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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生来为打仗，军人生来为战胜。

习主席多次强调，要全面提高新时

代备战打仗能力。习主席关于备战打

仗的重要论述，站在时代和战略全局高

度，深刻揭示了作战需求牵引备战打仗

的制胜规律，释放出大抓练兵备战的强

烈信号，为全面推进练兵备战立起了鲜

明导向，指明了方法路径。

备战打仗永远是人民军队的根本

职 能 、主 责 主 业 。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

习主席对备战打仗工作高度重视，对提

高能打仗、打胜仗能力念兹在兹，对练

兵备战看得最重、叩问最严，无论是出

席军队重要会议、视察基层部队，还是

到演习演训现场、参加军队庆祝活动，

都反复强调要提高备战打仗质量和水

平，彰显了党的核心、军队统帅、人民领

袖的强烈忧患意识和政治担当。

10 年 来 ，全 军 官 兵 坚 决 贯 彻 落 实

习主席决策指示，坚持在备战打仗中回

答好习主席提出的“胜战之问”“价值之

问”“本领之问”，紧紧扭住战斗力这个

唯一的根本的标准，扭住能打仗、打胜

仗这个根本指向，壮大战略力量和新域

新质作战力量，加强联合作战指挥体系

和能力建设，大力纠治“和平积弊”，大

抓实战化军事训练，建设强大稳固的现

代边海空防，坚定灵活开展军事斗争，

以顽强斗争精神和实际行动捍卫了国

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凡三军以戒为固，以怠为败。”当

前 ，我 国 面 临 的 安 全 挑 战 十 分 严 峻 复

杂，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

战明显增多，“黑天鹅”“灰犀牛”“大白

鲨”可能不期而至。推进新时代备战打

仗，必须适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安全战略需求，运用底线思维加强科学

预判，前瞻研判可能出现的战争风险，

扎实做好各战略方向军事斗争准备，统

筹推进传统安全领域和新型安全领域

军事斗争准备，更好履行党和人民赋予

的新时代使命任务。全军官兵要有枕

戈待旦的战备意识，要有“假如今夜战

争爆发”的思想准备，强化忧患意识、危

机意识、打仗意识，时刻保持战略清醒，

时刻保持临战姿态，以只争朝夕的精神

真想打仗的事情、真谋打仗的问题、真

抓打仗的准备。

岁月静好，这是普通人眼中的生活

状态；狼烟在心，这是军人必须具备的

忧患意识。近年来，通过深入开展战斗

力标准大讨论、和平积弊大起底大扫除

等活动，备战打仗意识已在绝大多数官

兵头脑中扎根。然而，“和平病”在个别

官兵身上并没有根绝。思想抵达战场，

脚下才能成为战位。军装一天在身，就

一天也不能忘战；钢枪一刻在手，就一

刻也不能放松。纠治和平积弊，必须以

整风精神纠治备战打仗中的顽症痼疾，

防止和平积弊死灰复燃，真正把实战要

求落实到练兵备战各方面和全过程。

戒 备 状 态 最 能 体 现 部 队 实 战 水

平。战争充满着偶然性和不确定性，敌

人不会等我们准备好了再打。特别是

现代战争，突发性更强，往往初战即决

战。如果平时准备不充分，就会产生难

以估量的后果。戒在危时，备在平时。

枕戈待旦不是唱歌唱出来的。保持高

度戒备状态，必须坚持底线思维，以战

领建、以训促建，把日常战备工作提升

到战略高度，加强任务统筹，提升部队

应急应战能力，保持各级战备值班体系

高效运行，保持指挥顺畅、不间断，保持

政令军令畅通。必须周密做好方案计

划 准 备 ，搞 好 作 战 方 案 计 划 常 态 化 推

演、实战化检验、动态化更新。

“先之以身，后之以人，则士无不勇

矣。”深入推进备战打仗，指挥员能否带

好头至关重要。身体力行是最有效的

示范，以上率下是最有力的引导。各级

领导干部要立身为旗、率先垂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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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

精力研究军事 、研究战争 、研究打仗，

懂作战、会指挥、善组训、真抓训，下功

夫解决好“两个能力不够”“五个不会”

等问题，全身心投入备战打仗热潮，以

“跟我上”的责任担当发挥好“头雁效

应”，切实练就过硬本领 、带出过硬部

队 ，促 进 部 队 在 备 战 打 仗 上 有 一 个 大

的加强。

全面提高新时代备战打仗能力
—“奋斗强军这十年”系列谈⑦

■丁来富

7 月上旬，某旅保障部部长住进连

队地窝子、全程跟随训练，切实体会到了

驻训官兵“洗澡排队望眼穿”“半夜驱蚊

难睡眠”等各种难题。回到机关，这名部

长很快协调多台淋浴车，给每个帐篷配

发迷你型驱蚊灯，还在机关交班会上说：

“多些亲身体验，有利于把服务基层工作

做得更细更实。”

“多换位思考”，这是一些领导对机

关干部服务基层时常提的要求。然而仅

仅“思考”是很不够的，“要想知道梨子的

味儿，最好尝一口”。有时候，仅凭换位

思考是思考不出驻训官兵有何需求的。

比如，高温时你在空调房工作，怎能体会

此时步战车里战士喉咙冒烟的不易？加

班后你能在蚊帐里顺利入睡，怎能体会

到半夜地窝子里战士拿着手电筒打蚊子

的煎熬？

上 世 纪 50 年 代 末 ，彭 德 怀 元 帅 在

一份文件上批示：“不要坐在办公室想，

再 去 当 一 当 兵 ，就 知 道 怎 么 服 务 官 兵

了。”相比于换位思考，亲身体验的好处

在于，它能掌握“带露水珠”的情况，能

摸清难题的来龙去脉，能真真切切感受

到基层官兵的冷暖痛痒、喜怒哀乐，就

像老话说的，病生在自己身上才知道有

多 疼 。“ 汗 流 在 了 一 起 ，心 就 贴 在 了 一

起。”有了这样的亲身体验，就能激发服

务基层的积极性、主动性，从而更好更

快解决现实难题。

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

部队驻训，地域陌生、环境艰苦、训练紧

张、人员分散，对保障工作提出了更高要

求。高标准做好保障工作，固然需要及

时搜集需求、注重科学调配，但嵌入式的

亲身体验，不仅能快速摸到实情，还能密

切领导机关与基层的感情，更有利于把

难题解决在一线。实践告诉我们，只有

“身受”，才能“感同”；要想“心入”，先得

“身入”。

驻训期间，机关各部门也有自身的

训练任务，亲身体验的时间难能可贵。

这就需要亲身体验时，绝不能做“掉进井

里 的 瓢 ”，看 上 去 深 入 了 ，其 实 浮 在 上

面。“身入”重在“心至”。牢记服务基层

的初心、永葆向基层学习的虚心，常与基

层官兵交心、对基层官兵的疾苦关心，这

样才能为基层解难时尽心，真正与基层

官兵心连心。

（作者单位：湖北省孝感军分区）

多在“身受”中求“感同”
■蔡建奇

【新闻】“爸爸，我考上了你的母校！”烈

士孟祥斌的女儿孟诗妍在今年的报考志愿

中，填报了她父亲生前就读的军校——战

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原解放军信息

工程大学）。近日，她被该校顺利录取。

【评论】

当年，得知父亲救人牺牲时，3 岁的

孟诗妍在妈妈怀里哭喊着“我要爸爸”。

懂事后，孟诗妍在了解到父亲更多故事

后，“我懂得了他更多”。

为何报考父亲的母校？孟诗妍说：

“那里有他的气息，大义而崇高的气息，我

要传承这种气息。”英烈精神因传承而永

恒，红色血脉因赓续而鲜活。汲取英烈

身上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

那种热情”，才能继续从胜利走向胜利。

如果说英雄陨落是种子落地，那么，

这种子已经撒播在了时间之中，让一代

代人从中思考信仰的意义、牺牲的伟大，

从而收获精神的成长。“长大后，我就成

了你。”这里的“成”，不仅是基因的遗传，

更是精神的传承。这样的传承，“超越血

脉到达精神层面后，会产生更大的前进

力量”。

崇高的“精神传承”
■郭 平

【新闻】7 月 19 日，某地一名青年旅

行结束回到家。从新闻得知自己前一天

去过的地方出现疫情后，他第一时间给

社区报备，主动自我隔离，并将自己回家

后的行程轨迹发布到小区群。

【评论】

“你上不上班，跟你的同事、邻居有

关。”疫情背景下的这句调侃语，生动诠

释了那句名言：“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

们，都和我有关。”

当前，尽管我国疫情整体趋稳，但局

部突发风险依然存在。尤其要看到，全

人群都是奥密克戎变异株的易感人群，

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平均一

个感染者可以传播 9.5 个人。一旦放松

疫情防控，后果不堪设想。

暑期，人员休假多，流动量大，我们

应该牢记，“畅游祖国大好河山，不可忘

记按时测核酸”“少到人员密集处，常与

亲人多相处”。“思想口罩”任何时候都需

要戴好。各级只有将该“防”的一定“防”

严实，该“保”的务必“保”到位，引导官兵

自觉遵守防疫规定，才能筑牢“防火墙”，

确保部队防疫安全。

常戴好“思想口罩”
■丁福辉

【新闻】近日，有两则子弟兵勇救落水

群众的新闻：7 月 12 日，武警随州支队战

士李林雨把落水群众救上岸后，因体力透

支沉入水中不幸牺牲。7月 14日，河南民

权县两名小孩的父亲来到武警资阳支队，

将锦旗和感谢信送给了战士蔡世彬。此

前，正在河南老家休假的蔡世彬将落水的

两名小孩成功救上岸后，默默离开。

【评论】

救人者，为何多是子弟兵？有人把

蔡世彬接受采访时的回答发了截图。蔡

世彬说：“这是我们军人的本能反应。”

“当一只大雁从那片森林飞出，人们

会说那只大雁很神奇；当一群大雁从那

片 森 林 飞 出 ，人 们 会 说 那 片 森 林 很 神

奇。”人民子弟兵这个集体之所以“很神

奇”，之所以在群众遇险时有义无反顾冲

上去的“本能反应”，是因为子弟兵从来

不会忘记，“子弟兵”前面有“人民”这个

永远不变的定语。

“非先天性的本能反应，是一个人价

值理念最真实的呈现。”人民子弟兵只要

保持爱民的“本能反应”，强军兴军就会

拥有更坚实的“发展根基”“力量源泉”。

可贵的“本能反应”
■苏 健 孙振岚

1927 年底，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失败

后，部队走散，战士许德华将自己的名

字改为许泛舟，激励自己哪怕是一叶扁

舟，也一定要找到党组织。1929 年，许

泛舟回到党的怀抱后，被分配到洪湖根

据地从事武装斗争。行前，他改名许光

达，意指在党的领导下，受苦受难的祖

国 必 将 到 达 光 明 的 彼 岸 。 1949 年 10

月，许光达将军如愿，中华民族“一唱雄

鸡天下白”。

1928 年 ，青 年 张 端 绪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 后 ，为 进 一 步 坚 定 铁 心 跟 党 走 的

决 心 ，他 决 定 改 名 。 颇 具 诗 人 气 质 的

他想到了“萍”字，“萍，青萍，宝剑也，

斩杀不平。”由此，他改名张爱萍。巧

合 的 是 ，张 爱 萍 将 军 后 来 担 任 国 防 科

委的领导，名如其人，执掌“神剑”，爱

民卫国。

人 名 ，是 一 个 人 区 别 于 他 人 的 符

号 。 对 于 人 名 ，有 的 国 家 看 得 不 是 很

重，比如莎士比亚就曾说：“名字有什么

关系呢？玫瑰不叫玫瑰，依然芳香。”但

在 我 国 ，取 名 和 改 名 是 很 庄 重 的 一 件

事。一位社会学家就曾说：“中国人的

名 字 承 载 着 期 待 和 祝 福 ，改 名 更 是 大

事，绝不是改一两个字那么简单。”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这句话常

以示光明磊落。然而战争年代，不少革

命前辈却以改名这一形式，让他们寄寓

高远追求的名字，成了一个个响亮的符

号、一座座精神的丰碑。

刘少奇同志原名刘渭璜。1918 年

夏天，正在中学读书的刘渭璜对同学张

子珩说：“我要改名少奇，我感到应当少

小就立奇志，即使抛头颅、洒热血，也要

为国家、民族的振兴献出自己的一切。”

徐向前元帅原名徐象谦，改名是为了时

刻 警 醒 自 己 冲 锋 在 前 ，为 革 命 赴 汤 蹈

火。叶剑英元帅在考入云南讲武堂时，

将名字从叶宜伟改为叶剑英，提醒自己

做“民之利剑”，为国为民 、英勇奋战。

向守志将军原名向守芝，因为立志为我

军 的 导 弹 事 业 而 奋 斗 ，所 以 改 名 向 守

志。关向应原名关致祥，入党后改名关

向应，志在响应党的召唤。

除了改名以明志，很多革命前辈还

通过改名以自励、自勉，表达投身革命

的坚定意志和铮铮铁骨。

彭德怀元帅将自己的名字从彭得

华改为彭德怀，寓意“君子怀德”。提起

自己的改名，他说：“自己不想升官发

财，置田买地，而要做一个有道德的、多

为人民办好事的人。”陈毅元帅原名陈

世俊，“取名字如果真要有点什么意义

的话，那么，万事成功都得有毅力”，于

是他改名陈毅。杨勇上将原名杨世峻，

刚 投 身 革 命 时 他 想 ，自 己 头 戴 军 帽 ，

“男”字上面有一顶“帽子”，不就是“勇”

字吗？于是他改名杨勇，激励自己当一

名勇敢的好军人。原名彭修道的彭雪

枫同志为了表达不怕风霜雪雨的坚韧

品格，取“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

月花”之意，改名彭雪枫。

在艰苦卓绝的革命年代，也有不少

革命前辈，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或是便

于开展地下工作，改名换姓。

李志民上将原名李凤瑞，在白色恐

怖时期转入地下工作，组织让他改名，他

说：“姓不改了，既然我立志为人民谋福

利，投身革命事业，就改名为志民——立

志终身为人民吧。”开国中将邝任农原名

邝有槐，1928 年他加入江西寻乌的游击

队后，与当地的反动势力发生冲突，为配

合党组织开展工作，他改名为邝任农，秘

密帮助红军招募力量。

此外，还有一些革命前辈是为了怀

念战友而改名。比如，开国少将汪易原

名王善德。长征途中，与他一起参加红

军 的 同 村 好 友 汪 伦 山 、易 天 润 相 继 牺

牲。为了永远怀念两位亲密战友，王善

德就用两位好友的姓“汪”“易”做自己

的名字，以示缅怀。

金一南将军在一次宣讲中这样说：

“那一代军人的名字都很有血性。他们

中很多人改名，不是为了扬名，而是为

了给党、国家和人民立命。”

“英雄的名字，永远闪烁在历史的

星河里。”95 年过去了，但革命前辈那一

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永远不会陌生。

今天，我们深深感悟革命前辈改名的故

事，就是要进一步激发昂扬斗志，把强

军兴军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作者单位：联勤保障部队）

从“ 改 名 ”看 励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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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在危时，备在平时。

全军官兵要有枕戈待旦的

战备意识，要有“假如今夜

战争爆发”的思想准备，强

化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打

仗意识，时刻保持战略清

醒，时刻保持临战姿态，以

只争朝夕的精神真想打仗

的事情、真谋打仗的问题、

真抓打仗的准备。

“五多”，一个久攻待克的顽症。它

使基层精力分散，使官兵疲于应付。

近年来，各级认真贯彻落实军委为基

层减负有关规定，“五多”问题大幅压减，

领导机关作风明显好转，但一些深层次顽

症痼疾还没有彻底根除。比如，机关文来

文往的繁琐哲学还有表现，不该报批呈签

的责任上交还有不少，工作筹划粗疏带来

的返工折腾还未杜绝，等等。这说明治理

“五多”远没有到鸣金收兵的时候。

“五多”问题长期难解，造成机关内

卷虚耗，基层不堪重负。如果说过去“五

多”的存在严重影响机关的形象和威信，

那么现在“五多”的滋生则可能影响官兵

对改革的认同和信心。因为每一“多”都

会造成对新体制优势的消解、对新体制

功效的抑制。倘若带着这种状态去打

仗，后果不堪设想，必须下决心对“五多”

挖根治弊、彻底铲除。

“知标本者，万举万当；不知标本者，

是谓妄行。”“五多”难治，根子是思维观

念没有转过来。纠治“五多”，首先应敢

于向僵化落后的思想观念开刀，立起顺

应时代发展、紧贴使命任务、符合备战要

求的指导理念。应强化打仗意识，用备

战打仗指挥棒统揽一切工作，始终按打

仗标准抓自身、建部队。除此以外，还应

强化成本意识，树牢“忙累苦不是成绩和

功劳，没有效益的忙累苦是最大浪费”的

观念，凡事多考虑时间、精力和资源等成

本，防止投入很大、收效甚微。思想观念

跟上了，“五多”就会失去滋生的土壤。

“职分而民不探，次定而序不乱。”权

责任务不清，就容易打乱仗。现在，各层

级各领域职责清单比较明晰，但有的依

法履责不够好，该抓的没抓住、该放的不

敢放，一定程度造成了上不放心、下不尽

心。当然，放权不等于放任，放手不等于

撒手，任务下放、职责分解之后，领导不

能当“甩手掌柜”，还应搞好统筹协调，及

时纠偏引导，积聚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的正能量。只有充分调动各级抓建的

积极性和创造性，像动车组一样集体发

力，方能活力奔涌、奋发有为。

扁平的编制结构，需要高效的运行

机制来配套；紧迫的备战形势，呼唤简明

的指挥体系来支撑。现实中，有的“九龙

治水，各管一段”，有的简单机械脱离实

际，有的推脱责任服务滞后，与形势要求

背道而驰。这就需要各级领导机关在优

化运转模式、创新指导方式、改进运行机

制上下功夫，真正做到形式服从效果，能

电话说清的不发文，能分别传达的不开

会，让官兵把精力集中到练兵备战上。

工作考核是促进落实的基础性工作，

发挥着指挥棒、风向标、助推器作用。从一

定意义上说，“考什么”决定了“干什么”，

“怎么考”左右着“怎么干”。各级领导机关

应树牢以实际成效检验工作的导向，衡量

机关工作不能只看发了多少文、搞了多少

活动、转了多少经验，应主要看能力素质提

高多少、培养输送多少人才、对战斗力建设

有多大贡献；检查考评部队不拘泥于看本

子、翻资料，应主要看战斗精神足不足、训

练热情高不高、内部关系好不好、重点部位

托不托底，必要时到训练场考一考。同时，

对违反解决“五多”问题规定的，要像抓作

风建设一样，硬起手腕较真问责，立起从严

导向，推动真改实做。

（作者单位：西部战区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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