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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里有话

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谈训论战

玉 渊 潭

“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

文以铸之。”一个没有文化自信的民族

难以赢得尊严和自立，一支没有文化自

信的军队难以实现变革和自强。

习主席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深刻阐

明了文化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的地位作用，

明确了“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

义文化新辉煌”的重大任务，强调要“繁荣

发展强军文化”。这既为加快推进社会主

义文化强国建设吹响了号角，也对加强和

改进新时代我军军事文化建设发出了动

员令。我们要紧紧围绕党在新时代的强

军目标，繁荣发展具有我军特色、彰显时

代精神、支撑打赢制胜的强军文化，在精

神文化高地上播撒忠诚、耕耘信念、激发

血性、鼓舞斗志，引领官兵以战斗姿态冲

锋在时代潮头，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

坚强保证。

“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

表，文为里。”如果说武器装备是军队的

骨头和肌肉，那么，文化作为一种软实

力，则锻造着一支军队的精气神，滋养着

一支军队的灵魂。我军在长期革命、建

设与改革的实践中，形成了崇高的“文化

基因”、英雄的“文化血脉”，成为我军发

展壮大历程中最鲜明的精神旗帜。党的

十八大以来，在习主席“打造强军文化”

重要战略思想的指引下，全军各级紧紧

围绕实现中国梦强军梦，不断繁荣发展

军事文化建设，坚持用党的最新理论创

新成果凝心聚魂，培养“四有”新时代革

命军人，锻造“四铁”过硬部队，塑造全军

官兵的中国心、民族魂、强军志，焕发重

整行装再出发的文化创造力，为我军实

现政治生态重塑、组织形态重塑、力量体

系重塑、作风形象重塑提供了强大精神

力量和坚强思想保证。实践深刻表明，

强军文化是新时代我军先进军事文化的

鲜明标志，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

之路的内在支撑，繁荣发展强军文化，刻

不容缓、正逢其时。

举什么旗帜，决定着文化发展方向，

文化的先进性根本在于其指导思想的先

进性和科学性。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

及其最新成果牢固占领文化阵地，是我

军保持人民军队性质和正确政治方向的

根本保证，也是繁荣发展强军文化的首

要前提。马克思说：“如果从观念上来考

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

整个时代覆灭。”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

指导地位，才能坚持强军文化繁荣发展

的正确方向。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

日趋严峻复杂，“网生代”官兵个性鲜明、

思维活跃，但往往因为阅历不深容易受

社会上不良思潮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始

终把握强军文化建设的鲜明政治要求，

坚持不懈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武装官

兵、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切实打牢广大

官兵高举旗帜、听党指挥、履行使命的思

想根基，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

思想观点，在意识形态斗争中练就“金刚

不坏之身”。

繁荣发展强军文化的根本目的，是

为能打仗打胜仗提供精神动力。新时

代强军文化伴随强军兴军的新伟业而

产生，伴随三军统帅练兵打仗的号令而

产生，蕴含着强大的战斗基因，彰显着

鲜明的战斗导向，必然将支撑打赢制胜

作为实现自身价值的关键。当前，繁荣

发展强军文化，要的不是“口号式”“标

签式”的浅层次文化展示，而是要与战

斗力生成紧密结合在一起，与军队主责

主业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深层次文化建

设。具体来说，就是通过文化的教化和

熏陶，培育广大官兵舍身报国的战斗信

念、敢打必胜的战斗血性、团结协作的

战斗品格、沉稳坚韧的战斗心理、英勇

顽强的战斗作风，以先进文化砥砺克敌

制胜精神，牢固树立对“战斗队”根本职

能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焕发能打仗打胜

仗的高度自信，确保召之即来、来之能

战、战之必胜。

“日新者，久而无穷也。”强军事业

是一项极具开拓性的事业，强军文化必

然 是 面 向 新 时 代 、不 断 追 求 创 新 的 文

化。繁荣发展强军文化，必须始终与创

新为伴，否则就会远离昨日的辉煌。当

前，军事战略方针调整、军队体制编制

调整改革、联合作战、实战化训练等构

成了强军兴军的重要突破口，其中又涉

及体制障碍、利益纠葛、观念冲突等多

重深层次矛盾问题。强军文化只有把

目光始终聚焦于这些矛盾问题，在千帆

竞发、百舸争流的态势下，勇于到中流

击水，并以充满现实关切、适应发展潮

流的优秀文化成果积极作出回应，繁荣

发展强军文化才不会与现实脱节，才能

紧紧跟上强军兴军的时代步伐。

强国必强军，强军必强魂。凝结着

党的理想信念、目标追求的强军文化，

能够让官兵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归属感

和向心力，能够把部队锻造成为无坚不

摧、战无不胜的钢铁力量。在新时代新

征程上，人民军队始终高擎繁荣发展强

军文化的旗帜，必能穿越铁马冰河，闯

过雄关漫道，不断走向新胜利。

（作者单位：32238部队）

繁荣发展强军文化
—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伟业

■魏上海

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有一组数

据引起许多军事专家的关注。在埃及

军队打击以色列军队第 190 旅的过程

中，以军损失的 120 辆坦克中有 77%

是被反坦克导弹击毁的，平均每辆坦

克少则被击中 2 次，多则被击中 4 至 5

次 ，有 一 辆 坦 克 甚 至 被 击 中 了 7 次 。

从这组重复毁伤数据不难看出，埃军

不惜一切代价打击对手的决心意志是

何等的果断和笃定。然而也不得不

说，尽管他们通过重复毁伤确保了打

击效果，但其陡增的作战成本同样不

可忽视。如果埃军那些重复的毁伤数

据在今天信息化条件下的某场战斗中

再现，即便还是以胜利告终，也可能不

会赢得军事专家的赞誉，甚至还可能

被当作浪费作战资源的反面战例。

指挥打仗，最重要的是对兵力火

力的运筹和使用。在人们的潜意识

里，使用兵力，总希望“韩信点兵，多多

益善”。但有研究机构在对 150 多个

战例进行分析后认为，兵力密度并不

同作战能力永远成正比。当战场上的

兵力密度达到一定限度之后，再加大

兵力投放数量，也不会起多少作用，甚

至还会增大自身伤亡的系数。使用火

力，人们总希望全覆盖、多覆盖。但一

位运筹学专家说，进攻一方在作战中，

只 要 摧 毁 敌 人 60% 至 70% 的 兵 力 兵

器，就已使对手没有多少还手之力。

若要使敌损失 70%以上，自己就会付

出极不相称的代价。现代研究也表

明，信息化条件下，只要有 5%至 10%

的集散节点同时失效，就足以击垮整

个体系，如果用力过猛就是浪费。

可在平时的演习训练中，我们有

些单位却不大注意对这种边际效应递

减的提防。演习过后，很少有人过问：

目标摧毁了，是不是代价最小？山头

拔掉了，是不是费效比最好？复盘总

结，有的只讲出动了多少兵力、不讲节

省了多少人力；只讲命中了多少目标、

不讲消耗了多少弹药，这种总结自然

有失偏颇。

战争是你死我活的较量，素有“制

胜”与“致胜”之分、“残胜”与“巧胜”之

别。尽管都是以胜利而告终，但付出

的成本却有很大不同，关键看能不能

做到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

当今的信息化智能化战争，“大吃小”

“多吃少”已吃不开，“快吃慢”“精吃

粗”将吃遍天，精确控制战越来越成为

发展趋势。战端一开固然消耗巨大，

但那种“歼敌一千、自损八百”“不惜一

切代价”的打法，绝不是我们追求的目

标；精算一切代价、珍惜一切代价，才

是我们制胜未来的着力方向。牛刀杀

鸡当然很好，但不能不讲刀法。凡事

皆有度，过犹则不及。战争效益中有

许多“临界点”“质变点”需要我们去深

刻认识和把握。

列宁说过，真理再往前一步，就可

能成为谬误。但要想真正找到这“一

步”的临界点绝非易事。这是因为，战

争作为一种活力对抗行为，时时处在

动态变化之中，既没有固定的模式，也

没有预定的结局，寻求作战效益变化

的“临界点”可谓困难重重。如今随着

大数据、云计算技术的开发及运用，一

些先进的兵棋系统、模拟仿真系统正

阔步走向演兵场，为指挥员精确掌握

各种作战数据、恰到好处地使用兵力

火力提供了可能。我们要加大这方面

研发和运用的力度，努力把指挥效能

和用兵效益提升到一个新阶段。

（作者单位：陆军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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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

惧的，怕什么？接受疾风暴雨、惊涛骇浪

的考验，我说，‘虽千万人，吾往矣’！没

什么好怕的。”在参加党的二十大广西代

表团讨论时，习主席这番话掷地有声、振

聋发聩、催人奋进。

古往今来，那些能成就一番事业、

青史留名者，无不具有一种勇往直前、

敢于担当的豪迈精神。屈原为国操劳

“虽九死其犹未悔”，祖逖为收复中原而

“闻鸡起舞”，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谭嗣同自请为变法

流血牺牲……这些先贤崇高精神之精

髓所在就是——公为先、私为后，生不

惜身、死不惜命，“虽千万人，吾往矣”。

如果说各行各业的奋斗者要想获得

成功，都要有点“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

质胆魄。那么，以能打仗打胜仗为己任的

新时代革命军人，尤应把这种勇往直前、

无所畏惧的精神作为意志品质的标配。

1963 年 8 月 1 日，毛泽东同志在《八

连颂》中写道：“不怕压，不怕迫。不怕

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

不怕贼。”习主席在党的二十大报告里提

出，“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知难而进、

迎难而上”，其精神实质一脉相通，就是

无所畏惧的英雄主义精神。无所畏惧，

才能奋勇向前、冲锋陷阵；无所畏惧，才

能不避斧钺、赴汤蹈火；无所畏惧，才能

以一当十、锐不可当。无所畏惧，我军就

“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

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

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

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1950 年 11 月 29

日，志愿军特级英雄杨根思在小高岭战

斗中，带领战士连续打退敌人八次进攻，

在敌人发动第九次进攻时，杨根思抱起

阵地上最后一个炸药包，冲入敌群，与敌

人同归于尽，谱写了一曲惊天地泣鬼神

的英雄壮歌。这是“虽千万人，吾往矣”

精神的最好范例。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

还”，是军人就要与强敌血战到底。“虽千

万人，吾往矣”，彰显的就是一种不获全

胜决不收兵的坚定决心。这种决心，既

表现在昔日战场上的浴血奋战，也表现

在 今 天 和 平 年 代 的 厉 兵 秣 马 。 诚 如

习主席所言：“社会主义是拼出来、干出

来、拿命换来的，不仅过去如此，新时代

也是如此。”杜富国云南边境雷场的义无

反顾，林俊德大漠戈壁的鞠躬尽瘁，杨业

功导弹发射场的运筹帷幄，祁发宝等英

雄边境线上的生死对峙，陈薇等白衣战

士 的 顶 风 逆 行 …… 他 们 面 对 各 种“ 强

敌”，“除了胜利，别无选择”，是新时代革

命军人敢打必胜的杰出代表。

“虽千万人，吾往矣”，不仅是一种

精神，更是一种担当、一种持之以恒的

行为。没有发自内心地对党和党的事

业的绝对忠诚，没有一颗对人民和国家

的 赤 子 之 心 ，恐 怕 难 以 做 到 。“ 虽 千 万

人，吾往矣”，有时是将自己置于悬崖之

边，背水而战，绝地求生，敢为不能为之

事。因为一旦“吾往矣”，就会“常思奋

不 顾 身 ，以 殉 国 家 之 急 ”，就 会 内 心 笃

定、毫无畏惧、激情燃烧。1961 年，杰出

的核物理学家王淦昌面对人生的重大

抉择：中央希望回国的他放弃自己的研

究方向，参加不熟悉但是国家迫切需要

的核武器研究。而回国之前，王淦昌和

他的小组发现了世界上第一个反西格

玛负超子。这个发现，让很多人感到当

时的王淦昌获得诺贝尔奖只是时间问

题了。可是，从 1961 年到 1978 年，王淦

昌彻底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投身于生

活和工作条件极其艰苦的戈壁荒漠，隐

姓埋名，为中国核武器事业作出突出贡

献。在王淦昌的心中，党和祖国的利益

是放在最高位置的，为此可以抛弃任何

名利，“虽千万人，吾往矣”。

强国强军，任重道远，如同巨轮远

航 ，必 定 会 遇 到 惊 涛 骇 浪 、激 流 险 滩 。

犯其至难方能图其至远。正如作家冰

心所言：“成功的花，人们只惊慕她现时

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

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新的征

程 上 ，只 要 我 们 拿 出“ 虽 千 万 人 ，吾 往

矣”的英雄气概，拿出逢山开路、遇水架

桥的闯劲，必能打开强军新境界、闯出

一片新天地。

“虽千万人，吾往矣”
■陈鲁民

新的军官政策制度改革落地以来，

部队干部专业对口率和岗位适配率明显

提高。但少数军校毕业学员分配到基层

部队后，所学专业不对口的现象依然存

在。面对这种情况，新排长唯有保持清

零的心态、好学的状态和勤奋的姿态，勇

于挑战“专业不对口”，才能顺利获取基

层岗位任职的“上岗证”。

对干部个人而言，专业对不对口，其

实是个动态变化的过程。从长远发展

看，现在专业对口的干部，随着职务晋升

和工作变动，很可能调整到专业不对口

的岗位上；从现实需要看，即使分配到专

业对口的岗位，但由于知识更新的加快，

时间一长，也难以满足改革强军和现代

战争的需要。“中国近代力学之父”钱伟

长，凭借中文和历史都是满分的成绩考

入清华大学历史系。九一八事变后，钱

伟长毅然决定转学物理系，学造飞机大

炮以振兴中国的军力。他有句名言：“我

没有专业，祖国需要就是我的专业。”面

对“专业不对口”的现实，新排长要保持

清零的心态，只要是组织安排、国家和军

队需要，专业可以调，岗位可以换，精忠

报国，无怨无悔。

文 凭 只 能 代 表 过 去 ，学 习 决 定 未

来。新排长从校门进入营门，从操场走

向战场，从学员变成指挥员，面临诸多新

的挑战。如果分到专业不对口的岗位，

面对的困难挑战也会更多更大。在这种

情况下，新排长应心怀上进之心，坚持做

到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紧盯短

板弱项，抓紧学习充电，努力使自己的才

干不断有新增长；要主动放下架子，以基

层官兵为师，不懂就问、不会就学、不行

就练，尽快将岗位专业本领学精学扎实；

要注重实践锻炼，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

为谋划工作的思路、破解难题的本领。

只有这样，才能以学习力的提高促进专

业能力的增强，走到哪里都会是“香饽

饽”。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专业与业余

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对待工作的态度。

“八一勋章”获得者王忠心入伍时只有初

中文凭，面对装备更新、岗位调整等种种

挑战，他选择迎难而上、挑战自我，最终

做 到 了 精 通 19 个 导 弹 岗 位 专 业 技 能 。

事实证明，一勤天下无难事。学员在军

校学的专业只有一个，但分到部队从事

的专业却往往不止一个。新排长唯有把

岗位当战位，主动适应、努力奔跑、加快

成长，才能做到无论转换何种岗位，都能

岗岗叫得响，为自己的军旅生涯不断书

写新的精彩篇章。

勇于挑战“专业不对口”
■文/唐继光 图/周 洁

面对一个小山丘，有的人懒散地趴

着看，小山丘也就变成了大山，难以逾

越；有的人登到高处，踮起脚尖，极目远

眺，小山丘就变成了矮山坡。这就是人

们常说的“踮脚看山”。对于党员干部

而言，干事创业中不妨学学“踮脚看

山”，善于站在全局的高度思考问题、解

决问题，就能“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

小”。

“踮脚看山”的本质是倡导一种大

局意识，体现的是高瞻眼光。站位高，

眼界就宽，就能以大视野大格局审视

矛盾问题，统揽全局不狭隘，透过现象

看本质，就能自觉做到因势而谋、应势

而动、顺势而为。毛泽东同志多次讲

过这么一件事：红军过草地的时候，伙

夫同志一起床，不问今天有没有米煮

饭，却先问向南走还是向北走。为什

么？因为在红军队伍里，即便是小小

一名炊事员，也有大局观、战略观。这

是一个党员的基本素养，也是一支队

伍的坚强保证。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但

从实际情况来看，一些党员干部这方

面的能力尚有欠缺。有的落实决策指

示，不从全局着眼，追求短期效益，不

顾长远发展；有的解决矛盾问题，眉毛

胡子一把抓，看不到主要矛盾，抓不住

要害，找不准突破口和着力点；有的筹

划部署工作，站位不高，视野不宽，局

限于一时一域的得失。久而久之，就

会陷入“埋头拉车却不抬头看路”的窘

境，导致一些工作从局部看是“功”，从

全局看就成了“过”，甚至可能方向走

偏、南辕北辙。这方面的深刻教训多

不胜举。邓小平同志讲，“个人利益要

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

利益，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或者

叫做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

理”。这个话永不过时，“踮脚看山”讲

的也是这个理。

“不审天下之势，难应天下之务。”

今天，国防和军队建设站在新的历史

起点上，机遇千载难逢，挑战前所未

有。如何站在更高更远的地方看全

局，决定着我们能走多远、登多高。“没

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

棋子的。”学会“踮脚看山”，眼中就有

了改革的“大棋盘”，胸中就有了强军

“全景图”，干事创业谋发展就会有“不

畏浮云遮望眼”的眼力、“咬定青山不

放松”的定力，才能做到“平常时候看

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

豁得出来”，使各项工作既为一域争

光、又为全局添彩。

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学会“踮脚

看山”，识大体、顾大局，还要真正自

觉做到护大局。回首解放战争的往

事，邓小平同志多次称赞刘伯承元帅

为了大局勇挑重担的高风亮节。当

年，中央决定千里跃进大别山，由于

“吸引敌人”的任务充满艰险，一些干

部顾虑重重。但刘伯承元帅说：“釜底

抽薪，焉能惧怕烫手？”正是这种维护

大局、舍我其谁的意识，保证了我军取

得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

在新的长征路上续写新篇章，每

一名党员干部不妨时常“踮脚看山”，

牢固树立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始终

做到不因局势纷繁复杂而迷向，不以

局部小胜小负而动心，不为眼前一得

一失而纠结，更加自觉地坚守追求、顾

全大局，勇于进取、敢于担当，努力完

成好各项任务，为推进新时代强军事

业作出应有贡献。

（作者单位：武警安徽总队六安支队）

干事创业不妨“踮脚看山”
■张 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