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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里有话

作者：周 洁

上世纪 60 年代中期，针对一些领导

干部工作标准不高、群众观念淡化的倾

向，周恩来同志指出：“领导干部如果有

什么特殊，就是要比别人做得更好。”做

好新年度各项工作，同样需要军队各级

领导干部以“做得更好”为标准，追求战

斗力贡献率、提高官兵满意度，带领官

兵在新征程上再创新业绩。

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部队是

要打仗的，坚持战斗力标准，强化战斗

队思想，就应该以战斗力贡献率为度量

衡来部署和开展工作。无论是军事训

练 、思想政治建设，还是后勤 、装备建

设，都必须围绕打仗指挥棒转，不能有

例外。这就要求按照战斗力贡献率统

筹好各项建设，强化战斗力贡献率大的

建设，压缩战斗力贡献率小的建设，剔

除战斗力贡献率为零甚至为负的伪建

设，把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牢

固立起来，调动官兵把全部心思用在备

战打仗上。

人民军队永远是战斗队，人民军队

的生命力在于战斗力。战争年代，我军

之所以能以弱胜强、以少胜多，一个重

要 原 因 就 是 我 军 各 级 指 挥 员 坚 持“ 训

练、教育、宣传，大大小小工作都是为了

战场用得上”“先争取官兵对工作的认

可”。然而，在个别部队，中心工作不

居中，官兵“天天忙得像打仗”，而不是

“天天忙着想打仗”。像这样“有害的积

极性”，只是“看起来很忙”，并没有忙在

战斗力贡献率上，其实对部队战斗力的

提升有害无益。

习主席强调，“全部精力向打仗聚

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劲”。工作孰轻

孰 重 ，要 用 战 斗 力 贡 献 率 这 个 天 平 称

一称；事情孰急孰缓，要拿战斗力贡献

率这根准绳量一量。如果离开战斗力

标准，抓建设、干工作就失去其根本意

义 和 价 值 。 法 定 而 事 遂 ，本 立 而 功

成 。 只 有 始 终 把 提 高 战 斗 力 贡 献 率

“ 置 顶 ”，不 作 无 补 之 功 ，不 为 无 益 之

事，才有可能拿到制胜未来战场的“通

行证”。

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群众的口

碑；金奖银奖，不如群众的夸奖。为官

兵 服 务 是 领 导 机 关 的 职 责 ，让 官 兵 满

意是领导工作的标准。坚持以官兵满

意 度 为 晴 雨 表 ，体 现 的 是 领 导 干 部 的

能 力 水 平 ，展 现 的 是 领 导 干 部 的 群 众

意 识 ，彰 显 的 是 领 导 干 部 的 政 绩 观 。

当 年 ，焦 裕 禄 同 志 这 样 告 诉 兰 考 县 各

级领导：“咱们不能光看领导的脸色，

还是要看看群众的脸色。”现实中，基

层官兵之所以对一些领导干部的满意

度 不 高 ，根 源 之 一 就 在 于 有 的 领 导 干

部 只 追 求 上 级 的 认 可 度 ，不 注 重 官 兵

的满意度，对官兵的急难愁盼，要么虎

头 蛇 尾 ，要 么 畏 首 畏 尾 ；要 么 故 意 拖

拉，要么标准不高；要么“雷声大雨点

小”，要么“口惠而实不至”，这样得到

的自然难有点赞声。

“没有当兵的，哪有当官的？”要让

官兵满意，先得对官兵在意。官兵满意

度不是写出来的、说出来的、统计出来

的 ，而 是 干 出 来 的 。 官 兵 的 心 里 有 杆

秤，官兵的眼睛是雪亮的。抗倭名将戚

继光有这样一句名言：“军士有疾病、患

难 、颠连无告之事，时时访询，随有所

闻，即时处之。”领导干部应不唯上、只

唯实，不为看、只为战，时刻把部队建设

放在心上，把官兵利益举过头顶。应有

“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

我”的担当，把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真

正一致起来，既快办实事好事，又敢办

烦事难事，还善办“地平线以下”的事。

这样的领导干部，自然能够赢得官兵的

信服和点赞。

走 好 强 军 新 征 程 ，最 需 要 挺 起 脊

梁、冲锋在前，以奋斗奋进的姿态扛起

使 命 责 任 。 各 级 领 导 干 部 应 牢 记“ 国

之大者”，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锤

炼坚强党性、摒弃私心杂念，始终做到

对 事 业 极 端 负 责 、极 端 认 真 。 应 勇 于

攻坚克难，在苦、难、重、险面前担责尽

责 ，无 论 是 历 史 遗 留 问 题 还 是 新 情 况

新问题，都要顶得上去，立足自身往前

推 。 从 解 决 一 个 个 具 体 问 题 入 手 ，扫

除强军路上的“绊脚石”。应坚持苦干

实干，发扬钉钉子精神，一切工作都着

眼 实 战 实 效 ，力 戒 形 式 主 义 、官 僚 主

义，多干有利于提高战斗力的实事，多

做 为 官 兵 排 忧 解 难 的 好 事 ，在 不 断 提

高战斗力贡献率和官兵满意度中凝聚

起强军兴军的磅礴力量。

（作者单位：武警广东总队）

以贡献率为度量衡 以满意度为晴雨表
—在强军伟业征程上昂扬奋进⑤

■张庆文

临近春节，年味渐浓。喜庆祥和中，

弥漫着一种清新的气息。团聚而不搞拉

拉扯扯，热闹而富有文化内涵，这才是节

日应有的底蕴。

“ 廉 不 廉 ，看 过 年 ；洁 不 洁 ，看 过

节。”节点就是考点，年关也是“廉关”。

过一个清新廉洁的春节，营造的是良好

风气，收获的是内心安宁，这种境界和

追求是花多少钱也买不到的。人间岁

岁过新年，最是清新年味长。不必为送

礼拒礼闹心，不再为请吃吃请费神；摆

脱了人情往来的羁绊，远离了污浊之气

的侵蚀……清新的年味，就像和煦的春

风、解冻的河流，为传统的节日注入时

代元素，这也是党心民意之所向、军心

士气之所在。

年味千万种，清新意蕴深。甘苦与

共的战友情谊，和谐纯洁的内部关系，决

不能在春节时变了味、染了尘。让我们

在品味清新年味的同时，自觉涤荡心灵

的尘埃，远铜臭而崇清新，远铺张而尚俭

朴，决不给“节日腐败”在军营寻隙反弹

的机会，让政治生态更加清朗，内外风气

更加纯正。

最是清新年味长
■贾 卫

“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

表，文为里。”强军文化是人民军队战无

不胜、攻无不克，不断发展壮大的内在保

证，是滋养官兵的精神沃土，是提高部队

战斗力的重要因素。

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繁荣发展强

军文化。这体现出党中央、习主席对军

队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反映出实现建

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

对强军文化提出的迫切要求。我军在长

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形成了具有

人民军队特色的先进军事文化，成为我

军区别于其他军队最显著的精神标识。

不日新者必日退。强军事业是一项极具

开拓性的事业，强军文化是不断追求创

新的文化。繁荣发展强军文化，必须始

终与创新为伴，使强军文化始终体现时

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充分发

挥文化软实力对军事硬实力的倍增器功

能。弘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

精神，赓续“以劣胜优”的光荣传统，淬炼

敢打必胜的能力本领，不断厚植新时代

革命军人胜战基因。

与传统对接，让强军文化在红色根

脉上生发新枝叶。红色，是强军文化最

鲜亮的底色。展开历史画卷，红色基因

犹如一条红线纵贯历史，孕育了我党我

军特有的忠诚品质、胜战精神、优良作

风，是最需要坚守的精神高地。不忘本

来才能开创未来，善于传承才能更好创

新。应站在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党的事

业薪火相传的高度，深入实施“红色基因

代代传”工程，从优良传统的根上汲取信

仰力量，使这些超越时空限制、富有永恒

魅力的宝贵精神财富，通过更加生动鲜

活的表达方式弘扬起来、撒播开来、闪亮

起来，绘就充满政治忠诚、血性胆气的生

动图景。

以技术赋能，让强军文化在智能时

代里催生新动能。时代越发展，技术与

文化的结合就越紧密，尤其是在智能时

代，这一特征更加明显。近年来，社会上

一些影响巨大的现象级文化产品，都离

不开人工智能、全息影像、大数据等技术

的加持。军事领域最富创新，繁荣发展

强军文化同样需要前沿科技的有力催

化。应紧跟科技发展新趋势，紧盯官兵

感知新变化，用智能思维传播主流思想，

用智能形态改善传统模式，用智能技术

丰富方式方法，使强军文化由平面、单

向、线性向全时空、全方位、全领域拓展，

主动融入智能时代话语体系、运行机制，

让强军文化更加鲜活起来、立体起来、生

动起来。

同 实 践 结 合 ，让 强 军 文 化 在 拥 抱

官 兵 中 释 放 新 活 力 。 文 化 如 水 ，只 有

洒 向 大 地 ，才 能 滋 根 润 节 。 火 热 的 军

事 实 践 是 文 化 创 新 取 之 不 尽 、用 之 不

竭的源头活水。应不断延伸强军文化

建 设 的 触 角 ，把 文 化 工 作 开 展 到 演 训

活动现场、重大任务一线、官兵日常生

活 之 中 ，确 保“ 人 在 哪 里 ，我 们 的 阵 地

就 在 哪 里 ”。 应 充 分 发 挥 官 兵 积 极 性

主动性创造性，坚持“内容为王”，用活

新 兴 媒 体 ，定 制 符 合 新 生 代 官 兵“ 胃

口”的文化大餐；采撷和创造符合使命

要求、富有兵情兵味、展现单位亮点的

文 化 活 动 形 式 ，通 过 富 有 胆 识 智 慧 的

积 极 探 索 ，使 文 化 建 设 真 正“ 接 地 气 ”

“聚人气”“励士气”。

和社会交融，让强军文化在和合共

生中展现新优势。社会文化是强军文化

的广泛来源，强军文化则是社会文化的

优秀成果。时代发展日新月异，强军浪

潮浩浩荡荡，文化和合共生、交融发展的

脚步一刻也不会停歇。我们应树立大文

化观，充分吸收借鉴社会文化先进理念、

丰富创意、多元样式，同时坚守我军特

色、彰显时代精神、支撑打赢制胜，在服

务强军兴军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应加

大开放力度，输出文化精品，持续打造有

影响力的文化 IP，讲好强军故事、传播

强军声音、展现强军风貌，让强军文化引

领社会风尚，让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家

国情怀永远激荡。

（执笔：梁晓婧、张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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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关将至，忙碌奔波在外的人们已

踏上回家的路，但军人仍需坚守战位。

因为，“戎装在身、钢枪在手，静候使命

召唤；千里江山、万里海疆，无处不是家

乡”。节日战备，是子弟兵默默送给人

民群众的平安祝福。越是“万家团圆

日”，越要“挽弓当满弦”。军人永远是

华夏大地壮美山河的守岁人，永远是护

佑祖国安宁的守望者。

春 节 ，对 普 通 百 姓 来 说 ，是 举 国

欢 庆 、阖 家 团 圆 的 重 大 节 日 ，而 对 军

人 来 说 ，是 必 须 高 度 警 惕 的 关 键 时

刻、严格战备的关键节点。节日更是

战备日。节日期间，各种意想不到的

情况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如果不加强

战 备 ，不 保 持“ 箭 在 弦 上 、引 而 待 发 ”

的 戒 备 状 态 ，到 了 关 键 时 候 就 可 能

“掉链子”，甚至会产生严重后果。我

们 只 有 始 终 保 持“ 将 士 带 甲 眠 ”的 战

备意识，才能慑止潜伏在欢娱背后的

“战争恶魔”。

节日不喜欢战争，战争却偏爱节

日。1945 年除夕夜，我军名将聂凤智

带领游击队收复莱阳，在“胶东一霸”

赵保原推杯换盏之际发起了进攻，仓

皇 之 中 赵 部 无 力 防 御 、节 节 败 退 。

1973 年 10 月 ，第 四 次 中 东 战 争 爆 发 ，

此时正值犹太人的“赎罪日”，直到埃

及军队越过苏伊士运河，以色列军人

才从祈祷、斋戒中匆匆进入战位。历

史 证 明 ：战 争 不 回 避 节 日 ，在 节 假 日

突然发动攻击，往往会以小的代价获

取大的胜利。

战争没有预演，备战永不松懈。粟

裕尽打“神仙仗”的背后，是他对战争准

备的高度重视和精心筹划；战争年代

“抱着电话睡觉的参谋长”李达，和平时

期也随身携带地图、指北针、放大镜等

“老三样”。然而，现实中个别基层单位

存在战备意识不到位、战备方案不完

善、战备设施不完备、战备演练不经常

等问题，距离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标

准还存在一定差距。如果节日战备只

“搭弓”、不“满弦”，那么战备就成了“假

把式”“稻草人”，那样是经不起实战检

验的。

剑戟多砥砺，神州无烽烟。为祖

国站岗，为人民守岁，是人民子弟兵的

神圣职责；一人辛苦万人甜，一家不圆

万家圆，是军人的崇高情怀。节日战

备“强弓满弦”，关键在于严格落实战

备值班制度，细化应急应战预案，加强

紧急情况下战备演练，做到一声令下

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确保在任何

情 况 下 都 临 危 不 乱 、快 速 反 应 ，守 护

祖国人民平安祥和过年。

节日战备当“强弓满弦”
■李王彬

“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语出苏轼

的《思治论》，意思是向最难之处攻坚，追

求最远大的目标。习主席在二〇二三年

新年贺词中，引用这句话来鼓励亿万中

国人民用奋斗创造奇迹：“路虽远，行则

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只要有愚公

移山的志气、滴水穿石的毅力，脚踏实

地，埋头苦干，积跬步以至千里，就一定

能够把宏伟目标变为美好现实。”

“至难”与“至远”，可以说是辩证统

一的有机整体。无论干什么事，不“犯

其至难”，“图其至远”就是一句空话、一

个幻想；不“图其至远”，“犯其至难”就

少了驱动力和忍耐力。

好 走 的 路 都 是 下 坡 路 。 敢 于 向

“ 至 难 ”发 起 挑 战 ，主 动 跨 入 窄 门 ，逼

自 己 去 征 服 难 走 的 路 ，才 能 踏 平 坎

坷 、如 愿“ 至 远 ”。 被 誉 为“ 史 家 之 绝

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记述了不

少 或 视 死 如 归 、或 卧 薪 尝 胆 、或 沙 场

建 功 的 英 雄 。 这 部 著 作 的 作 者 司 马

迁，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焚膏油

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哪怕受到极

刑 ，痛 不 欲 生 ，也 忍 辱 负 重 坚 持 了 下

来 。 正 如 作 家 余 华 所 说 ：“ 无 论 是 写

作 还 是 人 生 ，正 确 的 出 发 都 是 走 进 窄

门 。 不 要 被 宽 阔 的 大 门 所 迷 惑 ，那 里

面的路没有多长。”

心怀“至远”，不放弃对最高目标的

向往，才有直面“至难”的坦然和迎战

“至难”的胆魄，才可能有幸一睹“世之

奇伟、瑰怪、非常之观”。有“环球航海

中国第一人”之称的翟墨，心中始终有

一个梦想，那就是挑战环航北冰洋。“我

多 么 热 爱 你 的 回 音 ，热 爱 你 阴 沉 的 声

调，你的深渊的音响，还有那黄昏时分

的寂静，和那反复无常的激情！”普希金

诗中的大海令人神往。然而，环航北冰

洋之路充满危险，无数航海先驱在此倒

下 ，沿 线 海 域 几 乎 都 以 他 们 的 名 字 命

名，因而也被称作“死亡之路”。为了实

现这个“至远”，翟墨预估可能会遇到的

危险困难，做最坏的打算、最充分的准

备 。 最 终 ，历 经 500 多 个 日 夜 ，跨 越

28000 余海里后，他和两名船员一起完

成了人类首次不停靠环航北冰洋之旅。

欲取其中，必求其上；欲取其上，必

求其上上。比如，科学研究中，有人以

功利目标为取向，在项目选择上避重就

轻、急于求成；有人迎难而上，敢于“在

木板最厚的地方钻孔”。“最厚的地方”

往往意味着困难多、风险大，却也是离

成功最近的地方。事实上，成功大多长

着一副“困难外表”，披着一层“危险外

衣”。遇到困难绕道走，拈轻怕重，满足

于简单重复，看似逍遥自在、捡了便宜，

实则丧失了挖掘自身潜力、磨砺斗争本

领的好机会。

爱因斯坦评价居里夫人曾说：“居

里夫人一生中最伟大的科学功绩是证

明放射性元素的存在并把它们分离出

来。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不仅是靠她

大胆的直觉，也靠她在难以想象的困难

下仍坚持工作的热忱和顽强，这样的困

难，在实验科学的历史中是罕见的。”不

论从事什么工作，一个人只有远离浮躁

之气、戒除名利之心，才能凝神聚力、潜

心谋事，收获“走着走着，花就开了”的

欣喜。

《近思录》云：“莫说道将第一等让

与别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是说，便是

自弃。”意思是，不要说把第一等事让给

别人去做，自己做第二等的就行，单单

只是这么说，那已是自我放弃。所有成

功的花，都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

牺牲的血雨；所有耀眼的辉煌，无不仰

赖“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

的无畏和“敢上九天将月揽，为邦不惜

鲜血流”的勇气。

惟其艰巨，所以伟大；惟其艰巨，更

显荣光。真正有大志向、大格局、大情

怀的人，“不畏有难畏无难”。正如鲁迅

先生所言：“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

难，就愈要做。”只要我们砥砺攻坚克难

的毅力，练就拨云见日的功力，多倾注

些耐心，脚踏实地、苦干实干，胜利的曙

光就不会遥远。

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
■张 迪

玉 渊 潭

“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回家团

圆、孝老祈福，浓缩着无尽的骨肉亲情和

家国情怀，成为中国人几千年来绵延不

绝的精神之根。

在传统文化里，春节本身就是一个

连接家与国的时间节点。对于中国人

而 言 ，家 国 一 体 、家 国 同 心 ，始 终 是 每

个 人 内 心 不 变 的 家 国 情 怀 ，始 终 是 流

淌 于 血 脉 里 的 文 化 基 因 ，始 终 是 中 华

民 族 薪 火 相 传 、战 胜 困 难 的 文 明 逻

辑。在过去 3 年的疫情防控中，正是因

为无数普通人挺身而出、义无反顾，让

个 人 前 途 与 国 家 命 运 同 频 共 振 ，才 汇

聚成一个泱泱大国战胜风险挑战的强

大合力。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对于军

人来说，春节的意义不仅是与亲人的团

圆，更在于对家国的体认。每名官兵除

了牵挂自己的家人之外，更知道肩上的

重任连着身后的万家灯火，脚下的哨位

系着祖国的万里河山。当春节来临的时

候，我们应保持全时待战、随时能战的状

态，让亿万父老乡亲过一个安心、顺心、

开心的团圆年。

最是牵挂家国情
■王吉兆 何佳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