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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

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法治是一个国

家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一支现代

化军队的鲜明特征。深入推进依法治

军、从严治军，要求我们的治军方式发

生一场深刻变革。

依法治军是我们党建军治军的基

本方式，是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

站在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战略高度，把

依法治军体现为党的意志，纳入全面依

法治国总盘子，擘画了我军法治建设的

总蓝图，描绘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军事

篇”、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的“法

治篇”、中国特色军事法治建设的“创新

篇 ”。 特 别 强 调 要 加 快 实 现 治 军 方 式

“三个根本性转变”，即从单纯依靠行政

命令的做法向依法行政的根本性转变，

从单纯靠习惯和经验开展工作的方式

向依靠法规和制度开展工作的根本性

转变，从突击式、运动式抓工作的方式

向按条令条例办事的根本性转变。这

体现了我军现代化战略转型对变革治

军方式的内在要求，明确了新形势下提

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的重要

着力点。

一支现代化军队必然是法治军队。

推进治军方式“三个根本性转变”，革除

的是“言大于法”“情大于法”“权大于法”

等顽疾，根本的是要补齐法治化水平不

高这个短板，说到底是要实现从“人治”

到“法治”的转变。过去那种“一朝权在

手，便把令来行”、用权任性的长官意志，

那种“黑头不如红头、红头不如白头、白

头不如口头”的人治思维，那种“一个将

军一个令”、搞土政策土规定的顽瘴痼

疾，失去了滋生的土壤、没有了存在的空

间。全军上下厉行法治、严肃军纪，坚决

纠治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

象，法规制度权威性和执行力明显增强，

依法治军实践取得重大进展，广大官兵

法治意识不断夯实、法治素养不断提升，

工作循于法、秩序统于法、忙乱止于法的

崭新气象初步呈现，党委依法决策、机关

依法指导、部队依法行动、官兵依法履职

的良好局面正在形成。

马克思说：“过时的东西总是力图

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这

轮 深 化 国 防 和 军 队 改 革 ，立 起 了 新 的

组 织 架 构 和 体 制 机 制 ，要 求 治 军 方 式

进 行 相 应 转 变 ，更 好 地 释 放 改 革 效

能。然而，从实际工作看，有些单位还

是 囿 于 老 体 制 、限 于 老 套 路 ，形 式 主

义 、官僚主义 、“五多”问题禁而未绝，

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各级机关转变职

能 、转 变 作 风 、转 变 工 作 方 式 没 有 跟

上，根本的是治军方式“三个根本性转

变”没有到位。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

和真诚信仰”，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

一种”，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

铭 刻 在 铜 表 上 ，而 是 铭 刻 在 人 的 内 心

里 。 法 律 必 须 被 遵 守 ，法 治 必 须 被 信

仰，否则就形同虚设了。全军应深入开

展法治宣传教育，把法治教育训练纳入

部队教育训练体系，把培育法治精神作

为强军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引导广大

官兵不断增强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思

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依法治军关键是依法治官、依法治

权，不要一讲依法治军就眼睛向下，认

为法治是“领导治部属”“上级治下级”

“官治兵”的手段。事实证明，领导干部

对法治建设既可以起到关键推动作用，

也可能起到致命破坏作用。领导干部

应自觉培养法治思维，营造办事依法、

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

法的法治环境。各级党组织应抓住治

权这个关键，把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

系搞严实，引导领导干部正确用权、谨

慎用权、干净用权，养成自觉接受监督、

乐于接受监督的习惯。

治军方式科学与否，直接关系军队

建设的质量效益。实现治军方式“三个

根本性转变”，需要全军上下共同努力，

持久用力、久久为功，防止和克服工作

上 的 主 观 随 意 性 ，防 止 和 克 服 管 理 松

懈、作风松散、纪律松弛现象，维护部队

正规的战备 、训练 、工作和生活秩序。

各级机关应跳出旧体制下的思维定势、

固有模式、路径依赖，以创新的思路和

办法解决“五多”问题，从思想理念、体

制机制、方式方法上，破立并举，综合施

策，形成边界清晰、链路顺畅、运行高效

的工作体系，从而更好地适应深化国防

和军队改革进程，最大限度地把新体制

的效能和优越性发挥出来。

（作者单位：31411部队）

坚持推进治军方式实现根本性转变
—“感悟十年强军路、喜迎党的二十大”系列谈⑨

■姜子健

10 年征程波澜壮阔，10 年成就彪炳

史册。

举国关注、举世瞩目的党的二十大

即将在京召开。一段时间以来，“领航强

军向复兴——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成

就展”、“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等展览

活动相继举办，《锻造雄师向复兴》《我们

的新时代》《思想的力量》《丝路古道焕新

机》等多部电视专题纪录片陆续刊播，以

不同形式生动讲述 10 年来亿万中国人

民矢志复兴伟业取得的辉煌成就，既展

现事业发展的新局与新貌，又揭示变革

背后的力量和动能；既彰显新时代中国

共产党人的政治引领、思想指引，又反映

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心、干事创业的良

好风貌。

一切的意义，只有循着时间的经纬

驻足回望，才能看得更加真切。党的十

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

列 变 革 性 实 践 ，实 现 一 系 列 突 破 性 进

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攻克了许

多 长 期 没 有 解 决 的 难 题 ，办 成 了 许 多

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党和国家事业取

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正如

习主席所强调的，“新时代 10 年的伟大

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

有里程碑意义”。

涓涓细流汇成江海，大河奔腾成其

浩荡。“里程碑”式的突破背后蕴含“汗珠

子 摔 八 瓣 ”的 辛 勤 付 出 。 10 年 伟 大 征

程，体现着新时代共产党人舍我其谁的

担当作为，更记录着亿万中华儿女勠力

梦想的不懈追求。前进路上，唯有奋斗

才能变被动为主动，变不可能为奇迹。

梦想属于每一个奋斗的中国人，他们是

田野里辛勤劳作的农民、流水线上忙碌

不息的工人，是为祖国枕戈待旦的人民

子弟兵、为攀登科学高峰寂寞跋涉的科

研人员，是怀揣“小目标”的创业者、日夜

为生活奔波的工薪族……每滴汗水都在

为幸福生活添砖加瓦，每份坚守都将被

祖国和时代铭记。

山河为证，岁月为鉴。新时代强军

征程，波澜壮阔，气吞山河。10 年来，党

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着眼于实现中

国梦强军梦，引领全军深入推进政治建

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

治军，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国防和军队建

设取得历史性伟大成就。英雄的人民军

队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续写了新的时

代篇章，焕发出新的时代风采。人民军

队的这 10 年，是浴火重生的 10 年，是强

军兴军的 10 年，是阔步迈向世界一流的

10 年。

有位诗人的自问自答很有意思：“有

了一把能打开房门的钥匙就幸福吗？有

了一把能打开车门的钥匙就幸福吗？虽

然我们比起过去确实拥有更多，但仅仅

拥有这些，还远远不够。”这种“远远不

够”的追问，很大程度上表达了人们对梦

想的新期待、对美好生活的新要求。党

的二十大，是在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

次十分重要的大会。伟业势如虹，辉煌

启新程。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

美好的东西都能创造出来。我们已经被

历史所书写，我们必将书写新的历史。

（作者单位：71352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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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44 年到新中国成立的一段时

间里，话剧《前线》中戈尔洛夫和客里空

的名字，经常出现在我党我军领导干部

的讲话和文章当中。

一部话剧竟然深刻地影响着一个时

代的风气。正如一篇回忆文章所写：“整

风中，大家都以这两个典型人物为镜子，

对照自己的不良作风，都以不要做‘戈尔

洛夫’和‘客里空’而互相勉励，掀起了深

入实际，调查研究的热潮。上上下下，歪

风邪气普遍没有了市场，正派作风发扬

光大，各单位呈现一派新的气象，这是部

队战斗力提高的重要因素之一。”

1942 年 9 月，在苏联卫国战争的关

键时刻，剧作家考涅楚克创作的话剧《前

线》上演。剧中塑造的前线总指挥戈尔

洛夫将军，“有功劳，有忠心，有勇敢”，但

摆老资格，不爱学习，不接受新鲜事物。

当听到年轻的军长欧格涅夫说“今天没

有真正的无线电联络，就不能指挥作战，

这不是内战”时，戈尔洛夫讲了一段经典

台词：“胡说，他懂得什么国内战争？我

们打败 14 个国家的时候，他还在桌子底

下爬哩！战胜任何敌人，不是靠无线电

通信联络，而是凭英勇、果敢。”

1944年春，从苏联回国的诗人萧三，

将自己的翻译作品《前线》送给毛泽东。

正在为对日作战运筹帷幄的毛泽东，以

政治家的眼光发现了这一话剧的教育意

义，遂推荐给《解放日报》连载。随后，

毛泽东还让人写了一篇题为《我们从考

涅楚克的〈前线〉里可以学到些什么》的

社论。党中央机关报专门为一部外国话

剧发表社论，这是相当罕见的。

社论告诫全党同志“应该以戈尔洛

夫为戒”，必须努力学习，跟上时代，提

高解决问题、改进工作的能力。社论中

肯地分析：“我们早点警惕一些，早点学

会一些，我们可以少走很多冤枉路，少

犯很多错误。”

“文艺是国民精神的灯火。”一部话

剧，像不熄的明灯，驱散黑暗，带来光明；又

像不息的钟声，三回九转，萦绕耳畔。

1947 年 6 月，在解放战争最艰苦的

时候，朱德提醒老干部珍惜自己的“金

字招牌”：“现在我们老干部中，有一些

戈尔洛夫，认为自己有二十多年的革命

历史，打开了很多地方，发展了党和军

队，就摆老资格，骄傲自满。他们忘记

了马克思主义者是学一辈子也不会够

的，做到老就得学到老。”

1947 年底，徐向前在晋冀鲁豫军区

训练教育会议上说：“我们要反对戈尔

洛夫思想，摆老资格不学习就是戈尔洛

夫，大干部摆老资格是大戈尔洛夫，小

干部摆老资格是小戈尔洛夫。谁不愿

当戈尔洛夫，谁就应该好好学习。”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南京军事学院

院长的刘伯承，向学员们提出这样一个

公式：“杨得志+罗哈里斯基（南京军事学

院苏联军事总顾问）+麦克阿瑟-戈尔洛

夫=X？”。1986年，邓小平在《悼伯承》一

文中这样评价：“他很欣赏苏联著名话剧

《前线》，多次强调不要做戈尔洛夫式的

保守人物，而要像欧格涅夫那样勇于接

受新鲜事物。伯承自己就是面对新形势

下的作战特点，最早重视汲取各国现代

军事科学成果，最早把教育训练提到我

军建设战略位置的领导人之一。”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

现在战争形态变了，作战方式变了，我

们的战争思维和作战理念也应该与时

俱进。习主席告诫全军将士，千万不要

做苏联话剧《前线》中那个固步自封的

戈尔洛夫。历史上因为战争思维和作

战 理 念 落 后 被 动 挨 打 的 例 子 不 胜 枚

举。当剽悍的波兰骑兵挥舞着马刀劈

杀德军坦克时，当僧格林沁的骑兵潮水

般冲击英军的火枪重炮时，冰冷残酷的

事实警醒世人：无视军事变革、一味固

步自封的守旧者，注定是新型战争的失

败者。今天，如果我们仍像戈尔洛夫那

样，“嘴上说的是明天的战争，实际准备

的是昨天的战争”，一旦打起仗来，后果

不堪设想。

明天的战争，说到底是“脖子以上

的战斗”。每一名军人都应认真研究军

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把现代战争的

特点规律和制胜机理搞清楚，切实用更

新更勇敢的头脑筹划今天的备战、设计

明天的战争、制胜未来的战场。

（作者单位：63936部队）

千万不要做固步自封的戈尔洛夫
■杨 欢

前不久，习主席在省部级主要领导

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特别强调，要紧紧抓

住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着力

在补短板、强弱项、固底板、扬优势上下

功夫，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

举措。这对我们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工

作颇有启示。

“木桶原理”告诉我们，一个木桶的

容量不取决于最长的木板，而是取决于

最短的那块木板。不过，如果木桶的底

板一旦出现裂缝或漏洞，木桶容量将无

从谈起。就军事斗争来说，战争胜负，

取决于人和武器两种因素。其中，武器

是重要因素，人是决定因素。如果我们

把短板比作物的因素，把底板比作人的

因素，那么，短板不补齐或底板不牢固，

都有可能吃败仗。

强 国 必 须 强 军 ，强 军 必 须 利 器 。

武 器 装 备 是 军 队 现 代 化 的 重 要 标 志 ，

是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基础。随着军

事 技 术 不 断 发 展 ，武 器 因 素 的 重 要 性

在上升，如果武器装备上存在代差，仗

就 很 难 打 了 。 同 样 ，如 果 信 仰 的 底 板

有裂痕，怎会有雪山草地的生命奇迹；

忠 诚 的 底 板 有 瑕 疵 ，怎 会 有 血 战 刘 老

庄的惊天壮举；意志的底板有漏洞，怎

会有长津湖的冰雪雄魂。只有未雨绸

缪、扎扎实实地在补短板、固底板上下

功夫，才能推动战斗力建设在更新、更

高、更优的起点上拓展深化。

短板补不齐，很可能打败仗；底板

不牢固，则完全打不了仗。我们常说，

军事不过硬，一打就垮；政治不过硬，

不打自垮，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习主席

深刻指出：“在战争制胜问题上，人是

决 定 因 素 。 无 论 时 代 条 件 如 何 发 展 ，

战 争 形 态 如 何 演 变 ，这 一 条 永 远 不 会

变。”赢得战斗胜利的是人而不是枪。

我 们 应 高 度 重 视 人 的 因 素 ，着 力 抓 好

理想信念 、战斗精神 、技战水平 、科技

素 养 等 方 面 的 培 塑 ，努 力 实 现 人 与 武

器的最佳结合。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和精神是

高度统一的，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

转化的。抗美援朝战场上，志愿军将士

以“钢少气多”力克“钢多气少”，物质上

缺少的东西，硬是在精神上补了回来，

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作

为 新 时 代 的 中 国 军 人 ，应 经 常 想 一 想

“无事之时忧什么”“和平承久怕什么”

“有事之时靠什么”“关键时候有什么”

“为战而备缺什么”，练好胜战之功，保

持待发之势，确保召之即来、来之能战、

战之必胜。

（作者单位：河南省军区）

既要补短板也要固底板
■文/李光辉 图/何雨田

当新战友迈进军营的大门，不论

学历高低、家庭贫富、社会经历如何，

都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能否实现

“华丽转身”，就看能否早日实现从一

名地方青年向合格军人的转变。

即使是天才，生下来的第一声啼

哭也绝不会是一首好诗。没有人天生

就是一名合格的军人。正视差距是清

醒，虚心学习是智慧。军队自有军队

的要求，军人自有军人的素质。新战

友可能拥有值得骄傲的东西，但无论

如何辉煌，这些都需要接受军营的检

验和评判。

登高望远者，并不在于先天高人

一筹，而是在于后天全力以赴。每位

新战友都渴望崭露头角，渴望实现梦

想，但这些无需用太多的语言来表白，

关键要迈好军营的第一步。新战友只

要不畏难、不服输，合理地确定阶段性

目标，多流一些汗水，少走一些弯路，

就一定能够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和实

力，在部队干出一番成绩。

迈好军营的第一步
■张春山

画里有话

玉 渊 潭

八一时评

一位作家说：“写作是与自我较量

的过程，没有人能够摆渡你，能摆渡你

的唯有自己。”新兵的成长也是如此，

尽管离不开各级干部骨干的精心雕

琢、悉心培养和热心引导，但归根结底

要靠自我修炼和自我提升。

“一个鸡蛋，从外打破是压力，从

内打破才是成长。”从来没有一蹴而就

的成功，所有熠熠闪光的背后都是默

默无闻的努力。一名新兵主动追求

“从内打破”的成长，就意味着告别了

“被教育”“被管理”的角色认知，把教

育当成“我愿意”，把管理视为“我需

要”，以臻自我完善、自我提高的境界。

不经破茧之痛，何来羽化之美？

你在哪里付出，就会在哪里收获。成

长的过程别人不能替代，实现从一名

社会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转变，同样需

要自悟、自渡、自强、自律。最好的摆

渡者是自己。当新战友努力到拼尽全

力，拼搏到感动自己，就一定能找到放

飞梦想的跑道，成为更好的自己。

（作者单位：甘肃省军区政治工作

局）

当好自己的摆渡者
■宋 斌

难走的路，往往都是上坡路；难

开的船，往往都是顶风船。高强度的

训练、正规化的管理、无处不在的约

束……初入军营的新战友，可能感到

太苦、太累、太严，但你是否意识到脚

下的路是通往梦想的上坡路呢？

“自古军旅多艰险，从来为武少安

闲。”快节奏、高强度、严要求是军旅生

活的常态，苦和累几乎成为军人的标

配。穿着军装就意味着与艰苦相伴、

与挑战同行。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

虹？吃不了大苦头，练不出硬骨头。

正是成长的磨砺、奋斗的汗水，累积成

胜战之路的阶梯。假如留恋以前的

“好时光”，走不出昨天的“舒适区”，就

不可能迎难而上、超越自我。

成才之路不一定会创造人生奇迹，

但一定要有奋发向上的轨迹。越努力，

越幸运。新战友既然选择了军营，又何

惧风雨兼程。只要自己不抛弃、不放弃，

就没有什么能阻挡住前进的脚步。当

你走过山重水复，自然会迎来柳暗花明。

难走的都是上坡路
■旷成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