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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根本的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

做好”。习主席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

专题研讨班上的这一重要论述，再次启

示我们：无论发展环境多么复杂，面临

的难题如何险重，都要坚持走好自己的

路，办好自己的事。这是我们战胜一切

风险挑战的关键所在，也是迎难而上追

梦圆梦的信心底气。

“自己的事情”，顾名思义，就是分

内的事 、能做的事 、必做的事。把“自

己的事情”做好了，谋求发展才能稳扎

稳打 、久久为功，“积小胜为大胜”；遇

到风险才能心中有数 、泰然处之，“胜

似闲庭信步”。1980 年 1月，邓小平同志

在 中 共 中 央 召 集 的 干 部 会 议 上 指 出 ，

现 代 化 建 设 是 我 们 解 决 国 际 问 题 、国

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一切决定于

我们自己的事情干得好不好。”面对东

欧 剧 变 、苏 联 解 体 等 世 界 格 局 重 大 变

化，他再次强调：“要冷静 、冷静 、再冷

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

的事。”这是唯物辩证法所揭示的基本

道 理 ，也 是 为 历 史 和 现 实 所 证 明 的 基

本结论。

列 宁 曾 形 象 地 比 喻 ，社 会 主 义 建

设犹如攀登一座崎岖险阻、未经勘探、

人 迹 罕 至 的 高 山 ，根 本 没 有 什 么 早 经

试 验 合 格 的 东 西 。 事 业 越 是 伟 大 ，征

程越是壮阔，越是道阻且长，越是苦难

辉煌。创业维艰，奋斗以成，从来就没

有 什 么 轻 而 易 举 ，从 来 就 没 有 什 么 理

所 当 然 。 几 十 年 来 ，我 们 经 千 难 而 百

折不挠，历万险而矢志不渝，一次次战

胜困难 、跨越险阻，一次次化险为夷 、

化 危 为 机 ，正 是 靠 着 不 让 任 何 外 在 因

素 打 乱 前 进 步 伐 的 战 略 定 力 ，靠 着 踏

踏 实 实 把 自 己 的 事 情 做 好 的 勇 毅 笃

行 。 咬 定 青 山 不 放 松 ，自 己 的 事 情 自

己办，我们把一个个困难踩在脚下，踏

平坎坷成大道。

“增强信心、保持定力、坚定底气，

集 中 精 力 办 好 自 己 的 事 情 ，是 我 们 战

胜各种风险挑战的关键。”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们遭遇的风险挑战风高浪急，

有 时 甚 至 是 惊 涛 骇 浪 ，各 种 风 险 挑 战

接 踵 而 至 ，其 复 杂 性 严 峻 性 前 所 未

有。总结 10 年来的成功经验，其中很

重 要 的 一 条 ，就 是 我 们 心 无 旁 骛 地 干

好自己的事情，“任凭风浪起，稳坐钓

鱼船”。假如没有“把我们自己的事情

做 好 ”的 坚 定 勇 毅 ，非 但 难 题 不 能 破

解、想办的大事办不成，历史性成就和

历 史 性 变 革 更 是 谈 不 上 。 这 也 表 明 ，

纵使外部“逆风”劲吹、“逆流”涌动，只

要我们不被乱花迷眼、不被浮云遮眼，

稳住心神 、主动作为，坚定信心 、乘势

而上，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实现不

了的目标。

军 队 因 战 而 生 、为 战 而 存 ，“ 自 己

的 事 情 ”就 是 备 战 打 仗 。 这 是 军 队 的

主 责 主 业 和 第 一 要 务 ，也 是 使 命 职

责 、根本价值之所在，永远不能变，永

远 不 能 偏 。 如 果 主 次 不 分 、本 末 倒

置，对“自己的事情”不上心 、不尽心，

偏离主责 、荒废主业，打仗思想不牢 、

战 备 观 念 松 懈 ，不 仅 平 时 容 易 出 问

题 ，战 时 还 会“ 掉 链 子 ”，结 果 只 会 如

鲁 迅 先 生 所 说 ，“ 在 做 不 好 自 己 的 事

情 中 坏 了 自 己 ，帮 了 敌 人 ”。 对 于 当

年 苏 联 解 体 的 原 因 ，俄 罗 斯 一 名 学 者

总 结 道 ：“ 精 力 外 移 而 不 主 动 解 决 工

业 不 平 衡 、党 内 官 僚 严 重 、军 队 思 想

混 乱 等 严 重 内 部 问 题 ，使 国 家 不 断

‘内朽而中空’，外力加大便倒塌了。”

这 是 血 的 教 训 ，必 须 时 刻 铭 记 、时 时

警惕。

“除了研究对手和不怕牺牲外，他

们从来都强调练好手中的武器，做好自

己，做强自己。”这是一位军事专家总结

我军发展的一条经验。一路走来，尽管

风云变幻，尽管挑战重重，但我军志不

改、道不变的决心意志坚定不移，走出

了一条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奋斗强军

这 10 年，外部环境错综复杂，各种挑战

层出不穷，但我军始终保持战略定力、

排除一切干扰，把力量基点放在“自己

的事情”上，认清规律、识变应变，埋头

苦干、久久为功，在机遇面前主动出击，

在困难面前迎难而上，在风险面前积极

应对，取得了一系列令世人刮目相看的

优异成绩。

征 途 漫 漫 从 头 越 ，奋 楫 扬 帆 向 未

来。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是我们

未来 5 年的中心任务。强军兴军征途

上，目标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前

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光明，但越往前

走环境越复杂，任务越艰巨，挑战越严

峻，越需要“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坚定、

“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实干。每一名官

兵都把“自己的事情”当成要务、急务，

放在心上、抓在手上，夙兴夜寐、宵衣旰

食，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时

时在线、处处用力、事事关心，我们就一

定能够圆满完成各项任务，胜利抵达强

军彼岸。

（作者单位：65589部队）

最根本的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
—学习贯彻习主席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重要讲话精神系列谈④

■张洪灿

集体荣誉，凝结着官兵共同的心血

与汗水。雷锋说过：“荣誉从集体来。”这

句朴素的话语生动地揭示了一个道理：

争荣誉，首先要争集体荣誉。

荣誉是军人的第二生命，人民军队

是一个战斗集体。一个没有荣誉感的军

人不可能成为优秀的军人，一个没有荣

誉感的集体更是没有战斗力的集体。战

争年代，一句“不愧是主力，打硬仗就得

你们上”，可以让一支部队热血沸腾、勇

往直前；和平时期，一面流动红旗，可以

让一个连队顽强拼搏、奋勇争先。这是

集体荣誉激发出的巨大力量。

集体荣誉必然包含个人荣誉。集体

伟大光荣，个人才能成长进步。“神枪手

四连”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打不好，就去

跪连旗！”当然，没有人真的“跪”，可这个

“跪”字道出了这面象征集体荣誉的连旗

在官兵心中的崇高地位。“王杰班”“大功

三连”“南京路上好八连”……这些功勋

荣誉单位的官兵，无论走到哪里都“自带

光环”，任务面前争先恐后，打起仗来舍

生忘死，即便脱下军装也能脱颖而出、建

功立业。

然而，一些官兵对功勋荣誉的关注

度和认同感，更多聚焦于“实用价值”，认

为“集体荣誉对个人没什么用处，档案里

也装不进去”“集体荣誉的奖励费不能随

便用，还不如嘉奖实惠”，由此产生了“个

人荣誉争着上，集体荣誉不愿要”的心

态。把荣誉过分功利化，心中打着“小算

盘”，脑里装着“小九九”，被个人得失、物

质诉求、切身利益的“树叶”迷了眼，又怎

能看到集体荣誉这片“森林”的深厚底蕴

和深远影响？

一朵鲜花扮不出美丽的春天。集体

是个人的总和，个人又是集体的样本。

军队是高度集中统一的武装集体，未来

战争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抗。独木不挡

风，单兵难排阵。如果官兵平时缺乏集

体荣誉感，遇事不为集体忧、评奖只为个

人谋，战时很容易纪律涣散、各自为战，

作战行动就会缺乏联合性、协调性、整体

性，能打胜仗就是一句空话。

新修订的《军队基层建设纲要》明

确，对评为“四铁”的先进单位，从单位

主官到所属人员，在调整使用、评优评

先比例等方面，都有明确的激励措施。

无论平时还是战时，培塑集体荣誉感都

是部队建设的重要内容。各级要引导

官 兵 树 立 正 确 的 荣 誉 观 ，克 服 私 心 杂

念，跳出个人名利所困，见第一就上、见

红旗就扛，切实燃旺集体荣誉之火，照

亮奋进之路。

荣誉从集体来
■王吉兆 何佳毅

画里有话

“军无适主，一举可灭。”纵观人类

几千年的战争史，波澜壮阔、星光灿烂，

“战神”的光芒尤其闪耀夺目。

“雁阵高飞靠头雁，万军布阵靠良

将。”回望我军 95 年的铁血征程，同样有

许多“战神”。“军神”刘伯承、“白袍小

将”杨成武、“猛张飞”刘昌毅、“旋风司

令”韩先楚、“常胜将军”粟裕、“胡子将

军”王震、“独臂将军”贺炳炎……他们

或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或运筹帷幄、决

胜千里，或爱兵如子、心细如发，或视死

如归、血染山河，建立了不朽功勋，留下

了不世传奇。

“夫将提鼓挥枹，临难决战，接兵角

刃，鼓之而当，则赏功立名；鼓之不当，

则身死国亡。”千军万马看指挥。一定

意义上讲，打仗就是打将。可以说，每

一场战争都是战将角逐的舞台。两军

对垒，将帅的指挥是否正确，决定战场

成败，关乎国家兴亡。我军正是因为拥

有 一 大 批 智 勇 双 全 、用 兵 如 神 的 指 挥

员，才创造了一幕幕精彩绝伦的战争活

剧。正如陈毅元帅所说的：“我们愈往

下愈差，但愈往上愈强……战略指导更

不知比他高明多少倍。”

苏中战役，粟裕以 3 万兵力，迎战

12 万美械国民党军队，战果七战七捷。

解放军在广阔的苏中战场上纵横驰骋，

忽东忽西，忽集忽散，变幻莫测，有进攻

战，有伏击战，有攻坚战，有遭遇战，还

有 奔 袭 作 战 。 当 地 军 民 以 歌 颂 之 ：

“毛主席当家，家家旺；粟司令打仗，仗仗

胜。”毛泽东对此总结出四个“故”：“每

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故战无

不胜，士气甚高；缴获甚多，故装备优

良；凭借解放区作战，故补充便利；加上

指挥正确，既灵活又勇敢，故能取得伟

大胜利。”

当年，二野部队有句话流传甚久，

就是“刘司令的战术，邓政委的决心”。

几 十 年 的 军 旅 生 涯 中 ，刘 伯 承 神 机 妙

算、出奇制胜，作战指挥极其灵活，战术

手段极其丰富，很多战例都具有传奇色

彩。智取遵义，兵贵神速；巧渡金沙，纵

深奔袭；七亘村之战，重叠待伏；神头岭

之战，攻敌所必救，出敌不意歼其救者；

鲁西南战役，攻其一点，吸其来援，啃其

一边各个击破；淮海战役，夹其额、揪其

尾、斩其腰，置之死地而后已……总之，

刘伯承打仗“以正合，以奇胜”，就连敌

人也承认他“用兵神妙”。

“用兵之道，虚中有实，实中有虚，

虚虚实实，变化无穷，为将者计谋盖出

于此。”从“关门打狗”“吃一个、夹一个、

看一个”“拖刀计，回马枪”，到“围师必

阙”“猫盘老鼠”“猛虎掏心”，正是凭着

开国将帅们“不原之智，不道之道”的谋

略优势，才弥补了我军小米加步枪的装

备劣势，使得剑不如人而剑法高于人，

“正亦胜，奇亦胜”。

“为将之道，所谓身先士卒者，非独

临阵身先，件件苦处要当身先。”兵随将

转。主将奋勇，三军用命。将有必死之

心，士无贪生之意。指挥员作为军中脊

梁、部队中坚，率先垂范是比命令更好

的激励和感召。一支英勇善战的军队

里，必有身先士卒的指挥员。人民军队

之所以“横扫千军如卷席”，就是因为有

一大批“死节从来岂顾勋”的战将。他

们不仅智谋过人，而且以身先人，敢于

喊出“跟我上”“我先来”。

著名的独臂将军贺炳炎，打仗以勇

猛著称，只要听到枪响就往前冲，受伤

更是家常便饭。一位老红军回忆：“他

总是冲在最前，退在最后，因此，负伤次

数也最多，差不多每年总有一两次。但

是 ，他 满 不 在 乎 ，裹 着 绷 带 照 样 打 冲

锋。”被称为“猛张飞”的刘昌毅中将，打

起仗来就不要命，每次负伤后只要能动

就立刻重返沙场。“率军者披坚执锐，执

戈者方能战不旋踵。”为了胜利一无所

惜，为了使命不顾生命，我军这样的将

领比比皆是，令敌人闻风丧胆，让部下

舍命追随。这样的将领统兵打仗，部队

焉能不战如风发、攻如河决？

“ 闻 道 朔 方 多 勇 略 ，只 今 谁 是 郭

汾阳。”有血性、有胆气、有灵魂的将领，

人民可以将革命事业托付给他们，因为

他们具备承载国家和民族希望的钢铁

脊梁；战士们可以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

他们，因为他们具备征战沙场、赢得胜

利的意志品质。只解沙场为国死，一生

长为国家忧。他们为这支军队注入了

勇于亮剑、敢打必胜的铁血精神，留下

了忠诚于党、英勇善战的红色基因，激

励官兵在强军兴军新征程上真打实备、

砥砺奋进。

（作者单位：71217部队）

万军布阵靠良将
■孔 勇

某部在一次实兵对抗演练中，忽视

地形、天候、敌情、对手等明显变化，简

单修改套用以往的作战计划，最终“五

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复盘反思会

上，导调人员的一番话引起大家深思：

“战争是不确定性的王国，不知道千差

万别，就难有千变万化。”

兵法云：“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

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

曰将，五曰法。”自古以来，影响战争胜

负 的 因 素 有 很 多 ，纷 繁 复 杂 ，千 差 万

别 。 就“ 天 ”而 言 ，有“ 阴 阳 、寒 暑 、时

制”；就“地”而言，有“远近、险易、广狭、

死生”。常者，法也；变者，势也。这种

“千差万别”还会随着时间推移、空间转

换、武器发展、人员素养等条件改变，不

断产生新的“七十二般变化”。正所谓：

“同一座山，同一条河，时间不同，风景

也不同。”

“所以善兵者，必因敌而用变也，

因人而异施也，因地而作势也，因情而

措形也，因制而立法也。”千差万别是

客观存在，关键是要感知到差别、看得

透差别，进而因情而变、因势而变、因

时而变，最终演绎出千变万化的战略

战术。为什么克劳塞维茨曾感叹，“由

于较远年代条件的不同，作战方法也

不同，因而对我们来说较远年代的事

件 的 教 育 意 义 和 实 际 意 义 都 比 较

小 ”？ 就 是 因 为“ 濯 足 再 入 ，已 非 前

水”，战争是一条“变色龙”，善于识变

求变应变，方能“动静屈伸，唯变所适”

“千变万化，敌莫能知”。

战争千古无同局。世界上没有完

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也不可能打两场一

模一样的战争，同一场战争也不可能运

用一成不变的战术。从世界近几场局

部战争看，海湾战争拉开了信息化战争

的序幕，伊拉克战争中远程精确打击唱

主角，叙利亚战争让新型混合战争走向

前台，将“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演

绎得淋漓尽致。纵观我军战史，从红军

时期的“十六字诀”，到抗日战争时期的

“持久战”；从解放战争时期的“十大军

事原则”，到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零敲

牛皮糖”，每一个时期的战略不同，每一

场战役的战术各异，正如毛泽东同志所

说：“共产党打仗，没什么老样。”

“战略战术，须因时以制宜，审势以

求当，未可稍事拘滞。若不揣其本，徒

思仿效于人，势将如跛者之竞走，鲜不

蹶矣。”守常势难以应变，循常规不能出

新。战争实践之所以宝贵，是因为给人

以教益的，不是教条之死板，而是思维

之灵活。从“千差万别”中创造“千变万

化”，是一个除旧布新、革故鼎新、固本

开新的过程，需要“师其意，而不泥其

迹；注其神，而不摹其表”。如果拘泥于

一格、固守于一端、呆板于一法，刻舟求

剑、循表夜涉，就会如同话剧《前线》中

的戈尔洛夫，在思维僵化、循规蹈矩中

一败涂地。

打仗从来没有套路，战场最忌一成

不变。今天，战争的脸已不再是“悄悄

地在改变”，战争样式、方法乃至观念正

在发生颠覆性变化。“风起的时候，我们

改变不了风，但是我们可以提前调好

帆。”面对全新的战争，我们要多一分冷

静思辨，少一些抱残守缺，准确识变、科

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把握时机、因时

用兵，瞄准对手、因敌制胜，熟谙本质、

推陈出新，真正做到“运用之妙，存乎一

心”，牢牢掌握未来战争主动权。

（作者单位：73156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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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训论战

“和平不会从天上掉下来，需要我

们来坚定捍卫……”面对中外记者提

问，几位参演官兵直面问题不回避，有

理有据、落落大方地介绍情况、表达观

点，给媒体记者留下深刻印象。这种自

信背后折射出我军官兵媒介素养日益

提高。

学会和媒体打交道，既是展示国家

和军队形象的需要，也是官兵综合素质

的重要内容。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实践

中，有着运用媒体开展工作的优良传统

和成功经验。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曾

生动地讲，“现在高级领导同志，甚至中

级领导同志都有一种感觉，没有报纸便

不好办事”，要求各级党组织“要以很大

的 精 力 ”来 注 意 办 报 工 作 。 毛 泽 东 、

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

家，都是同媒体打交道的行家里手，大

多办过报刊，亲自撰写过新闻或评论。

如今，信息技术日新月异，“无处不

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的全媒体快速

发展，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

式发生深刻变化，给人们的生产生活方

式带来深远影响。人人都有麦克风，处

处都有摄像头，军队的一举一动都会受

到国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我军官兵越

来越多地处在媒体的聚光灯下，随时可

能被推到镜头前，增强官兵的媒介素

养，已成当务之急。

随着我军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越

来越频繁，军事行动的透明度越来越

高，如何认知媒体、应对媒体、运用媒

体、管理媒体，对平时和战时来说都很

重要。传播力也是战斗力。每一次面

对“镜头”发声，都是展示军队形象、提

振军心士气，传播军事知识、增强国防

观念，反驳舆论攻击、夺取斗争胜利的

有利契机，必须科学把握、引导舆论、掌

握主动。

“越是信息爆炸，越要学会说话。”

善于同媒体打交道，将是军队建设发

展、执行任务的常态化影响因素，回避

不了，也回避不得。我们过去主要是同

“报纸”打交道，现在更多的是面向“镜

头”说话。如果没有一定的媒介素养，

不屑于接触媒体，或对媒体敬而远之，

就不可能准确把握什么时候说、说什

么、怎么说，“茶壶里煮饺子——肚里

有货倒不出”，甚至造成好人好事得不

到及时宣扬，谣言传言得不到及时澄

清，给部队完成任务带来负面影响。

现场几句话，背后有深功。媒介素

养需要在学习中提高、在实践中锻炼。

只有克服沉默是金、言多必失等心理，

学习掌握新媒体的传播方式、传播特点

和传播规律，充分利用各种机会场合，

自觉加强媒介素养的锻炼与培养，不断

提高现场表达和出镜反应能力，做到积

极主动、分寸得当、谈吐大方，才能掌握

话语权和主动权，当好军队形象的塑造

者和代言人。

（作者单位：69213部队）

学会面对“镜头”说话
■杜世主

作者：周 洁

从“千差万别”中创造
“千变万化”，是一个除旧布
新、革故鼎新、固本开新的过
程，需要“师其意，而不泥其
迹；注其神，而不摹其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