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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我们党百年华诞之际，电影《长津湖》精彩上映。经典作
品演绎经典战役，持续引发观影热潮。光影之中，真实的历史、宏大的
场景震撼官兵心灵，激荡起备战打仗、捍卫和平的意志力量。

画里有话

谈训论战

八一时评

漫画作者：周 洁

观影思战 潜心谋战

从“九章”量子计算原型机、第二次

青藏高原综合科考研究、“慧眼”卫星等

科学装置，到中国空间站模型、火星车、

“嫦娥五号”等国之重器，再到“科技抗

疫”“科技冬奥”的最新成果……前不久，

国 家“ 十 三 五 ”科 技 创 新 成 就 展 举 行 ，

习主席现场参观并强调，要坚定创新自

信，紧抓创新机遇，勇攀科技高峰，破解

发展难题。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创

新思维，就是破除迷信、超越陈规，善于

因时制宜、知难而进、开拓创新。从某种

意义上说，思维的创新比方法的创新更

为可贵。习主席治国理政的一个鲜明特

点，就是注重运用创新思维谋篇布局、擘

画宏章。“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创新的

竞争”“创新决胜未来，改革关乎国运”

“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

来”……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金句”，是

习主席抓创新、谋创新、善创新的思想反

映和思维体现，引领军事、科技、人才、文

艺等各项建设，涵盖理论、制度、实践等

各个方面。

“ 创 新 是 引 领 发 展 的 第 一 动 力 。”

习 主 席倡导的创新思维，是思维的动力

源，就是解放思想、勇于变革、打破常规、

开拓进取，必然产生更多、更贴近实际、更

先进的创新实践。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新发展理念，是创新成果，也是运

用创新思维的范本。创新思维犹如一条

红线，贯穿于五大发展理念中，使之相互

贯通、相辅相成，立起新时代发展的思想

旗帜。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充

分体现了习主席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

思想家、战略家的非凡创新勇气和强烈使

命担当。

“创新是一个国家发展进步的灵魂，

也是一支军队发展进步的灵魂。”军事领

域是最不保守的领域，墨守成规者败，敢

于创新者胜。军事领域的竞争，很大程

度上就是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新能

力的比拼。把创新摆在军队建设发展全

局的重要位置，靠改革创新推动国防和

军队建设实现新跨越，是决定我军前途

命运的一个关键。习主席每次参加全国

人大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都要讲到

创新的话题，对创新思维能力、创新战略

重点、成果转化运用、人才集聚等一系列

问题作出重要论述，提出一系列强军之

举、长远之策，给国防和军队建设带来了

根本变化、整体变化、长远变化。

“新者生机也，不新则死。”创新影响

大国博弈胜败，关系大国军队生死荣辱。

创新思维的本质在于更新军事思维方式

和思想观念，核心是用新的理念、视野、方

法、标准推进军事斗争准备和各项建设。

把习主席倡导的创新思维落到实处，就要

围绕实战化训练、国防和军队改革、武器

装备发展、全面从严治军、军事管理革命

等方面，来一场创新理念、拓宽视野、变革

方法的“头脑风暴”，强化创新意识，提高

创新能力，激发创新活力，厚植创新潜力，

以思维观念新飞跃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创新思维离不开

思想解放、观念更新。创新之于军队，目

标是战场，目的是打赢。只有自觉地从不

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框框”中解

放出来，树立与备战打仗要求相适应的思

维方式和思想观念，让一切战斗力要素的

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军队现代化建设的

源泉充分涌流，方能适应战争形态加速演

变的潮流，赢得未来胜战之机。如果没有

敢为人先、勇于冒尖的锐气，没有探索真

知、求真务实的态度，打破不了机械化战

争、单一军种作战、固守部门利益等路径

依赖和思维定势，穿新鞋走老路，拿新瓶

装旧酒，能打胜仗就是一句空话。

有位科学家曾经说过，连思维都不

科学，哪里还有什么科学？创新思维是

创新的灵魂，官兵是部队建设的主体，建

设创新型军队，人人都要绷紧“创新”这

根弦。创新思维不是天生的，更非短时

内形成的，而是源于日复一日的实践锻

炼和高度自觉的长期培养。“苟日新，日

日新，又日新。”每一名官兵都要注重创

新思维训练，着眼战时、立足平时，推陈

出新、求新求变，从根本上打破迷信经

验、迷信本本、迷信权威的惯性思维，用

创新思维解决问题，用创新成果推动发

展，用创新视野规划未来，真正让创新成

为一种习惯、一种追求、一种责任，努力

靠创新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胜利。

（作者单位：75560部队）

运用科学思维推进强军事业·创新思维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 谋创新就是谋未来
■杨志伍 谢子宜

“养气不动真豪杰，居心无物转光

明。”我们常讲的“情商”概念中，有效的

情绪管理是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军人尤

其是指挥员而言，情绪好坏不仅影响工

作效率，甚至决定战局成败。

红军过湘江后，军团卫生部担架队解

散。电台政委袁光找到一位领导想要几

个人，没想到，这位领导一听便大发雷

霆。看到袁光一时下不来台，一旁的罗荣

桓则温和地说：“电台的同志确实很辛苦，

可现在战斗部队更需要人。你们一直是

军团模范单位，相信你们可以克服困难。”

最终，袁光想尽一切办法解决了问题。

那位领导“发火”让袁光倍感沮丧，

可能直接影响作战通讯；罗荣桓控制情

绪、调整心态，带来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这启示我们，指挥员身上有千钧重担，身

后有千军万马，切不可感情用事，更不能

动辄发怒，只有先整理心情再处理事情，

做到成熟笃定、理性平和，方能领取带兵

打仗的合格证。正如兵法所云：“主不可

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

“有才而性缓定属大才，有智而气和

斯为大智。”军人也有喜怒哀乐，但“兵

者，国之大事”，情绪管理至关重要。历

史上大凡运筹帷幄、胸怀韬略的将帅，多

是冷静理智、抑怒束情的典范。毛泽东

能在恶战间隙吟诗赋词，陈毅可在大战

前夕轻松对弈，贺龙耳闻枪炮声仍能静

心垂钓于河边湖畔，真正做到了“卒然临

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不要憎恨你的敌人，那会影响你的

判断力。”强者控制自己的情绪，弱者让

情绪控制自己。如果理智控制不了感

情，一毫之拂即勃然大怒，一事之违便愤

然骤发，轻者伤及兵心，重者影响战局。

项羽常常“瞋目而叱”，不是“怒”就是“大

怒”，做的决定多是“坑杀”或“烹之”，结

果四面楚歌、自刎乌江。这是冲动的惩

罚，也是深刻的教训。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林则徐将“制怒”二字写成大匾高悬梁上时

时铭记于心。克劳塞维茨把“盛怒而妄为”

列为“将失”之弊病以告诫自己。每一名指

挥员都要加强情绪管控、性格历练，把心静

下来、把气沉下来，真正练就一颗临大事而

不乱、处危机而不惊的“大心脏”。

（作者单位：武警南阳支队）

先整理心情再处理事情
■方 洋

“我，叫中国共产党，怀揣一腔热

血，我从石库门小楼出发，从南湖红船

启程，探索着救国救民的答案……”在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胜利召开之际，

两段名为《赶考路》和《阅卷人》的短视

频精彩呈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艰苦

卓绝的百年征程和矢志不渝的初心使

命，再次启迪和警示共产党人：“永恒

的赶考路上，我们是永远的答卷人。”

“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

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

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肩负着承前

启后、继往开来的伟大使命，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重点研究全面总结党

的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问

题。回首百年征程，我们党为了答好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这张考卷，始终奋战在充满风险挑

战的赶考路上。从建党之初顽强求索

到长征路上艰苦卓绝，从抗日救亡力

挽狂澜到协商建国共创伟业，从国家

初创筚路蓝缕到“两弹一星”攻坚克

难，从改革开放敢为人先到复兴巨轮

劈波斩浪……这一路，浴血奋战、百折

不挠；这一路，自力更生、发愤图强；这

一路，春华秋实、功勋卓著。

“过去一百年，中国共产党向人

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

百年风雨，初心如一；山河岁月，换了

人间。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平安的中

国，“我们生活的世界并不和平，我们

只是有幸生活在和平的国家”；是一

个幸福的中国，“此生无悔入华夏，来

世再生种花家”；是一个和睦的中国，

“ 中 华 民 族 一 家 亲 ，同 心 共 筑 中 国

梦 ”。 时 代 是 出 卷 人 ，人 民 是 阅 卷

人。我们党交出的“答卷”，回馈了人

民的希望和重托，赢得了人民的信任

和 支 持 ，也 坚 定 了 人 民 的 信 心 和 决

心：跟着共产党走，就有出路；跟着共

产党干，才会幸福。

“风雨多经志弥坚，关山初度路犹

长。”回眸过去，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

水；展望未来，我们还要继续跋山涉

水。历史长河不息，时代考卷常新。

前景光明辽阔，但前路不会平坦。新

的赶考路上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

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

需要征服。难走的路是上坡路，难开

的船是顶风船。这条路上，既有“发展

起来以后的问题”，更有“诸多矛盾叠

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甚至

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可谓

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愈

进愈难、愈进愈险。

“我们的事业之所以伟大，就在于

经历世所罕见的艰难而不断取得成

功。”百年华诞庆典的余音犹在激荡，

中国共产党人已经以超乎寻常的紧迫

感踏上新的赶考路。只争朝夕的匆匆

步履，缘于对历史和人民沉甸甸的使

命感、责任感，更缘于对“随时准备应

对 更 加 复 杂 困 难 的 局 面 ”的 高 度 警

醒。新的赶考路不是旅游路，不只有

花香满径，还有荆棘遍布，绝不能有半

点骄傲自满、固步自封，也绝不能有丝

毫犹豫不决、徘徊彷徨。没有如履薄

冰的谨慎、居安思危的忧患、勇往直前

的拼搏，不可能考出一个好成绩。

长河浩荡，势不可挡。站在新的

历史起点，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必将

进一步凝聚起百年大党的智慧力量。

强国强军，时不我待，每一名官兵都是

答 卷 人 。“ 凡 国 之 重 也 ，必 待 兵 之 胜

也。”面对“四个战略支撑”的神圣使

命，我们必须答好“胜战之问”“价值之

问”“本领之问”。深刻领悟肩上的责

任之重、使命之重、任务之重，知重负

重、攻坚克难，迎着困难上、顶住压力

拼，拿出奋斗的干劲、闯劲、韧劲，练就

打仗的真功夫、新本领、硬素质，攻必

克、守必固、战必胜，方能交出一份无

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

强军答卷。

（作者单位：77675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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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之战必胜
■马 昕

“有些枪必须开，有些枪可以不开。”

当七连成功攻入美军临时总指挥所，面

对身负重伤已经丧失抵抗能力的“北极

熊团”团长，连长伍千里拦下弟弟伍万里

举起的枪，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

民、和众、丰财者也。”正义的战争不是

为了杀敌而战，而是为了和平而战。剧

中 短 短 13 个 字 的 台 词 ，直 指“ 抗 美 援

朝，保家卫国”的核心要义，将志愿军是

一支和平之师、正义之师、文明之师表

达得很透彻，也将我军战争中坚守的原

则、恪守的底线诠释得很明白。

“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

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

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数十万热血青年

义无反顾从军报国。复旦大学校长陈望

道，在学生参军纪念册扉页上郑重写下

“和平砥柱”四个大字。从城市到乡村，

从学校到工厂，“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

家乡”的歌声响彻每一个角落。

即便在最艰苦的上甘岭战役期间，

秦基伟的隐蔽住处内，床头柜上方仍然

贴着“我们热爱和平”的宣传画：一男一

女两个少年儿童，满脸稚气，天真活泼，

深情地抱起即将起飞的“和平鸽”。正是

为着和平而来，抗美援朝战争最终因正

义而取得胜利。

自 古 知 兵 非 好 战 ，厉 兵 秣 马 为 和

平 。 今 天 的 中 国 军 队 ，实 力 早 已 今 非

昔比，但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军

永 远 是 捍 卫 和 平 的 力 量 、维 护 正 义 的

力量。

尊严是打出来的
■陈新建

“ 军 人 尊 严 是 用 拳 头 打 出 来 的 ，

不 是 磕 头 祈 求 来 的 。”影 片 中 ，“ 雷 公 ”

这 句 掷 地 有 声 的 话 语 ，既 表 达 了 志 愿

军 将 士 不 畏 强 暴 、视 死 如 归 的 钢 铁 意

志 ，也 深 刻 诠 释 了 能 战 方 能 止 战 的 战

争法则。

尊严不是别人给予的，而是自己赢

得 的 。 对 于 军 人 而 言 ，尊 严 是 打 出 来

的。面对侵略者“可以回家过圣诞节”的

狂妄自大，面对“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

去辩论吧”的疯狂叫嚣，志愿军将士用敌

人听得懂的语言同他们对话，腿肚子不

抖、腰杆子不弯，以战止战、以武止戈，用

一场场胜利赢得了尊严和尊重。

尊严不是无代价的，但这个代价是

必须付出的，也是完全值得的。用胸膛

堵枪眼、以身躯作人梯，手举炸药包、脚

踩地雷阵……19 万 7 千多名英雄儿女用

热血和生命，捍卫了国家的安定、人民的

幸福、军人的尊严。

如 今 ，70 多 年 过 去 ，天 下 仍 不 太

平，一些人仍然信奉“有力走遍天下”，

欺软怕硬、弱肉强食。面对视“丛林法

则 ”为 圭 臬 的 人 ，服 软 、示 弱 能 赢 得 尊

严 吗 ？ 血 火 战 史 一 再 警 示 我 们 ：当 敌

人 把 战 争 强 加 在 我 们 头 上 的 时 候 ，一

味 退 让 只 能 换 来 得 寸 进 尺 ，亮 出 拳 头

才能让敌人低头。

尊严来之不易，尊严需要捍卫。我

们 一 贯 坚 持“ 不 能 谁 的 拳 头 大 就 听 谁

的”，但拳头不硬容易受人欺凌。我们不

会向爱好和平的人挥出拳头，但也决不

容忍挑衅者对我们指手画脚。这是决心

和信心，也是底线和红线。

准备打才能不必打
■刘晓辉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

下一代要打！我们出生入死，就是为了

他们不再打仗。”七连指导员梅生的这句

话之所以刷屏，就在于让观众看到了过

去，也看到了现在，更想到了自己——

“他们是为了我们而战”。

1951 年 10 月 1 日，美军向志愿军某

部 5 连阵地发起进攻。这天恰是新中国

两周岁生日，连长杨宝山说：“既然敌人要

来，那我们就给国庆节备上一份厚礼——

多杀几个鬼子，也好让祖国和人民过好这

个节日。”正是抱着让下一代永享和平的

信念，万千将士舍生忘死，拼来了几十年

家国安宁。

时光荏苒，我们早已成为志愿军口

中的“下一代”，正享受着他们用生命换

来的幸福生活。一位战士观影后写道：

“我并不把《长津湖》当作一部电影，更愿

意将这 3 个字称为‘我们的阵地’。在这

片阵地上，我看到了老兵，也看到了自

己。”观影思战，潜心谋战，这是“下一代”

应有的认知和该有的行动。

和平不可恃，忘战必致危。捍卫和

平是一场接力跑，需要我们一棒接着一

棒跑下去。我们如何继承老一辈的遗

愿，让下一代“不再打仗”？准备打才可

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这永远

是和平与战争的辩证法。

无实力而乞和平，则和平危。为了

下一代“不再打仗”，我们必须以强大的

实力作后盾。聆听和平的钟声，敲响催

征的战鼓，枕戈待旦、只争朝夕，方能“不

教神州起烽烟”。

“惟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

打仗同干其他任何事情一样，谁准备

工作做得充分，谁就能够在战争中多

一些主动。没有事先的周密计划和充

分准备，就可能功亏一篑。实践反复

证明，战斗准备越细，胜利把握就越

大；多一分准备，就多一分胜算。

毛泽东同志对作战准备有过精辟

论述：“如果我们没有必要的和充分的

准备，必然陷入被动地位。临时仓促

应战，胜利的把握是没有的。”优势是

准备出来的，备战贵在备实、备真，重

在备全、备细。我军一路走来，虽然实

力大都处于劣势，但依然势如破竹、连

克强敌，完成了很多看似不可能完成

的任务，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扎实、细

致、充分的战前准备。

1953年 5月，我志愿军发起夏季攻

势，二十兵团司令员郑维山提出一个大

胆的作战方案：把 3500人和 250门大炮

悄悄潜伏在 883.7高地前沿开阔的树林

里，到时突然发起攻击。经过再三研

究、推演、计算，决定部队头一天晚上潜

伏到位，并把咳嗽怎么办、蚊虫叮咬怎

么办、睡觉打呼噜怎么办、大小便怎么

办、敌人打冷枪怎么办等细节想周全，

逐一拿出具体对策。最终经过激战，二

十兵团连夺敌军 4 个阵地，毙伤俘敌

2.8万余人。没有制空权，缺少重武器，

大白天潜伏，没有严细的作风和万全的

准备是不可能做到的。

刘伯承元帅曾要求参谋指挥人员

必须做到：研究上级指示要细，研究敌

情要细，军事组织工作要细，检查工作

要细，草拟军事文书要细，下达任务、

传达指示要细，不能含糊其词。战争

年代，战训高度一致，敌人就在眼前，

任务一目了然，备战具有很强的针对

性，一个环节的失误就可能输掉一场

战斗。而今，黯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

鼓角铮鸣，训练难以得到实战检验。

但是，战争自古就有规律可循，细节关

乎战场成败，这一法则永远不会变。

革命先辈曾谆谆告诫：“打仗的

事，可不能问樵樵不知，问牧牧不晓

呵！”蚁穴可溃千丈之堤，突隙能焚百

尺之室。备而不实，等于无备。一个

马蹄钉可造成一场战争失败，一颗螺

丝钉能引发一起事故。未来战争是体

系对抗，但说到底是交战双方对战争

制胜细节把握的较量，是心细如发的

思维模式的较量。“弛一机，万事隳。”

信息化战场情况更加复杂多变，“牵一

发而动全身”，一些不经意的小纰漏、

小疏忽，都可能成为战争中的“死穴”，

导致满盘皆输。

实 战 化 训 练 中 的“ 实 ”，实 于 细

节。同样的训练课目、同样的训练标

准，为什么有的连队成绩突出，有的则

表现平平？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对细节

的把握。水壶里的水是否过期、火柴

能否擦着火、急救包是否在有效期内、

作训服上是否填写血型……这些看似

不起眼的“细枝末节”，都是影响战斗

力提升的重要因素，必须按照打仗标

准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抠，一个动作

一个动作地练，不降低一项标准，不放

过一个问题，切实养成难、严、细、实的

训风考风演风。只有让时刻注重细节

的观念成为深入骨髓的本能，我们距

离“像训练那样打仗”才会更近一步。

（作者单位：武警吕梁支队）

备战打仗不可忽视“细枝末节”
■杜朋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