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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剧要开 2 倍速，不开倍速都不

适应。”在基层连队，不少官兵在业余时

间都会“倍速观剧”，即以 1.25 倍至 2 倍

乃至 3 倍的速度快速观看视频。据有

的战友实测，在 3 倍速的情况下，半天

时间就可以看完多部影视剧，但大都只

了解了剧情的大概，对具体细节并无深

刻印象。

随着工作生活节奏的加快，“倍速模

式”已不局限于观看视频，而是表现在学

习工作等多个方面。有的官兵信奉“5分

钟听完一堂课”“一天读完一本书”式的

学习方法；有的带兵人把思想工作当作

“一锤子买卖”，苛求“立竿见影”；有的连

队片面追求训练进度，导致基础训练不

到位、不扎实，偏训、漏训、粗训等问题时

有发生……这些“倍速模式”看似效率

高，实则是忽视了循序渐进的科学规律，

最终反快为慢、反受其害。

俗 话 说 ，慢 工 出 细 活 ，文 火 煲 靓

汤 。 何 况 很 多 事 急 不 得 ，更 无 法“ 倍

速”。于学习知识而言，“倍速”虽能够

更快获取信息，但往往止于“知道”，只

有日积月累、深钻细研才能形成指导实

践的知识体系；于日常训练而言，“倍

速”虽能够增加训练的广度，但往往止

于“会了”，只有一招一式、科学施训才

能打牢基础，从而把“手中活”练得更

精，把“必杀技”练得更强。盛于魏晋时

期的“百炼钢”之术，需要工匠把精铁加

热锻打一百多次。如此千锤百炼，最终

锻出高纯度的器具。我们平时的学习

训练，尤其是那些打基础的工作，恰恰

需要这种一丝不苟的态度、精益求精的

追求、久久为功的精神。

当然，对“倍速”的理解不能偏颇，

更不能把“降速”作为躲避工作的“护身

符”和“挡箭牌”，从而导致工作效率低

下 ，作 风 拖 沓 。 当 今 时 代 发 展 日 新 月

异 ，我 们 需 要 用 理 性 的 思 维 看 待“ 倍

速 ”，要 把 握 好“ 快 ”与“ 慢 ”的 辩 证 关

系。就部队战斗力建设而言，这是一项

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既要有“时

不我待”的紧迫感，也要有“欲速则不

达”的认知力。只有保持行稳致远的态

度，扎实走好研战研训的每一步，才能

真正实现速度与质量的统一。

战友们在感受“倍速模式”快捷便

利的同时，要提高警惕、学会分辨，自觉

克服潜在的浮躁心理和功利思想，明白

哪些方面可以按下“倍速键”，以求争分

夺秒；哪些方面需要“放慢脚步”，以便

稳扎稳打，做到该快时快，该慢时慢，在

“千淘万漉虽辛苦”的实践历练中，收获

“吹尽狂沙始到金”的出彩成果。

理性开启“倍速模式”
■文/赵仕林 图/周 洁

“人生万事须自为，跬步江山即寥

廓”，出自元代诗人范梈的《王氏能远

楼》，其大意是人活世间，与其惭凫企

鹤 、呵壁问天，不如立定志向 、发愤图

强，靠自己的努力锐意进取、自强不息，

最终达到登高博见、豁目开襟、纵观天

下、意气酣畅之境界。在庆祝中国共产

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习主席

引用这两句诗勉励当代青年要追求进

步、勇做模范、不懈奋斗。

跬步，指半步，跨一脚，形容极近的

距离。宋人刘敞有“豫章固起秋毫末，

千里方从跬步初”之说，明人王渐逵有

“欲知跬步还千里，诚意津头仔细看”之

言，加上范梈的“人生万事须自为，跬步

江山即寥廓”之句，都源于战国时期思

想家、文学家荀子《劝学》里的名言，“不

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

江海”。指明只要一小步一小步坚持走

下去，就一定能走完千里甚至更远的距

离，达到自己理想的目标。

匡算起来，一里大约需要一千左右

跬步，一千里大约需要一百万跬步。人

生之路关山迢递，又何止千里万里。所

以，更需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跬步

向前。跋涉途中可能不会一路鸟语花

香，不会那么富有诗情画意，相反可能

会很枯燥很无趣很艰苦。而且途中并

非都是康庄大道，也有坎坷崎岖，有拦

路虎、绊脚石，有暴雨狂风，缺乏非凡的

毅力和超强的坚韧精神，是很难坚持走

完全程的。所以，古往今来，会背诵“跬

步江山即寥廓”诗句者不计其数，能按

照既定人生目标一步步走完全程，领略

到“寥廓风光”者却并不多见。

“跬步江山即寥廓”，理想很美好，

目标很宏伟，但实现起来却不容易。“志

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对于所有

人来说，前进途中都会遇到困难挑战，

战胜困难、迎接挑战，往往需要艰辛的

付出。困难越大，战胜困难后取得的成

绩就越大；挑战越多，克服挑战后练就

的本领就越强。生活中，常听到一些人

说累，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确实拼得

很累，终日乾乾，夕惕若厉；二是怕苦怕

累，工作强度稍大一点，就叫苦连天，无

病呻吟。前一种可以考虑缓一缓，做到

有张有弛，劳逸结合；后一种要么培养

吃苦耐劳精神，努力适应劳动强度；要

么选择“躺平”，庸碌无为。总之，世界

上没有轻而易举的成功，只有那些敢于

吃苦、乐于拼搏的人，才能在日积月累

中抵达梦想的彼岸。

积跬步而至千里有没有诀窍？有，

就两个字：坚持。人生之路，千里迢迢，

要走出低谷、走出险境、走出困局、走出

怪圈，都需要有坚持精神。只有持之以

恒、坚韧不拔，才能走向成功不凡，走向

胜利辉煌，这也是事业成功者的共同轨

迹。有些人在前行路上一曝十寒、三天

打鱼两天晒网，他们进步的速度就会很

慢，取得成功的可能就会变小；还有一些

不停跋涉的行进者，在最后关键阶段没

能坚持下去，因而前功尽弃，殊为可惜。

跬步很小，看似无足轻重，但其实

每一步都是有意义的，都是在为千里外

的目标而努力。在北京冬奥会上，中国

健儿争金夺银，大放异彩，他们的成功

就是跬步千里的生动写照。从 10 岁加

入短道速滑业余队到为中国队赢得北

京冬奥会首金，武大靖走了 18 年；31 岁

老将齐广璞放手一搏，在自由式滑雪男

子空中技巧比赛中强势夺冠，实现个人

职业生涯“大满贯”，其中饱含 10 多年

的艰苦付出；实现中国自由式滑雪女子

空中技巧冬奥会金牌“零”突破的徐梦

桃 ，为 了 这 一 挚 爱 的 事 业 足 足 奋 斗 了

20 年。“万事从来贵有恒”。不畏山高

路远的跋涉者，山川回馈以最奇绝的景

色；不惧风高浪急的弄潮儿，大海回报

以最壮丽的气象。日拱一卒的坚持，永

远是打开梦想之门的金钥匙。如果你

我 也 想 复 写 他 们 的 成 功 ，那 就 踏 踏 实

实，埋下身子，一步一步前行，一里一里

奋斗吧！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

倜傥非常之人称焉。”古今中外诸多杰

出人物，之所以青史留名，最重要的因

素就是坚持不懈，奋斗不止。新时代的

中国青年，当以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鞭

策，立志做理想远大、信念坚定的模范，

刻苦学习、锐意创新的模范，敢于斗争、

善于斗争的模范，艰苦奋斗、无私奉献

的模范，崇德向善、严守纪律的模范，努

力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

斗的新时代好青年，在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征程上，积跬步而至千里，“光风霁

月澄寥廓”。

跬步江山即寥廓
■陈鲁民

画里有话

玉 渊 潭

谈训论战

“花在战士身上的心思，一点一滴都

能被他们感受到，从来不会白费。”3月下

旬，宁夏军区某警卫勤务队队长张翔宇

设计的一个休假路途时间计算公式“火

了”。此事一经报道，就引发广大战友的

热议好评。小小的休假公式折射出一股

服务基层、纾困解难的新风。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

远者，必浚其泉源。”军队的基础在基

层、重心在基层、力量在基层。机关是

为部队、为基层存在的，倾心服务基层、

用力纾困解难是机关的使命所需、职责

所系、价值所在。广大基层官兵，有的

战斗在军事斗争准备第一线，有的工作

在教学、科研、保障任务前沿，有的守卫

在万里边关，有的奉献在碧海蓝天，在

各项工作中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官兵

越是讲奉献，机关越要送温暖。有时给

官兵送一分温暖，就能调动官兵十分积

极性；为基层解决一个难题，就能鼓舞

官兵十分士气。只有坚持这样做，才能

涵养服务基层、纾困解难新风，推动基

层风气和政治生态更加清朗清净，才能

团结带领广大官兵把新时代强军事业

不断推向前进。

服务基层、纾困解难，要有真心实

意的态度。毛泽东同志指出：“要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

分 之 二 的 心 三 分 之 二 的 意 为 人 民 服

务。”服务基层、纾困解难，是虚情假意

还是真心实意，体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

群众观。“导弹司令”杨业功曾说：“为基

层 官 兵 帮 困 解 难 ，只 有 上 升 到 爱 的 高

度，才有温度、深度和力度，才有重量、

力量和能量。”得知一名基层干部结婚

后受不孕不育症困扰多年，杨业功托人

找了 4 名专家为其诊断，并将治疗方案

“匿名”发给他。这样的解难，悄然无

声，力量无穷。基层官兵感慨：“杨司令

员是首长，也是兄长，跟着他干工作，有

劲。”在当前实际工作中，少数机关和党

员干部干工作蜻蜓点水，敷衍了事；或

者不作为、乱作为、懒作为，对基层困难

不了解不关注，对官兵需求不重视不解

决。这样不仅谈不上服务基层，反而会

给基层添乱 、给官兵增负，带坏风气。

事实证明，党员领导干部只有树立正确

的群众观，解决好为谁服务、为何服务、

怎样服务的问题，才能以真心实意的态

度服务基层、纾困解难。

质胜于华，行胜于言。倾心服务基

层、用力纾困解难，归根结底要有具体行

动、实际举措，就是要抓好基层和官兵关

注的大事、难事。习主席强调，哪里有人

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

能创造业绩。基层单位工作头绪多、条

件相对艰苦，基层官兵任务重、压力大，

机关和党员干部应该坚持眼睛向下，人

往基层跑、钱往基层花、物往基层送，宁

可自己受累，也不让官兵受苦。焦裕禄、

谷文昌，为什么成为榜样？因为他们心

里始终装着基层，始终坚持为群众真办

事、办实事。因此，党员领导干部只有立

足实际，多做一些“雪中送炭”的事，多办

一些让基层和官兵得实惠的事，千方百

计把服务基层、纾困解难的各项工作抓

到位、抓出成效，官兵才能集中精力练兵

备战，基层建设才能蒸蒸日上。

倾心服务基层、用力纾困解难，需要

党员领导干部具备高度负责的精神、真

抓实干的作风。如果仅仅把服务基层、

纾困解难停留在会议上、文件上、口头

上，就会损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

党员领导干部要狠刹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歪风，自觉增强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

感，坚持办实事、求实效；要有“板凳甘坐

十年冷”的韧劲，不赶浪头、不争彩头、不

出风头，埋头苦干，甘当“老黄牛”；要有

不等不靠、敢于负责、一抓到底的实干作

风，在服务基层、纾困解难中立起新时代

党员领导干部的好形象。

时代在发展，基层建设在进步，官兵

的 观 念 在 变 化 ，新 的 情 况 也 在 不 断 出

现。服务基层、纾困解难只有进行时，没

有完成时。比如，偏远地区官兵子女“有

学上”已经解决，“上好学”的问题仍然突

出；为群众办实事的机制已经建立，但还

需进一步追踪问效，等等。俗话说得好，

干部脚上有土，群众心中不堵。机关和

党员干部只有坚持不懈地加强调查研

究，与官兵面对面、心贴心，及时全面了

解官兵所思所盼，才能与时俱进地解决

新问题、化解新矛盾，才能让服务基层、

纾困解难蔚然成风。

深化基层风气整肃治理无穷期。现

实中，抓风气建设稍有懈怠，各种问题就

有可能反弹反复，遑论还有一些问题改

头换面，换个“马甲”卷土重来。涵养服

务基层、纾困解难新风，需要向实处使

劲、往细处用力、从严处较真，是一场攻

坚战，更是一场持久战。能否持续、深入

打好，主动权在每一名党员领导干部的

手中、眼中、心中。

（作者单位：66343部队）

倾心服务基层 用力纾困解难
—深化基层风气整肃治理系列谈④

■朱威明

历史上有个“太平马”的典故。清

朝八旗军入关前视骑射尚武为“满洲根

本”，尤其偏爱难以驯服的烈马良驹，入

关后还立起“下马必亡”碑。然而，这样

的传承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选马的标

准变成了是否跑得平稳。备选的马先

要在一个只比马耳高出三指、宽度只够

一匹马奔跑的圈棚里跑上半年，确保跑

得平稳后，再在马鞍左右各挂一满桶水

狂奔十里，桶里剩水最多的就被选为首

骑御马。

这种自废武功式的选马方式，使马

变成了四平八稳的“太平马”。骑着这

种马练就的骑射技艺即使百发百中，但

由于脱离实战，也只是中看不中用的花

架子。于是，曾经行如闪电、令敌胆寒

的八旗铁骑，随着选马标准的改变，慢

慢丧失了一身锐气，最终沦落为不堪一

击的老爷兵。

“国家存亡之本，治乱之机，在于明

选而已矣。”选马标准的偏误尚能成为

一支军队斗志颓废、一个国家武备废弛

的诱因，选人用人标准则更加直接关系

军队建设全局，关系未来战争胜负，关

系国家兴亡治乱。正如习主席所强调

的，“选什么人就是风向标，就有什么样

的干部作风，乃至就有什么样的党风。”

不可不察。

选用战将 、以战选将历来是我党

我 军 的 优 良 传 统 。 在 党 的 正 确 领 导

下，我军一直坚持五湖四海，坚持公道

正 派 选 人 用 人 。 回 望 人 民 军 队 95 年

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就是一部战将

林立、英雄辈出的宏伟画卷。从南昌

起义的革命先驱到身经百战的开国将

帅，从保家卫国的战斗英雄到抗洪战

“疫”的血性勇士，一批批英勇无畏、能

征善战、战功卓著的战将英才为人民

军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从胜利

走向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

战争年代，百战生百将，能打仗是最

直接的选人用人标准。彭德怀元帅曾

说：“打一仗让我们认识一个人。”李德生

上将认为：“战争年代选拔干部的标准很

简单，一是能否和敌人甩开大刀片子，二

是嗓子亮不亮，能否震慑住人。”然而，在

相对和平时期，远离了鼓角争鸣、战火硝

烟，少数单位一度在选人用人的导向上

发生了偏移。有的任人唯“老”，任职时

间长和资格老的坐等“排队上车”；有的

任人唯“上”，选人用人看关系、看来头、

看背景；有的任人唯“亲”，实行“圈子选

人”“身边选人”……如此一来，不仅破坏

了我军优良传统，还扭曲了用人导向，恶

化了政治生态，势必造成战时“帐下无可

用之将”的后患。

“决胜于未战，决胜于人才。”强军兴

军呼唤堪当重任的优秀人才。“政治路线

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我军

建设要实现大跨越、大发展，最紧缺、最

急需的就是军事人才；我军未来要做到

能打仗、打胜仗，最基础、最关键的就在

于选人用人。“标准决定质量。”军队好干

部五条标准其中一条是“善谋打仗”，“四

有”新时代革命军人其中之一是“有本

事”。对指挥员能力的考察，核心一点就

是能打仗、打胜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很重要的就是

牢固树立科学正确的选人用人标准。

鼙鼓声声思良将，选人用人正当

时。走向未来的人民军队指挥员方阵，

期待更多良将入列；中国梦强军梦，呼

唤更多能战者胜战者在未来战场上为

了党和人民敢于横刀立马。习主席反复

强调要把想打仗、谋打仗、能打仗的干

部用起来，立起了为战选人、以战用人

的鲜明导向。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要

擦亮打仗这个“选人刻度”，按打仗要求

考察干部、选准干部，让想打仗的有舞

台、谋打仗的有位子、能打仗的有奔头，

切实形成能战者用、胜战者上的良好风

气，为强军兴军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和

人才保证。

（作者单位：火箭军指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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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某部组织的一场红蓝对抗

演练中，红方首先在作战实验室打响

“数据战”，通过精细计算蓝方弹道参数

曲线，反复推演自身作战方案中防空武

器火力通道、拦截区域、杀伤概率等，最

终成功挫败蓝方企图。这给我们带来

深刻启示：作战方案要想实用管用，离

不开精算细算作支撑。正可谓，庙算须

妙算。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

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作战

方案是解决打什么仗、怎么打仗的核

心关键，是引领备战打仗的源头性问

题。无论大的战役构想，还是小的战

斗行动，只有量化分析、精确计算，准

确 掌 握 双 方 投 入 兵 力 、使 用 火 力 、弹

种弹量等基础数据，才能实现作战方

案层面的运筹帷幄 、有的放矢。1937

年 10 月 ，陈 锡 联 在 夜 袭 阳 明 堡 战 斗

前，带领官兵在相似地形上对作战方

案进行反复演练，一举创造了毁伤 24

架 敌 机 的 重 大 胜 利 。 1949 年 8 月 ，舟

山群岛战役打响前，第三野战军指挥

员仔细分析计算敌我双方情况后，考

虑到我军在数量和装备上处于劣势，

且渡海作战所需船只难筹集，遂决定

采取“逐岛进攻”的作战方案，最终解

放舟山群岛。

妙算的核心要义是细与实。战争

是最严酷的“审计师”。在血与火的战

场上，任何一个细节都可能成为决定胜

负的关键因素，任何一处疏忽大意都可

能引发“马蹄铁效应”。如果作战方案

缺乏计算、不擅计算或偏离实际，难免

要打糊涂仗。粟裕大将曾直截了当地

说：“打仗就是算数学。”在 1940 年 10 月

的黄桥决战中，粟裕利用作战数据做了

一番计算：对方一路纵队行进，如果两

人之间的距离为 1.5 米，全部 3000 多人

的队形将是长达 4.5 公里的长蛇阵。粟

裕据此计算出最佳的出击时机，采取

“黄鼠狼吃蛇”的战法，将敌分割包围，

取得黄桥战役的胜利。可见，越会细算

战局、妙算方案，越有取胜把握。

“常制不可以待变化，一途不可以

应无方。”随着时代发展，精确作战、精

准作战已经成为战争趋势，尤其是信

息化智能化战争，对作战方案的精确

打击、精准释能提出更高要求。只有

注重以计算思维精拟、精算、精评作战

方案，算好时空账、目标账、火力账、频

谱账和保障账，才能以最佳资源配置

和最小作战损耗取得胜利。然而，有

的 单 位 在 制 订 作 战 方 案 时 搞 纸 上 谈

兵 ，考 虑 有 利 条 件 多 、考 虑 不 利 条 件

少，对作战地区、作战对手、作战样式

的研究不够；有的对制订的作战方案

不及时更新，作战数据不能“保鲜”；还

有的关起门来搞研究，不进行科学论

证，更不开展实兵推演。如果用这样

的作战方案去指导训练，必然事倍功

半；去指挥作战，必然一败涂地。

马克思曾经说过，一门科学，只有

成功地运用数学方法时，才算走出艺

术的殿堂，迈进科学的门槛。各单位

应大力发扬求真务实之风，在近似实

战的训练演练中检验计算方法、锻炼

专业队伍、锤炼计算能力。注重充分

利用电子地图、仿真模拟、兵棋系统等

辅助计算工具和平台，提高计算结果

的精准度。着眼强化岗位专攻精练，

提升作战计算人员专业素养，通过常

态组织作战计算技能培训、比武竞赛

和作战计算问题研究，提升精确计算

能力，使精算细算成为各级指战员的

自觉行动，为打赢未来战争奠定扎实

基础。

（作者单位：69241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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