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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瞭望 八一时评

画里有话

玉 渊 潭

近段时间，军内外都在缅怀我国著

名核动力专家彭士禄院士，学习他勇攀

高峰的奋斗精神、埋头苦干的工作作风、

甘做“拓荒牛”的高尚情怀。对军队领导

干部来说，向彭士禄院士学习，还应学习

他敢于拍板的决断能力和担当精神。

作为技术总负责人，彭士禄院士每

天都会遇到很多问题。无论争论有多激

烈，风险有多大，他都敢于拍板，也因此

有了个“彭拍板”的雅号。他的敢于拍

板，并非“盲动主义”，也不是心血来潮，

而是源于他身上的三张牌：第一张是数

据牌，重要数据他都亲自计算一遍；第二

张是简单牌，善于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第

三张是团队牌，依靠集体的智慧来解决

问题。

古时官员审案，板声一响，生死立

判。拍板一词颇为形象地体现了领导干

部的定力、智慧和能力。领导干部的主

要职责，是出主意、作决策。不敢拍板，

当断不断，是失职；胡乱拍板，决策错误，

是渎职。是否敢拍板、善拍板、拍对板，

是领导干部需要认真解决的现实问题。

彭士禄院士说过：“时间是生命、是效

益、是财富。有些问题只有赶快定下来，

通过实践再看看，错了就改。改得越快越

好，这比无休止的争论要高效得多。”对部

队建设来说，时间就是战斗力，就是发展

机遇。拍板检验决断与担当，领导干部该

拍板时就要拍板。那些善决断、有担当的

领导干部，总是在第一时间拍板，有力有

序有效推动部队各项建设和工作。相反，

那些缺少决断力、缺少担当品格的领导干

部，总是陷于无休止的争论中，对一些涉

及转型发展、涉及战斗力建设、涉及官兵

重大利益的问题不敢拍板，导致贻误发展

时机，影响战斗力提升。

纵观军史，不难发现，很多领导干部

总是敢于在关键时刻拍板，体现了高超

的决断力和指挥素养。抗美援朝第二次

战役中，志愿军 38 军 113 师奉命抢占三

所里。在时间极其紧迫的情况下，113

师指挥员断然拍板，克服疲劳，抛弃伪

装 ，以 行 军 队 形 沿 着 公 路 跑 步 奔 袭 敌

后。这一出其不意的反常之举，成功骗

过 美 军 侦 察 ，部 队 14 小 时 行 军 72.5 公

里，创造了现代战争史上步兵急行军的

奇迹。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现实生活中，

仍有少数领导干部把拍板当作“冒烟的

手榴弹”，不敢拍板、不善拍板。有的能

力不足，特别是遇到不同意见时，便瞻前

顾后，久拖不决；有的缺少担当精神，怕

拍错板，怕影响前程，怕板子打到自己身

上；还有的善于“溜肩膀”，一遇重大决策

就往上推，把本该自己拍板的事让上级

定夺。诸如此类，很容易错失发展机遇，

影响强军进程。

“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

于狐疑。”军队领导干部作为重要的指挥

员，善拍板是未来战争夺得胜利的重要

砝码。特别是信息化智能化战争，被称

为“秒杀战争”，开战即决战，这一特性对

指挥员拍板能力提出更高要求。指挥员

只有深入研究现代战争制胜机理，全面

提高临机决断能力，才能做到在第一时

间敢拍板、拍对板，第一时间抢占先机、

夺取胜利。

拍板能力，表现在关键时，锤炼于日

常中。军队领导干部只要吃透“上头”，

摸透“下情”，不断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

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成为练兵打仗、

带兵打仗的行家里手，就能在该拍板时

果断拍板，在最有利的时机、以最科学的

举措把强军事业加速推向前进。

（作者单位：火箭军某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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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藏 高 原 ，最 近 气 温 依 然 较 低 。

一位边防部队的领导干部在分享基层

蹲点经历时讲：一次在连队无意间谈

到，“住在班排有点冷”，战士们听后，

有的主动“贡献”出自己的大衣，有的

偷偷为他加铺一层褥子……想尽一切

办法提高房间温度，“导致战士们折腾

得很”。

听后，该部党委一班人对照自身言

行反躬自省，明确要求机关干部蹲连住

班“冷了热了少吭声”，真正做到同战士

融在一起、打成一片，与基层坐在一起

解难题、谋发展。这一务求实效的做法

启示我们，机关干部与基层官兵共情才

能共赢。

眼是一把尺，量人先量己；心是一杆

秤，称人先称己。机关干部越是深入基

层，越要用心感受一线官兵生活不易。

这种用心体现在同甘苦、共滋味的言行

中，体现在知兵爱兵、当好“贴心人”的坚

守中。实践证明，只有常做“共情事”，常

有“同感受”，常进行换位思考，才能构建

和谐官兵关系、培养深厚官兵感情，探寻

到加强和改进工作指导的“源头活水”。

机关干部蹲连住班、下连当兵，虽

然挂上列兵军衔，住进班排宿舍，但在

战士们心中，其一言一行代表的是党委

机关、体现的是领导形象。如果没有良

好的作风，不能与基层官兵严格落实

“五同”，盲目向基层要特殊待遇、搞特

殊照顾、提特殊要求，不仅达不到“面对

面”“心连心”的效果，反而会使党委机

关形象受损、威信降低。

脚下粘有多少泥土，心中就会沉淀

多少真情。机关干部蹲连住班、下连当

兵，首要的是放下架子、摆正位置，想官

兵之所想，急官兵之所急，用心用情融

入体悟。然而，实际工作中，仍有少数

机关干部看不到基层营连的难处，喜欢

我行我素，在战士面前说话随意、不分

场合，结果徒增诸多“倒服务”，既难以

真正走进基层，又损害机关基层关系，

甚至还会引起官兵反感。

迈进门槛更要走进心坎。领导和

机关下基层就要像秤砣一样沉到底，千

方百计察兵情、务真章。只有主动站在

基层官兵位置，和官兵苦在一起、乐在

一起，少一些吹毛求疵、无端要求，多一

些共情尊重、理解体谅，以同理心温柔

呵护官兵心灵，以真诚心品味官兵冷

暖，才能赢得最广泛的信任和尊敬，合

力解决好基层建设发展难题。

“冷了热了少吭声”
■陈 辉

行军打仗，情报先行。

前不久，某部组织的一场实战演练

中，一改以前从形势研判开始练起的做

法，着重强化侦察研练，千方百计获取

情报这个打仗“源头”。正是侦察环节

研练充分，“红军”在作战环节才能实现

一击命中、精确打击，演习对抗才更有

针对性、更能体现现代战争特征。

侦察情报犹如“千里眼、顺风耳”，

是上级定下战斗决心、指挥作战行动的

基本依据。毛泽东说过：“指挥员的正

确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

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

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

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在血与火的

战场上，无论是指挥员还是战斗员，不

仅要对我情如数家珍，还要对敌情洞若

观火。因此，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没

有情报就无法打仗，忽视侦察研练，必

将弱化部队战时实侦能力，打起仗来很

可能输在情报这个“源头”上。

一 体 化 联 合 作 战 ，信 息 优 势 是 制

胜 优 势 ，而 情 报 优 势 是 信 息 优 势 最 重

要的体现。从部队作战层面看，在“侦

察 — 判 断 — 决 策 — 行 动 ”这 一 作 战 链

条中，侦察不仅是“源头”“先头”，而且

贯穿整个战争全程。从现代战争特征

看，在“侦—控—打—评”这一信息化

智能化作战体系中，侦察是否到位，决

定 整 个 作 战 任 务 能 否 精 准 有 效 完 成 。

事实证明，只有强化侦察研练，赢在情

报“ 源 头 ”，才 能 尽 可 能 廓 清 战 场“ 迷

雾”，确保战场对我“透明”，赢得战争

最终胜利。

随着我军军事训练转型的深入推

进、实战化训练的深入开展，各级越来

越重视侦察研练、情报获取，既发挥了

我军优良传统，又掌握了获取情报的新

技术新手段。然而，仍有少数部队和指

挥员在训练演练中漏训虚练侦察环节，

作战闭环“无源”隐患凸显。有的侦察

环节练得少，情报全靠“上级通报”，似

乎打起仗来“自带情报”；有的即使组织

实 侦 实 扰 ，也 很 少 练 侦 察 预 警 体 系 构

建、练多种感知手段运用，甚至人为降

低目标发现难度；有的指挥员不重视侦

察，提不出情报要求；还有的部队不懂

侦察原则、不善于获取动态情报，违背

实战要求。诸如此类，必然看不见“山

那边的情况”，只能徒增“战场迷雾”，也

难以做到能打仗、打胜仗。

《经 武 要 略》有 云 ：“ 兵 家 之 有 采

探 ，犹 人 身 之 有 耳 目 也 。 耳 目 不 具 则

为废人，采探不设则为废军。”未来信

息 化 智 能 化 战 争 ，多 军 兵 种 协 同 作

战 ，多 种 情 报 来 源 交 织 ，侦 察 与 反 侦

察 激 烈 对 抗 。 对 我 军 来 说 ，更 加 需 要

增 加“ 战 场 透 明 ”，实 现“ 耳 聪 目 明 ”，

确 保 精 确 指 挥 、精 准 释 能 。 可 以 说 ，

强 化 侦 察 研 练 、赢 在 情 报“ 源 头 ”，成

为我军打赢现代战争迫切需要解决的

一个时代课题。

侦察研练，传统手段不可失。传统

侦察，一直是我军的优势。长征中，红

军能够在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中来

回穿插，精准的情报起了很大作用。解

放战争中，一部《渡江侦察记》尽显我军

抵近侦察的过硬本领。抗美援朝战争

中，志愿军 116 师仅耗时 11 分钟就一举

突破号称“铜墙铁壁、不可逾越”的临津

江 防 线 ，离 不 开 事 前 不 间 断 的 强 力 侦

察，从而获取了基本敌情、敌活动规律

及敌情动态变化，搜集掌握了地形和天

气 等 战 场 环 境 情 况 。 今 天 ，夺 取 情 报

“源头”，仍需大力开展先期侦察、战场

勘察、临战侦察、反敌侦察等课目训练，

真正做到“五行（任务 、敌情 、我情 、地

形、时间）明，仗仗赢”。

技术发展到哪一步，侦察研练就要

跟进到哪一步。现在的情报获取，途径

来源于多维空间，不仅有网络、雷达，还

有无人机、预警机、侦察卫星等。叙以贝

卡谷地之战前，以色列军队通过先期无

人机侦察，精确测定叙军导弹阵地方位；

接着发射多用途无人机，干扰叙军制导

雷达，并获取叙军导弹阵地实时信息；最

后再引导战斗机对导弹阵地进行轰炸，

仅用 6 分钟就摧毁了叙军在贝卡谷地的

19 个地空导弹阵地。现代战争提醒我

们，侦察研练，不仅要练侦察原则、侦察

技术，练动态获取情报、分析情报，更要

练侦察预警体系构建、练多种感知手段

运用。只有这样，我军才能在未来信息

化智能化战争中，料敌在先、胜敌于前。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亘古

不变的制胜之道。战场对决，不赢在情

报“源头”，就是打无把握之仗、打糊涂

仗，就会失败在后头。只有看得见“山

那边的情况”，做到战略上知敌之本、战

役上知敌之变、战术上知敌之招、技术

上知敌之长、指挥上知敌之将，真正让

战场对我透明，才能赢得战机、制敌要

害、百战百胜。

（作者单位：32732部队）

强化侦察研练，知敌方能胜敌
—坚持问题导向推进军事训练转型系列谈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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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作者：周 洁

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品读百年党史，总会发现一些共产

党人的绝笔信、绝笔诗、绝笔文章。每

当此时，不免感慨于革命先辈的牺牲和

奉献，感动于他们的伟大和崇高。

今天，享受着和平阳光的我们，很难

想象那些革命先辈当年艰难困苦、黑暗

压抑、非人折磨的牢狱生活。但就是在

那样的环境下，他们仍然不屈服、不妥

协，依然相信心中的主义、伟大的真理。

金一南评价革命先烈：“任何民族

都需要有自己的英雄。真正的英雄具

有那种深刻的悲剧意味：播种，但不参

加收获。这就是民族的脊梁。”

那 些 留 下 绝 笔 的 播 种 者 ，是 真 正

的 英 雄 。 特 别 是 那 些 绝 笔 里 的 希 冀 ，

印 证 了 一 个 深 刻 道 理 ：因 为 相 信 ，所

以看见。

人间遍种自由花。先烈没有看到

如今之繁华，但他们相信“将来的环球，

必是赤旗的世界”。

帅开甲，江西永丰县党组织创始人

之一。1927 年 8 月，国民党在江西永丰

开展“清党运动”，帅开甲不幸被捕。临

刑前，他写下《就义诗》：“民多菜色仕多

讧 ，敢 把 头 颅 试 剑 锋 。 记 取 豫 章 城 下

血，他年化作杜鹃红。”

诗的后两句告诉我们，烈士的鲜血

不会白流，他们的精神将激励后人继续

战斗，迎来一个红彤彤的新中国。

面对死亡，帅开甲不仅没有悲观，

还坚信革命必将成功。这种希望，就是

一种信仰。共产党人信仰不灭，胜利迟

早都会到来。

毛泽建，毛泽东的堂妹，1923 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领导南岳暴动，后

转移至耒阳坚持游击战争。1928 年 5

月被捕，1929 年 8 月就义于衡山，时年

24 岁。

就 义 前 ，毛 泽 建 留 下 遗 书 ：“ 我 将

毙命，不足为奇……革命轻易的成功，

千 万 不 要 作 这 样 的 奢 望 。 但 是 ，人 民

总 归 要 做 主 人 ，共 产 主 义 事 业 终 究 要

胜 利 ，只 要 革 命 成 功 了 ，就 是 万 死 也

无 恨 ，到 那 天 ，我 们 会 在 九 泉 下 开 欢

庆会的。”

在常人看来，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

于死亡。但面对牺牲，毛泽建不仅无所

畏惧，还对未来充满憧憬，“共产主义事

业终究要胜利”，表达了对正义事业的

忠贞、对革命信仰的坚守。也正是这种

崇高的理想、执著的追求，让无数共产

党人前仆后继、舍生忘死，选择了一条

充满艰辛而又孕育成功的伟大道路。

新时代，我们沐浴着希望光明，迎

接着伟大复兴。但回望来路，千万不可

忘记：希冀是苦难孕育的，成功是血雨

换来的，胜利是牺牲夺得的。

据 不 完 全 统 计 ，仅 从 1927 年 7 月

1 日 到 1949 年 10 月 1 日 ，就 有 2100 多

万 革 命 者 英 勇 捐 躯 ，其 中 可 以 查 到 姓

名 的 烈 士 仅 有 370 多 万 。 这 些 烈 士

中 ，很 多 人 都 留 下 了 绝 笔 ，也 留 下 了

期望。

字 字 滚 烫 ，句 句 千 钧 。 邓 贞 谦 在

《狱中绝笔》中写道：“杀不尽头颅流不

尽鲜血”；吉鸿昌就义前给妻子胡红霞

的遗书中写道：“夫今死矣！是为时代

而牺牲”；刘绍南在《壮烈歌》中写道：

“有朝一日，血要用血还，刀放头上不胆

寒”；卓恺泽在给父母的绝笔信中写道：

“你们乐天知命地等着光明的来到吧”；

赵一曼在就义前给儿子的遗书中写道：

“我的孩子要替母亲继续斗争”……

从这些绝笔中，看不出有太多的悲

伤，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一种嘱托，一种

信心，一种力量。这样的绝笔，不像是

一种终结，而像是一种新生。无数的后

来者，就是看到了他们的信念，感受着

他们的初心，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擦

干身上的鲜血，赴汤蹈火、勇敢战斗，战

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夺取一个又一个胜

利，迎来了黎明，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迎来了祖国强盛、人民幸福，也必将迎

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革命先烈的绝笔，是写给家人的，

是写给历史的，也是写给我们的。周恩

来曾感慨地说：“一想到我们死去的那

些烈士，我们亲密的战友们，就有使不

完的劲，要加倍地努力工作，全心全意

地为人民服务。”对新时代的共产党人、

革命军人来说，学习党史应该做的就是

多读读革命先烈的绝笔，继承好他们的

遗志遗愿，使之转化为推动强国强军事

业的精神财富和动力源泉，努力创造出

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

新成绩，真正让英烈们的希望在我们手

中变成现实、成为永恒。

走在新长征路上，可以欣慰地告诉

革命先辈：百年已来，这盛世正如你们

所愿！

（作者单位：32357部队）

那 些 绝 笔 里 的 希 冀
■解一鸣

百年风华⑦

青春激昂五月天，青年奋发正当时。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而行、

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广

大官兵唯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弘扬五四

精神，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努

力成长为时代新人、红色传人，才能在军营

锻造出彩人生，让青春绽放绚丽之花。

“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

青年官兵理想远大、信念坚定，是一支军队

无坚不摧的前进动力。青年官兵忠心向

党、一心为党，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

运、与军队齐进步，才能更好实现人生价

值、升华人生境界。人无德不立，品德是为

人之本。青年官兵明大德、守公德、严私

德，是走向更高、走得更远的重要前提。有

能力才有广阔舞台，有本事才有发展平台。

人的才能是成长进步的“硬通货”，有了精武

强能的过硬本领，有了创新创造的一流素

质，才能成就人生梦想。事业呼唤担当，强

军兴军是青年官兵的时代重任。青年官兵

勇挑重担、勇克难关、勇斗风险，新时代强军

事业就充满后劲、充满希望。

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四

者密不可分、辩证统一。其中立大志是

方向，明大德是前提，成大才是保证，担

大任是归宿。对青年官兵来说，只有志

向高远、品德高尚、本领高强，才能担当

起民族复兴重任，以聪明才智贡献军队，

以开拓进取服务人民。

时间之河川流不息，每一代青年都

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都应在自己所处

的时代条件下谋划人生、创造历史。广

大青年官兵既是追梦人，也是圆梦人，只

要坚定理想，锤炼品德，勇于创新，实学

实干，就一定能在攀登知识高峰中追求

卓越，在肩负时代重任时行胜于言，在真

刀真枪的实干中成就一番事业。

（作者单位：69250部队）

肩负重任 不辱使命
■韩 正

当下，很多单位都在聚焦年度目标

任务，全方位推动工作落实。要确保工

作取得扎实成效，领导干部不仅要精心

谋事，还要潜心干事。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无论是上

级下达的大项任务，还是党委规划的蓝

图目标，很多都是粗线条的。要把工作

落地落实，还需精心筹划、精细分工、精

准布置。很多单位反映，有些任务落实

不彻底，重要原因就在于谋划不到位、分

工不明确。可以说，精心谋事是想干事、

干成事的前提和保证。

两横一竖，关键在干。如果说谋事

是破题，那么干事则是解题。有再多的

规划、措施，如果不日日为继、久久为功，

踏实肯干、不断突破，则犹如“水中月、镜

中花”，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干事，

关键在潜心、凝心、聚心。如果静不下心

来，浮皮潦草，抱着“差不多”心态，或者

今天一个想法，明天一个点子，缺少滴水

穿石、绳锯木断的功夫，看似费了不少

力，但很可能是无用功。事实证明，只有

聚精会神、心无旁骛，知重负重、实干苦

干，才能把平凡干成非凡，在普通岗位上

创造奇迹，在一般工作中创造精品。

精心谋事、潜心干事相辅相成、缺一

不可。新时代是个干事创业的时代。领

导干部坚持身先士卒、率先垂范，既抓好

工作规划，又重视工作落实，必定能圆满

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夯实部队战斗力基

础，推动强军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作者单位：兴平市人武部）

精心谋事 潜心干事
■吴 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