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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里有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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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 渊 潭

打 仗 在 某 种 意 义 上 就 是 打 保 障 。

后勤保障是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直

接影响战争进程和结局。

前不久的一次联合演练中，某联勤

保障旅的表现十分抢眼。进入配置地域

后，该旅先遣组引导各类车辆编队有序

入场，指挥、通信等方舱迅速组网，弹药、

物资、卫生等保障模块快速展开……这

是 10年奋斗强军征程中我军后勤建设发

生历史性变革的一个缩影，也是我军后

勤聚焦实战、对接战场的生动展现。

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

我军后勤工作形成了一整套光荣传统和

优良作风，第一条就是“坚持一切为了前

线、一切为了胜利”。后勤因战而生、为

战而建，保障打仗是根本指向，保障打赢

是第一要务。大仗小仗都要打保障，离

开后勤就打不了仗。后勤工作只有把战

斗力标准牢固树立起来，扭住保障打仗

不放松，按照打仗要求建后勤、用后勤，

才能不断提高后勤对战斗力的贡献率。

强国强军必须强后勤。党的十八

大以来，习主席对我军后勤工作高度重

视、寄予厚望，围绕建设强大的现代化

后 勤 作 出 一 系 列 重 要 论 述 和 重 大 决

策。习主席在中央军委联勤保障部队

成立大会上强调，要“提高一体化联合

保障能力，确保随时拉得出、上得去、保

得好”；在中央军委后勤工作会议上指

出 ，要“ 不 断 提 高 后 勤 训 练 实 战 化 水

平”；在对全军后勤工作会议作出的重

要指示中要求，“加快推动现代后勤高

质量发展，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

提供有力支撑”。全军后勤战线坚决贯

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决策部署，

聚焦保障打赢，积极改革创新，奋力建

设一切为了打仗的后勤，为我军建设发

展和有效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作出重

要贡献。

后勤为打仗，科学有效的体制机制是

根本保障。2016年9月13日，中央军委联

勤保障部队成立。在战区体制下，“联勤”

由机关变成了部队，战场后勤保障的指挥

体制、协调机制、支援体系与过去相比发

生了历史性变革，后勤建设由保障型加速

向打仗型转变。10年强军兴军，我军构建

起以战略战役力量为主干、队属后勤力量

为补充、社会保障为依托的保障体系，推

动后勤建设向精、优、强迈出坚实步伐。

10 年奋斗强军中，着眼打仗、服务

打赢，成为我军后勤工作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10 年来，我军拆装式营房投入使

用，“铁打的营盘”适应了“动起来的部

队”；被装精准申领推广普及，提高了保

障的灵活性、准确性和时效性；野战食

品实吃实训列入军事训练大纲，练就军

人特殊的胃……这种“住”的变化、“穿”

的改进、“吃”的革命，背后贯穿的是战

的引领、战的指向、战的标准，使后勤建

设真正聚焦保障打赢这个“靶心”。

坚持建设一切为了打仗的后勤，贵

在 提 升 保 障 速 度 、保 障 精 度 、保 障 效

率。未来战争，光速传播、以秒计时，发

现即摧毁、开战即决战。后勤力量服务

保障战场，要求做到快捷有力、精准高

效。有军事专家说，“能够精准恰当地

保障一个营，远比姗姗来迟保障一个旅

的作战效能高得多”。无论是军事斗争

准备，还是直接参与作战，后勤万万不

能“后”。实践证明，赢得现代战争胜

利，后勤必须先到位、后收场、全程用，

必须快速响应、全维参战、精确保障。

打 仗 讲 联 合 ，强 军 强 后 勤 。 联 勤

保障，重在“联”上。精准对接战场，重

在建设联合、精干、高效的后勤。正所

谓，“锣齐鼓也齐，方能唱大戏”。唱响

联合作战这场“大戏”，离不开强大后

勤 保 障 力 量 的 参 与 。 只 有 联 起 来 、联

得上，让保障精准对接战场，赢得战争

才不是一句空话。对后勤保障单元来

说，不仅要人才过硬 、物资充足，还要

通过制度设计 、演训磨合，把卫勤 、油

料 、弹 药 等 无 缝 焊 接 到 联 合 作 战 体 系

中。如此，才能发挥联勤的威力，实现

真正的联合作战。

“甲坚兵利，车固马良，畜积给足，士

卒殷轸，此军之大资也。”战争形态越发

展，作战对后勤的依赖性越大。特别是信

息化智能化战争，作战进程快、力量控制

精、技术含量高，保障的强度和难度空前

增大，迫切需要建设一切为了打仗的后

勤，全面提升应急应战能力。新的征程

上，我军在后勤建设上立起战的导向，坚

持一切工作向保障打赢聚焦，资源配置向

实战需求倾斜，保障布势向战略方向优

化，信息化建设向为战管用迈进，未来战

场上就能更好地掌握主动、赢得优势。

强 大 的 保 障 力 ，催 生 强 大 的 战 斗

力。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必须有与之相

适应的后勤保障力量。我们坚信，随着

更加多维、更加精准、更加快速、更加协

同的现代后勤步伐的加快，我军保障优

势必将进一步转化为制胜优势。

（作者单位:96034部队）

坚持建设一切为了打仗的后勤
——“感悟十年强军路、喜迎党的二十大”系列谈⑥

■徐 君

坚持问题导向是习主席一贯倡导的

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强调的是把解决

问题作为逻辑起点和实践落点。作为基

层干部，应不断强化问题意识和问题思

维，常给自己出考题，在奋力答题中干出

新业绩。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考题来自问题。

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强军实践

中的每个问题都是考题，都需要用行动作

答、让官兵评判。因此，把问题当作考题

来对待，有利于自我加压、履职尽责，深化

对问题的研究分析，督促推进整改落实。

据调研了解，少数基层干部吐槽，年

复一年的常规工作，容易消磨斗志、磨平

心智，时间久了，难以创新作为。之所以

发出这样的感慨，一个重要原因是缺少

“赶考”的紧迫心态，满足于过得去、差不

多。殊不知，基层建设新问题接连不断，

需要解决的矛盾问题也有很多。如何提

高官兵理论学习兴趣，如何用好身边典

型激发强军动力，如何提高常态化疫情

防控条件下的管理效益，如何加强网络

时代战斗精神培育等问题很现实地摆在

面前。只有敏锐地去发现问题，把问题

当作考题来对待、当作课题来研究，善于

解剖麻雀、举一反三，才能考出好成绩、

体现新作为。

如何才能发现问题、出好考题？首先

要清楚了解制约单位建设发展的难点问

题、影响战斗力提升的瓶颈问题、官兵关

心关注的现实问题等，做到脑袋里时刻装

着问题，经常盯着问题思良策，扭住问题

出实招。譬如，有个单位邀请身边典型当

入党宣誓见证人，和新党员一起宣读誓

词，分享成长体会。他们把仪式教育和典

型引领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把经常性工作

做出了新意，受到上下一致好评。

越是伟大事业，越是充满挑战，越需

要知重负重。当前，我军基层建设仍面临

着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我们要解决问

题，就要敢出难度系数高的考题，比如，如

何防止把备战打仗当口号喊，如何提高官

兵科技素养，如何发挥官兵主体作用等。

事实证明，做难事必有所得。出好考题只

是上篇文章，扑下身子、真抓实干，交出合

格答卷更为重要。这就要求基层干部迎

难而上、开拓创新，永葆不达目的不罢休、

不完成任务不放过、不实现目标不抛弃的

干劲，千方百计寻找最优解法，在接续奋

斗中打开局面、推动发展。

总之，常给自己出考题，不是出怪

题、偏题，不是标新立异、哗众取宠，而是

坚持问题导向、实践导向和效果导向相

统一，激发内生动力，勇毅前行，把每一

项工作干出彩，交出一份无愧于历史、无

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强军答卷。

把 问 题 当 作 考 题
■吴继宏

柳宗元在《罴说》里讲到一个故事：

楚国有个猎人，善吹竹笛，能仿百兽之

音，以其诱捕野兽。刚开始，这个猎人

吹 出 鹿 音 以 杀 之 ，结 果 引 来 了 貙 。 其

恐，又吹虎音，结果虎来了又引来罴。

罴来了，猎人技穷，遂为罴“捽搏挽裂而

食之”。

猎人之死固然可悲，然究其原因，

却在于他一味“恃外”而不“善内”。善

内自强，自强自立；恃外自弱，自弱自

毙。一个人遇到困难时，如果不是依靠

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去克服它、排除它，

而是幻想于外力，结果往往不如意。

自胜之谓强。种子虽小，却能破土

而出，向阳而上，生长于天地之间。蚯

蚓虽无爪牙，却能上食埃土，下饮黄泉，

穿 梭 在 厚 土 之 中 。 俗 话 说 ，望 人 者 不

至，恃人者不久。人生事业的发展，不

可 空 泛 地 假 借 外 物 ，而 应 多 依 自 身 赋

能，常靠自我强大自身。

“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人生

可贵的地方很多，但唯有自强自立才是

创业干事的支撑点。如果失去善内之

本，很可能会落个“藤萝绕树生，树倒藤

萝死”的结局。翻阅史书，不少先贤对

此都有清醒的认识。郑板桥在弥留之

际，给儿子留下一张“不靠天不靠地，不

靠祖宗靠自己”的纸条。曾国藩在《致

沅弟季弟》中写道：“凡危急之时，只有

在己者靠得住，其在人者皆不可靠。恃

之以守，恐其临危而先乱；恃之以战，恐

其猛进而骤退。”其目的就是告诫两个

弟弟，在关键时刻还得靠自己。

“大凡一艺成名者，非肯下功夫不

可几也。”善内绝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实

现的，而是靠劳身苦体、契阔勤思一点

点换来的。南宋理学家张九成谪居南

安军，每天站在窗户下就着晨曦读书，

14 年如一日，以致窗下留下一双脚印。

宋濂年轻时从师求学，负箧曳屣，行深

山巨谷，忍穷冬烈风，足肤皲裂而不知，

“勤且艰若此”，终成为明朝“开国文臣

之首”。这些先贤能流芳百世，无一不

是靠善内的功夫逐步成就的。

人这样，军如此，国亦然。一心善

内者，久久为功，定会为“内”所强。岳

家军之所以难撼，就是“视无事时如有

事时”，将士即使驻扎休息时，也要身披

重铠，进行骑马下坡、跳壕等训练。一

定程度上讲，恃外者常败亡，善内者打

胜仗。

千仓万箱，非一耕所得；干天之木，

非旬日所长。肯于善内，久久为功，终有

所成。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

后 ，陕 甘 宁 边 区 粮 食 供 应 极 为 困 难 。

1941年 3月，359旅 1万余名将士以“一把

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豪

迈气概，从绥德浩浩荡荡地开进南泥湾，

进行大生产运动。没有房子住，他们就

建窝棚、挖窑洞，甚至野外露宿；粮食不

够吃，他们就挖野菜、采野果来充饥，自

力更生，克服困难，当年就开荒 1.12 万

亩。1942 年开荒 2.68 万亩，1943 年开荒

10 万亩，1944 年开荒已达 26.1 万亩，圆

满完成“一人一只羊，二人一头猪，十人

一头牛”的生产目标。短短 4 年，开荒跳

跃式增长，说明成功的力量不在别处，而

在不断地善内之中。

浮华殆尽，定格的才是精粹；外物

散去，留下的才是本真。所有的恃外都

是为善内服务的，没有善内的恃外徒有

其表。然而，个别同志知之而不鉴之。

有的喜欢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忆荣光、

道长短，而不对当下的工作提标准、上

层 次 ；还 有 的 不 肯 在 自 我 提 升 上 谋 正

途，而是在攀龙附凤上费思量……这些

都是颠倒了本末，没有真正将成就事业

的核心密钥掌握在自己手中。

“等风来，不如追风去。”不为外物

所迷，不被杂情所扰，静下来做强做大

自己，才是做人、练兵的长久之计。对

党员干部而言，唯有坚持善内，既练就

吸引“百兽之音”的好技法，又具备“善

御百兽”的真功夫，才能用挑衅者“听得

懂的语言”，用更强大的 、更可靠的手

段，捍卫泱泱中华的锦绣河山。

善 内 者 多 不 恃 外
■郝启荣 李晓辉

“双20”列阵长空，致敬志愿军英烈。

前不久，运-20 迎接第九批 88 位在

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歼-20 在中国

领空为运-20 护航。此新闻一经发布，

便引起极大关注。全军官兵为志愿军

烈士的英勇事迹而感动，也为今天大国

重器的雷霆表现而自豪。

“双 20”迎接志愿军烈士，表达的

是对英雄的无限崇敬。同时，也传递出

一个清晰的信号，那就是中国军队已今

非昔比，拥有制胜强敌的大国重器，不

仅可以很好地告慰英烈，更可以有力地

捍卫英烈荣耀。

“手枪战胜利剑”，这是战争的普遍

法则。武器装备是军队现代化的重要

标志，大国重器是国家安全和民族复兴

的重要支撑。随着军事技术的不断发

展，武器因素的重要性在上升。要做到

以武止戈，必须有防身利器，有让敌人

害怕的“撒手锏”。

大国重器，使命必达。把武器装备

搞上去，才有可能以更小的代价打赢战

争，捍卫无数英烈为我们赢得的荣耀。

70 多年前的抗美援朝战争，志愿军将

士靠着“气多”，靠着无所畏惧的血性胆

魄、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打败了武装

到牙齿的美军，创造了以劣势装备战胜

优势装备之敌的辉煌战绩。然而，武器

装备的落后也让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

很多志愿军官兵没有牺牲在阵前拼杀

中，却倒在了美军无休止的轰炸中。整

个朝鲜战争，共有 19.7 万多名英雄儿女

为了胜利血洒疆场。

正基于此，抗美援朝战争还未结

束，老一辈革命家就领导创建导弹、航

空、潜艇、电子、核武器等科研院校和试

验基地。通过几代人的艰辛探索、创新

创造，我国相继攻克了一大批高精尖技

术，研制出一大批先进武器装备。特别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军加快构建适应

信息化战争和履行使命要求的武器装

备体系。继首艘航母辽宁舰入列后，国

产航母山东舰入列、福建舰下水。与此

同 时 ，新 型 驱 逐 舰 、两 栖 攻 击 舰 、歼 -

20、运-20、东风-41 导弹等国之重器加

速列装部队，我军武器装备建设实现跨

越式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为提升国

家战略能力特别是军事实力提供了坚

实物质技术支撑，我们能打仗、打胜仗

有了更足的底气。

大国重器不是看的，而是用的。要

想让大国重器发挥作用，捍卫英烈荣耀，

就要让其活起来、动起来，实现人与武器

装备的最佳结合。抗美援朝战场上，狙

击英雄张桃芳刻苦学习射击要领，把一

支普通的步骑枪练得出神入化，以 436

发子弹打死、打伤 214名敌人，创造了志

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冷枪杀敌的最高纪

录。信息化条件下，各种武器装备的关

联度、耦合度越来越强，只有加强武器装

备体系化、常态化运用，才能更好推动我

军武器装备成建制、成系统形成作战能

力和保障能力。10年来，我军枕戈待旦、

常备不懈,警巡东海、战巡南海，前出西

太、飞越岛链，绕飞台岛、铸剑高原，筑起

党和人民信赖的钢铁长城，背后都有大

国重器的有力支撑。

从近几年的几场局部战争看，武器

装备在战争制胜中的比重越来越大。

随着战争形态的不断演变，无论是非对

称作战、无人作战，还是网络战争、高端

战争等，都离不开高科技装备、离不开

大国重器。我军要保持制胜优势，就必

须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

加紧锻造慑敌制敌的战略利器。

“写封信给黄继光，听我们的誓言

在回荡。告诉他，我们和他一样，挺起

了军人的胸膛……”新的征程上，钢多

气盈骨更硬，已经成为我们战胜敌人的

重要法宝。广大官兵弘扬英烈精神，保

持血性铁骨，锤炼过硬本领，驾驭大国

重器，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就一定能战

胜任何强敌对手，捍卫革命前辈的荣

耀，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

（作者单位：32153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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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野外地质勘测，李四光练就了

一种特殊的走路方式，他迈出的每一

步，长度不多不少正好 0.85 米。对此，

李四光解释：“我们搞地质研究的，常年

在野外踏勘，用一步之长代替尺子，有

助于我们第一时间测量岩石长度，丈量

地块面积，推测地质成因。”

正是因为对地质工作的深切体会，李

四光将自己的一步之长始终保持在 0.85

米，形成了肌肉记忆。此后几十年，李四光

始终以这种“一步之长”的职业精神搞地质

研究，最终成为中国地质力学的创立者。

从李四光的“一步之长”上，我们不

难发现，他是一个有心人，对工作有一

种痴迷劲，靠肌肉记忆走在了前列、赢

得了时间、获得了成功。对于军人来

说，我们应该认真学习李四光的“一步

之长”，保持良好的军事职业精神，以娴

熟的精武技能赢得先机、夺取胜势。

干什么就要研究什么、琢磨什么。

军人是要打仗的，理应执着于研究军事、

研究战争、研究打仗。特别是未来战场，

情况极其复杂，会遇到各种不确定情

况。只有保持良好的军事职业精神，把

各种情况研究透、掌握好，才能在战场上

以“一步之长”的确定性战胜不确定性。

粟裕大将常年保持战备状态，把研究敌

情当作常态，故而能走在战争前面。

李四光的“一步之长”之所以如此

精准，关键在于形成了肌肉记忆。我军

要想在未来战场上保持优势，就应在今

天 的 实 战 化 训 练 中 练 就 游 刃 有 余 的

本事。没有娴熟的功夫、精湛的技艺、

纯熟的战法，能打仗、打胜仗无疑是一

句空话。广大官兵坚持千锤百炼、长期

磨砺，练出自己的“独门绝技”，练成现

代战争的行家里手，就一定能在明天战

场上所向无敌、稳操胜券。

学学李四光的“一步之长”
■赵炫竹 张 凡

苏轼写有《书戴嵩画牛》一文，颇有

深意。杜处士收藏了一幅戴嵩画的牛，

却被牧童看出破绽：牛争斗时尾巴紧紧

地夹在两腿中间，画上的斗牛却翘着尾

巴，显然画错了。这个故事启示我们：凡

事不可想当然，必须依据事实作决策、干

事情，决不能成为“戴嵩画牛”式的干部。

调 查 研 究 是 谋 事 之 基 、成 事 之

道。我们研究问题、制定政策、推进工

作，闭门造车不行，主观臆断更不行，

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如果

不 了 解 实 情 、不 掌 握 规 律 ，就 贸 然 行

事、随意决断，很可能出现“戴嵩画牛”

式的错误。

部队是要打仗的，任何一项工作都

不能出现失误、出现纰漏。否则，差之

毫厘，谬以千里。一旦上了战场，一处

细节的错误，就可能导致满盘皆输。人

们常说，“魔鬼藏在细节里”。党员干部

没有精准思维、精细作风，就很难履行

职责、干出业绩。

现实生活中，仍有少数党员干部干

工作不够细致，习惯“纸上得来”，有的

虽然也搞调查研究，却浮在面上、走马

观花、不深不细。如此一来，难免会“观

物不审”，导致错误产生，不仅影响个人

发展，也会贻误强军事业。

任何人都难以先知先觉。避免成

为“戴嵩画牛”式的干部，很重要的就是

要“务学而好问”，下足调查研究的功

夫。党员干部只有以基层为镜，拜官兵

为师，走进基层、深入兵中，洞若观火详

察，刨根问底深究，才能把实情调研透，

把本领学到家，把问题解决好，成为官

兵眼中的“实事求是派”。

（作者单位：武警鹤壁支队）

莫做“戴嵩画牛”式干部
■李俊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