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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里有话

玉 渊 潭

八一时评

军人向战而生，人才为战而育。我

军 人 才 工 作 说 到 底 是 为 战 争 准 备 人

才。正如习主席所强调的：“要把能打

仗、打胜仗作为人才工作出发点和落脚

点，紧跟战争形态演变趋势，提高备战

打仗人才供给能力和水平。”

军队是为打仗而存在的，军队人才

建设必须服从备战打仗第一需要。实

践证明，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

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

因素。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军

事革命正在快速演进，战争制胜观念、

制胜要素、制胜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以

快吃慢、以明制盲、以远打近、以点瘫体

等成为新的战争规则，这对聚焦备战打

仗 培 养 和 使 用 人 才 提 出 了 更 高 要 求 。

决胜未来战争，关键在人才，人才越多

越好，本事越大越好。如果没有人才、

人才不足或人才质量不高，是打不了胜

仗的。

任 何 时 候 人 才 方 阵 强 了 ，底 气 就

足、腰杆就硬，制衡强大对手就有源源

不断的力量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

军坚持打仗需要什么人才就培养什么

人才、什么人才管用就建强什么队伍，

人才培养重心聚焦能战，人才建设重点

指向善战，人才选用标准突出胜战，大

抓实战化军事训练，彻底扫除与备战打

仗要求不符的和平积弊，不拘一格选贤

任能，能战者留、善战者用、胜战者上蔚

然成风，立起了标准导向，归正了育人

重心。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未来 5 年，我军建设的中心任务就是实

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使命如山，任

重道远。这对我军人才建设提出全新

要求，时间之紧、任务之重、挑战之大前

所未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培

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人才抓建必须

只争朝夕。面对国际战略竞争新形势，

面对战争形态演变新态势，面对强军事

业 发 展 新 情 况 ，我 们 只 有 紧 盯 科 技 之

变 、战争之变 、对手之变，围绕备战急

需，加大人才供给，全力跑出人才强军

的加速度，才能确保我军人才能够驾驭

现代战争、有效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

昨天的战争背影不远，今天的战争

面貌一新，明天的战争雏形已现。能打

胜仗的能力标准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

着战争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今天

的人才布局，决定着明天的人才格局、

竞争态势。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机械

化时代的人才与信息化智能化时代的

人才，在能力结构需求上虽然有一定共

性，但已经发生了本质变化。我们必须

围绕备战打仗确立人才工作目标，依据

打仗标准检验人才工作成效，更好发挥

人才对强军打赢的关键性作用，有效推

动 人 才 供 给 侧 与 战 场 需 求 侧 精 准 对

接。特别应加速培养联合作战指挥人

才、新型作战力量人才、高层次科技创

新人才、高水平战略管理人才，推动军

事人员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关键领域

人才发展取得重大突破。

提高备战打仗人才供给能力和水

平，具有很强的系统性、专业性。我们

应准确把握军事职业特点和军事人才

发展规律，聚焦备战打仗急需，研究破

解制约我军人才工作的突出矛盾和问

题，统筹推进识才、聚才、育才、用才等

各 方 面 改 革 创 新 ，加 快 实 现 人 才 队 伍

能力素质、结构布局、开发管理全面转

型升级。综合运用三位一体新型军事

人才培养体系，打通人才培养链路，创

新 教 为 战 、研 为 战 、练 为 战 的 育 人 模

式 。 坚 持 按 照 打 仗 标 准 选 人 用 人 ，把

打仗能力作为人才选拔任用的关键能

力和核心要素，对那些一心钻打仗、谋

打 仗 、练 打 仗 的 骨 干 人 才 重 点 培 养 和

大 胆 使 用 ，扎 实 做 好 军 事 斗 争 人 才 准

备 ，牢 固 立 起 人 才 工 作 服 务 备 战 打 仗

的鲜明导向。

人才的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说，也

是人才制度政策的竞争。我们应坚持

以作战需求为牵引，推进军事人力资源

政策制度体系优化，加强政策制度配套

建设，构建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和人才

配置体系。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

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充分发挥用人主

体在人才培养、引进、使用中的积极作

用，加快形成有利于人才成长的培养机

制、有利于人尽其才的使用机制、有利

于竞相成长各展其能的激励机制、有利

于各类人才脱颖而出的竞争机制，让人

才建设“准星”始终对准打仗“靶心”。

（作者单位：武警河北总队）

聚焦备战打仗 优化人才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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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禹成 李 瑞

“凡战法必本于政胜。”战争是政治

的继续，这是马克思主义战争理论的一

个基本观点。正如习主席所强调的，筹

划和指导战争，必须深刻认识战争的政

治属性，坚持军事服从政治、战略服从

政略，从政治高度思考战争问题。

“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

血的政治。”能否正确处理战争和政治

的关系，事关国家前途命运。当年，在

抗美援朝战争中，我们是打是谈、是进

是止，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首先从政治

上来考虑。历史证明，正确把握战争和

政治的关系，就能掌握战略主动，为国

家安全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反之，在战

争问题上出现误判，产生的政治后果往

往是关系全局的，甚至影响到国家前途

命运和民族复兴进程。

现代战争不论形态如何变化都是

政治的继续，军事服从政治仍然是打赢

现代战争的铁律。在现代战争中，政治

依然贯穿战争的全过程，规定战争的本

质，影响战争的力量来源和士气，对战

争的前途和结局有着决定性影响。近

年来，有的西方大国置国际法和国际关

系准则于不顾，凭借强大军力，频繁对

外动武，从而失去了政治、道义、法理上

的制高点，不仅在军事上付出高昂代

价，而且在政治上也失了大分。实践启

示人们，军事必须服从政治，战略必须

服从政略，只有从政治高度思考和谋划

战争问题，才能确保战争的正确方向并

取得胜利。

当今时代，政治因素对战争的影响

和制约愈发突出。一方面，军事和政治

的联系更加紧密，在战略层面上的相关

性和整体性日益增强，军事斗争的政治

性、政策性、敏感性显著增强，作战目标

的确立、作战规模的控制、作战强度的

把握，都要服从政治需要。另一方面，

现代战争战场空间多维，战场环境高度

透明，作战双方一举一动都暴露在世人

面前，使得“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效

应更加凸显，争夺政治、道义和法理制

高点的斗争更加激烈。

毛泽东同志曾说：“只有会做政治

工作的人才会打仗，不懂政治的人就不

会打仗。”革命战争年代，我军许多将领

“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既能以文

助武打政治军事仗，也能以武辅文打军

事政治仗，创造了诸多战争传奇。今

天，不论是军事主官还是政治主官，第

一身份都是指挥员。如果政治干部军

事素养不高，在备战打仗中就会插不上

手、说不上话、使不上劲。同样，如果军

事干部政治素养不高，就很难在政治

上、战略上和全局上掌握主动权。

从政治高度思考和处理军事问题，

要求我们既要有军事头脑，更要有政治

头脑。打还是不打、什么时候打、怎么

打、打到什么程度，都要服从和服务于政

治，做到始终围绕政治目的筹划指导战

争，着眼政治形势选择作战时机，根据政

治需要实施作战行动，当进则进、当止则

止。着力推动军事行动与政治工作综合

实施、协调联动，做到军事行动未动、政

治工作先行，军事行动延伸到哪里，政治

工作就保证到哪里。探索政治工作服务

备战打仗作用机理，继承和发扬我军善

打政治军事仗的优良传统，统筹“政治+

军事+科技”的综合优势，把政治工作贯

穿到战斗力建设各个环节，融入到军事

斗争准备和作战全过程。

政治建军是我军的立军之本。从

政治高度思考和处理军事问题，要求我

们坚决贯彻政治建军要求，坚持党对军

队绝对领导，探索创新新体制下党委领

导作战的有效实现形式，确保部队绝对

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坚持政治

工作的生命线地位，用进步的政治精神

贯注官兵，锻造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

政治品格；加强对官兵的政治引领和政

治训练，引导官兵提高政治素质和政治

能力，坚定斗争意志、提高斗争本领、增

强斗争艺术，努力把我军政治优势转化

为胜战优势，打好政治军事仗和军事政

治仗。

（作者单位：河南省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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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部在综合演练中，按照流程牵

引、体系运行、联合高效的要求，着力引

导指挥员把准指挥角色，深度嵌入指挥

链进行演练，使指挥员强化了联合意

识，提高了联合作战指挥能力。

军队能不能打仗、能不能打胜仗，

指挥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在指挥链上

练指挥，是优化联合作战指挥体系的客

观要求，也是破解指挥员“五个不会”的

有效途径。“运筹帷幄中军帐，千军万马

凭指挥。”指挥员要想取得领兵打仗的

“资格证”，就要把自身融入作战体系，

锚定指挥链条练指挥，对标联合作战强

本领。只有在指挥链上练指挥，才能变

“不会判断形势”为全面精准研判形势，

变“不会理解上级意图”为完整准确理

解意图，变“不会定下作战决心”为及时

果断定下决心，变“不会摆兵布阵”为机

动灵活摆兵布阵，变“不会处置突发情

况”为跟进态势随机应变。

从世界近几场局部战争来看，作战

指挥的复杂程度、诸军兵种的联合难

度、兵力兵器的协同强度等都已今非昔

比，作战行动更加讲究联合性、协调性、

整体性，这些都对指挥员的能力素质和

训练模式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指挥

员要掌握战争主动权，必须按照体系作

战要求，融入联合体系，全面了解联合

作战体系构成和其他军兵种的支援程

度，破解联合指挥、联合行动、联合保障

等方面的重点难点问题。

近年来，尽管各级针对“两个能力不

够”“五个不会”问题下了很大功夫，取得

明显成效，但一些指挥员指挥能力不强的

问题依然存在。在实际演训中，仍有个别

指挥员要么孤立于联合作战指挥体系之

外，脱离了指挥链，要么在面对各种危局

险局困局时，缺乏应对有方、措置裕如的

能力。未闻鼙鼓，先育良将。我们必须把

指挥员的能力短板解决在枪响之前。

仗要怎么打兵就怎么练。各级指

挥员应牢固树立体系思维，主动把自己

嵌入指挥链，周密制订协同动作方案和

协同计划，处理好各参战力量之间的相

互关系，紧贴使命任务练协同、练指挥、

练战法。深入研究自己在联合作战指

挥上的职能角色、指挥关系、运行流程，

采用模拟仿真、兵棋推演、理论攻关、实

践论证等各种方法，严密组织研判情

况、筹划作战构想、拟制方案计划，练

强指挥能力，练硬战斗作风，确保一旦

有事上得去、打得赢。

在指挥链上练指挥
■朱 涛

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评价：“唐

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

得比焉。”其中的“姚”，指的是唐代三朝

宰 相 姚 崇 。 他 一 生 正 直 勤 勉 、尽 心 尽

责，曾提出勿贪边功、不许宦官干政、允

许臣下讲实话等十条政治主张。临终

之际，当被人问起为政经验时，他只言

及“崇实充实”四个字，意思就是要崇尚

实干、充实国库。

古往今来，有崇实干者，亦不乏崇

清谈者，西晋王衍就是其中一个代表人

物。他出身名门，“神情明秀，风姿详

雅”。身居宰辅之重，却“妙善玄言，唯

谈《老》《庄》为事。每捉玉柄麈尾，与手

同色。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改更，世号

‘口中雌黄’”。后来羯族首领石勒起兵

进 犯 洛 阳 ，王 衍 作 为 太 尉 随 军 前 去 讨

伐，结果兵败被俘。临死前，王衍哀叹

道：“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

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

习主席曾以王衍虚谈废务为例，指

出“担当作为就要真抓实干、埋头苦干，

决不能坐而论道、光说不练”。实干，是

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我们党带领人民

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法宝，也是被实践反

复证明的真理。在 2023 年春节团拜会

上，习主席再次强调，为者常成，行者常

至，历史不会辜负实干者。

要想练就真本领，锻造真能力，成

为 有 真 才 实 学 的 人 ，必 须 经 历 重 重 磨

练，在层层摔打中经风雨、见世面、强本

领。1969 年，15 岁的习近平下乡来到梁

家河村，成为一名知青。有很长一段时

间，他都是在基建队劳动，主要任务就

是打坝淤地。“他是真干呢！穿一件蓝

色的旧棉袄，腰里系一根点炮时用过的

导火索，没有一点书生的架子。”在梁家

河这所“大学校”里，习近平一样样地

学，一关关地过，最终“所有的这一套生

活上的事情都会自己料理”。习主席在

回忆自己的知青岁月时说：“七年多上

山下乡的经历使我获益匪浅，同群众结

下了深厚的友谊，为成长进步打下了比

较好的基础。”

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实干，

是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优良品格，也是

最好的领导方式。上世纪 50 年代，黄

河发大水冲歪了一座铁路桥。当时技

术力量有限，只能组织上万人用纤绳把

桥基拉正。拉纤的当天，周恩来同志来

到现场，脱下外套便加入了纤夫队伍。

见此情景，群众高喊：“总理，不能啊！”

周恩来同志说：“这里没有总理，只有纤

夫！”群众认干不认说，用“身影指挥”替

代“声音指挥”，甩开膀子干实事，冲锋

在前、身先士卒，比任何加油鼓劲都更

能提振信心、聚合力量。

实干，更是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

成就事业的必由之路。1978 年，邓小平

同志访问日本时，参观了日本的精密仪

器、自动化设备等先进生产技术。当被

问及对日本的哪些方面感兴趣时，邓小

平同志说，“不知日本有没有不释放一氧

化碳的蜂窝煤，很想了解这方面的生产

技术”。接地气才能长底气，在人民中间

才能在人民心间。这也是邓小平同志赢

得人民拥护和爱戴的重要原因。他曾指

着特区繁华的景象说：“深圳发展这么

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讲话讲出来

的，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

李卜克内西在《纪念卡尔·马克思》

中写道：“‘空谈家’一词是他嘴里最严

厉的谴责语——他只要认为某人是个

‘空谈家’，就不会再理睬这个人了。”人

生 来 是 为 行 动 的 ，就 像 火 焰 总 向 上 升

腾 。 迎 着 朝 阳 实 干 ，胜 过 面 对 晚 霞 叹

息 。 任 何 成 绩 的 取 得 ，任 何 价 值 的 实

现，都离不开“实干”二字。“故贤者处实

而效功，亦非徒陈空文而已。”无论时代

如何变化，我们都要立志做起而行之的

行动者、攻坚克难的实干者，而不是得

过且过的混事者、怕见风雨的泥菩萨。

战争之事充满艰辛，“或跋涉冰天

雪窟之间，或驰驱酷暑恶瘴之乡，或趁

雨雪露营，或昼夜趱程行军；寒不得衣，

饥不得食，渴不得水。枪林弹雨之中，

血肉横飞，极人世所不见之惨，受恒人

所不经之苦”。若无实干精神，止于清

谈，岂能堪此？对军人来说，战场是生

与死的较量，来不得半点虚假。我们必

须发扬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不驰于空

想，不骛于虚声，真正把嘴上说的、纸上

写的，落实到强军事业的实践中，用知

重负重、苦干实干取得实绩实效。

历史不会辜负实干者
■张 迪

作者：周 洁

“让学雷锋活动融入日常、化作经

常”，这是习主席近日对深入开展学雷

锋活动作出的重要指示。对我军来说，

就是要把学雷锋精神、做雷锋传人作为

重要政治责任，践行雷锋精神、矢志奋

斗强军，引导官兵自觉坚定信念、练兵

备战、爱岗敬业、崇德向善，推动学雷锋

活动常态化。

人民永远铭记雷锋，时代永远崇尚

雷锋，军营永远学习雷锋。60 年来，全

军坚持不懈开展学雷锋活动，雷锋精神

深刻影响了几代官兵的人生追求和价

值取向。雷锋身上所具有的信念的能

量、大爱的胸怀、忘我的精神、进取的锐

气，正是新时代革命军人好样子的生动

写照。新征程上，接过雷锋的枪，需要

我们学习雷锋的政治立场、价值追求和

道德品质，全面提高思想政治素质、科

学文化素质、军事专业素质，真正培养

造就一大批能够担当强国强军大任的

时代新人。

罗 瑞 卿 大 将 曾 说 ：“ 我 军 指 战 员

从来就有一种最高贵的品德，这就是

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革命英雄主义

气 概 和 全 心 全 意 为 人 民 服 务 的 精

神。有了这种品德，在董存瑞那样的

环 境 里 ，就 会 出 现 董 存 瑞 ；在 黄 继 光

那 样 的 环 境 里 ，就 会 出 现 黄 继 光 ；在

安业民那样的环境里，就会出现安业

民 ；在 杜 凤 瑞 那 样 的 环 境 里 ，就 会 出

现 杜 凤 瑞 。 雷 锋 就 是 上 述 英 雄 人 物

在 新 的 环 境 中 的 化 身 。”这 也 告 诉 我

们 ，一 个 人 具 备 了 雷 锋 精 神 ，当 祖 国

和 人 民 需 要 时 ，他 可 以 视 死 如 归 ，也

可 以 见 义 勇 为 ；他 可 以 冲 锋 陷 阵 ，也

可以公而忘私。

接过雷锋的枪，就要用雷锋精神为

灵魂“补钙”、为品德“提纯”、为本领“淬

火”。学习雷锋对党忠诚、听党指挥的

忠贞信念，把党的理想作为自己的理

想，把党的奋斗目标作为自己的奋斗目

标，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党叫干啥

就干啥，“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就是入

火海进刀山，我甘心情愿，头断骨粉”。

学习雷锋爱岗敬业、恪尽职守的责任担

当，时刻做到脑子里永远有任务、眼睛

里永远有敌人、肩膀上永远有责任、胸

膛里永远有激情，像一颗“永不生锈的

螺丝钉”，拧在哪里都闪闪发光。学习

雷锋奋发图强、争创一流的进取精神，

刻苦学习新知识、掌握新装备、研练新

战法，勇挑重担、知难而进，争当训练尖

子、技术能手、工作模范、行业标兵。

习主席接见雷锋生前所在部队官

兵 时 曾 说 ，“ 你 们 要 做 雷 锋 精 神 的 种

子”。雷锋是在人民军队这个大熔炉培

养锻炼出来的伟大共产主义战士。我

军各级党组织应倍加珍惜、坚持用好雷

锋精神这个宝贵财富，推动学雷锋活动

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发展。要加强组织

领导，推动健全工作机制，深化拓展军

地共建共育平台，为学雷锋活动深入持

久开展创造良好条件。要创新内容形

式，运用新的传播手段、新的时代元素

解读雷锋精神，进一步增强学雷锋活动

的时代感和实效性。要注重典型引领，

发挥榜样作用，让学雷锋在广大官兵中

蔚然成风，让雷锋精神在奋进强军路、

奋力开新局中不断焕发时代光芒。

（作者系长沙社科联特约研究员）

做雷锋精神的种子
■王真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