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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观澜

勇者无惧，血性无敌。

险中练胆、抗中增智、扰中强心……

近日，空军某部召开培育战斗精神研讨

交流会。会上，一个个紧贴使命任务、彰

显时代特色的练胆砺心高招，与实战化

飞行训练同时进行，展现出“空中拼刺

刀”精神的新风采。

战争是军事实力的对抗，也是军心

士气的较量。战斗精神，是军人信念、

情感、意志、作风的集中体现，是军队战

斗力的重要因素，是军事实践中激发人

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人的决定作用的关

键。兵法云：“气为兵神，勇为兵本”“合

军聚众，务在激气”“气实则斗，气夺则

走 ”。 这 里 的“ 气 ”，指 的 就 是 战 斗 精

神。如果说物质因素决定着战争胜负

的可能性，那么精神因素就是把这种可

能性变成现实的决定性因素，战场上最

后的胜利往往属于具有更为强大精神

力量的一方。

我军历来具有战斗精神优势，以敢

打硬拼闻名于世。“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的于树昌，“为了新中国前进”的董存瑞，

“为了祖国不惜血染战旗”的王建川……

硝烟漫征程，血染军旗红。回望我军辉

煌战史，面对如山军令，多少先烈即使牺

牲，也要化身成钉；面对强大敌人，多少

英雄纵然倒下，也要化身成岭。赤子其

心，钢铁其身。战争年代，我军将士用战

斗精神上演的一幕幕战争活剧、创造的

一个个英雄壮举，反复印证着克劳塞维

茨的那句名言——“物质的原因和结果

不过是刀柄，精神的原因和结果才是贵

重的金属，才是真正的锋利刀刃”。

今天，山河无恙、家国安宁，但中国

军人体内的血性胆气从未改变。特别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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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风演风考风的全面整治，全军官兵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敢于斗争、敢于胜

利的血性胆魄进一步激发。“反导尖兵”

陈德明誓言“中国人必须拥有自己的反

导系统”，铆在荒凉大漠铸盾天疆；舰载

机飞行员张超视飞行事业为使命所系、

价 值 所 在 ，把 29 岁 的 青 春 献 给 了 海 天

“飞鲨”……新时代革命军人用生命践行

使命，用血性彰显党性，再次展现出一往

无前、舍我其谁的铁血豪情。

然而，也应该看到，“黯淡了刀光剑

影，远去了鼓角铮鸣”，一些官兵身上出

现了“骄娇”二气。有人说，军人的血就

应该比常人有更高一些的温度。新时

代的革命军人，虽身处和平环境，但绝

不能“醉太平”。新时代培育战斗精神，

必须把准打赢现代战争内在要求，大力

弘扬敢打必胜的精神品质，任何时候任

何情况下都保持革命英雄主义的昂扬

斗志。

“世易时移，变法宜矣。”我军面对的

是以智能化为特征的信息化局部战争，

在战斗力诸要素中，信息、科技、装备的

比重越来越大。未来战场上，也许我们

想跟敌人地面拼刺刀，但在“无人化”凸

显的时代，我们很难跟敌人面对面“厮

杀”；也许我们想跟敌人“空中拼刺刀”，

但在科技至上的现代空战中，我们更应

立足超视距打败敌人。还有，网络阵地

的斗法、电磁空间的博弈、认知领域的较

量，都要求我们不仅有更多的“气”，还要

有强大的“心”、智慧的“脑”。

新的战争和斗争特点告诉我们，军

人的战斗精神不仅体现在敢打敢冲、不

惧生死上，也体现在智勇双全、科学高

效上。因此，在战斗精神培育中，必须

丰富时代内涵，由练胆提气向强心增智

拓展。只有既用“钢”积蓄“气”的力

量，更用“气”彰显“钢”的威力，既

保持革命加拼命的无畏勇气，又涵养心

胜加智胜的科学精神，才能始终保持精

神上的强大，在关键时刻一招制敌、一

“键”封喉。

方向不对，努力白费；聚焦重点，事

半功倍。新时代培育战斗精神，必须认

清时代特点，突出战斗特质，区分对象要

求，把忠诚坚定、英勇无畏、坚韧顽强、团

结协作、机敏严谨作为核心内容，全面锻

造当代革命军人的精气神。

血性不是天性，胆魄需要锤炼。军

人的战斗精神，彰显在战时，培育在平

时。全军各级只要紧紧围绕为谁扛枪、

为谁打仗，当兵干什么、练兵为什么等根

本性问题，综合施策，加强淬炼，战斗精

神这一“精神利刃”就一定会在新时代更

加耀眼、更加锋利。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

作研究院）

由练胆提气向强心增智拓展
—紧贴使命任务培育战斗精神系列谈①

■范 晶

服务基层是领导机关的职责 、本

分、价值所在。那么，最好的服务是什

么？近日的两则新闻里，基层官兵用他

们对帮建机关干部的评价，给出了答

案。

一则是，某旅一名机关干部在连队

蹲点时，严格与官兵“五同”，蹲点结束

后，他撰写的蹲点报告还受到上级表

扬。可连队官兵对他的评价是，“蹲得

很扎实，就是没办事”。

另一则是，某部一名机关干部沉到

基层后，把基层的难当自己的难，先后

帮助和协调解决了室内卫生间改造、士

官孩子乘校车上学等多个难题。临别

前，连队干部感慨地说：“你对基层亲，

我们对你难舍难分。”

对于服务基层，习主席强调：“要着

力研究解决影响基层建设的突出矛盾

和问题。”《军队基层建设纲要》也明确

要求，“主动为官兵办实事、解难事、做

好事”“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应

当想方设法帮助解决”。上面两则新闻

也告诉我们，解难是最好的服务。是不

是真心为基层解难，是检验领导和机关

干部思想作风、能力素质、群众观点的

试金石。

近年来，瞄准建设“三个过硬”基

层，全军各级领导机关深入一线帮建，

对症下药解难，解决了一大批基层难

题，赢得了基层信赖。但遗憾的是，还

有一些机关干部在为基层解难方面做

得不够好。有的对基层存在的难题躲

拖推，搞“鸵鸟政策”、选择性失明；有

的 怕 解 决 不 好 捅 娄 子 、丢 面 子 、挨 板

子，当“泥瓦匠”不当“打铁匠”；还有的

对问题有想法没办法，缺乏攻坚克难

的真招实策。

我们常说，基层是战斗力的“刀尖

子”，打仗时是要冲锋陷阵的。重负难

高飞，拖疾难远行。试想，如果这个“刀

尖子”问题重重、锈迹斑斑，怎能上阵杀

敌？事业是在解决难题中发展的，能力

是在解决难题中提升的，形象是在解决

难题中树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领导

机关为基层尽心竭力解难，就是提升能

力、锤炼作风、服务打赢。

部队在发展，难题年年有。目前基

层的难题清单里，有战斗力建设升级的

难题，有强化组织功能的难题，有密切

内部关系的难题，有官兵现实困难的难

题，等等。有些难题的解决，还需要时

间、机会、政策，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

永逸，但这绝不是推拖的理由、逃避的

借口。实践证明，面对基层难题，有私

心者总是患得患失、裹足不前；有担当

者总是闯关夺隘、一往无前。真心出真

情，真情蕴真力。办法总比困难多。只

要直面难题、善解难题，难题总有一天

会被解决。

当年，面对一名机关干部“基层这

个难题太难了，能不能再等等”的回答，

杨业功反问：“要是这难题在你身上，你

还会等吗？”的确，基层一些难题长期得

不到解决，有能力不够、条件不具备等

原因，也有服务意识和责任心不强等原

因。事实上，多些设身处地、推己及人、

换位思考，多想想“没有基层、哪来机

关”，不少难题也就很快解决了。

需要提醒的是，基层对自身难题也

不能一味上交，能自己解决的一定要不

等不靠，以我为主，尽快解决。须知，给

“拐杖”只能解燃眉之急，强“筋骨”才是

治本之策。只有机关帮关键，基层重自

建，才能在机关与基层的合力抓建中，

把基层锻造成刀尖铁拳。

（作者单位：联勤保障部队政治工

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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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重读杨善洲同志先进事迹，他

有这样一句话令人非常震撼：“入党时

我们都向党宣过誓，干革命要干到脚直

眼闭，现在任务还没完成，我怎么能歇

下来？”

“杨善洲，杨善洲，老牛拉车不回

头，当官一场手空空，退休又钻山沟沟；

二十多年绿荒山，拼了老命建林场，创

造资产几个亿，分文不取乐悠悠……”

什么叫“干到脚直眼闭”？杨善洲用全

部生命和心血给出答案：前半辈子，他

利为民谋、权为民用，为无数百姓解忧

帮困，被群众亲切称为“草鞋书记”“泥

腿书记”；后半辈子，他带领亲人和群众

植树造林，在荒凉的大亮山上营造起几

万亩林木，真正做到了“只要生命不结

束，服务人民不停止”。

一个共产党员一时按共产党人的

觉悟办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按共产

党人的觉悟办事。杨善洲同志就是一

个一辈子按共产党人觉悟办事的共产

党员。他用自己一辈子的先进追求，坚

守了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永恒的行

为具有最大的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

干革命能不能“干到脚直眼闭”，体现出

一名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奋斗精神和

思想境界。

“七一勋章”获得者周永开说：“不

忘初心，人人就都能当老革命。”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不是一阵子的事，而是

一辈子的事。初心不会自然保质保鲜，

稍不注意就可能蒙尘褪色，久不滋养就

会干涸枯萎，很容易走着走着就忘记了

为什么要出发、要到哪里去，很容易走

散 了 、走 丢 了 。“ 天 下 之 难 持 者 莫 如

心”。党员干部只有不断叩问初心、守

护初心、滋养初心、找寻初心、锤炼初

心，才能始终做到敢字为先、干字当头，

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始终保持“赶考心

态”、发扬“赶考作风”，展现新作为、交

出新答卷。

谢觉哉在 《怎样做一个好的共产

党员》 一文中说，只有为共产主义事

业奋斗到底，长期苦干，除死方休，

才算是好党员。什么叫“奋斗到底”？

陈云同志的解释是“就是奋斗到死”。

没有等出来的成功，只有干出来的精

彩。前进道路上，不可能一马平川、

一帆风顺、一路鲜花，少不了“娄山

关”和“腊子口”，我们必须付出更为

艰 苦 和 执 着 的 努 力 。 万 事 从 来 贵 有

恒。当有了“越是艰险越向前”的精

气神，有了“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原

动力，还有什么难关不能闯过？

热情是一种巨大的动力，可以激发

一切力量和智慧，可以驱散一切懈怠和

失意。恩格斯说过：“具有某种程度的

热情对于一个战斗者倒是相称的，一个

无动于衷地拔剑出鞘的人，很少是满腔

热情地对待他为之奋斗的事业的。”胜

利女神永远青睐那些一门心思钻研打

仗、一腔热情干事创业、一丝不苟履职

尽责的军人。每名官兵应当怀着“火热

的耐心”，把对工作的如火热情转化为

爱党忠诚、爱国奉献、爱军精武、爱岗敬

业的巨大动力，知重负重、实干苦干，努

力在强国强军新征程上跑出加速度、干

出新气象。

感悟“草鞋书记”的一句话
■杨从榕 杨绍通

一直不明白，长平之战前，面对赵

括母亲“括不可使将”的强烈建议，赵孝

成王为何还要让赵括担任大将？近读

历史，这才发现真实原因——赵孝成王

是实在没办法了。

原来，赵孝成王选赵括为将，是无奈

之举，因为当时“人才库”里已经没有库

存了，这才“矮子里面拔将军”。确实，当

时的赵国，可堪大任的将才严重短缺：智

勇双全的赵奢已经去世，足智多谋的蔺

相如卧病在床，“犹自显英雄”的廉颇尽

管“尚能饭”，但“龄高头似雪”，之前还被

秦军“数败”，打起仗来经常“固壁不战”，

怎能再为将？

由此可见，在赵国战败的诸多原因

中，不注重接班人培养、战将青黄不

接，是重要一条。遗憾的是，这样的教

训 ， 随 后 的 一 些 王 朝 “ 哀 之 而 不 鉴

之”。比如蜀国后期，能领兵打仗的将

领来来回回就赵云、姜维那几个人，很

少有新面孔，结果“蜀中无大将，廖化

作先锋”，在三国中最先灭亡。

与蜀国相反，同时代的吴国就特别

注重新将领的培养。周瑜、鲁肃、吕蒙、

陆逊……吴国之所以能坚守东南数十

年，注重在实战中培养新的战将是一个

重要原因。这方面，朱元璋在打天下时

也做得非常好。他手下的徐达、李文忠、

常遇春、邓愈、冯胜等，都是他在战场上

通过以老带新锻炼出来的。对此，朱元

璋这样说：“年少的年老者参用之，十年

以后，老者休致，而少者已熟于事。如此

则人才不乏，而官史使得人。”

朱元璋保持“人才不乏”的这番话，

国外一名历史学教授也作了意思相近的

表述：高明的领导人，总是以超越现在的

眼光，给他们的国家尽早培养赢得明天

的人才。而那些走向没落的国家，无一

不是他们的领导人缺乏这种眼光，或者

说是缺乏行动。

前段时间，中国乒乓球队在奥运会上

再次取得骄人战绩。中国乒乓球队为何

能长盛不衰、保持恒强？在一个网站的话

题讨论中，一名网友没有正面回答，而是

发了一段小球员苦练乒乓球的视频。言

外之意是，后备人才充足。其实不光是乒

乓球，任何事业都是这样。后备人才不

足，很有可能造成阿喀琉斯之踵；后备人

才梯队成型，事业才能始终欣欣向荣。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我党

历来高度重视培养新干部，延安时期就

提出“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

是我们的战斗任务”。新中国成立后，

我们党又根据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

需要，培养选拔了一批又一批“又红又

专”的年轻干部。邓小平同志曾语重心

长地说：我们要向前看，我们这个事业

是千秋万代的事业啊！“所以要大胆起

用中青年干部。这方面可要解放思想

呀，不解放思想不行啦！”可以说，正是

因为“革命自有后来人”，才使我们党永

葆青春、永远年轻。

一位思想家说：“一个组织要保持生

机和活力，就必须不断补充新人。”补充

新人、培养新人，敢给“位子”、善育“苗

子”，是能力，也是胸怀，更是负责。一家

外媒在展望中国航天的未来时这样写

道：“看看他们指挥席上那清一色的年轻

面孔就知道，他们的未来，会有比神舟还

快的进步。”

上世纪 60 年代，刘伯承元帅在组织

一次演习时规定，全部由新人来指挥，并

强调“以后大型军事活动要有意识地锻炼

年轻干部”。新军事革命波涛汹涌，新作

战手段不断变化，一个人已经掌握的本领

顶多“各领风骚就几年”。如果总让老将

坐“铁交椅”，到头来老将即便有心“了却

天下事”，也会因为“可怜白发生”而有心

无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注重在基层

一线和困难艰苦的地方培养锻炼年轻干

部，源源不断选拔使用经过实践考验的

优秀年轻干部。”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同

样呼唤“江山代有才人出”。始终高度重

视培养年轻干部，把有计划地培养新人

当作“战斗任务”，我们的军队定会如哲

人所说，“年轻的血液让整个队伍有了改

变未来的力量”。

（作者单位：武警甘肃总队）

把培养新人当作“战斗任务”
■张永赟

近日，某部在上级不设预案的临机

导调中，多能从容应对各种情况。谈到

“战场上不慌乱”的原因，该部领导说，

这得益于他们以真打的标准完善作战

预案。

“事不前定，不可以应猝；兵不预

谋，不可以制胜。”作战预案，是对作战

进程和战法的具体设想，是指挥员定下

作战决心、组织作战行动的基本依据。

有没有预案，预案是否瞄准实战，直接

影响战局的走向，甚至战争的胜负。

重视预案，是古今中外优秀指挥员

的共同特点。德国军事家毛奇，对作战

预案有着近乎偏执的苛求。对部下拿

出的作战预案，他总是要求把问题想的

更复杂些，把应对方法想的更仔细一

些。许光达大将要求作战预案“稍做修

改就要能用”，多次给部队指挥员说，平

时把预案想细想全、练实练熟，上了战

场才会灵活处置各种情况。

目前部队的各类预案，“有”的问题

已经解决，“优”的差距依然存在。有的

搞复制粘贴，把以前的预案换个时间就

成今年的了；有的搞文字游戏，“四六

句”“顺口溜”不少，读起来朗朗上口，练

起来无处下手；有的把敌人想得太傻，

对困难估计不足更准备不足。这些与

担负任务结合不实、与战场实际对接不

够、与实战要求贴得不紧的预案，就是

一张自欺欺人的废纸。

预案不是应付检查的，而是应对作

战的。平时高度重视完善预案，战时

取胜才能有更大的把握。我军一次边

境作战前，在模拟地形上做了多次演

练 ，最 终 打 了 一 场 零 伤 亡 的 漂 亮 仗 。

1976 年，以色列特种部队在奔袭乌干

达营救人质前，正是因为对预案做了精

确到人、精确到秒的反复推演，才使营

救过程“像一场预案演练”。

对于预案，一名外国军事专家曾以

“果树”来比喻：“一棵果树如果不分枝

丫，当然不可能指望它结出果子。计划

如果只有一个方案、只有一个目标，那

它就像一根不能结果的光杆木头。”让

预案“果树”硕果满枝，是需要付出一番

心血的。眼下，部队训练进入实弹检验

性阶段，综合演练将会频繁进行。抓住

机会搞好作战预案的实战化推演、动态

化更新，及时给预案打“补丁”，才能以

“更高、更有远见的预案”，在瞬息万变

的未来战场上夺得先机、赢得主动。

（作者单位：第78集团军某旅）

以真打标准完善预案
■陈 雨

基层是战斗力的“刀

尖子”，打仗时是要冲锋陷

阵的。是不是真心为基层

解难，是检验领导和机关

干部思想作风、能力素质、

群众观点的试金石。只有

机关帮关键，基层重自建，

才能在机关与基层的合力

抓建中，把基层锻造成刀

尖铁拳。

玉 渊 潭

画里有话

长城瞭望

漫画作者：周 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