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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说，“圣人不贵尺之璧，而重寸

之阴，时难得而易失也。”时间是一切成

功的必备条件，中国共产党人最懂这个

道理，也最珍惜时间。

20 世纪 50 年代末，中国人期盼着造

国产核潜艇。中国第一任核潜艇总设

计师彭士禄，夜以继日、分秒必争，经过

5 年时间，由他领军建造的核潜艇陆上

模 式 堆 启 动 试 验 ，取 得 了 圆 满 成 功 。

1970 年 12 月 26 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

成 功 下 水 。“ 核 潜 艇 ，一 万 年 也 要 搞 出

来”的誓言，新中国用了 10 多年的时间

就实现了，彭士禄和战友们成功了。

2009 年 12 月，黄大年毅然放弃国外

优越条件回到祖国，他惜时如金，像陀

螺一样不知疲倦地旋转，用 5 年时间完

成发达国家 20 多年走过的路程，推动中

国 地 球 物 理 研 究 真 正 进 入“ 深 地 时

代 ”。 在 入 党 志 愿 书 中 ，他 如 此 写 道 ：

“人的生命相对历史的长河不过是短暂

的一现，随波逐流只能是枉自一生，若

能做一朵小小的浪花奔腾，呼啸加入献

身者的滚滚洪流中推动历史向前发展，

我觉得这才是一生中最值得骄傲和自

豪的事情。”黄大年用鞠躬尽瘁的执着

和卓越的科研成果，诠释时间与生命的

意义。

前不久，老将军张连印的事迹令人

动容：他本可以选择安度晚年，却饮风

咽沙、倾尽所有，奋斗在绿化荒山、防风

固沙的新“战场”。退休 18 年，带动一方

绿 化 ，兴 旺 一 方 经 济 ，造 福 一 方 群 众 。

人生的价值并不因退休而褪色，这成为

老将军解码时间的生动注脚。

“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速度，时

间就是力量。”时间中藏着怎样的答案、

酝 酿 着 怎 样 的 奇 迹 ，只 有 奋 斗 者 最 清

楚，也只有奋斗者才能成就。

马克思曾断言：“赢得时间，就是赢

得一切。”在我们党一百年的非凡奋斗

历程中，打胜仗、抓建设、谋发展，考验

的都是利用时间的智慧和本领。

1950 年海南岛战役前夕，军委确定

6 月渡海，并指示：要有能渡一个军的船

只，有空军支援和机帆船才能行动。司

令员韩先楚根据潮汐、风向的变化，果

断于 4 月 16 日率 300 多只风帆船突击登

岛，一举成功。如按原计划推后 2 个月，

恰 遇 朝 鲜 战 争 ，海 南 岛 战 役 将 结 局 难

料 。 历 史 的 发 展 ，紧 要 处 往 往 只 有 几

步，事不避难、敢于担当，才能把握住这

些“窗口时间”“黄金时期”。

前段时间，在网络社交圈，有人上

传了一幅雄安新区容东片区综合管廊

项目施工现场图，宏大壮观的工程景象

不禁令人惊叹，“这是一座前所未有的

城 市 ”。 4 年 多 时 间 倏 忽 而 过 ，田 野 里

“长”出了高速公路和铁路，众多知名高

科技企业争相落户，数字虚拟之城与生

活实体之城孪生相伴……从以规划为

中心转为以建设为中心，奔跑起来的雄

安 ，已 然 甩 开 了 创 业 的 膀 子 。 紧 盯 进

度、敲钟问响，驰而不息、不舍寸功，这

是雄安新区展示出的“时间哲学”。

一个人的时间观，反映其眼光、气

度和格局；一个政党的时间观，折射其

视野、胸怀和抱负。

“我们对于时间的理解，不是以十

年 、百 年 为 计 ，而 是 以 百 年 、千 年 为

计。”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折射出一个大

党 大 国 的 时 间 观 。 2015 年 ，习 主 席 主

持 起 草 了“ 十 三 五 ”规 划 建 议 ，提 出 新

发展理念，下出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

展 优 势 的 先 手 棋 。 2020 年 ，在 习 主 席

领 导 下 ，历 时 200 多 个 日 夜 的 调 研 、谋

划 、起 草 、修 改 ，“ 十 四 五 ”规 划 建 议 擘

画 了 未 来 5 年 和 15 年 的 发 展 宏 图 。

2021 年，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

第 一 个 百 年 奋 斗 目 标 ，开 启 全 面 建 设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国 家 、向 第 二 个 百 年

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在党的各类重

要 文 件 、报 告 中 ，频 繁 出 现 的“ 过 去 五

年 ”“ 两 个 一 百 年 ”“ 千 年 大 计 ”等 一 个

个 以“ 年 ”为 计 时 单 位 的 关 键 词 ，勾 勒

出几代甚至几十代中国共产党人奋斗

的 目 标 、无 数 中 国 人 将 要 走 向 的 未

来 。 在 一 次 次 对 时 间 命 题 的 回 答 中 ，

我 们 更 深 刻 地 理 解 了 中 国 共 产 党 人

“只争朝夕，不负韶华”的时间观。

仰观天宇，时间长河更加深邃；俯

身 耕 耘 ，未 来 蕴 藏 无 限 可 能 。 今 日 中

国，新时代的大幕已经开启。以百年奋

斗 为 新 的 起 点 ，以 千 秋 伟 业 为 行 动 坐

标，我们应当“加油、努力，再长征”，用

奋斗让时间拥有创造奇迹的神奇魔力，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赢得更加伟大的胜

利和荣光。

共产党人的时间观
■李 晶

士因习而勇，战因练而胜。

1 月 4 日 ，习 主 席 签 署 中 央 军 委

2022 年 1 号命令，向全军发布开训动员

令，要求全军大力推进战训耦合。这一

重要指示要求，深刻揭示了战与训的内

在逻辑，对更好地发挥作战对训练的牵

引作用以及训练对打赢的保证作用，全

面推进军事训练转型升级，练就能战善

战的精兵劲旅具有重大现实指导意义。

“耦合”一词，用在作战和训练的关

系上，反映的是二者的紧密关联性、相互

影响性、互为差异性，体现的是战训一致

要求，具体落位是“仗怎么打，兵就怎么

练”。这个基本规律揭示了军事训练必

须服从服务于战争需求，必须接受战争

的严格制约，有什么样的战争就应进行

什么样的军事训练。

战训耦合是一个极其简明的原则，

也是一个十分厚重的追求。考察军事历

史，有一条经验发人深思：谁能解决好军

事训练“练什么、怎么练、为何练”的问

题，谁就能经受住下一场战争的残酷考

验。尤其是在经历了漫长和平时代之

后，谁能走对走好军事训练的路子，谁就

是最后的胜利者。

我军是一支在实战中创立和成长

的 军 队 。 毛 泽 东 同 志 早 就 强 调 ，要 在

战争中学习战争。老一辈军事家无不

善于用最严格的训练培养最能打仗的

部 队 。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彭 德 怀 元 帅 就

提 出 ，必 须 把 平 时 的 军 事 训 练 与 战 时

的战斗任务结合起来。刘伯承元帅也

强 调 ：“ 将 来 仗 怎 么 打 ，现 在 兵 就 怎 么

练 。”不 断 缩 小 练 与 战 的 差 距 ，实 现 战

训一致，是我军一条重要的练兵原则，

也是一条重要的制胜经验。

战争千古无同局。当今，现代战争

信息化、智能化特征日益凸显，给作战方

式带来深刻变化，需要我们更加重视训

练与作战的耦合效应，最大限度地缩小

训练与实战的差距。比如，让训练环境

变得更加复杂、训练内容更具创新性针

对性、训练对象覆盖到所有人员，等等。

可以说，什么时候重视推进战训耦合，实

现作战和训练一体化，什么时候军事训

练质量就会有大的提高、战斗力水平就

会有质的跃升。

大力推进战训耦合，必须树牢实战

理念。实战砥砺，兵道之本。实战化训

练作为最贴近战争、最靠近对手的训练

形式，是实现战训耦合最根本、最管用的

抓手，抓住了实战化训练，就抓住了战斗

力提升的“根”和“魂”。当前，我军军事

训练的实战化程度越来越高，硝烟味越

来越浓，但训练脱离敌情、脱离战场环

境、脱离新的制胜机理的问题，还不同程

度存在。各级要牢牢确立战训耦合理

念，坚持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

加强实战化训练，做到仗怎么打兵就怎

么练、战场需要什么就苦练什么，真正把

实战最需要、最管用的本领练实练精练

过硬。

大力推进战训耦合，必须坚持任务

牵引。军事斗争准备的原动力在于军

队的使命任务。训练找不准下一场战

争的“靶心”，就很容易陷入自我设计、

自 我 循 环 中 ，如 瞎 驴 拉 磨 ，只 转 不 前 。

历史证明，作战任务“雾里看花”，虽强

必败。“一个想要制造一件好的战争工

具的人，必须首先问问自己下次战争将

是什么样的。”推进战训耦合，必须真正

把未来打什么仗、和谁打仗、在哪打仗、

怎么打仗搞清楚；把优势在哪里、弱点

有哪些、差距有多大、应该怎么办搞清

楚，增强设计战争、筹划作战的本领，寻

求行之有效的制胜之策，研究灵活多变

的 战 法 谋 略 ，探 索 实 在 管 用 的 作 战 行

动，打牢部队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的能

力基础。

大 力 推 进 战 训 耦 合 ，必 须 端 正 训

练作风。训风务实是推进战训耦合的

重 要 保 证 。 训 风 实 则 武 艺 精 ，考 风 正

则 士 气 振 ，演 风 真 则 战 力 强 。 我 军 早

期发布的《关于军事政治训练的训令》

就 鲜 明 提 出 ，“ 万 不 可 耍 无 聊 的 花

样 ”。 为 战 不 为 看 、演 习 不 演 戏 、打 赢

先打假、求胜先求实，始终是我军能打

仗 、打 胜 仗 的 根 本 所 在 。 唯 有 端 正 训

风演风考风，今天像打仗一样训练，真

训 实 练 、真 打 实 备 、真 考 实 评 ，明 天 才

能像训练一样打仗，游刃有余、沉着应

战，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宜将剑戟多砥砺，不教神州起烽

烟”。一支军队，能否打赢未来战争，并

不取决于距离上一场战争的时间跨度，

而在于对下一场战争的理解程度和准备

程度。大力推进战训耦合，让军事训练

离实战近些、再近些，尤其是离下一场战

争的要求近些、再近些，才能实现战斗力

水平的真正提升，最终拿到胜战的“通行

证”。新年度，我们一切技术、知识与手

段都应服务于此，一切训练实践、改革探

索都应着力于此。

（作者单位：第72集团军）

大 力 推 进 战 训 耦 合
—遵从统帅号令练就能战善战的精兵劲旅①

■丁来富

工作学习中，我们经常会经历各种

各样的考试，有些关键的考试，会将及格

线从传统的 60 分，提到更高的标准。据

报道，空军某飞行学院学员单飞前航理

考试，满分 100 分，90 分及格；某训练基

地新进教员上岗资格考试，满分 100 分，

80 分及格。这引发了笔者关于能力标

准“及格线”的思考。

及格是考试成绩达到规定的最低标

准，60 分及格是惯例。关于这种惯例的

形成，有多种说法，比如沿袭古代科举考

试传统，策论共 10 策，过 6 策即为通过；

又 如 参 考 黄 金 比 例 ，60 分 是 最 接 近

“0.618”的整十数。

惯例需要随着形势变化而变。及格

线 的 变 化 ，是 为 了 服 从 特 定 的 考 评 需

求。在以求知、升学为目的的学历教育

中，60 分及格体现了考生对基础内容的

掌握，而对于备战打仗这一责任重、要求

高 的 工 作 ，60 分 显 然 不 够 。 自 觉 提 高

“及格线”，本质是履行使命职责的内在

需求、是对打赢事业的高度负责、是对军

事特点规律的清晰认知。

军人生来为战胜，战争没有及格和不

及格，只有胜利和失败。对于军人来说，

“差不多”就是差很多，“过得去”就是过不

去。面对强军重任，身处不同领域的军人，

都应有意识地提高自己能力标准的“及格

线”，努力攀高追求上限，防止自认为的“合

格”成为战场上的“短板”。在抗美援朝战

争中，志愿军将士将“及格线”标定为随时

应战、随时能战，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光辉战

例。约瑟夫·古尔登在《朝鲜战争：未曾透

露的真相》中解密：中国军队在平时的严格

训练，以及经过训练得到的打仗能力，使他

们对装备好于己的美军毫不畏惧。今天，

战争形态、作战样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只有

标准比对手高一分，胜算才能多一分。新

时代的军人必须瞄准能打仗、打胜仗，认识

并确定相应的“及格线”。

面对不同的工作任务，需要审慎判

断“及格线”。对于关乎全局、起关键性

作用的重大工作，必须坚持“高于一般”

的原则标准，清晰划出确保周全的及格

线。特别是对于提升打赢能力，“及格

线”的划定，考验着合格军人清醒而自觉

的努力方向和应有的追求标准。

身处不同的角色岗位，需要清醒认识

“及格线”。尤其在关键岗位、担负重要职

责的同志，自我要求不能“泯然众人”。比

如负责组训、带教之类的任务，就得自我

加压、主动进阶，先人一步、技高一筹。

处于不同的成长阶段，也须确定相应

的“及格线”。个人越是经验丰富、素质全

面，越要不断更新参照系，提升及格线，不能

故步自封、自我满足，“年年都上一年级”。

要努力让目光更长远、视野更开阔，百尺竿

头更进一步，不断提高学习力、竞争力。

需要强调的是，军人提高“及格线”

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战斗力、提升备战

打仗质量。所以，无论“线”有多高，都不

能有“及格万岁”的想法，而要永无止境

地去拼搏奋斗，在本职岗位上交出过硬

的成绩单。

（作者单位：93920部队）

提高能力标准的“及格线”
■文/杨 辉 马俊林 图/周 洁

开国大将粟裕被誉为“常胜将军”，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每次胜利都是基

于败仗研究基础上的经验总结。”在他

看来，常胜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善于

研究败仗，在败仗中找到制胜密钥。

自古以来，善战者从不讳言失败。

从败仗中吸取教训、研究对策，可以警

醒自我、磨砺斗志，化害为利、规避风

险。据统计，《孙子兵法》中论述败战的

有 13 处，《六韬》中则多达 49 处。革命

战争时期，毛泽东经常反思自己指挥的

长沙战役、土城战斗等“走麦城”的教

训。几番卧薪尝胆、痛定思痛，才有了

四渡赤水、三大战役等战争奇迹，有了

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有句名

言：“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

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

一些。”善于研究败仗，是其“用兵如神”

的智慧之源。我军也正因为有着对历

次战斗严肃认真的反思和检讨，才能在

战争中不断自我完善，才能一仗比一仗

打得漂亮。

对于军事科学来说，胜仗和败仗提

供的经验是等值的。研究战争，既应剖

析胜仗，也应检讨败仗。知胜知败，方

能百战不殆。近年来，我军各级军事学

术机构和指挥机关都在广泛开展战例

研究，而如何“研败”，关键在于要坚持

唯物主义的态度。一切战争都是在特

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不能罔顾

当时的条件“想当然”，也不能照搬照抄

前人编写的参考资料，更不能纸上谈

兵，抛开现实敌我力量、自然社会环境

变化制定作战方案。某部队指挥员多

次组织战例研究评析，直到亲临当年战

场现地推演，才更加意识到实事求是的

极端重要性。战胜不复，兵无常势。“研

败”贵在科学求实，切忌生搬硬套；在于

能够客观分析失败的原因，重新找到制

胜方法，供官兵学习借鉴，从而做到“知

不可为，尔后可以有为”。

研 究 败 仗 ，还 要 真 实 体 验 败 仗 。

当前，红蓝对抗训练已经成为部队训

练的一种基本模式，成为提升军事训

练实战化水平的重要抓手。某训练中

心建立以来，90%以上前来训练的部队

都铩羽而归。可是，屡败屡战的部队

越磨砺越有锋芒，战斗力水平节节攀

升。这充分说明，把败仗中暴露出的

问题解决在打仗之前，上了战场才会

多一分胜算。近年来，我军打造强大

的专业化蓝军，充分发挥其“磨刀石”

作用，逼着官兵通过实战对抗中的磨

砺，换取未来战场上的胜券。

“多研败”不仅要研究败仗，还要

盯着胜仗之中的败笔。1949 年 9 月 5

日，我军第 40 军党委向兵团党委并前

委递交了一篇“作战检讨”书。这是部

队 参 加 了 著 名 的 宜 沙 战 役 和 湘 赣 战

役，打了大胜仗之后所写的，深刻总结

了“不熟悉地形”“轻敌麻痹”等问题。

胜利只能说明过去，未来作战面对的

仍 然 是 诸 多 未 知 。 作 战 之 后 多 讲 问

题、查找败笔，正是继续迈向打赢必不

可少的一步。正所谓，查出败笔是再

写妙笔的关键。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通往胜利

的征途中，我们必须枕戈待旦，在研究

成功战例的同时，更应高度关注从古今

中外失败之战中悟出取胜之道。如此，

方能找准差距、补齐短板，防止重蹈覆

辙，在未来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不言败”需要“多研败”
■高天阳 王鹏飞

玉 渊 潭

画里有话

八一时评

“律回春晖渐，万象始更新。”当新年

的第一记钟声响彻夜空，当新年的第一缕

阳光照亮苍穹，旧岁已去，未来已来。

“让我们一起向未来！”这是习主席

在 2022 年新年贺词中的殷切期望和深

情寄语，表达了中国人民共克时艰、共

创未来的坚定决心，鼓舞和激励着亿万

军民踔厉奋发、笃行不怠，用奋斗创造

历史，用实干成就梦想。

未来，作为时间概念，从自身序列上

讲，它总是在一分一秒地走近我们，不可

逆转；从历史的演进讲，人类总是在一步

一步地向它迈近，没有人能摆脱这种必然

性的支配。但是，未来的意义决不仅仅是

时间上的被动等待，更意味着积极、自觉

的思想和物质创造。正如作家车尔尼雪

夫斯基所热切呼吁的那样：“未来是光明

而美丽的，爱它吧，向它突进，为它工作，

迎接它，尽可能地使它成为现实吧！”

未来，是希冀，是憧憬，是簇新的开

始，是拔节的生长。相信未来，才能有前

行的方向、变革的勇气和拼搏的力量。

回顾一个世纪的风雨征程，我们对

未来更加充满自信；环顾风云激荡的世

界局势，我们对未来更加胸有成竹；展

望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我们对未来更

加满怀豪情。

1933 年，《东方杂志》发起了全国

“征梦”活动，征求两个问题的答案：你

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个人生活

中有什么梦想？然而，在那一个积贫积

弱的时代，民众何敢奢谈梦想和未来？

活动最后征得的答案只有 160 多份。

“让我们一起向未来”，对于从苦难

走向辉煌的中华民族来说，是一种历史

自信。

试看今日之中国，“到处都是活跃

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

无数中华儿女相信“如果信念有颜色，

那一定是中国红”，宁愿牺牲生命也要

献上“清澈的爱”。

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

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中国共产

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

理由自信的！

“让我们一起向未来”，对于为梦想

打拼的中华儿女来说，是一种历史担当。

百年党史，每一页都写下了实干与

奉献、奋斗与牺牲；中华民族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每一步都标注着开拓

和进取、担当和作为。

百年大党的恢宏气象从何而来？就

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亿万人民经千难

而百折不挠、历万险而矢志不渝”。难怪

有外国人称我们是“奋斗民族”，惊叹我们

“总是不知疲倦、步履不停”。

百年成就使人振奋，百年经验给人

启迪。如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

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在时代的大坐标

中仰观俯察，我们距离民族复兴的伟大

梦想从未如此之近，我们实现这个伟大

梦想的信心和力量从未如此之强。

强 国 必 须 强 军 ，军 强 才 能 国 安 。

习 主 席 把 强 军 兴 军 融 入 强 国 复 兴 大

局，谋篇布局 2027，前瞻运筹 2035，深

远经略 2050，对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提出清晰的路线图、时间表、任务书，按

下了迈向世界一流军队的“快进键”。

“过去，对未来的判断是浪漫、是畅

想、是大概；而今天，未来是真切、是具

体、是行动。”强国强军的光辉未来给予

我们的，既有投身壮丽事业的光荣感、

幸福感，更有不懈奋斗的使命感、责任

感。我们这一代人，有幸见证了第一个

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接下来的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和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

我们将参与其中、奋战其中。这是人生

的际遇，也是奋斗的舞台。

时间属于奋进者！未来属于奋进

者！过去的一年，全军官兵以孺子牛、

拓荒牛、老黄牛精神，坚决履行党和人

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以顽强斗争

精神和实际行动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发展利益。新的一年，我们应以生龙活

虎的状态、虎虎生威的雄风、龙腾虎跃

的局面，聚力备战打仗、忠诚使命担当，

跑出奋斗强军的加速度，以优异成绩迎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作者单位：63936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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