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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仗实为本，实战必实训。作为战

争的预实践，军事训练离实战越近，离

打赢就越近。实战化训练反映了军事

训练的根本属性，是衡量国防和军队现

代化的重要标志。

南国边陲，临海观澜强调战训一致

原则；中原大地，登高望远强调研究现

代战争制胜机理；闽西古田，见微知著

强调端正训风演风考风……党的十八

大以来，习主席对我军实战化训练一直

高度重视，对提高能打仗、打胜仗能力

念兹在兹。反复强调军事训练就要抓

实战化，多次严肃指出训练与实战不符

的问题，要求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

力标准，批准印发《加强实战化军事训

练暂行规定》等，一系列重要论述指示、

一 系 列 重 大 决 策 部 署 ，彰 显 了 党 的 领

袖、军队统帅的强烈忧患意识和政治担

当，为我军全面加强实战化军事训练提

供了根本遵循。

统 帅 所 指 ，三 军 所 至 。 奋 斗 强 军

10 年 来 ，我 军 军 事 训 练 在 紧 贴 实 战 、

服 务 实 战 方 面 向 前 迈 出 了 一 大 步 ，基

础 训 练 难 度 强 度 明 显 增 大 ，应 急 应 战

专 攻 精 练 持 续 深 化 ，科 技 练 兵 走 出 新

路 ，训 练 转 型 有 序 推 进 ，支 撑 了 备 战

打 仗 能 力 提 升 和 各 项 重 大 任 务 完 成 。

纵 观 今 天 的 演 兵 场 ，从 海 上 到 陆 地 ，

从 空 中 到 空 天 ，春 有 大 练 兵 、夏 有 大

海训 、秋有大演习 、冬有大拉练，实战

化训练唱响了“四季歌”，全军上下涌

动 着 贴 近 实 战 、精 武 强 能 的 训 练 热

潮 ，呈 现 出 气 势 恢 弘 的 新 时 代 大 练 兵

画卷。

军 事 训 练 热 情 高 不 高 、标 准 实 不

实 ，首 先 要 看 官 兵 是 否 具 备 战 斗 队 思

想，头脑里有没有战争观念，心思有没

有用在练战谋战上。近年来，战斗力标

准大讨论、和平积弊大起底大扫除等活

动，剖开了军队战斗力建设顽症痼疾的

病灶，练为战、练即战的意识已在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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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把实战化要求落实到练兵备战各方

面和全过程。

言 武 备 者 ，练 为 最 要 。 实 战 化 是

个 理 论 问 题 ，更 是 个 实 践 课 题 。 战 争

时 期 ，我 军 靠 的 是 打 一 仗 、进 一 步 。

和 平 年 代 ，我 们 靠 什 么 呢 ？ 就 是 从 难

从严从实战出发加强训练。陆军大力

开 展 跨 区 对 抗 训 练 ，海 军 持 续 强 化 海

上 实 际 使 用 武 器 训 练 ，空 军 大 胆 创 新

自 由 空 战 训 练 ，火 箭 军 不 断 深 化 导 弹

部 队 随 时 能 战 训 练 ，战 略 支 援 部 队 探

索 制 衡 对 手 训 练 ，联 勤 保 障 部 队 狠 抓

融 入 体 系 的 支 援 保 障 训 练 ，武 警 部 队

广泛开展“魔鬼周”极限练兵……全军

部队训练“标准之实”“力度之大”“要

求 之 严 ”屡 创 新 高 ，牵 引 着 训 练 不 断

向 实 战 靠 拢 。 实 践 充 分 证 明 ，只 有 让

训 练 无 限 接 近 实 战 ，让 部 队 在 最 复

杂 、最 困 难 、最 严 峻 的 实 战 化 环 境 中

摔 打 磨 砺 ，才 能 在 下 一 场 战 争 中 应 对

自如。

将 遵 法 令 ，可 正 训 风 ；兵 遵 法 令 ，

可 立 军 威 。 法 治 是 战 斗 力 的 重 要 保

证 ，实 战 化 训 练 必 须 在 法 治 化 轨 道 上

推 进 。 新 体 制 运 行 后 ，战 斗 力 建 设 和

军事训练创新发展面临许多新的矛盾

问 题 亟 须 破 解 ，需 要 滚 动 发 展 训 练 法

规内容、健全训练法规更新机制：对不

适 应 新 形 势 新 任 务 新 体 制 要 求 的 ，该

废 改 的 废 改；对 打 赢 未 来 战 争 迫 切 需

要 的 ，该 新 增 的 新 增 。 只 有 做 到 重 大

训 练 改 革 于 法 有 据 、改 革 与 立 法 相 协

调 ，注 重 运 用 法 规 制 度 固 化 训 练 改 革

成 果 ，真 正 使 训 练 法 规 与 使 命 任 务 相

统一，与能力需求相适应，才能保证仗

怎 么 打 兵 就 怎 么 练 ，才 能 确 保 实 战 化

训练真正在部队落地生根。

战争千古无同局。军事训练随作

战 需 求 而 生 ，因 作 战 发 展 而 变 。 当 今

世界，新军事革命正在加速推进，我国

安全环境、军事斗争态势、我军使命任

务 、现代战争形态 、我军组织形态 、国

防和军队现代化目标任务都发生新变

化 。 新 时 代 ，军 事 训 练 实 战 化 水 平 要

有 一 个 大 的 提 升 ，迫 切 需 要 在 军 事 训

练 领 域 主 动 来 一 场 自 我 革 命 ，在 转 型

升 级 中 谋 求 新 的 发 展 、实 现 新 的 突

破 。 全 军 要 深 入 贯 彻 习 近 平 强 军 思

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强化战

训一致，坚持以战领训 、以训促战，紧

盯科技之变 、战争之变 、对手之变，大

力推进战训耦合，大力推进体系练兵，

大 力 推 进 科 技 练 兵 ，全 面 提 高 新 时 代

练 兵 备 战 水 平 和 打 赢 能 力 ，练 就 能 战

善战的精兵劲旅，真正做到召之即来、

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实战化训练永无止境，胜战之路更

应不懈跋涉。让军事训练离实战近些、

再近些，尤其是离下一场战争的要求近

些、再近些，人民军队就能真正回答好

习主席提出的“胜战之问”“价值之问”

“本领之问”，就能紧跟战争节拍，永奏

胜战凯歌。

（作者单位：32238部队）

坚持全面提高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
——“感悟十年强军路、喜迎党的二十大”系列谈③

■魏上海

1978 年 3 月，党中央召开全国科学

大会。在这场被称为“科学的春天”的大

会上，一项由部队基层官兵创造的“近快

战法”荣获科研成果一等奖。这支英雄

部队，就是前不久被中央军委授予“模范

地空导弹营”荣誉称号的空军地空导弹

兵某部二营。

在国土防空作战中，“模范地空导弹

营”官兵与敌在空天战场展开激烈厮杀，

同时也在技术领域进行着你追我赶的无

声较量。他们之所以能够多次取得辉煌

战果，开创世界防空史上用地空导弹击

落敌机的先例，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在技

术对抗中占据上风。从“英雄营”到“模

范地空导弹营”，从“近快战法”到新时代

练兵备战中的探索实践，对技术的追求

与超越，成为这支部队的鲜明气质和优

良传统。

科学技术是军事发展中最活跃、最

具革命性的因素。纵观军事对抗发展

史，越是斗争形势紧张尖锐，军事科技越

是加速发展。谁能夺取科技优势，谁往

往就能掌握军事斗争主动；谁在科技进

步 中 落 后 ，谁 就 会 陷 入 被 动 挨 打 的 局

面。“察势者智，驭势者赢。”习主席鲜明

指出“科技是核心战斗力”，强调要“大力

推进科技练兵”“大幅提高训练科技含

量”。向科技要新质能力、要质量效益，

是提高新时代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的普

遍规律。未来信息化智能化战争中科技

较量日趋激烈，“技术差”在“态势差”中

的分量越来越重，运用技术优势、开展技

术对抗成为作战制胜机理的内涵要义。

制 胜 机 理 变 化 了 ，训 练 也 须 跟 着

变。抓住实战能力提升的难点、堵点，

是确保技术研练方向准、落点实的先决

条件。“模范地空导弹营”紧盯练兵备战

实际，牢牢抓住反应速度、打击精度等

关键环节，战斗力建设不断取得新的突

破。在研技术、谋创新中，我们同样也

应结合担负任务，学习最前沿的、紧盯

第一线的、抓住最紧要的，真正把备战

所需、打仗急需作为抓手和落点。要瞄

准未来作战样式和制胜机理加强预想

预判、积极创新求变，力争在“下一场战

斗”中占据优势。

“创造新陆地的，不是那滚滚的波

浪，却是它底下细小的泥沙。”广大基层

官兵既是武器装备的使用者，又是作战

行动的执行者，最能直接感知和反馈作

战对科技的需求。他们的创新选题来

源于日常工作训练，他们接地气的发明

创造，为打通科技成果转化为战斗力的

“最后一公里”，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和动力。各级领导机关要持续做好立

导向、搭台子、铺路子的工作，通过发扬

军事民主、健全培训机制、细化激励措

施等多种方式，让广大官兵学习技术更

主动、研究技术有条件、创新技术受褒

奖 ，形 成“ 人 人 崇 尚 创 新 、人 人 渴 望 创

新、人人皆可创新”的良好局面。

“束之高阁的成果百无一用，落地生

根的创新以一当十。”军事科技的竞争，

不仅看谁能够抢先发展，更看谁能够在

创新成果的转化运用上做得更好。要把

演习演练、大项任务等，作为催生新技术

的“孵化器”和检验新手段的“试金石”，

在“打一仗进一步”中校正完善、总结经

验，不断推动科技支撑的战法训法创新，

让创新成果技战一体不脱节，不仅能用，

而且好用。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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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
海
南

近来，笔者发现，无论是单位的汇报

材料，还是个人的工作总结，在“存在问

题”一项中常常看到一系列的“不够”，

如：开拓创新不够、联系群众不够、思想

认识不够、理论学习不够……然而，“不

够”到底是差多少呢？笔者认为，只有把

“不够”加以量化，了解差距在哪里、究竟

有多大，才有利于改进工作。

查找问题比总结经验更重要。粗看

起来，诸多“不够”，似乎体现了单位和个

人正视问题的清醒意识和主动查摆问题

的认真态度。但一深究，就不难发现，这

些“不够”大多似曾相识，而且也大多是

泛泛而谈，既没有分析造成“不够”的原

因 ，也 没 有 给 出 如 何 做 到“ 能 够 ”的 举

措。于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周而复

始，问题依旧。

量化是用数量形式表示评价结果

的一种方法，可以有效避免出现浑水摸

鱼、推诿扯皮、滥竽充数等现象。把“不

够 ”进 行 量 化 ，有 利 于 搞 清 楚 造 成“ 不

够”的原因是什么、症结在哪里，有利于

针 对 性 地 拿 出 破 解“ 不 够 ”的 实 招 硬

招。在工作中，我们必须要以问题为导

向，盯住“不够”，列出具体清单，一项一

项抓、一个一个改、一件一件补；要以结

果为导向，把切实解决“不够”当终点，

做到“不够”不解决不松劲、解决不彻底

不放手、官兵不认可不罢休，尽快尽早

将“不够”补“够”。

把“不够”加以量化
■张 凡 易 昶

近段时间，正是开学季，不少高校

“硬核”迎新的方式受到网友的点赞。

考虑到天气炎热新生行李多，浙大城市

学院通过云梯升降机帮助新生运送行

李；扬州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开展

了一场趣味盎然的“云”直播，让家长与

新 生 共 同 沉 浸 式 体 验 开 学 现 场 ；更 为

“吸睛”的是，空军首次使用运-20 集中

运送新录取的飞行学员入校报到。在

成都欢送仪式现场，摆放着代表歼击机

和运输机飞行员最高荣誉的“金头盔”

和“航空飞镖”金杯，参加过重大演习、

国庆阅兵等任务的飞行骨干，与新学员

现场交流。这种别开生面的“迎新”方

式，让网友直呼：“坐着‘鲲鹏’去上学，

狠狠羡慕了”。

年 年 岁 岁 花 相 似 ，岁 岁 年 年 人 不

同。“迎新”在军营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

题，也是部队一项例行性工作。无论是

新学员入学、新战士入伍，还是新排长

入队、新文职人员入职，都有一个如何

“迎新”的问题。是冷冷清清还是热热

闹闹，是墨守成规还是别具一格，是敷

衍了事还是用心用情，既体现一个单位

对新战友的态度，也刻画着新战友对新

单位的第一印象，这种印象甚至会伴随

和影响其整个军旅生涯。

电影《战狼》中有这样一个场景：冷

锋 前 往 战 狼 中 队 报 到 ，没 有 送 别 的 人

群，也没有舒适的客车，而是被直升机

一路吊着送去的。目的地并非是整齐

的营房，而是人迹罕至的荒原。当他站

在印有战狼图样的地标上等候时，数辆

铁甲战车忽然从四面八方疾驰而来，一

辆坦克开到炮口距离冷锋脸庞只有几

厘米处才停下。这种独特的“迎新”方

式，既体现了特种部队的特点，也营造

出真实的战场氛围，让人瞬间产生强烈

的荣誉感和上进心。这虽是电影里的

桥段，但从中可以看到，一次用心用情

的“迎新”，令人刻骨铭心，往往胜过千

言万语。

作家洛蕾利斯说：“有仪式感的人

生，才使我们切切实实有了存在感。”新

战友置身新环境、面对新岗位，自然会

产生陌生感和种种不适应。一场简朴

而热烈、自然但用心的“迎新”仪式，能

给新战友以振奋、愉悦和鼓舞，有利于

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思想观念和行为

准则，有利于帮助他们第一时间融入集

体、进入角色、履行职责。例如，新学员

报到时开展签名活动；举办先进典型故

事会暨宣誓仪式迎接新入职的文职人

员 ；把 新 排 长 带 到 边 境 线 给 界 碑 上 的

“中国”二字描红，等等。努力把“迎新”

这项工作做得可圈可点、做出新意、做

出特色，不失为走心的开学第一课、军

旅第一课，就能为“兵之初”“官之初”增

添温暖的色彩、打下深刻的烙印，就能

激励新战友在火热军营追逐梦想、砥砺

前行。

开学“迎新”更“赢心”
■文/周燕虎 程敬尧 图/周 洁

1936 年冬，江西大余县梅岭山间，

一间低矮潮湿的小窝棚里，陈毅腿上的

伤 口 已 有 些 化 脓 ，消 炎 的 盐 水 早 就 用

完。他强忍着伤痛，艰难地把一叠诗稿

藏在棉衣内层。山下敌军封锁很严，日

夜巡查，一粒米、一颗盐都很难带上山

来，他们就是要把红军游击队困死。

陈毅小声吟诵着自己刚写下的《梅

岭三章》，悲壮而又笃定，豪迈而又坚毅：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

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要奋

斗就会有牺牲，陈毅早已做好了随时牺

牲的准备，他期盼着身边的战友继续奋

斗，前赴后继，让人间种满自由之花。

千里之外的东北大地，寒风呼啸，大

雪封山。东北抗联战士衣食不济、饥寒

交迫，仍坚持战斗。一堆堆篝火燃烧起

来，战士们取暖、烧水、烤干粮、烘衣服鞋

袜。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兆

麟边烤火边在心里不停地琢磨，几经酝

酿，著名的《露营之歌》问世了：“……朔

风怒吼，大雪飞扬，征马踟蹰，冷风侵人

夜难眠。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壮士

们，精诚奋发横扫嫩江原！”诗言志、歌咏

怀，东北抗联战士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就这样铸成不朽诗篇，化为悲壮旋律，回

荡在白山黑水间。

为了革命胜利，为了民族独立解放，

为了“人间遍种自由花”，无数革命先烈浴

血奋战，赴汤蹈火，不怕牺牲，义无反顾。

因为在他们心里，“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

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

有了这样崇高的精神境界，才能在生死关

头，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惊天地、泣鬼神，

“砍头只当风吹帽”。

1935 年 6 月 18 日上午，福建长汀中

山公园无一游人，连鸟雀也停止鸣叫。

瞿秋白在走向刑场的路上，高唱着《国际

歌》，慷慨激昂，响遏行云。到了罗汉岭

下，他自己找了块空地，面北盘足坐下，

远眺山下，目光灼灼，点头示意说：“此地

甚好！”此刻，行刑者竟然手有些哆嗦，枪

都拿不稳了。随后，瞿秋白高呼：“中国

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枪声骤

然响起，瞿秋白从容就义。鲜血染红了

绿草，山河失色，烈士英名载入千秋史

册。

我在想，如果有朝一日，或为信仰、

正义，或为真理、尊严，或为“人间遍种

自由花”，也需要我们作出牺牲时，能不

能像瞿秋白那样，视死如归，从容地说

一句——此地甚好；能不能像叶挺那样，

在敌人监狱里，面对威胁利诱，坚贞不

屈，保持气节，“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愿

将牢底坐穿，在烈火中得到永生；能不能

像吉鸿昌那样，在刑场上从容不迫，笑对

死亡，以树枝作笔，以大地为纸，写下正

气浩然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

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能不

能像抗美援朝战场上的英雄那样，为了

胜利，用胸膛堵住敌人的枪口，用炸药包

与敌人同归于尽，用血肉之躯筑起打不

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在冰天雪地里

立起中国军人英勇不屈的形象。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

天。”正是成千上万英雄志士的流血牺

牲，奋不顾身，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山河无

恙、繁荣昌盛、人民幸福。我们纪念革命

先烈，更要继承其遗志，发扬其精神。

习主席强调，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

党人，我们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

神。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时期，

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

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

骇浪。但历史告诉我们，只要精神不滑

坡，办法总比困难多，艰难险阻奈若何。

无论外面的世界有多大风雨，我们当保持

定力；无论前进的路上有多大挑战，我们

当步履坚定。只要我们坚守红色基因，坚

强意志品质，坚持革命精神，就能够战胜

一切困难，到达胜利的彼岸。

“ 人 间 遍 种 自 由 花 ”
■陈鲁民

“ 学 习 有 待 加 强 ”“ 意 识 有 待 提

升”……“有待”二字，在我们的实际工作

中并不少见。计划总结中有之，考核评

比中有之，批评和自我批评时有之，查找

原因、提出对策时也有之。

党员干部在工作学习中，难免有不

足之处，能够认识到问题所在，在今后的

工作中加以改进，本是好事。但是，“有”

多少、“待”多久，说者不清楚，听者也不

明白；或者只见“有待”，而不见改进，“有

待”往往就成了“慢待”“久待”，有的甚至

变成了“永远等待”。最终，“有待”成了

幌子，“不改”成了“里子”，导致问题越积

越多、矛盾越来越大。这不仅制约个人

成长进步，甚至还影响单位发展、延误党

的事业。

拿“有待”说事、使“有待”无下文的做

法，实质是一种敷衍塞责的应付心态，是

一种华而不实的工作作风。前进路上，每

一项任务的落实，每一件工作的推进，每

一个目标的实现，都需要“事不过夜、马上

就办”的紧张快干，都需要“不达目的誓不

罢休”的坚韧执着。因此，党员干部要给

“有待”设个期限，订出“待”的时间表，拿

出“待”的路线图，以实际行动在解决“有

待”上下功夫。如此，方能“待”出知错则

改的好作风，“待”出实实在在的好效果，

“待”出官兵的拥护和信任。

给“有待”设个期限
■尚佳伟

谈训论战

画里有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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