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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连连看

玉 渊 潭

画里有话

近日，某部在确定春节战备预案和

值班分队后，采取逐个考核、紧急拉动等

方式，提高担负战备值班人员和分队对

战备预案的熟悉程度。

“事不前定，不可以应猝；兵不预谋，

不可以制胜。”战备预案，是对可能遇到

紧急情况时的具体应对设想，是指挥员

定下作战决心、组织作战行动的基本依

据。有没有战备预案，值班人员和值班

分队对战备预案熟不熟悉，直接决定应

急应战效果。

春节是人们休闲团圆的放松期，也

是出现意外和遇到敌情的高发期。历史

上，不少战争都发生在春节期间。节日

战备松懈，如同提前缴械。正因为如此，

新修订的《内务条令》（试行）明确规定，

战备值班人员要“保持常备不懈和指挥

不 间 断 ，保 证 及 时 、有 效 应 对 紧 急 情

况”。习主席更是要求“值班人员强化席

位就是战位的思想”“要抓好战备值班工

作，深入研判可能发生的安全风险，有效

应对各类突发情况”。

从以往的检查看，各部队春节期间

值班人员在位情况都比较好，但对战备

预案不熟悉的情况还不同程度存在。有

的只知道自己担任战备值班，但对值班

期间到底有可能要干什么知之不多；有

的虽然知道战备预案，但是粗枝大叶，不

知具体细节；还有的甚至把战备值班当

放松，对战备预案毫无所知。对于这样

的战备值班，有领导批评这是“盲目值

班，其实就是没有外出的假值班”。

“战备”的目的是“备战”。值班时

对战备预案多一分熟悉，应急应战时就

多一分胜算。去年春节一次突然拉动

检验中，某部之所以取得高分，就在于

他们所有值班人员事先对预案了然于

胸。

著名军事家朱可夫曾指出：“对战争

预有充分准备并熟知自己在国防工作中

的位置的人，是不害怕战争的。”知者行

之始，行者知之成。人员保持“在位”更

要作战“有为”，战备物资“有了”更要“会

用”。作为战备值班指挥员，只有对战备

预案熟知，才能在应急应战指挥部队时

“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作为值班分

队，只有对战备预案精确了解，使自己时

刻处于战斗状态，才能做到“敌未动我先

知，敌欲动我有备”。

（作者单位：68216部队）

要对战备预案了然于胸
■杨建懿

在诗人的笔下，“年是一身簇新的衣

服，喜气洋洋；年是一串炸响的爆竹，金

光闪闪；年是一种离别，失去了过去的日

子；年是一种到来，迎来了春光无限。”春

节之所以是立体可感的，从根本上讲在

于春节文化富含意蕴、润泽人心。

年味千万种，清新意蕴深。在党和

人民军队里，年味还有另一种别样魅力：

那是官兵一致的同甘共苦、那是军民团

结的鱼水深情、那是以打胜仗回报乡亲

们的特殊年礼……

1928 年，朱德同志率部在江西莲花

县与战士们过春节，没有丰盛的年夜饭，

没有红包年礼，有的只是战斗的豪情、融

融的暖意。面对军队不一样的年味，朱

德有感而发，写了这样一副春联：“红军

中，官兵伕衣着薪饷一样；白军里，将校

尉饮食起居不同。”对仗工整、对比强烈，

“红”与“白”分明，讴歌了人民军队新型

的官兵关系。

1944 年 春 节 ，毛 泽 东 同 志 在 延 安

枣 园 请 乡 亲 们 吃 饭 ，每 家 每 户 来 一 个

代 表 。 礼 堂 里 ，其 乐 融 融 ，欢 声 笑 语 ，

足 足 摆 了 几 十 桌 ，每 桌 由 一 位 中 央 领

导陪同。桌上摆的软糕、油馍、麻糖等

平 时 难 见 的 美 食 ，都 是 乡 亲 们 自 己 带

来 的 。 毛 泽 东 与 大 家 一 一 握 手 ，说 ：

“ 你 们 都 是 我 的 老 邻 居 ，不 要 讲 客 气 ，

过几天我要到你们家里去拜年呢。”其

他 中 央 领 导 也 频 频 举 杯 给 乡 亲 们 敬

酒、向大家拜年。

一位历史学家曾说：“节日是一面镜

子，能照出真正伟人平凡而真切的爱。”

在春节这样的重大节日里，毛泽东等中

央领导同志，与官兵和群众一起过节，体

现了人民领袖爱人民的高尚情怀。江山

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正是因为我

们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人民领袖与人

民群众心心相印，才“唤起工农千百万，

同心干”，凝聚起不断创造历史伟业的磅

礴力量。

1940 年大年初一，我军某部穿越日

军的封锁线，来到敌占区的一个村子，

准备休整一下再出发。时值春节，官兵

们不要说吃上鸡鸭鱼肉，甚至连口热食

也吃不上，每个人仅分到 3 个冻硬的糠

窝窝头。对此，个别同志产生了一些思

想波动。党支部一边要求党员干部带

头吃窝窝头，一边深入班排做战士的思

想工作，顿时一扫沉闷气氛，军营里变

得热闹起来。乡亲们得知这是共产党

领导的抗日队伍，连忙送来热气腾腾的

饺子，拉着战士的手说：“孩子们，吃吧，

吃饱了好打鬼子。”战士们含着眼泪吃

完乡亲们送来的饺子，顿时士气大振，

浑身充满力量。

这就是我们的人民子弟兵，为了人

民的利益，他们可以吃尽千般苦，可以舍

弃一切；这就是我们的人民，他们视子弟

兵为亲人，倾其所有支持部队打胜仗。

这些鱼水深情感召我们：谁把人民放在

心上，人民就把谁举过头顶。

1947 年春节前夕，太行山根据地的

群众惦记刘伯承同志的身体，特意以贺

年的名义给刘伯承送来了食品和衣物

等年礼，小高壁村妇救会还给刘伯承的

夫人汪荣华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慰问

信。刘伯承夫妇将乡亲们送来的年礼

全部分送给了战士们，而将信作为更为

珍贵的年礼传给战士们看、读给战士们

听。刘伯承说，为了庆贺新春的到来，

我们要以特有的方式给太行山人民拜

年，就是多打胜仗，用胜利捷报为人民

恭贺新春。

用胜利的捷报恭贺新春，是人民子

弟兵对祖国和人民最好的回报。在朝鲜

战场，志愿军战士把敌机投下的照明弹

当作“节日的礼花”，把包围敌人、歼灭敌

人幽默地称为“包饺子”；在边疆自卫还

击战中，官兵们除夕之夜用枪炮声迎来

黎 明 ，用 胜 利 的 喜 讯 向 祖 国 和 人 民 报

捷……“年年马上见春风”，这种极具军

人职业特征的豪迈与奉献，成为军营过

年的寻常景观。辞旧迎新之际，有多少

共和国军人正默默以自己的方式为祖国

守岁；阖家团圆之时，又有多少官兵用严

阵以待的坚守保卫人民过节。这正是军

人的“年”——“一家不圆万家圆”；这正

是军人的价值所在——“祖国有我，山河

无恙”！

清新年味意蕴深
■向贤彪

作者：周 洁

在这辞旧迎新之际，无数工

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仍然坚守

在工作岗位，不少同胞依然奔波在

世界各地为祖国辛勤工作，许多人

民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公安干警正

在履行光荣使命。我代表祖国和

人民，向他们致以诚挚的问候，祝

他们平安顺利！

——摘自习主席二○○一四年

新年贺词

【新闻】“卢满环”，是第 78 集团军

某 特 战 旅 官 兵 对 狙 击 手 卢 雪 礼 的 赞

誉。当兵 16 年，卢雪礼以“决不给敌人

开枪机会”的追求，成为誉满全军的“神

枪手”。退伍前的比武中，当大家以为

他将以满环成绩给自己的军旅生涯收

官时，他却没打出一发 10 环。比武完

毕，看见靶纸，战友惊呆了，他的“射弹

散布”，用弹孔写出了“八一”二字。

【评论】

这“八一”二字，既显示了一名神枪

手弹无虚发的高超技艺，更彰显出一个

老兵恋恋不舍的爱军情怀。

都说神枪手是子弹喂出来的，但卢

雪礼身边的战友说，他百步穿杨的绝招

“是汗水浇灌出来的”：他把吃苦当赚到、

他枪管挂砖头练臂力、他把胸靶的十环

再分十环、他在极限条件下练眼力强心

力……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卢雪礼退

役了，但他以“‘八一’这个特殊的‘射弹

散布’，留给了战友爱军精武的情怀”。

克劳塞维茨说：“训练中经常经受

极度的劳累和困苦，只有在劳累和困苦

中才能认识到自己的力量，精神的幼芽

才能生长。”当兵不习武，不算尽义务；

武艺练不精，不算合格兵。没有人一入

伍就是精武标兵。如何成为精兵？如

何让“精神的幼芽”生长？“越爱习武越

精武，越精武越爱习武。作为军人，就

应该养成这样的良性互动。”卢雪礼的

这句话，或许是一个答案。

“中国文字的精妙，在于它背后往

往暗含着一种特殊力量。”“八一”二字，

一撇一捺一横，总共三画，书写简单。

然而在人民子弟兵心里，它是特殊的，

也是有力量的。它不仅象征着“开天辟

地第一回，人民有了子弟兵”的诞生之

日，更意味着只有把不断提升本领作为

取胜之道、永恒课题，才能对得起猎猎

军旗上的“八一”，才能撑得住熠熠帽徽

上的“八一”。

“射弹散布”彰显精武情怀
■范承达

【新闻】前不久，“卫国戍边英雄”陈

红军的妻子肖嵌文，将“想有一张全家

福”的愿望告诉了陈红军生前所在部队

官兵。中尉郭帅和中士陈伟在找出一

张 陈 红 军 的 军 装 照 后 ，经 过“ 精 雕 细

琢”，制作完成了一张“全家福”。

这张“全家福”，看哭无数人……

【评论】

这张“全家福”要是真的，该多好

呀！

一张“全家福”，对大多数家庭来

说 是 简 单 平 常 的 拥 有 。 但 对 肖 嵌 文

来 说 ，那 是 无 法 实 现 的 奢 望 。 因 为 ，

当她的孩子来到人间时，她的丈夫已

在天堂。2020 年，在那场捍卫祖国领

土主权的斗争中，33 岁的陈红军壮烈

牺牲。

2020 年 10 月 25 日，“小红军”出生，

当天正值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

国 作 战 70 周 年 纪 念 日 ，“ 这 似 乎 是 传

承。我要把孩子好好养大，让他成为像

爸爸那样的人。”而今天，看着眼前的

“全家福”，肖嵌文说：“有了这张‘全家

福’，就能让孩子永远把爸爸穿军装的

样子刻在脑海中，让他感到爸爸一直在

‘陪’着他”。

英雄对祖国有多付出，人们对英雄

就有多思念。“假如你还在，阖家团圆一

定是你的期待，是你用牺牲成就了今天

这美好时代”“让我做你的双眼，替你将

这盛世看遍”“让我们记住所有为祖国

牺牲的战士，他们的生死抉择，赓续着

超越时空的牺牲与新生”……网络上，

这张特殊“全家福”下的如潮跟帖，字字

真情、句句真意。

法国文豪雨果说：“每当人间英雄

逝去时，我们都会听到强大的振翅搏击

的响声。一种事物消失了，另一种事物

降临了。于是人们发现，曾经被认为是

熄灭了的，其实永远不会熄灭。”每一种

为国牺牲都是不朽，每一种爱国精神都

会传承。这精神，如长虹贯日，如江河

行地，如日月行天，早已融入军人的血

脉、刻进军人的筋骨。遥望雪域边关，

今天，无数“陈红军”正发扬“永远不会

熄灭”的精神，厉兵秣马、枕戈待旦，守

护着祖国一家亲这个最美的“全家福”。

读懂那张特殊的“全家福”
■宋军林

强 军 之 道 ，要 在 得 人 。 这 里 的

“道”，是培养、吸引、广纳打赢人才的正

道、大道；这里的“人”，是运筹帷幄的联

合作战指挥人才，是通晓现代战争制胜

机理的信息人才，是熟练掌握手中武器

装备的技术能手、业务尖子、岗位标兵。

俗话说，这本事那本事，能打胜仗

才是真本事。可以想象，如果一支部队

人才的专业、学识、技能、爱好和绝招等

都与打赢关系不大甚至相背离，这样的

部队怎能打胜仗？优秀士兵，首先须是

精武标兵。离开精武这个根本，其他本

事再多再大也没有意义。正因为如此，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人才工作会议上强

调，必须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人才工

作出发点和落脚点。

能打仗、打胜仗是党和人民对军队

的根本要求，是军队使命职责之所在，

是军队存在的根本价值之所在。平时

能否聚焦打赢育人才，关系战时能否打

得赢。抗大时期，我军“密切地围绕前

线需要设置专业、培养急需人才”，这才

培养出大批令日寇叫嚣“宁可用 20 个

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学员，用 50 个日本

兵换一个抗大干部”的优秀人才。

毋庸置疑，当前部队各级和院校大

多能聚焦打赢育人才，但不可忽视的

是，人才工作中偏移打赢的现象还存

在。有的聊起地方的事侃侃而谈，谈起

部队的事鲜有高见，知识“含军量”不

高；有的虽是硕士博士，但军事知识还

不如战士，学历“含战量”不高；有的观

念落后、知识陈旧，手里紧攥的是“老船

票”，能力“含新量”不高。这样的人才，

是典型的“读书谓已多，抚事知不足”，

与“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人才工作出

发点和落脚点”的要求还有不小差距。

上世纪 50 年代初，刘伯承同志在

军事学院有关课程设置的一份文件上

这样批示：“培养战胜现在和将来敌人

所需的人才，是我们的唯一目标。所有

课程都要围绕这个目标。”有人说，军人

的专业是最不能偏移、最需要精通的专

业。之所以偏移不得、务必精通，是因

为军人的专业事关战场成败、国家存

亡。要是偏移了、荒废了，结果只能是

“胜利的希望就变得渺茫。”

尤其是现代战争，对人才的专业能

力提出更高要求。培养人才中，只有紧

紧围绕“两个能力不够”“三个能不能”和

“五个不会”等问题，树立新的作战理念，

熟悉新的指控规则，掌握新的协同规范，

用好新的作战系统，悟透信息化战争制

胜机理，把握现代军事指挥规律，才能不

断提高打赢未来战争的能力。

当然，聚焦打赢育人才，并不是严

禁军人培养打仗外的其他本事。恰恰

相反，培养音乐、写作、打球等其他本

领，不仅能助人全面发展、明德修身，还

能陶冶身心、增智怡情，有益于提高打

赢能力。如苏轼所言，“君子可以寓意

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只要分清

主次就好，不本末倒置就好。

（作者单位：信息工程大学地理空

间信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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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段令人心潮起伏的自白：南

海深处，参谋武大庆在完成春节前自己

的最后一次岛礁巡逻后，在军舰训练日

志上多写了这样一句话——“祖国，我爱

你！”战友将武大庆的训练照和这句话发

到网上后，“子弟兵，祖国更爱你”的跟帖

在一次次复制粘贴中铺满屏幕。

这是一段给人无穷力量的祝福：喀

喇昆仑，因为即将到达的演练区域没有

网络信号，某部让官兵提前给家人录制

拜年视频。镜头前，连长陈胜军整理军

容，对着爱人和孩子的合影说：“我乐意

付出，只为你们幸福。”

团 圆 ，团 圆 ，美 丽 而 温 馨 的 字 眼 。

当火红的灯笼高高挂起，当吉祥的对联

贴上门楣，回家团圆的念头，便涌上中

华儿女的心头。上面两个片段之所以

打动人心，是因为触动了人们心中的共

鸣：在我们享受团圆的幸福时刻，不能

忘记那些节日期间还踔厉奋发、坚守岗

位的身影。

其实，在战位上、岗位上、哨位上，春

节期间坚守岗位的子弟兵还有很多：滴

水成冰的雪域高原，边防军人爬冰卧雪、

昼夜巡逻；辽阔湛蓝的蓝色国土，海军官

兵劈波斩浪、苦练精兵；苍穹之上的九天

国门，蓝天将士展翅翱翔、鹰眼巡航；各

个关键的执勤哨位，武警卫士时刻警惕、

守卫安宁……人民子弟兵用无私无畏的

坚守，守卫着新春佳节的宁静祥和；用无

怨无悔的奉献，守望着祖国人民的万家

团圆。

“说句心里话，我也想家，家中的老妈

妈已是满头白发……”“夜深人静时才知

道心中有牵挂，接通电话时才感觉眼里有

泪花。”军人也是血肉之躯，也想在春节跟

家人一起吃顿热腾腾的年夜饭；军人也懂

儿女情长，也想回到家跟亲人一块聊聊军

营里的难忘事。想回而不能回，他们有怨

言吗？前不久，在某单位组织的问卷调查

中，所有官兵都给出了否定答案。

哲人有言：“伟大付出的背后，都有

更伟大的原因。”军人为何对不能团圆没

有怨言？“谁叫咱是军人呢”“在位率需要

呀”“被祖国需要也是一种幸福”“家是最

小 国 ，国 是 千 万 家 ”“ 军 营 是 咱 温 暖 的

家”……这一个个原因，没有无奈，只因

大爱；朴实真实，不失伟大。

军人的坚守与人民的团圆是什么关

系？一位地方电视台记者到驻地部队参

加完新春走基层活动后，在朋友圈分享

了一张用 81 张官兵春节坚守岗位照片

拼成的中国地图。他还在朋友圈写下这

样一段感言：采访期间，思考和感动一直

相伴，这些照片是定格在我心灵底片上

的画卷。那些被冻得龟裂的双手、那些

还带着稚气的脸庞、那些一说到家就沉

默的场景，从来不曾走远。是他们，是这

些可爱、可亲、可敬的子弟兵，让我们的

团圆无比温暖。

国家的安全，在军人心中重于一切；

国家的和平，在军人心中高于一切。对

军人来说，春节的意义，不仅在于乐守万

家团圆，也在于对职责的强化，更在于对

“国家”的确认。

1951 年春节，志愿军某部七连在阵

地开展“我给祖国拜个年”活动，战士牛

二娃说：“让敌人不敢欺负咱新中国，给

祖国安全，就是我想给祖国送的礼。”这

就是人民子弟兵的情怀！这就是人民

子弟兵的胸怀！因为有这样的情怀和

胸怀，在每一名子弟兵心里，坚守战位

就是坚守职责、坚守使命、坚守崇高。

有人说，世间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当

你 爱 着 一 个 人 时 ，那 个 人 也 正 好 爱 着

你。春节前夕，很多军营都出现了这样

“最大的幸福”：上门解决随军家属就业

难题、慰问来队家属、书法家来到驻军给

官兵写春联……人民军队爱人民，人民

军队人民爱。新的一年里，让这些“最大

的幸福”催生出更大的动力，激励全军将

士抖擞精神再出发，用拼搏成就伟大事

业、伟大梦想，靠奋斗夺取新的胜利、托

举新的荣光！

（作者单位：武警北京总队政治工

作部）

坚守岗位，倾心守护万家灯火
—团圆时刻追寻那些踔厉奋发的身影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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