余，

切实形成“1+1>2”的体系能力。

军队战斗力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

一格一格地看问题只会阻碍发展进

程。领导干部只有树牢系统观念，坚持

体系思维，把提升整体效益贯穿于工作

实践各方面全过程，统筹近期目标和远

景目标，系统谋划推动，才能不断化解

难题、打通淤点堵点痛点，书写强军事

业发展新篇章。

看问题不能一格一格地看
■臧 峰

今年是我们党百年华诞。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

开拓前进，一步步在没有路的地方，走

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间正

道。我们生逢伟大时代，最应该做的

就是以顽强拼搏、不懈奋斗成就伟大

事业。

伟大，十分崇高卓越谓之为伟

大。一个人如果在平凡岗位取得非凡

成就，造福社会、让人敬仰，可谓之伟

大；一个民族如果自强自立，傲立于

世，可谓之伟大；一个政党如果能做到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

谋大同，可谓之伟大。而一个时代之

所以谓之为伟大，就在于它有着蓬勃

向上的不竭力量，有着广泛厚实的发

展基础，有着广阔无垠的机遇空间，有

着国人愿为之付出的家国情怀、甘为

之牺牲的豪迈气概。

人间正道是沧桑。2017年10月18

日，习主席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掷地有

声地宣告：“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个新时代，

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

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胜利的时代。”当今，我们比历史上任何

时期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目标，人民经济生活、幸福指数、民族尊

严、国家地位、社会发展活力，任何一个

历史时期都难以望其项背，这样的时代

堪称伟大。

伟大时代，是一代又一代共产党

人接续奋斗、辛勤耕耘的结果。100

年前，浙江嘉兴南湖上的一艘红船扬

帆起航，从此中华民族有了复兴希

望；72年前，我们党带领人民走过 28

年的艰难历程，建立了新中国，从此

人民当家做主人；40多年前，一位古

稀老人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拉开了

改革开放的大幕，从此全国人民奔向

小康之路；9年前，习主席创造性提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从此把国家、民族和个人紧紧耦合成

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凝聚起 14亿人民

的力量和梦想。如今，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中国人民正以空前的自豪

感、荣誉感，团结拼搏、奋发有为，在

这个伟大时代的舞台上找寻属于自

己的机遇和荣光。

躬逢这个伟大时代是吾辈之幸。

然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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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历程，英雄辈出。李大钊无惧

屠刀，因为他坚信“将来的环球，必是赤

旗的世界”；彭湃放弃“鸦飞不过的田

产”，因为他向往“千家兴，万家好”的新

世界；瞿秋白笑对生死，因为他梦想“从

今后，福音遍天下，文明只待共产大

同”。还有杨靖宇、赵一曼、江竹筠、刘

胡兰、董存瑞……无数共产党人用牺牲

奉献、忠诚担当换来了今日强大之中

国、强盛之民族，我们更要珍惜来之不

易的美好生活、珍爱这个伟大时代。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

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今天，党

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

性变革。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距离目

标越近，风险越大，任务越艰巨，越不能

懈怠，越要加倍努力。须知，通向成功

的道路必将是荆棘丛生、崎岖坎坷。我

们唯有保持定力、坚定信心，以“狭路相

逢勇者胜”的果敢、“越是艰险越向前”

的斗志，众志成城、披荆斩棘，努力在危

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才能不

断提高化危为机、危中寻机的能力，乘

风破浪、大道直行。

时代要前进，必须有取之不尽、用

之不竭的助推力量。作为这个伟大时

代的一分子、受益者，助推时代人人有

责、人人有为。站在“两个一百年”的

历史交汇点，我们必须立志于创造中

华民族千秋伟业，以党的方向为方向，

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坚如磐石的理

想信念追随党的脚步，听党话、跟党

走。共产党人、革命军人只要既注重

过程导向，又注重目标导向、结果导

向；既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又有

“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既立鸿鹄志，

又做有为者，自觉肩负起我们这代人

的职责使命，必定能创造属于新时代

的光辉业绩，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单位：61660部队）

以 奋 斗 成 就 伟 大
■李克亮

前不久，央视热播的电视剧《跨过鸭

绿江》，又一次让我们见识了我国开国战

将的独特魅力。

军之大事，命在于将。军有名将，三

军之幸。韩先楚是我军一名骁勇善战的

指挥员，打仗很有一套，从东北一直打到

海南岛。他被称为“旋风司令”，令敌人

闻风丧胆，其一大功绩是推动并指挥部

队提前解放了海南岛。抗美援朝战争结

束后，毛泽东任命韩先楚为福州军区司

令员，很多人都明白：就是要让台湾方面

看一看，打下海南岛的那个人，现在到台

湾岛对面的福州军区当司令了。从

1957年到1973年，韩先楚任福州军区司

令长达16年。

一支军队要形成威慑力，这是强军

的标配。一说到威慑，很多人都会想到

各种新装备、“撒手锏”武器等。事实上，

除了大国重器、颠覆性技术之外，战将也

是重要的威慑力，是一种极具震慑性的

存在。

两军战场对决实为战将博弈。战争

的前台是血与火的拼杀，背后则是战将

之间的对抗。战争的胜负，很大程度取

决于战将的智慧、勇敢、韬略和兵法。一

个有声望、有才能的战将，本身就是胜战

的重要砝码。反之，一个平庸的指挥员，

不仅带不来荣誉，还可能葬送士兵的生

命。

在人民军队的战史上，我军很多战

将让对手为之胆怯、为之畏惧。蒋介石

的得意战将王耀武、张灵甫何其狂妄，甚

至被誉为“常胜将军”，但在粟裕面前，总

是“矮了几分”，在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

中纷纷败北。国民党悍将胡琏晚年曾感

叹：“土木不及一粟。”“土木系”乃蒋介石

发家部队及其嫡系将领。这些所谓的

“蒋家军”，在粟裕将军面前一个个败下

阵来。还有刘邓大军，很多国民党部队

一听是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打仗就少了

底气。可以说，战将走到对手前面，胜利

的天平就开始倾斜了。

现代战争，是一体化联合作战，被称

为“秒杀战争”，情况瞬息万变，对战将的

科学决策、战场应变、指挥能力提出了新

的更高要求。只有真正深知对手、精通

现代战争的指挥员，才能既震慑敌人，又

能带领部队打胜仗。否则，就像有人所

言：“如果指挥员的判断错了，胜利的希

望就变得渺茫，这时候只能靠浴血奋战

的士兵来力挽狂澜。”

当下，我军正在深入开展实战化军

事训练。通过军事斗争一线拿敌练兵，

与强国军队开展联合训练，组织多种形

式的实兵实案实装演习，锻造和培养了

一大批懂打仗、善打仗的指挥员。然而，

我军还存在打现代战争能力不够，各级

干部指挥现代战争能力不强等问题。解

决这些问题，根子还在指挥员。指挥员

只有具备打赢现代战争的过硬本领，才

能带出一支精兵劲旅，在未来战场上让

敌人闻风胆寒。

强军，最显著的标志是强指挥员。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我军之所以能打败

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很重要的是有

众多像彭德怀、邓华、洪学智、韩先楚这

样能力出众的战将。今天，我们应对风

险挑战、化解矛盾危机，打赢现代战争、

维护国家安全，迫切需要更多的强将猛

将智将。

锻造具有威慑力的指挥员，是最艰

巨的战争准备。今天，我军很多指挥员

没有经历过实战历练，更需要付出艰苦

的努力弥补知识短板、技术弱项、实战

经验、战争素养。对一名指挥员来说，

要把自己锻造成战将，必须具备军事职

业精神，心无旁骛投身现代战争，最大

限度抵近战争前沿、技术前沿，坚决摒

弃守旧观念、守常思维、守成思想，努力

使信息主导、体系支撑、精兵作战、联合

制胜等观念在头脑中牢牢扎根，真正在

敌情研究、战法训法、临机决断上走在

前列。如此，一旦有事，才能带兵出征、

纵横战场，做到慑敌于前、料敌于先、胜

敌于胸。

（作者单位：92330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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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梓
旭

前不久，一位领导干部在检查年度开

局工作时谈到，要想干出名堂、干出成效，

很重要的就是把干事热情与科学精神结

合起来，既讲干劲闯劲，又讲科学规律。

新时代强军事业是干出来的，没有

干事热情、工作激情是不行的。然而，仅

有热情还远远不够，还必须有科学精神

作支撑。现在的工作，大都具有开拓性，

而且技术含量很高，专业要求也高，仅凭

一股热情难以铸就精品、成就卓越。唯

有既讲热情又讲科学，才能使工作成效

符合客观规律、符合官兵利益、符合战斗

力标准。

今天，我军正处于深化改革、转型发

展的深入推进期。干事创业必须打破陈旧

思维、摒弃路径依赖，更加需要讲干劲、讲

科学。如果盲目蛮干，不注重把握规律，看

似出了不少力气，很可能适得其反。

苦干实干有了科学支撑，必定效力

效益大增。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说，把干

事热情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就是要永

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

风，跟着问题走、奔着问题去，精准识变、

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在把握规律、遵循

规律的基础上改革创新，提升部队各项

建设质量效益。

讲 热 情 也 要 讲 科 学
■蒋振梁

近日，战友在朋友圈转发了一篇延安

时期的调查报告——《鲁忠才长征记》。

这篇调查报告，开门见山、直击问题，内容

简洁、语言朴素，全文包括标点仅2700多

字，却讲了7个方面的情况。这一文风，

值得今天的党员领导干部学习。

写文章是一种领导方式。要想达到

预期的领导效果，文章就要条理清晰、简

洁明快、清新朴实。如果夸夸其谈、不知

所云，或者长篇累牍、不见问题，那还叫

文章吗？又怎能凸显领导效能？现在一

些领导干部写调查报告，有时把调研单

位夸成“一朵花”，而最该呈现的短板弱

项、经验教训、对策意见等寥寥无几，“想

看的没几句，不想看的堆成山”。

文风里蕴藏着兴衰成败。对军队

来说，文风彰显战斗作风、体现作战效

能。打仗需要精当缜密、精准明确，写

文章同样需要高度概括、简洁有力。不

在日常工作中养成实事求是、战味浓厚

的文风，到了战时再想准确表达、高效

指挥就难了。

毛泽东同志在《鲁忠才长征记》发表

时的按语中写道：“现在必须把那些‘下

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

‘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

主义扫掉。”新的一年里，我们要深入推

进练兵备战，必须摒弃党八股，扫掉“夸

夸其谈”，建立起服务打仗、适应战场的

文风作风。

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
■南加洛珠 叶建波

漫画作者：周 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