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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战争，既是“钢”代表的物质力

量的较量，又是“气”代表的精神力量的

较量。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和精神是

高度统一，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

化的。一方面，好的物质条件是确保战

斗力生成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战斗精

神是战斗力的重要方面。习主席明确指

出：“军队要能打仗、打胜仗，固然要靠战

略战术，要靠体制机制，要靠武器装备，

要靠综合国力，但没有战斗精神，光有好

的作战条件，军队也是不能打胜仗的。”

“钢少”，曾是我军的真实状况；“气

多”，却是我军的制胜密码。

面对生死存亡，从 1934 年 10 月至

1936 年 10 月，我军用“铁脚板”与敌人的

“车轮子”赛跑，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

千里长征。习主席深刻指出：“长征的胜

利，靠的是红军将士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

任何敌人所压倒、征服一切困难而不被任

何困难所征服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

面对民族危亡，经过 14年浴血奋战，中国

人民以铮铮铁骨战强敌、以血肉之躯筑长

城、以前仆后继赴国难，打败了穷凶极恶

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习主席深刻阐

明：“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

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

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

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

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

信念。”面对强敌对手，在朝鲜战场上，志

愿军将士身处恶劣而残酷的战场环境，以

“钢少气多”力克“钢多气少”，谱写了惊天

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习主席深刻总

结：“这一战，人民军队战斗力威震世界，

充分展示了敢打必胜的血性铁骨！”

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事实证

明，敌人的钢没有压倒英雄的人民、英雄

的军队，我军的气却战胜了强大的对手、

凶残的敌人。习主席以马克思主义世界

观“观强军”“观战争”的宏阔视野，深刻揭

示了物质条件与战斗精神的辩证关系、相

互转化的矛盾特征，既是科学的军事认识

论，也是科学的军事方法论，为实现党在

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提

供了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

“物质是战争的‘刀柄’，精神是战

争的‘刀刃’。”如果把军人比作利剑，血

性 豪 气 就 是 锋 利 的 剑 刃 ，只 有 剑 不 卷

刃，才能削铁如泥。血性，对军人而言

就是战斗精神，核心是“一不怕苦、二不

怕死”的精神。

在军队重要会议上、在演习演训现

场、在视察基层部队时，习主席多次强

调，无论什么时候，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的战斗精神千万不能丢。在党、国家、

人民需要的时刻，军队就要有这股劲、

这种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战斗

力标准大讨论的思想洗礼、重大演训活

动的血火锤炼、训风演风考风的全面整

治，全军上下居安思危、枕戈待旦的忧

患意识进一步强化，一不怕苦、二不怕

死的血性虎气进一步激发，能打仗、打

胜仗的核心能力进一步提升。从执行

维和任务中用生命捍卫忠诚与和平的

申亮亮、李磊、杨树朋，到边境扫雷行动

中向身旁战友喊出“你退后，让我来”的

杜富国，再到为捍卫祖国领土主权血战

到底的祁发宝 、陈红军 、陈祥榕 、肖思

远、王焯冉……新时代革命军人用生命

践行使命，以赤胆忠诚和满腔热血诠释

了 大 无 畏 的 英 雄 气 概 ，赢 得 了 党 的 信

任、人民赞誉，也赢得了世界尊重。

同时也要看到，随着高新技术在战

场上的广泛运用，一些人受“技术决定

论”思想的影响，对战斗精神在未来高

技术战争中的作用发挥产生质疑。事

实上，信息化条件下战斗精神的地位作

用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日益凸显。虽然

高技术武器装备物化了许多传统战争

中人的作用，但种类繁多、结构复杂、功

能各异的高技术武器装备的应用，对人

的作用发挥依赖性更强、要求更高，而

人的作用发挥又往往受制于战斗精神

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强化战斗精神

已经成为交战双方争夺的“制高点”。

因此，什么时候都不能轻视战斗精神的

重要作用，战斗精神的培育必须始终摆

在部队建设的重要位置。

当 然 ，这 绝 不 是 说 物 质 条 件 不 重

要。美军的飞机坦克等先进装备，曾让

志愿军付出了巨大牺牲。而今，中国经

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成为全世界唯一

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

类的国家，我军正在形成以高新技术装

备为骨干的武器装备体系，为打赢提供

了更好的物质基础。有了更多更好的钢

和更高昂、更旺盛的气，我军就能永远立

于不败之地。正如习主席视察中部战区

陆军某师时所强调的：“我军历来是打精

气神的，过去钢少气多，现在钢多了，气

要更多，骨头要更硬。”

胜负之征，精神先见。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

大的梦想。在由大向强迈进的征程中，

不仅要在物质上强，更要在精神上强，

这是一条历史铁律。对人民军队而言，

这 种 精 神 筑 牢 的 是 信 念 ，坚 定 的 是 斗

志，激励的是勇敢，成就的是打赢。唯

有钢多气更盛，我们才能在历史的洪流

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不辱使命。

（作者单位：91878部队）

物质条件与战斗精神的辩证法——

钢多气更盛，才能打得赢
■肖 永

知人要知心，带兵要带心。谈心是

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方法，是一门

具有很强艺术性和实践性的学问，也是

基层带兵人必备的基本功。但在实际

工作中，一些年轻带兵骨干在谈心时习

惯把战士“叫过来”，拿着记录本进行

“我问你答”。这种拿着本子、摆起架子

的谈心方式，很难让战士打开“心门”，

表达出真实想法。

谈 心 需 要 技 巧 方 法 。“ 正 襟 危 坐 ”

聊不出真心话，“你问我答”谈不出真

感 情 。 早 在 延 安 时 期 ，毛 泽 东 就 称 谈

心是“最细致入微的宣传鼓动形式”。

黄 克 诚 下 部 队 时 ，喜 欢 到 连 队 找 干 部

战士谈心，不带警卫，不打招呼，走到

哪 里 问 到 哪 里 。 一 次 在 湘 西 视 察 ，正

赶 上 午 饭 ，他 就 蹲 在 地 上 边 吃 边 和 官

兵 拉 家 常 ，大 家 还 以 为 他 是 后 勤 部 门

派来了解伙食的，便你一言我一语，讲

了 不 少 真 实 情 况 。 可 见 ，这 种 放 下 架

子“走过去”、俯下身子“蹲下来”的谈

心，很容易让基层官兵真心相向、坦诚

相 见 。 倘 若 谈 心 者 不 注 意 方 式 方 法 ，

带着“官气”，高高在上，谈心对象就会

被动地“听”，言不由衷地“讲”，不仅容

易把话谈偏了、谈虚了，有的甚至还会

产生逆反心理，带来对立情绪。

感 人 心 者 ，莫 先 乎 情 。 谈 心 应 该

多些“走过去”，少些“叫过来”。“走过

去”，饱含关心关爱的温暖；“叫过来”，

带 着 例 行 公 事 的 冰 冷 。 因 此 ，带 兵 人

要 自 觉 放 下 架 子 ，以 朋 友 身 份 与 战 士

相处，以兄长身份与战士交心，结合性

格特点、家庭背景和思想波动等情况，

紧扣问题症结开展谈心。要注意把握

谈 心 时 机 和 场 合 ，多 在 茶 余 饭 后 说 一

说 、工 作 间 隙 谈 一 谈 、休 闲 娱 乐 聊 一

聊。只有这样才能让战士的个人情感

得到彻底释放，越说越想说、越说越敢

说 ，带 兵 人 才 能 够 真 正 摸 准 官 兵 思 想

底数，进而找到思想症结，解开思想疙

瘩，让官兵情绪得到疏解，把问题隐患

消灭在萌芽状态。

官 兵 常 谈 心 ，越 谈 越 贴 心 。《军 队

基层建设纲要》指出，要“建设有温度、

有实感 、凝聚力强的战斗集体”“把管

理工作做得既有硬度又有温度”。“走

过去”式的谈心正是建设有温度、有实

感 、凝 聚 力 强 的 战 斗 集 体 的 有 效 途 径

之一。广大带兵人要把谈心的好传统

保持好、发扬好，扎实深入开展谈心活

动，真正谈出正气 、谈出团结 、谈出干

劲、谈出进步。

谈心多些“走过去”
■文/刘金鹏 图/周 洁

6 月 5 日 10 时 44 分，神舟十四号载

人飞船一飞冲天，辉耀穹宇。出征的前

一天，航天员刘洋回忆说，2012 年 6 月

28 日 6 时许，我们神舟九号三名航天员

圆满完成在轨驻留任务准备撤离，即将

进入返回舱时，我在舱门口停了下来，

向天宫一号敬了一个军礼，当时我心里

就在默默想，不久的将来，我还会再回

来的。没想到这个不久的将来就是十

年，整整的十年。

不知是否是巧合，我国多名航天员

的奋斗历程都与“十年”有关。景海鹏、

刘伯明、翟志刚，都是在飞行员岗位上

工作多年后，优中选优进入了航天员大

队，又在那里训练了整整十年，几经选

拔，最后才脱颖而出，飞向太空。神舟

十四号航天员蔡旭哲，则是训练了十二

年才取得这个资格。特别是航天英雄

翟志刚，成功尤其来之不易，可以说是

一路坎坷，几经周折，十年奋斗，矢志不

渝。神舟五号发射时，他以微小差距落

选了；神舟六号发射时，他又以微小差

距落选了。但靠着“不抛弃，不放弃”的

奋斗精神，2008 年秋天，四十二岁的翟

志刚正式入选神舟七号飞行乘组，实现

了飞天梦想，第一次走出太空舱，把中

国 人 的 足 迹 留 在 茫 茫 太 空 ，成 为 中 国

“飞得最高、走得最快”的人。那时的翟

志刚，是我国首批十四名航天员中唯一

三次入选飞天梯队的航天员。看到他

们的非凡奋斗历程和顽强拼搏精神，不

由让人想起唐代诗人贾岛《剑客》里的

一句诗：“十年磨一剑”。

十 年 是 个 很 有 意 义 的 长 度 ，能 做

成 很 多 事 情 ，带 来 很 多 变 化 。 商 鞅 变

法十年，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

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

大治”。勾践先用“十年生聚”，积聚物

质财富；再用“十年教训”，练成“三千

越甲”，终成复国大业。花木兰女扮男

装 ，浴 血 沙 场 ，屡 立 战 功 ，“ 将 军 百 战

死 ，壮 士 十 年 归 ”。 学 者 范 文 澜 编 写

《中 国 通 史 简 编》，苦 心 孤 诣 ，朝 乾 夕

惕，“板凳甘坐十年冷 ，文 章 不 写 半 句

空 ”。 1958 年 6 月 ，毛 泽东指点江山，

豪情万丈：搞一点原子弹 、氢弹 、洲际

导 弹 ，我 看 有 十 年 功 夫 是 完 全 可 能

的。可见，世上的大成就，都需要时间

来打磨；绝大多数杰出人物，也需要时

间来历练。十年，说慢也慢，“日子比

树叶还稠”；说快也快，不过是“弹指一

挥间”。

“十年磨一剑”，磨什么呢？航天员

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磨意志品质，

锻造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优良作风；

磨精神状态，培育胜不骄败不馁、敢于

挑战的良好心态；磨操作技术，练就精

益求精、毫无瑕疵的过硬本领；磨身体

素质，从难从严、刻苦训练，争取能赢得

一切考验、适应各种环境。他们就是要

在有限时间里，把这一切都磨到最高水

准，磨得完美无缺。“苦心人，天不负”，

他们成功了；“有志者，事竟成”，他们胜

利了！

“十年磨一剑”，十年是泛指，要想

做 成 一 件 有 意 义 的 事 ，也 许 要 十 年 、

十五年 、二十年，甚至更长，关键是要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永不懈怠 、善始

善终。“两弹元勋”邓稼先埋名戈壁数

十 载 ，常 年 风 餐 露 宿 ，忍 受 着 别 人 难

以想象的孤独，“用最原始的办法”破

译 了 原 子 弹 的 奥 秘 ；著 名 翻 译 家 陆 谷

孙 一 生 与 词 典 为 伴 ，光 是 编 纂《英 汉

大词典》，就花费了近二十年工夫；小

麦 育 种 专 家 王 辉 四 十 余 年 与 土 地 为

伴 ，为 了 看 到 麦 子 的“ 神 ”，在 田 野 里

一 待 就 是 一 整 天 …… 所 谓“ 磨 ”，包 括

磨 砺 、打 磨 、琢 磨 之 意 ，譬 如 磨 杵 成

针 、好 事 多 磨 、磨 砻 砥 砺 等 。 这 个 过

程多半是艰苦 、枯燥 、烦琐，甚至是难

熬 的 ，但 结 果 肯 定 是 甜 美 、丰 盛 、可

喜、令人自豪的。

有 道 是 ：“ 十 年 磨 一 剑 ，不 敢 试 锋

芒；再磨十年后，泰山不敢挡。”新时代

是奋斗者的时代，我们每名军人都应向

航天英雄看齐，在强军路上心无旁骛、

力戒浮躁，用“十年磨一剑”的韧劲、钻

劲，去准备、去拼搏、去奋斗，最终收获

丰硕的果实。

十 年 磨 一 剑
■陈鲁民

1925 年，朱德到莫斯科秘密军事

训练班学习军事，担任学员队长。一

次，当苏联教官提出“回国后如何打仗”

的考题时，朱德回答：“部队大有大的打

法，小有小的打法。我的战法是‘打得

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

山’。”教官一听就摇头，批评他不敢跟

敌人决战，显得太懦弱，给了朱德差评

的成绩。

朱德的理论观点真的错了吗？战

场实践最终给出了公正的裁决。在中

国革命战争时期，朱德的上述观点与

毛 泽东的游击战思想不谋而合，两位

伟人带领工农红军创立的游击战“十六

字诀”，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巧妙与

敌周旋、有效消灭敌人，由此奠定了我

军由弱胜强的重大理论基础。朱德的

游击战理论，由开始遭受苏联教官的否

定，到回国后成为我军制胜强敌的法

宝，这一转变发人深省。

备战打仗是军队的根本职能。军

人的一切军事斗争准备，最终都要面向

战场，听从战场的召唤，经受战争的检

验。战争作为最难捉摸、最不确定的领

域，最可贵之处就是从不接受任何套

路。上次管用的打法、下次简单地照

搬；别人成功的模式、自己机械地照抄，

历来为兵家之大忌。战争也从不迷信

权威，因为它本身就是至高无上的权

威，它有权决定一切、审验一切、改变一

切。在战场上，一切脱离实际的战法研

练、一切背离实战的战斗构想，都将被

撕去伪装，露出真相。

训练场上的一些做法，若按考场规

则评判，也许能得高分；若以战场法则衡

量，则未必有多大价值。譬如，从诸多战

史战例看，有的作战决心用一般原则和

标准去衡量，看似普通，但由于它符合当

时的实际情况，则收到了出其不意的效

果；有的作战决心则可以说是滴水不漏，

该走的程序和步骤一项不少，但仗没有

打好。可见，战场思维树得牢不牢，关系

到战斗力强不强。现实中，个别在考场

上摘金夺银的部队一动真格就掉链子，

根源就在于平时训练缺乏战场思维。考

核是备战的指挥棒，只有牢固立起战斗

力标准，不断提升考核内容的未知量、含

战量，把考核标杆标定在战场刻度，才能

最大限度提升官兵的打赢本领。

毫无疑问，对那些“不看态势看脚

本、不研战法研答案”的受考者，必须毫

不留情地予以批评和纠正。但作为考

核组织者，如果像那位苏联教官一样，

人为地把自己置于权威的制高点，用自

己的标准去评判千变万化的战场，最后

形成千篇一律的答案，那么这个答案到

了战场上肯定就是危险的答案。战争，

远比我们思考的更复杂；战场，远比我

们想象的更多变。既然如此，一切可能

发生的情况，一切奇思妙想的对策，只

要有利于能打仗、打胜仗，都应列入演

练的范畴；那些让敌人意想不到的打

法、实验室里模拟不出来的战法，都应

成为加分的对象。实践也证明，能够做

到“一种情况多种打法”，比起“多种情

况一种打法”来，肯定有更多的适应力、

制胜力。

当今的信息化智能化战争，越来越

变化莫测，正日益颠覆着我们的认知，

越是如此就越应该让思维更新，让本领

升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演习场上

的考核标准及规则，应该既是规范更是

引导，既是约束更是激励，少为“应考”

钻空子，多为“应战”找路子，如此才能

让考核更贴近实战，让考核成效最终能

通过实战的检验。

（作者单位：陆军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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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正是训练旺季，不少部队动态

分散、多向运转，部分基层主官因为执

行 任 务 或 探 亲 休 假 等 原 因 临 时 不 在

位。对此，上级通常会安排一名干部代

理其职务，以确保各项工作顺利运行。

《内务条令》规定：军人因公外出、探

亲等临时离开岗位，应当将自己掌管的

工作以及文件、武器等向代理人员进行

交代。由此可见，“代”的不仅是职务，更

是岗位的使命职责。然而，在实际工作

中，代理变“怠理”的现象却时而有之。

有的在工作中存有“临时观念”，不尽心、

不用劲；有的认为代理工作难出成绩，只

想守摊保底；有的因为不熟悉相关工作，

产生了畏难情绪……凡此种种，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单位的建设与发展。

粟裕在《改进今后作战的几个问

题》中谈道：为了适应连续作战的需要，

战前要指定代理人，准备一批预备干

部。代理人员虽是临时负责工作，但却

需要在短时间内快速熟悉情况、理顺工

作关系，是一个难得的锻炼机会。特别

是代理基层主官，身处练兵备战第一

线，既能帮助个人积累工作经验、提升

能力素质，又能为单位储备人才、推动

人才队伍建设。

作为代理人员，要提升思想站位、珍

惜机会，以主人翁的姿态投身岗位、主动

作为。同时，党委机关要强化代理人员

教育，引导他们摒弃懈怠思想，激发工作

积极性，从而实现锻炼人才、储备干部、

促进单位发展一举多得的效果。

代理不可“怠理”
■赵仕林 冯云遥

谈训论战

画里有话

玉 渊 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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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过半，许多单位都对年初的工

作计划安排组织“回头看”。然而，有的

单位从年初制订计划至今，强调最多的

是落实问题，而在实际工作中做不到位

的还是落实问题，有的甚至在一片落实

声中，把应该落实的工作“落空”了。这

一现象引人深思。

落实上级的工作部署安排是各级

党委的重要工作，也是推进工作的重要

抓手之一。邓小平指出：“我们开会，作

报告，作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

是解决问题。”不解决问题，等于没有落

实。当下，个别单位仍停留于用会议落

实会议，急表态、慢落实，多表态、少落

实，重表态、轻落实，说到底是一种形式

主义。

有求实态度才有进取契机，有务实

方法才有乐观结果。落实，首先是一种

观念。强调落实观念是抓好各项工作落

实的前提条件，如果在思想上缺少“落

实”这根弦，任何计划、任何措施都会变

成一纸空文，成为“无花之果”。其次，抓

落实要有方法。对于确定的任务、交办

的工作，要及时推进落实，任务完成后还

要及时反馈，阶段性工作进展也要及时

总结，做到“凡事有交代，件件有着落，事

事有回音”。

抓落实还是作风的考验和意志的

较量，须有恒心韧劲。特别是对那些

需要长期抓、反复抓的工作任务，坚持

上了手就不放手、开了头就不调头，防

止紧一阵松一阵、热一阵冷一阵，在一

以贯之推进中清除梗阻、防止脱节，脚

踏实地、真抓实干，直至探底见效。

落实莫要“落空”
■朱兆福 臧朔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