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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里有话

玉 渊 潭

强国强军，科技先行。

科技是核心战斗力，是军事发展中

最活跃、最具革命性的因素。提升军队

战 斗 力 ，加 紧 锻 造 打 赢 现 代 化 战 争 能

力，离不开先进科技支撑。

科学技术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

界的智慧结晶，在推动历史进步中发挥

着巨大作用。军事领域作为科学技术

运用最快最多的领域，每一次变革发展

都与科技进步密不可分。谁忽视科技

进 步 ，谁 就 会 陷 入 落 后 挨 打 的 被 动 局

面；谁拥有科技优势，谁就能掌握军事

主动、赢得制胜先机。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先进

战斗力。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抗美

援朝战争，我军用先进的战略战术相继

战胜了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军队和不可

一世的美军，但科技实力的不足，武器

装备的落后，也让我们付出了沉痛的代

价。历史警醒我们，科学技术这一仗，

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

现代战争，打的就是科技战。离开

先进科技，不能把科技转化为战斗力，

就打不了仗，打不了胜仗。从近几场局

部战争看，无论是科索沃战争 78 天的战

机空袭，还是叙利亚战争中机器人军团

的运用，抑或是纳卡冲突中进行的无人

机大战，这一切都深刻地告诉我们，先

进科技不仅具有强大杀伤力，还具有强

大震慑力，对战争胜负的决定性意义越

来越大。当前，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军事革命的迅猛发展，世界军事强国都

在 抢 占 科 技 制 高 点 ，提 升 本 国 军 事 实

力。对我军来说，要打赢未来具有智能

化特征的信息化局部战争，当务之急就

是深入实施科技强军战略，加快先进科

技向战斗力转化。

科学的军事理论就是战斗力。加

快先进科技向战斗力转化，很重要的就

是增强科技认知力，深化理技融合，以

此推动军事理论创新。未来战争是以

军事理论创新为牵引的军事实践，而每

一场战争实践又是军事理论创新的起

点。从一些国家的军事理论看，无论是

俄军的“混合战争”，还是美军的“分布

式杀伤作战”“联合电磁频谱作战”，等

等，都融入了先进科技、加入了科技因

素。我军要创新军事理论，同样离不开

先进科技。事实证明，现代战争往往是

设计好了再打。我们只有拥有先进的

军事理论，才能很好地指导和运用现代

科技，打赢未来战争。

“器械不精，不可言兵。”武器装备

是军队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加紧锻造

打赢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不可缺少“撒

手锏”武器装备。加快先进科技向战斗

力转化，很重要的是用科学技术助力武

器 装 备 升 级 换 代 。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

歼-20、运-20、东风-41 等一大批“国之

重器”列装部队，标志着我国国防科技

创新能力不断迈上新台阶，反映了科技

创 新 对 战 斗 力 增 长 的 贡 献 率 明 显 提

高。今天，我们只有把更多核心关键技

术、颠覆性技术应用于武器装备的生产

研发之中，锻造出更多“大国重器”，才

能形成非对称制胜优势，保持强大的慑

战止战胜战能力。

苏联军事家伏龙芝说过：“任何战

术都只适用于一定的历史阶段；如果武

器改进了，技术有了新的进步，那么军

事组织的形式、军队指挥的方法也会随

之改变。”不管技术如何先进，装备如何

智能化，要想打赢现代化战争，最终要

体现到战术运用上。加快先进科技向

战 斗 力 转 化 ，关 键 在 于 把 技 术 谋 成 战

术。当年，坦克产生威力，是由于德国

的古德里安创造了“闪电战”战法；今

天，无人机在战场上大放异彩，也是有

人创造了“蜂群战”战法。在我军战斗

力建设中，只有运用预判性思维、前瞻

性眼光，持续将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

能、区块链等转化为战术应用，创造出

具 有 我 军 特 色 的 训 法 战 法 ，才 能 实 现

“战斗力指数”不断跃升，真正制胜于未

来战场。

“无论小提琴多好，关键还要看琴

手。”战争形态的加速改变、智能化的飞

速发展，得益于科技创新的推动，而这

一切仍然是人类创造的结果。官兵始

终是技术的主宰，是战斗力诸要素的核

心，是打赢未来战争的关键。加快先进

科技向战斗力转化，最根本的是提升官

兵的科技素养，增强官兵对科学技术的

理解力、运用力、创新力。一定意义上

讲 ，懂 技 术 才 懂 现 代 战 争 。 新 的 征 程

上，只要深入开展科技练兵活动，尽快

提升官兵的技术思维、创新能力，不断

增强官兵的科技自信，确保官兵拥有强

大的“科技头脑”，必定能使更多科学技

术进入战场决策、进入战法打法，最大

限度发挥科技的力量、专业的力量，打

赢明天的信息化智能化战争。

（作者单位：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

学中心）

加快先进科技向战斗力转化
—加紧锻造打赢现代化战争能力系列谈③

■周 山

战场上，敌情天天在变。培养和保

持对敌情变化的敏锐“嗅觉”，应是各级

指挥员必须具备的能力素质。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

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在复杂多变的

战争中，要想消灭对手，就必须根据客

观实际，适应敌情变化，采取不同作战

原则和方法。指挥员只有及时掌握、

正确处置变化的敌情，才能精准量敌

用兵，正确指挥决策，赢得战争主动。

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入朝后发现敌

军推进速度很快，已无法到达预定位

置组织原定的防御作战，但敌军尚未

发 现 我 军 主 力 入 朝 ，仍 在 分 兵 冒 进 。

对此，毛泽东和彭德怀及时将原定防

御为主的作战指导思想调整为在运动

中歼敌的方针。这一决策，对有力打

击敌嚣张气焰、提振我军心士气起到

了重要作用。

变化的敌情，是战场的常态，也蕴

藏着战机。善于发现、正确研判敌情变

化，往往能捕捉创造有利战机甚至扭转

战局。倘若忽视敌情变化，往往一败涂

地。四渡赤水战役，敌强我弱，但红军

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善于根据敌情变化，

灵活机动，在 3 个月的时间 6 次穿越 3

条河流，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牢牢掌握

了战场主动权。相反，二战开始前，法

国在东北边境修建了坚固的马奇诺防

线，特别是法比边界，地形十分崎岖，法

军认为德军在这一方向不可能入侵。

结果，德军丢掉防御战战法，运用闪电

战在阿登地区长驱直入，打得法军措手

不及。

无数战争实践告诉我们，敌情之

变，往往是战场连锁反应的开始。敌情

的“一发”，都可能撬动战争的全局。应

对发展变化的敌情，慢不得、松不得。

然而，仍有个别部队研究敌情不够，有

的“粗枝大叶”，对敌情大趋势、大动向

研究多，对小变化、小动向关注少；有的

“例行公事”，只满足于上级友邻的敌情

通报，过时的敌情掌握多、实时的敌情

跟进少；还有的“一厢情愿”，在训练演

习、行动预案中，意料之内的敌情多、意

料之外的情况少。试想，满足于变数不

大的敌情，备战打仗的神经怎么能绷

紧？

信息化条件下，信息传输方式更

加 多 元 、速 度 更 快 ，敌 情 变 化 只 快 不

慢、只增不减。倘若发现不了敌情变

化，那比注射麻醉剂还可怕。各级指

挥员只有强化实战思维，始终保持对

敌情的敏锐观察，像过日子那样研究

敌 情 变 化 ，分 析 应 对 措 施 ，才 能 练 强

适 应 战 场 的 决 策 大 脑 。 这 就 要 求 各

级 指 挥 员 把 变 化 的 敌 情 融 入 日 常 演

训 、渗 透 到 各 类 预 案 方 案 中 去 ，做 好

敌情变化的“下篇文章”，真正带出能

打仗、打胜仗的过硬部队。

用变化的敌情练强指挥决策
■张颖科 张 彦

大 事 难 事 看 担 当 ，逆 境 顺 境 看 胸

襟。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

之节。”《史记·留侯世家》中记载了张良

拾履的故事：张良年轻时曾遇一老人，

老人故意将鞋子甩到桥下，叫他去捡。

张 良 非 常 生 气 ，但 见 其 年 老 便 强 忍 怒

气，把鞋捡了上来。老人又让张良帮他

穿 鞋 ，张 良 依 旧 照 办 。 老 人 大 笑 着 离

去，说张良“孺子可教”，让他五日后天

明之时在桥上相见。张良两次都迟到

了，被老人训斥。第三次，张良半夜就

去桥上等候，老人很高兴，将《太公兵

法》送给了张良。

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对老人缘何

用鞋刺探张良颇有洞见，他在《留侯论》

中评说道：“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

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

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对于

胸怀大志的人来说，捡个鞋子，等等老

者，不过是些小事。倘若连这点小事都

不能忍耐，想必张良就只能“以匹夫之

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建功立业也就是

一句空话了。

世间万物，纷繁复杂；人间百态，各

有不同。存在于社会之中，我们不可能

完全随心所欲、无拘无束，小的磕碰、不

愉快的事端常常萦绕周身。然而，遇事

绝不可浮躁，更不可感情处之。“匹夫见

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

也。”只有善于在琐事面前控制好情绪，

才能在事业征途上走得更远，成就一番

精彩。

“ 夫 君 子 之 所 取 者 远 ，则 必 有 所

待 ；所 就 者 大 ，则 必 有 所 忍 。”很 多 时

候，保持定力 、有所忍的背后，实则是

心中有大目标。《三国演义》中祢衡击

鼓骂曹操，骂得痛快淋漓，但曹操冷静

地容忍了祢衡的放肆，将他安全“送”

到 荆 州 刘 表 那 里 。 袁 绍 进 攻 曹 操 时 ，

陈 琳 曾 帮 袁 绍 写 檄 文 狠 骂 曹 操 ，甚 至

连祖宗都不放过，但活捉陈琳后，曹操

不但没杀他还委以重任。正是曹操具

有 非 凡 的 气 度 ，他 周 围 才 始 终 围 绕 着

一群能臣武将。

为人处世、干事创业要讲格局，带

兵 打 仗 同 样 需 要“ 忍 小 忿 而 就 大 谋 ”

的 气 度 。 公 元 203 年 ，汉 军 见 项 羽 离

开 成 皋 率 军 东 进 ，马 上 南 渡 黄 河 包 围

成 皋 ，欲 攻 而 取 之 。 起 初 ，大 司 马 曹

咎 还 能 按 照 项 羽 告 诫 坚 守 不 出 。 后

来 ，汉 军 挑 选 最 能 骂 街 的 人 每 天 摇 着

白 布 幡 ，写 着 曹 咎 姓 名 ，极 力 描 摹 其

丑 态 ，在 城 下 一 连 骂 了 五 六 天 。 曹 咎

见 状 再 也 忍 耐 不 住 ，盛 怒 之 下 召 集 兵

马 杀 出 城 外 ，却 正 中 汉 军 之 计 ，败 得

一塌糊涂。

曹咎怒而兴师，一败涂地，究其原

因 ，是 中 了 汉 军 的 激 将 法 。 克 劳 塞 维

茨曾把“盛怒而妄为”视为“将失”的大

弊 。 作 为 军 事 指 挥 员 来 说 ，其 心 胸 气

度 越 来 越 成 为 一 种 软 实 力 ，尤 须 懂 得

“小不忍则乱大谋”的道理。身处错综

复杂、千变万化的战场，首先要能驾驭

自 己 的 情 绪 ，不 为 冲 动 所 左 右 。 如 果

对敌人采取的激将法都控制不住自己

的感情，“愠而致战”，吃败仗也就在所

难免了。

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蓄其怒、

忍 小 忿 ，对 个 人 来 说 ，是 一 种 节 制 约

束；对国家来说，则是一种斗争策略。

当前，越是形势复杂 、风云变幻；越是

众声喧哗、暗流涌动，越需要我们避免

感 情 用 事 ，始 终 保 持 战 略 定 力 ，具 备

“每临大事有静气”的沉稳、“不畏浮云

遮望眼”的坚毅和“风物长宜放眼量”

的气度，确保花繁柳密处拨得开，风骤

雨狂时立得住。

事实证明，气度决定格局、格局决

定结局。真正聪明的人应当善于管理

自己的情绪和气度。广大官兵特别是

领导干部注重加强自身性格修养，不因

喜恶迁怒于身，也不因功过求全责备；

养成遇事三思而后行的习惯，确保每一

个决定都深研细查、深思熟虑，因势而

谋、应势而动，必定能在人生和事业的

马拉松中最终胜出。

（作者单位：69240部队）

心胸气度也是软实力
■黄长升

作者：周 洁

全党全军党史学习教育虽然结束

了，但学党史用党史永无止境。

前不久，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

的意见》。对党员干部来说，贯彻落实

《意见》，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

首要的是着眼坚定历史自信，坚持不懈

把党史作为必修课、常修课。

恩格斯说过：“历史就是我们的一

切。”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中国近代史

上最为可歌可泣的篇章，是党执政兴国

的根基与血脉。一部党史，记录着艰辛

奋斗和惊世奇迹，铭刻着光辉理论和宝

贵经验，也承载着信仰之光和英雄之

气。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

的改天换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

再到新时代的原创性思想、变革性实

践、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百年党史

见证着苦难辉煌、浴血荣光，汇聚着实

现民族复兴的浩荡能量。

修好必修课、常修课，修的是共产

党人的“心学”。我们党之所以从弱到

强，从小到大，从胜利走向胜利，就在于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

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

党史中的信仰、信念、信心，让一代又一

代共产党人为之实践、为之奋斗、为之

牺牲，从而彻底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

民族的命运，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

史上最恢宏的史诗。这一切，都是党员

干部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文化自信的绝好营养。

党史里有大道。坚持不懈修好党

史，可以更好地看清历史规律，把握历史

大势。人民为什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革命如何从九死一生中走向胜利？

改革开放怎样开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

伟大革命？……这些问题都可以在党史

里找到答案。修好党史，很重要的是学

好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把党的“十条历

史经验”作为正确判断形势、科学预见未

来、把握历史主动的重要思想武器，作为

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的重要遵循，作

为判断重大政治是非的重要依据，作为

加强党性修养的重要指引。

党史里有力量。我们党的百年历

史，就是一部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奋斗史。在这

一伟大历史征程中，无数共产党人前仆

后继、英勇战斗、开拓前行，不仅取得了

伟大事业的成功，还锻造了一系列红色

传统、红色基因、红色精神，这些早已成

为共产党人的灵魂灯塔。党员干部修好

党史，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

的丰富内涵和时代意义，传承红色基因，

赓续红色血脉，就一定能把好传统带进

新征程，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更好地

践行我军宗旨，担当强军重任。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坚持不

懈把党史作为必修课、常修课，才能不

忘初心、不改初衷，运用历史思维、增强

历史担当。实际生活中，仍有少数党员

干部对修好党史不够用心用力。有的

学习党史不深入、不系统，不能很好地

以史鉴今、以史资政、以史育人；还有的

结合实际学党史不够，导致学用脱节，

不能把党史中的丰厚营养转化为破浪

前行的智慧和勇气。诸如此类的问题，

都需要在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

效化中予以解决。

今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无论

是激励精气神，奋进新征程，以实际行动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还是树立正

确党史观，提升政治能力，旗帜鲜明反对

历史虚无主义，都要求我们持续学好党

史、用好党史。党员干部应自觉把修好

党史作为砥砺初心使命的重要途径、作

为自我革命的重要要求，从党的百年奋

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

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更

好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

本质，坚定历史自信、筑牢历史记忆，满

怀信心地向前进，不断开创发展新局，为

实现中国梦强军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坚
持
不
懈
把
党
史
作
为
必
修
课
常
修
课

■
徐
克
强

前不久，上级工作组在某连检查时

发现，该连严格按纲抓建，不随意变更

工作计划，保持了正规的战备秩序，基

层建设成效明显。

什么是基层工作的常态？很多官

兵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按照制度抓

建设，一心一意谋打赢”。《军队基层建

设纲要》规定的各项内容和要求，就是

基层应该落实和完成的工作。实际生

活中，却有个别单位把“等通知”当成工

作常态，他们不见“通知”心茫然，接到

“通知”紧张干，“通知”落实后再等“通

知”。如此一来，“通知”上的要求干得

不错，基层各项建设的功课却落下不

少，一旦有事很可能“掉链子”。

探 究 起 来 ，这 些 单 位 之 所 以 把

“等通知”当成工作常态，有自身法规

意 识 不 强 、不 善 于 统 筹 兼 顾 的 原 因 ，

但根子还在于党委机关通知太多、管

得 太 死 ，处 处 插 手 基 层 事 务 、干 扰 基

层工作。

工作常态关乎工作导向。如果基

层工作不聚焦主责主业、不落实法规制

度，就难以提升战斗力、难以推进强军

事业。回归按纲抓建、重心在战的工作

常态，不仅需要基层树牢法规意识，提

高自建能力，更需要党委机关科学帮

建、依法指导，下大力减少“五多”，少下

通知干扰基层，确保官兵有更多时间、

心思和精力练打仗、抓落实。

“等通知”不可成为常态
■张昊天

好办的事快速解决，棘手的事合力

解决，跨度长的事盯着解决……某部党

委机关和领导干部认真对待官兵的各

种诉求，全力解决官兵的后顾之忧，把

暖心事办到官兵心坎上，赢得了上下广

泛认可，提振了军心士气。

领导干部为官兵办事,不能自说自

话、主观臆断，也不能简单化、片面化。

能否把好事办实、实事办好，应从官兵

切身需要来考量，看官兵实际感受，由

官兵来评判。俗话说，心上的认可是最

大的认可。只有让官兵真正满意，不留

“后遗症”，才算真正办了实事好事。现

实生活中，那种打着为官兵办事的幌子

来捞取政绩的做法，反映的是错误的政

绩观，自然不会得到官兵发自肺腑的认

同。

一枝一叶总关情，“天下之务莫大于

恤民”。要赢得官兵的认同，领导干部必

须克服困难，把工作做到位。

把好事实事办好，体现在温度上。

只有产生共情，学会换位思考，才能做好

雪中送炭的工作。体现在速度上。有些

事，快速办才有效果。一旦拖久了，不仅

会失去最佳时机，还会导致事情越办越

难，甚至办不成。体现在力度上。官兵

遇到的事，很多是老大难问题，只靠个人

很难办成。这需要树牢系统思维，协调

多个部门，聚合力、出良策，切实让事情

落地。事实证明，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

正确政绩观，真正把官兵的事当作自己

的事、当作心上的事，才会赢得官兵们的

信任和尊重，产生“不令而行”的效果。

（作者单位：93786部队）

把暖心事办到官兵心坎上
■杨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