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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里有话

玉 渊 潭

“战斗今晚就打响！”锻造打赢现代

化战争能力等不得、慢不得。

“训”是对“战”的设计和预演，“战”

是对“训”的应用和检验。如何尽快缩

短从实战化到实战的“一字之距”、缩小

从练为战到练即战的“一字之差”？怎

样 的 训 练 才 能 使 打 赢 能 力 提 高 得 更

快？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加强针对性、

检验性、对抗性训练。

兵 法 云 ：“ 不 可 胜 在 己 ，可 胜 在

敌。”开展针对性练兵，是练兵备战的

基本要求。海南岛战役中，40 军在登陆

作战时之所以能迅速将红旗插到“天涯

海角”，一个重要方面是我军在战前对

“旱鸭子”官兵开展了走浪桥、迷螺等针

对性训练；抗美援朝中，志愿军 116 师

11 分钟就攻破了敌人号称“铜墙铁壁、

不可逾越”的临津江防线，就是因为志

愿军在战场勘察后开展了细致入微的

针对性训练。战史告诉我们，训练越有

针对性，力量越不会白费，越易于将敌

人击溃。

锻造打赢现代化战争的能力，实质

上就是锻造打赢具体对手的能力。谁

了解对手更多一些、更细一些、更准一

些，谁的训练针对性更强一些，谁对战

争胜利的把握就更大一些。针对性训

练中，只有紧盯对手练兵，拿出对头的

对策，“视其仓库，度其粮食，察其天地，

伺其空隙”，方能在对垒时先敌了解、先

敌发现 、先敌机动 、先敌打击，快速反

应、出奇制胜。

一位军事家曾指出：“要多通过检

验和考核，减少训练的盲目性。”尤其是

当前，作战对手、战争形态等都发生很

大改变，“拔足再濯，已非前水”，训练如

果还是老一套，刻舟求剑，怎能练出打

赢高招？检验性训练中，就是应准确把

握国家安全和军事斗争形势变化，紧盯

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大力推

进战训耦合，大力推进体系练兵，大力

推进科技练兵，全面推进军事训练转型

升级，把锻造打赢现代化战争能力作为

新的追求目标。

检验性训练的过程，就是给战斗力

做 CT 的过程，发现的问题越多，训练越

有成效。问题是进步的着力点，也是战

斗力新的增长点。问题暴露给自己比

暴露给敌人好。不怕出丑、露怯、难堪，

多用硝烟作“显影剂”，多用火眼金睛

“挑刺”，把发现的问题作为随后的攻关

课题，这样的检验性训练，才能锻造出

打赢现代化战争的能力。

对抗性是战争的基本属性，也是快

速提升战斗力的基本途径。锋利的刀

刃，靠坚硬的石头磨砺；过硬的素质，靠

强大的对手锤炼。从陆军的“跨越”“火

力”，到海军的“机动”“蓝鲸”；从空军的

“ 金 头 盔 ”“ 金 飞 镖 ”，到 火 箭 军 的“ 天

剑”……近年来，我军实战实训展现出

一个新气象：火药味一年比一年足，对

抗性一年比一年强。实践证明，对抗性

训练有利于以“敌”为靶寻求制胜之法、

以“敌”为鉴检验训练水平、以“敌”为师

磨砺打赢本领。

对抗性训练最可怕的不是没有对

手，而是没有可怕的对手。世界各国蓝

军部队的标识多是狼的图案，就是因为

“狼”比“狠”还多一点。对抗性训练中

有这样的可怕对手，何愁长不了本领？

光捏软柿子练不出硬功夫。在加强对

抗性训练中锻造打赢现代化战争能力，

就是要舞刀找关公，弄斧到班门，专门

选最强对手作为敌手，就是要把对抗性

训练贯穿于训练的各层次、各领域、全

过程，广泛开展指挥、行动、技术、战术

对抗，切实使部队从“心中装着敌情”转

到“互为条件、互为对手”的训练上来，

在真抗实练中把战术技术发挥到极致。

“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针对

性 训 练 强 调 对 手 意 识 ，检 验 性 训 练 强

调 问 题 意 识 ，对 抗 性 训 练 强 调 强 度 意

识 ，三 者 虽 各 有 侧 重 ，但 更 应 合 而 为

一。在加强针对性、检验性、对抗性训

练中，当确立“新、细、严”的指导，明确

“真、难、实”的标准，运用“考、比、拉”

的 手 段 ，才 能 在 加 紧 锻 造 打 赢 现 代 化

战争能力中回答好“胜战之问”“价值

之问”“本领之问”。

（作者单位：海军参谋部）

加强针对性检验性对抗性训练
——加紧锻造打赢现代化战争能力系列谈②

■刘天明

针对性训练强调对手

意识，检验性训练强调问

题意识，对抗性训练强调

强度意识。确立“新、细、

严”的指导，明确“真、难、

实”的标准，运用“考、比、

拉”的手段，才能在加紧锻

造打赢现代化战争能力中

回答好“胜战之问”“价值

之问”“本领之问”。

阳春三月，又一批新战友来到火热

军营。新训中，作为新战友的“第一领

路 人 ”，新 训 干 部 骨 干 应 该 注 意 些 什

么？近日，在某部新训干部骨干座谈会

上，一名排长回顾了一件他去年带新兵

的懊悔事——

在反复纠正一名新战友的队列痼癖

动作无果后，这名排长生气地说：“就你

这悟性，别想混出个样。”当晚，这名新战

友给另一名新兵说，你好好干，我要撤

了。这名排长知道后，赶紧向这名新战

友真诚道歉，这才打消了其“撤”的念头。

新战友都是怀着美好愿望来部队

的，自己的前途怎么样，新训干部骨干

的评价很重要。如果刚入伍就被负面

定性，热情刚燃起来就被浇个透心凉，

会极大地打击新战友的自信心。

一名教育家曾呼吁：“我们要有欣

赏性的改造。”所谓“欣赏性的改造”，就

是善于发现新战友的闪光点，相信每个

人都是可塑之才。特别是对那些基础

弱、上路慢的新战友，一句鼓励的话语、

一个肯定的眼神，都会坚定他们“我一

定能行”的信心。

我们常说，恨铁不成钢。殊不知，

钢是炼出来的，不是恨出来的。有的新

战友进步慢的时候，正是需要鼓励、需

要耐心的时候。多想想自己“兵之初”

时对被肯定的期盼，多想想自己作为新

训干部骨干的职责，多想想新战友亲人

的殷殷之情、切切之意，就会静下心来，

琢磨出更有针对性的教育训练方法，帮

助新战友走好军旅第一步。

网上有这样一句话：“一个多雾的

早晨，仍可能有一个晴朗的白天。”意思

是说，不能因开头的不顺，就妄下结果

肯定不好的结论。新战友刚开始训练

成绩不好，并不代表永远不会变好。李

向群入伍时也曾质疑过从军选择，《士

兵突击》里的许三多入伍时也屡屡“冒

泡 ”，他 们 最 后 不 也 成 了 响 当 当 的 好

兵。只有对新战友不放弃、不抛弃，多

鼓励、少责备，多些“欣赏性的改造”，才

能激发他们战胜困难、建功军营。

当然，作为新战友，也不能是“玻璃

心”。受不了一点挫折，何谈成长？受

到批评时，新战友应多些换位思考，多

想想他们批评的初衷。当你能以“有则

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对待批评时，就

一定能开启成功之门。因为，“受到批

评而不改其志的乐观，前途一定乐观”。

（作者单位：32122部队）

多给新战友“欣赏性的改造”
■刘 涛

“草木植成，国之富也。”在盎然春

意中，广大军民积极参加植树活动，为

大地披上新绿。树是自然赐予人类最

忠诚的朋友，它是有灵性、有禀赋的，也

是有故事、有记忆的。

1927 年 9 月 29 日至 10 月 3 日，江西

永新县一个小小的村落里，一群军人热

血 集 结 ，上 演 了 一 场 改 变 中 国 命 运 的

改编。在火红的枫树下，毛泽东同志创

立了“支部建在连上”“官兵平等”等一

整 套 全 新 的 治 军 方 略 。 由 此 ，从 政 治

上、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

成为我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一次成

功探索和实践，史称“三湾改编”。之后

的人民军队，满怀理想信仰，一路浴血

奋战，从三湾走向井冈山，走向北京，走

向胜利的远方。那火红的枫树啊，象征

着人民军队凤凰涅槃、走向新生，更象

征着光荣传统代代相传、永不褪色。

1927年，黄安县紫云区农会会长、共

产党员程昭续参加领导黄麻起义，后任

红军第 11 军 31 师第 4 大队大队长。一

次战斗中，程昭续不幸负伤被捕。敌人

利诱无果，便用刺刀顶着程昭续的脖子

问：“你要脑袋，还是要共产党？”程昭续

斩钉截铁地回答：“老子要的当然是共产

党！”随后，他惨遭敌人的杀害，头颅被挂

在村头的一棵大槐树上……90多年过去

了，大槐树历经岁月风霜仍傲然挺立，象

征着革命者的坚贞不屈。如今，这棵“英

雄树”成为革命传统教育的素材，每年来

这里缅怀先烈的人络绎不绝。

在江西瑞金叶坪乡华屋村的后山

上，一棵棵苍翠挺拔的松树连成一片，

其中 17 棵树上还钉着写有名字的小牌，

人们称其为烈士“信念树”。每当人们

来这里时，都会想起那个感人而悲壮的

故事。

那是上世纪 30 年代初，当时仅有

43 户人家的华屋村，家家都有人参加革

命，其中 17 名青壮年在苏区“扩红”时参

加了红军。为了表达革命必将胜利的

坚定信念，离家前夕，他们一起来到后

山 ，每 人 栽 下 一 棵 象 征 革 命 昌 盛 的 松

树，并约定：革命成功后，都要省亲故

里，回报乡亲们；如果谁“光荣”了，活着

的人不仅要为牺牲的兄弟孝亲敬老，还

要照看好这些松树。然而，17 名勇士一

个也没有回来。他们的名字是华崇宜、

华崇森、华钦恩、华钦仑……

17 位烈士的名字被后人铭记，17 棵

青松在后山巍然挺立。如今，这 17 棵青

松成为华屋村人精神的寄托、力量的源

泉。他们不仅年年点红烛、系红绸祭拜

英烈，而且大力弘扬烈士的精神，把理

想信念之火烧得旺旺的，向着乡村振兴

的目标大步前进，以改变家乡面貌的实

际行动告慰先辈。

在河北邯郸涉县石门村的莲花山

下，坐落着左权烈士的陵墓。从解放初

起，年轻的共产党员杨爱功就义务为左

权将军守墓。当年他在将军墓前亲手

栽下的两棵手指粗的柏树，如今早已长

到一个人都抱不过来了。大树上端的

枝叶相互交错，每当祭扫时，他都会拍

拍树干，像跟老战友打招呼：“嗨，好好

守着将军啊。”风过，树枝摇啊摇，仿佛

听懂了他的话。

如今，70多年过去了，杨爱功不仅始

终守着将军的墓，而且把墓园周围的荒

山都栽上了树，并全部交给了国家。当

年，他把柏树栽种在将军墓前，也把为人

民谋幸福的根深扎在了心里，用植树造

林、绿化荒山、造福乡亲的实际行动，为

共产党员这个崇高的称谓增添光彩。

“用一腔热血，置于死地而后生，哪

怕伤痕累累，依然义无反顾，把一种信

仰啊，深深扎根在泥土，命运紧紧握住，

青春锻造，锻造铁筋骨……”这是电影

《三湾改编》的主题歌——《信仰之树》。

种树的人，种下的是希望；守树的

人，守护的是信仰；拜树的人，崇拜的是

英雄。那些久远的树的故事，给我们以

源源不断的精神滋养。

“我们若凭信仰而战斗，就有双重

的武装”。步入新时代，我们更要从红

色 历 史 中 汲 取 精 神 滋 养 ，深 扎 信 仰 之

根，激扬奋斗之志，在强军实践中书写

新的篇章。

植 下 信 仰 之 树
■向贤彪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肯定成

绩的同时，也实事求是地指出政府工作

存在不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仍然突

出，脱离实际、违背群众意愿现象屡有发

生，有的在政策执行中采取‘一刀切’、运

动式做法。”在部署今年工作时，明确要

求各级政府加强自身建设，“防止政策执

行‘一刀切’、层层加码，持续为基层减

负”。这对我们抓部队建设、搞管理工作

同样具有指导意义。

部队是执行特殊任务的武装集团，

需要高度的集中统一。但这种集中统

一，更多地表现在思想意志和军事行动

上。就某项工作部署而言，需要具体问

题具体分析，不同情况区别对待。不能

用一个标准、一个模子“框”所有事物，用

一把钥匙开所有的锁。比如，思想政治

教育不分对象搞“一锅煮”，军事训练不

考虑基础搞“齐步走”，就可能起不到应

有的作用。

工作中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是应

有的态度。但是，办任何事情都必须遵

循客观规律，不能脱离实际、急于求

成。比如，在安排工作时要留有余地，

下达任务时要考虑可行性，规定目标时

不能好高骛远。如果层层把时限往前

赶，把调门往上喊，就可能逼着官兵不

讲科学“大干快上”，甚至挖空心思弄

虚 作 假 。 孟 子 借 种 田 形 象 地 比 喻 道 ：

“五谷者，种之美者也；苟为不熟，不

如荑稗。”意思是说，做事情如果不将

其做实，就像种五谷那样，种上再好的

品种，若不能成熟，则连荑稗之类的杂

草都不如。

“一刀切”和层层加码是错误的思

维模式、工作方式，根子在个别领导干

部和机关。他们有的沽名钓誉，干工作

不讲求实际效果，只追求“有声势有魄

力”“态度好动作快”；有的决策时“拍脑

袋”，不愿调查研究，不愿用心用力；还

有的缺乏服务意识和为兵情怀，只想领

导是否在意，不管群众是否满意。正如

一副对联所讽刺的那样：上级压下级，

层层加码，“码”到成功；下级哄上级，层

层注水，水到渠成。

“牡丹花好空入目，枣花虽小结实

成。”各级领导和机关干部应树立正确的

政绩观，不采华名、不兴伪事，注意听取

基层官兵意见，干实事、求实效。多些精

准意识，多下绣花功夫，注重精准谋划、

精准部署、精准检查，才能力戒笼而统

之、大而化之。同时，对那些因简单化搞

“一刀切”给部队建设造成重大损失的，

要敢于问责追责，机关、基层都要层层负

责、层层问效。

（作者单位：武警浙江总队丽水支队）

防止“一刀切”和层层加码
■郑 剑

谁都想有干事创业的大本事。什么

样的本事才算大本事？近日看到这样一

个故事，给人很有启发。

一次，有一名党员在党小组会上建

议黄克诚改改“按法规办、按规矩办”的

口头禅。有法规了，要你这中纪委书记

干啥？老这样说，别人会以为你没啥本

事呢。黄克诚听了理由后诚恳地说，以

前战场上能打得过敌人是大本事。我觉

得现在，习惯按法规办事也是大本事。

党的干部，都要有这样的本事。

“法者，治之端也。”“规者，事所依

也。”法规是对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是

处理事物的基本依据，是落实工作的基

本保障。领导能否严格按法规办事，不

是 个 人 小 事 ，而 是 关 系 国 家 兴 衰 的 大

事。这绝非危言耸听。历史上，秦国最

终“强于诸侯”，是因为“廷吏皆厉行于

法”；明朝后期“弱如豆散”，是因为“心有

法之官稀矣”。这也是先贤反复提醒治

理者须牢记“奉法者强”“大智治制”的重

要原因。

我们党对教育引导领导干部按法规

办事历来非常重视。新中国成立后，我

们党明确要求：“我们的干部，都要做会

按规矩处理事情的干部”。1985 年，邓

小平在一份文件上批示：“建设现代化，

需要多培养会用法律和制度处理事情的

年轻干部。”2003 年，多次来中国的一名

国外社会学家在其著作中写道：“官员法

治观念的提升，使这里有了稳定又顺畅

的社会运转。”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多次要求

“定了规矩就要照着办”，叮嘱各级领导

干部要养成按法规办事的习惯，党的十

九大报告也将“增强依法执政本领”列为

党必须全面增强的“八种本领”之一。在

前不久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解

放 军 和 武 警 部 队 代 表 团 全 体 会 议 时 ，

习主席更是强调“领导干部要带头依法

指导和开展工作”“严格依法加强部队管

理”。可以说，愿不愿按法规办事、会不

会按法规办事，是领导干部党性观念、法

治修养、领导水平的集中体现。

本质上，“按法规办”就是要“按规律

办”，“按规律办”就是高水平办。上世纪

60 年代，北平电车厂遭敌特纵火破坏，

周恩来同志马上中止会议赶到现场，对

公安干部讲：“前清时，县太爷听说哪儿

着了火，都亲自到现场……今后，你们公

安局的领导遇上大的案件、事件，必须亲

自到现场。”这种要求一把手亲自抓、现

场抓，既是工作的需要、工作的规矩，也

是从实践中得出的一种规律性认识，是

解决问题行之有效的好方法。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按法规

办事的本事，主要看处理敏感事务的本

事。在处理立功受奖、干部调整、士官选

改、工程招标等事务时，能公正用权、依

法用权、廉洁用权，做到法规面前不为私

心所扰、不为人情所困、不为关系所累、

不为利益所惑，这才是大本事。

按法规办事的本事大不大，还在于

对法规的运用足不足。同样的法规，为

什么有的领导既能用好，还不违规，在按

法规办事中解决了问题、赢得了信任、提

高了本事，而有的领导一方面对难题皱

眉头，一方面又让法规躺在文件柜里睡

大觉，区别就在于善不善于从法规这个

“锦囊”里寻找妙计。

“立物易，立心难。”把习惯按法规

办事看作大本事，关键要把法规在心里

立起来。现实中，那些把法规当作可长

可短“橡皮筋”、可软可硬“橡皮泥”的领

导，那些觉得照着法规办显示不出自己

水平的领导，之所以鲜有建树、丢了威

信，甚至落马，根源就在于汲汲于虚名

和私利。正如古人所说，“私行胜则少

公功”。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

一支现代化军队必然是法治军队。军队

领导干部肩上有千钧重担，身后有千军

万马，在依法治军、按法规办事方面必须

标准更高、要求更严。新时代，每位领导

干部都要强化法治思维、提升法治能力，

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

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的能力，以自

身按法规办事的自觉，积极推动贯彻依

法治军战略，不断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

法治化水平。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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