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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训论战

画里有话

1934 年，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 名女

红军借宿在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

把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老人。

2020 年，湖北十堰市太和医院，为

了救治一位身患多种基础性疾病的 87

岁新冠肺炎患者，院长罗杰决定配置一

个治疗专班。十来个医护人员精心呵

护几十天，终于挽救了老人的生命。

不同的时代，相同的选择，共同诠

释了共产党人的人民立场和价值追求。

从成立时只有 50 多名党员，到今天

已成为拥有 9500 多万名党员 、领导着

14 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

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如果说中国共产

党有什么成功密码，那这个密码一定与

两个字有关：人民。

不久前胜利召开的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回顾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

设、改革的百年历程，全面总结党从胜

利走向胜利的伟大历史进程、为国家和

民族建立的历史功绩，审议通过了《中

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

历史经验的决议》。在这份《决议》里，

“人民”两个字出现了 249 次。《决议》提

出，将“坚持人民至上”作为党的十条宝

贵历史经验之一。

跨越百年，人民是中国共产党不变

的价值指向，一切为了人民是中国共产

党不变的价值追求，“人民性”始终是中

国共产党永恒的价值底色。

从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是最

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始终坚

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的初心和使命，并一以贯之地体现到

党的全部奋斗之中。在风雨如磐的革

命岁月，党领导人民打土豪、分田地，开

展抗日战争、赶走日本侵略者，推翻国

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无数共产

党人抛头颅、洒热血，皆是为人民根本

利益而斗争。在筚路蓝缕的建设时期

和春潮澎湃的改革时代，党领导人民开

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变一穷二白

的国家面貌，实行改革开放、推进社会

主义现代化，同样是为了人民根本利益

而斗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人民

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通过全面改革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

惠及全体人民……正是坚持始终与人

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

团结奋斗，才有了今天的中国、有了今

天的中国共产党。江山就是人民，人民

就是江山。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

底气，是共和国的坚实根基，是我们强

党兴国的根本所在。

我军是党缔造和绝对领导下的人

民军队，自成立之时，就把一切为了人

民写在鲜红的战旗上。一部人民军队

史就是在党带领下子弟兵与人民血肉

相连、生死相依的壮丽史诗。

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斯诺采

访彭德怀时，对于八路军的作战优势，彭

德怀形象地说：“我们是鱼，人民是水，我

们就在这水中游泳。”抗日战争时期，“军

队在前面打仗，后面群众就把粮食送去，

把担架抬去。战士受了伤，他们就自动

地抬回来。缴了敌人的武器，群众就把

它运回来。”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是人民

的小推车推出了淮海战役的胜利奇迹，

是人民的小木船划出了渡江战役的伟大

胜利。人民军队的根脉，深扎在人民的

深厚大地；人民战争的伟力，来源于人民

的伟大力量。正是牢记“为谁扛枪、为谁

打仗”，有了人民的支持和信任，人民军

队才能所向披靡、战无不胜。

谁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就把谁放

在心上。曾经去延安采访过的纽约《先

锋论坛报》记者斯蒂尔描述了在延安的

10 天中，亲身参加欢迎王震将军率领部

队 突 破 重 重 包 围 而 回 到 边 区 的 场 面 ：

“老乡们迎接王将军部队好像迎接自己

的亲人一样，在军队经过的道旁，并列

着长长的桌子，上面摆满茶水和慰劳的

食品，妇女们当军队经过时跑上去给战

士们戴花朵，大家狂欢地喊着震撼天地

的欢迎口号，这简直不是产生于人民与

军队之间的场面，而像亲族欢迎其荣归

的子弟！于此，我体味了‘军民一家’这

个言语的实际内容。”

炮火的硝烟远去已久，但无论时代

怎么变化，一代代人民子弟兵全心全意

为 人 民 服 务 的 宗 旨 一 刻 都 不 曾 改 变 。

滔天洪流里他们英勇向前、震灾废墟里

他们生死救援、疫情袭来时他们挺身一

线、脱贫路上他们奔走济困……为了人

民，他们一往无前 、一无所惜；为了人

民，他们不畏生死、不计代价。人民军

队永远是人民信赖、人民拥护、人民热

爱的子弟兵。

上下同欲者胜。现代战争是多维

战场的对抗，战场形态更复杂，涉及领

域更宽广，实力比拼也更立体，而人民

参 与 战 争 的 深 度 和 广 度 也 今 非 昔 比 。

只有始终相信人民、紧紧依靠人民，充

分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

造 性 ，才 能 凝 聚 起 众 志 成 城 的 磅 礴 之

力。始终站在人民立场上，始终牢记为

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永

远做人民利益的捍卫者，我们这支队伍

就能无往而不胜。

“树高千尺根深在沃土/你是大地

给我万般呵护/生生不息只为那一份托

付/无惧风雨迎来新日出/你是我的一

切我的全部/向往你的向往/幸福你的

幸福……”风雨兼程的路上，人民至上

永远是我党我军始终不变的信条。

一切为了人民 一切依靠人民
—珍惜党的历史经验走好新的赶考之路②

■陈晓杰

“我们的‘工具箱’里有多少趁手的

‘工具’，要常想一想准备到位了没有。”

某单位指挥员在作战问题研究会上，要

求必须备好备实预案，通过针对性训练

锻造应急应战能力。这个问题同样值

得其他部队重视。

进 行 军 事 斗 争 准 备 ，必 然 要 根 据

作 战 任 务 ，制 订 相 应 的 方 案 预 案 。 预

案 一 定 要 预 备 到 点 上 、有 用 实 用 ，决

不能满足于有或有多少。只有平时就

把 方 案 计 划 做 实 做 细 、算 精 算 准 ，一

项 任 务 多 种 预 案 ，一 种 行 动 多 手 准

备 ，并 因 时 因 地 因 敌 对 方 案 计 划 进 行

常 态 化 推 演 、实 战 化 检 验 、动 态 化 更

新，不断修改完善，真正把预案备实 、

把 招 法 备 齐 、把 能 力 备 足 ，关 键 时 刻

才会心中有底。

作 战 方 案 是 对 战 争 的 预 判 和 设

计，越细越贴近实战，越有利于提高训

练 水 平 。 粟 裕 大 将 在 指 挥 作 战 时 ，大

都要提出两个以上方案。几个方案加

以比较对照，权衡利弊得失，从中选择

最优方案，以求趋利避害 、扬长避短，

以 最 小 的 代 价 换 取 最 大 的 胜 利 。 例

如 ，在 淮 海 战 役 第 一 阶 段 歼 灭 黄 百 韬

兵 团 作 战 中 ，他 首 先 提 出 三 种 可 供 选

择的方案，权衡三案利弊，确定采取第

三 方 案 ；又 估 计 战 场 上 可 能 出 现 的 五

种 情 况 ，分 别 设 计 出 我 军 的 对 策 。 由

于 战 前 决 策 符 合 实 际 ，对 战 役 进 程 中

可 能 遇 到 的 问 题 腹 有 预 案 ，及 时 调 整

作 战 部 署 ，因 而 顺 利 实 现 了 全 歼 黄 百

韬兵团的作战意图。

现实工作中，预案准备不足不实的

情况在个别单位仍不同程度存在。比

如，有的预案缺乏针对性，在熟悉的地

理环境下处置特情得心应手，换了地理

环境就“水土不服”；有的预案不具体，

只原则性地讲排兵布阵，没有明确的战

法；有的预案倒是推演了一大摞，日常

演练却只用常用的那几种，大多数预案

都束之高阁；有的单位对于不同预案虽

然进行了全面演练，但大多止步于练流

程、走程序。这样的预案存在再多，也

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胸中有招，心中不慌。当前，我国

正 处 于 由 大 向 强 发 展 的 关 键 阶 段 ，可

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明显增

多 ，家 门 口 生 战 生 乱 的 可 能 性 现 实 存

在 。 面 对 复 杂 严 峻 的 安 全 形 势 ，要 求

我 们 必 须 立 足 最 复 杂 的 情 况 设 想 ，把

对 手 研 透 ，把 预 案 做 细 ，加 强 应 急 应

战 专 攻 精 练 ，真 正 做 到“ 像 打 仗 一 样

训练”。

习 主 席 在“ 七 一 ”重 要 讲 话 中 要

求，“以更强大的能力 、更可靠的手段

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体现

了强国必须强军的时代要求。特别要

认 清 ，随 时 准 备 打 仗 不 仅 是 一 种 忧 患

意 识 ，更 是 必 须 保 持 的 战 斗 状 态 。 只

有加强任务统筹，完善方案预案，搞好

力量预置，以“今夜就要打仗 、马上投

入战斗”的状态，将“工具箱”里的“工

具”备齐备好，“豺狼”来时我们才能胆

壮气豪、迎头痛击。

（作者单位：69240部队）

备好应急应战的“工具箱”
■黄长升

提到人才的重要性，许多领导都能

说上几条。然而，在我们身边，那种一边

喊“缺人才”，一边对于身边的人才视而

不见、对引进的人才弃之不用的现象也

屡见不鲜。可见，在人才问题上，有的领

导干部是徒有爱才之名而无爱才之实。

毛 泽 东 同 志 说 ：“ 领 导 者 的 责 任 ，

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

件 事 。”作 为 领 导 干 部 ，识 才 用 才 乃 为

基本功。长于揽才、知人善任、人尽其

才 的 领 导 干 部 才 能 集 聚 大 批 能 干 事 、

会 干 事 的 得 力 干 将 ；那 些 徒 有 爱 才 之

名 ，而 无 敬 才 之 心 、用 才 之 诚 的 ，在 用

才 之 时 也 往 往 捉 襟 见 肘 ，就 算 一 时 人

才济济，人才难以得到用武之地，最终

也会远离而去。

人 才 者 ，求 之 则 愈 出 ，置 之 则 愈

匮。“市骨招骏”的故事很多人都听过。

燕昭王想招揽人才，人们却多认为他是

叶公好龙。郭隗便给燕昭王讲了某国

君以五百金买一副千里马尸骨，由此得

到三千匹千里马的故事，以此劝说燕昭

王从重用自己开始，招揽人才。燕昭王

照做之后，果然乐毅等大批人才投奔而

来。可见，人才和用人者也是一个“双

向奔赴”的过程。用人者用真切的行动

表现出对人才的赏识、尊重和信任，人

才自然也愿意到你这里，并且会付出百

分之百的努力来回报这种赏识、尊重和

信任。

实际工作中，我们常能看到，个别

领导总乐于说我这里有什么人才，但对

其就是不给信任不交任务；有的不愿在

人才培养上花费时间精力，喜欢拿来就

用，一两次用不起来就马上弃之一边；

有的不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一旦用

起来不称心如意就求全责备；还有的则

总是忙于延揽人才，却又不注重留住人

才 ，放 任 培 养 好 的 人 才 外 流 。 凡 此 种

种，当真可说得上是“叶公好龙”之举。

真正的爱才是从“心”出发的，如果嘴上

说着重视人才，实际上却内心轻慢、行

动漠视，是难以招揽到和留住人才的，

而 人 才 凋 零 事 业 也 必 难 有 大 的 跃 升 。

选用人才是个重大课题，人才工程也历

来是一项投入大、周期长、见效慢、管长

远的战略工程。如果缺乏真心实意、缺

乏耐心、目光短浅，则很难建起干事创

业的坚强队伍。

千秋基业，人才为本；国以才兴，军

以才强。各级领导干部应秉持对党和强

军事业高度负责的心态，坚持营造识才

爱才敬才用才的环境。应坚持“人岗相

适、以事择人”的原则，为人才一显身手、

大展才华畅通渠道、提供平台，让人尽其

才、才尽其用。注重用感情、用事业拴心

留人，既在工作上大力支持，也要在生活

上热情关心，精神上关怀体谅，为人才发

挥作用和不断成长创造良好氛围。同

时，也要建立科学有效的激励机制，不要

“干好干坏一个样”，保护人才干事创业

的积极性和内驱力。让人才活力充分迸

发，强军事业自然会蒸蒸日上。

（作者单位：武警甘肃总队）

呼唤人才不能“叶公好龙”
■李旭峰

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多次强

调，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

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这

样才能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

主动权。习主席十分重视底线思维，并

要求领导干部把底线思维能力作为应

当具备的六种科学思维能力之一。

底线，就是不可逾越的界线，是事物

发生质变的临界点，一旦突破这个界线，

就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危害、导致难以承

受的后果。底线思维，就是客观地设定

最低目标，立足最低点，争取最大期望值

的一种积极的思维。简而言之，就是从

最坏处准备，往最好处努力。抓工作，守

住底线只是最低要求，把危险和危机控

制在可以掌控的范围内，更重要的是推

动矛盾向其对立面转化，千方百计向好

处努力，向高线进军，达到最好的结果。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底线思维

是习主席针对新的时代课题提出的重

要思想方法，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

论转化为实际工作能力的方法创新。

对领导干部而言，能否坚持把底线思维

运用于实践中，既是领导和推动各项工

作的内在要求，也是检验领导素质和能

力的重要标尺，甚至可以说是检验领导

干部合不合格的重要考量。

安不可以忘危，治不可以忘乱。我

们捍卫和平、维护安全、慑止战争的手段

和选择有多种多样，但军事手段始终是保

底手段。新时代推进军事斗争准备，我们

也必须学会并善于运用底线思维。

强化危机意识，丢掉“仗一时打不起

来”的幻想。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

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这是战

争与和平的辩证法。面对波谲云诡的国

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我们必须

加强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充分研判可

能发生的矛盾问题和风险挑战，凡事从

最坏处着眼、向最好处努力，充分发挥军

事力量塑造态势、管控危机、遏制战争、

打赢战争的战略功能。

善于用底线思维谋战研战务战备

战。应养成虑危思败的思维习惯，既要

想到“一万”也要想到“万一”，切实从最

艰难的情况出发去设计实战化训练，大

抓实战化对抗训练、复杂环境下训练、

极限条件下训练，把部队置身于困局、

危局、险局中锤炼临机处置能力，全面

提高新时代备战打仗水平。

需要注意的是，底线思维不是守摊

子、看地盘，也不是降低标准、放弃进

取。实际工作中，一些人打着“底线思

维”的幌子，搞危不施训、险不练兵，为

不出事就不干事，其实都是给不愿担当

找借口。习主席强调，要坚持高标准和

守底线相统一。这就要求我们在工作

中坚决守住底线的同时，积极追求高标

准、高质量，坚持从底线出发，夯实“底

板”，奋发作为。

“凡国之重也，必待兵之胜也。”当下

我们正阔步在复兴征途上，虽然有了“不

可逆转”的复兴底气，但也并非可以“敲锣

打鼓、顺顺利利”。尤其一些国家千方百

计对我慑压围堵，策略手法更是变化多

样。各级领导干部应增强忧患意识、危机

意识、使命意识，把博弈斗争的时局图装

入头脑、把战场争锋的态势图悬挂心中，

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

劲，立足最困难、最复杂的局面，把可能出

现的各种情况想细想全，加紧练兵备战，

确保一旦出现突发情况扛得住、应付得

了，确保一旦有事上得去、打得赢。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

工作研究院）

运
用
科
学
思
维
推
进
强
军
事
业
·
底
线
思
维

从
最
坏
处
准
备

往
最
好
处
努
力

■
殷

茜

以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费曼命名

的“费曼技巧”，是一种“以教为学”的

学习方法。当你能够用简单清晰的语

言向不熟悉这项内容的人解释所学内

容，并且使他人能够理解，就说明你真

正掌握了；当你讲述时，有些地方磕磕

巴巴或者他人听不懂，这个地方就是

你需要用心再学习和巩固的地方。这

种用有效“输出”倒逼密集“输入”的深

度学习方法，值得我们一些基层政治

教员去尝试。

课堂教育灌输是基层开展思想政治

教育的主要方法。然而，调研中发现，有

的政治教员一上讲台似乎就被固定套路

“格式化”了，大话、套话、空话轮番上阵；

有的喜欢照宣照念理论教材；有的干脆

当课件“搬运工”，满足于完成任务。为

什么官兵不喜欢这样的授课？因为有价

值有意思的“输出”都是需要“输入”的。

如果教育者自己肚里空空如也，或者对

讲的东西一知半解，就很难给别人讲清

楚，并让其听进去。

马克思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

实”。朱光潜先生也说，“思想就是使用

语言”。语言是思想的载体，语言表达的

过程也是不断学习和思考的过程、是凝

练和深化思想的过程。改变教育课上的

“力不从心”，广大基层政治教员不妨尝

试一下“费曼技巧”，通过深度学习和思

考建立扎实理论基底，逐渐把理论变成

自己的，进而形成个性化授课风格。这

样就能形成一个用“输出”倒逼“输入”，

以“输入”帮助“输出”的良性循环，在提

升个人水平的同时提高教育课质效。

不妨学学“费曼技巧”
■王麒淞 宋军林

“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我上

次说这话还是在上次”“能力越大，能力

就越大”……时下，这种在许多网友看

来虽然无用但有趣的“废话文学”在网

络上悄然火起来。听此“废话文学”，不

禁让人想到另一种“废话文学”。

正如一些人反映，个别同志的会议

发言就充满了废话。明明简单几句话

就能说明白，非要云山雾罩兜圈子；显

然一段话就能解释清楚，非要分几个小

标题讲；有的因为不调查研究，不了解

基层，不能说到点子上，只有在语言上

拼命找补……这些会议发言，堪称“废

话文学”的变种。这些废话既无用又无

趣，而且非常容易误事。

部队是要打仗的。推进军事斗争

准备，不能让废话占用备战打仗的时

间，消弭备战打仗的精力。对于网络

上的“废话文学”，我们可以视为一种

调侃，一笑置之。但千万别让“废话文

学”跑错场，一定要消灭它在军营的生

存空间。

别让“废话文学”跑错场
■何 敏

微 评

漫画作者：周 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