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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里有话

作者：周 洁

谈训论战

玉 渊 潭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无论是一个

国家、一支军队，还是一个人，要想振奋

精神、保持不败，须常怀忧患。

“我作戒诗，思者无咎。”唐代文学

家柳宗元的《敌戒》一文，极富哲理性。

文章深刻阐述了“敌存灭祸，敌去召过”

的道理，指出“敌去而舞，废备自盈”，将

会招来更大的危险，提醒人们“居安思

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

《敌戒》文章虽短，影响却很深远。

柳宗元在文中写道：“晋败楚鄢，范文为

患；厉之不图，举国造怨。孟孙恶臧，孟

死臧恤，‘药石去矣，吾亡无日’。智能

知之，犹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

这三个历史故事中，“孟孙恶臧”最能发

人深省。据《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记

载：孟孙平时憎恶臧孙，孟孙死时，臧孙

却很忧伤，说：“孟孙憎恨我好比治病的

药石，孟孙死了，我灭亡的日子也就没

有几天了。”不久，臧孙果然被赶出了鲁

国。正是因为孟孙的存在，才让臧孙心

怀危机、保持警惕、减少犯错。这些故

事提醒我们，“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

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

忧患意识什么时候都不能丢掉。

彩虹和风雨共生，机遇与挑战并存，

这是亘古不变的辩证法则。自古以来，贤

能之士皆把忧患当作药石，为的是清醒

以对，化危为机。《孟子》中讲道：“入则无

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今天，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成为至理名言，它

告诉我们，艰苦的生活环境能够锻炼人

们的坚强意志，激励人们不断进取；安乐

的生活条件容易腐蚀人，使人沉醉其中

走向颓废乃至灭亡。正所谓，“君子安而

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

安而国家可保也”。任何事物的发展，都

存在相辅相成、相生相克的规律性。视忧

患为药石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能够让人从

承平中预见危机，从有利中发现不利，从

而做到未雨绸缪、防微杜渐。

古人讲：“天下之祸不生于逆，生于

顺。”那是因为顺的时候容易忘乎所以，

丢掉忧患。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在其《新

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深刻表达了“忧劳可

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历史法则。后

唐庄宗李存勖，“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

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

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李存勖心

怀忧患之时，所向披靡，无往不胜。然

而，其成功之后，贪图享乐，宠幸伶官，造

成众叛亲离，祸敌相继，“一夫夜呼，乱者

四应”。欧阳修的文章警示后人，祸患常

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一旦丧失

忧患意识，就可能面临覆亡的命运。

我们党是生于忧患、成长于忧患、

壮大于忧患的政党。1945年毛泽东同志

在党的七大上作结论报告，在讲“准备

吃亏”时一口气列了 17 条困难。一代代

共产党人之所以始终保持高昂意志、奋

发状态，不断迎挑战、战风险，化危机、

开新局，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始终把忧患

当 作 药 石 。 可 以 说 ，勇 于 从 挫 折 中 奋

起，善于在忧患中奋进，已经成为我们

党最为重要的政治品质之一。

历史是一面镜子，警示我们要有忧

患意识；现实是一种挑战，呼唤我们增

强忧患意识。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

期，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

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

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

发生。共产党人、革命军人必须增强忧

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

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

骇浪的重大考验。唯有如此，我们才能

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不为任何风

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不断把新

时代强国强军事业推向前进。

（作者单位：94201部队）

常 把 忧 患 当 药 石
■安程浩

作家九边曾提出一个词，叫“抢占

式”学习。他举例说，有个朋友，买了一

套《资治通鉴》，用一年时间看了两遍，

结果感觉打通了“任督二脉”，写什么都

下笔如有神。

可以想象，一本书即使是读了两遍，

里面那些具体的知识，也未必能记住很

多。但是作为通读过《资治通鉴》的人，他

文化视野的广度，对历史理解的深度，肯

定和原来不一样了。这就是“抢占式”学

习的意思，坚持找一个“高地”强攻上去。

现实生活中，不难发现，身边那些善

于读书学习的人，比如反复阅读过《毛泽东

选集》的人，再比如通读过《二十四史》《群

书治要》《唐宋八大家文钞》的人，他们看待

问题的角度、广度、深度就比一般人强，原

因是抢占了一块知识和视野的高地。

毛泽东同志有一句精彩的论断：

“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

远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

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新征程上，

广大官兵要大兴学习研究之风，勤于攻

读“大部头”，久久为功，永不懈怠。经

过一段时间，当站上知识高地、回望原

处时，就会惊叹自己的能力涨了一大

截。可以说，历史从不辜负攻读者、攀

登者。欲想成为走在前列的知识型军

人，那就坚持“抢占式”学习吧！

力争抢占一块“高地”
■丁光辉

“斗则得，服则失。”没有伟大斗争，

就没有伟大胜利。

“所有共产党员都要保持战略清醒，

增强斗争精神，坚定斗争意志，提高斗争

本领，勇于迎击任何狂风暴雨、战胜任何

惊涛骇浪，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不止。”

军队党员干部如何开展斗争？一靠坚

定，二靠灵活。

坚定，体现的是斗争原则、斗争意

志、斗争决心，彰显的是不畏强敌、敢战

能战的血性胆魄。凡是危害我国核心利

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凡是危害我国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的各种风险挑战，只要来

了，我们就必须进行坚决斗争，毫不动

摇，毫不退缩，直至取得胜利。事实证

明，只有意志足够坚定，才能让对手知难

而退、知止收敛，不敢挑战我们的底线。

灵活，体现的是斗争策略、斗争方

法、斗争艺术，彰显的是游刃有余、善战

胜 战 的 斗 争 能 力 。“ 有 勇 无 谋 ，大 事 难

成。”仅有斗争意志而不懂斗争规律、不

讲斗争艺术，那是匹夫之勇，一上场就会

败下阵来。开展斗争如果不循章法、盲

目蛮干，不善于运用灵活机动的方式，把

策略方法抛在一边，一把好牌也会打成

烂牌。我党我军之所以能在一次次斗争

中取得胜利，就在于很多领导干部善于

把握斗争规律、讲求斗争艺术，牢牢掌握

斗争主动权。

军事斗争是进行伟大斗争的重要方

面。要想取得军事斗争的不断胜利，同

样离不开坚定和灵活两个方面。唯有坚

定，才能彰显我们的原则立场，不给敌人

可乘之机；唯有灵活，才能体现我们的指

挥能力，真正牵着敌人的鼻子走，在斗争

中赢得主动权、获得制胜权。

坚定和灵活对于取得军事斗争的

胜利，缺一不可。两者相辅相成，互相

支撑，是一个矛盾统一体。革命战争年

代，我们对敌斗争的决心意志是不可动

摇的。有了这个原则立场，再加上机动

灵活的战略战术，我们总能取得胜利。

比 如 ，粟 裕 同 志 指 挥 的 苏 中“ 七 战 七

捷”，就是我军坚定灵活开展军事斗争

的成功范例。这次战役，七战七法、七

战七胜，生动展现了我军坚定灵活的斗

争意志和策略。

邦境虽安，忘战必危。当前，我国安

全形势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大，军事斗

争任务艰巨繁重。形势越是严峻复杂，

越需要我们有步骤、有策略地用好用活

军事斗争。在开展军事斗争中，党员干

部既要体现坚定性，敢于斗争，该出手时

就出手，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

利益；又要体现灵活性，善于斗争，把握

斗争火候，运用斗争策略，审时度势、权

衡得失，确保政治和军事主动，取得一个

又一个胜利。

开展斗争贵在坚定且灵活
■张宏星

目标昭示方向，目标引领发展。

今年是习主席提出党在新时代的

强军目标 10 周年。古人讲，“举一纲而

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强军目标

是我们党建军治军的总方略，是推进国

防和军队现代化的总纲，也是部队各项

建设和工作的统领。抓住了强军目标，

就能起到纲举目张的重要作用。

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

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是一项

开拓性的事业，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军

事革命。能不能贯彻落实好强军目标，

关系国防和军队建设全局，关系我军有

效履行使命任务，关系我军在世界军事

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强军目标如何

在军队各个单位各项工作贯彻落实，是

一篇大文章，需要结合部队实际做深做

细，在深化、具体化上下功夫。我们常

讲，强军目标之强，是战斗力之强，是政

治、打仗、作风全面的强。只有坚定强

军信念，强化工作统领，才能把强军目

标要求贯彻到部队建设和工作各领域

全过程。

“听吧，新征程号角吹响，强军目标

召唤在前方……”这首《强军战歌》，官

兵们都喜欢唱，体现了大家对实现强军

目标的期盼和向往。贯彻落实强军目

标，首先要增强认知认同，坚定信仰信

念。事实证明，强军目标只有得到广大

官兵理解和认同，变成广大官兵的价值

追求和自觉行动，才能真正成为推动部

队各项工作的根本遵循。这就要求我

们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搞好转化运用，

把学习贯彻强军目标同解决军事训练、

政治工作、后装保障等实际问题结合起

来，同建设、斗争、备战一体推进结合起

来，同加快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

展结合起来，使之成为加强部队全面建

设、深化部队改革创新、推进军事斗争

准 备 的 强 劲 动 力 。 比 如 ，在 这 轮 改 革

中，我们坚持用强军目标审视、引领和

推进改革，为改革明确了政治标准、军

事标准和作风标准，既指明了“彼岸”，

也解决了“桥”和“船”的问题。经过新

时代 10 年改革重塑、转型发展，人民军

队体制一新、结构一新、格局一新、面貌

一 新 ，现 代 化 水 平 和 实 战 能 力 显 著 提

升。这些历史性伟大成就的取得，为实

现强军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

龙头怎么摆，龙尾怎么甩。强军目

标能不能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得到有

效贯彻落实，关键在各级党委。新年度

工 作 一 开 局 ，有 的 党 委 举 办 学 习 贯 彻

习近平强军思想研讨班，有的在着力强

化新质新域作战力量上下功夫，有的狠

抓营连主官带兵能力建设……这些工作

都聚焦实现强军目标，体现了各级党委

贯彻落实强军目标的决心意志和有力举

措。在实际工作中，各级党委只有切实

发挥在实现强军目标中的核心领导作

用，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增强贯彻落实

强军目标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自觉确立

与强军目标要求相适应的思想观念、行

为模式、作风养成，紧紧围绕强军目标想

问题、作决策、抓建设，才能有力推动实

现强军目标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

导向就是方向，导向凝聚力量、成

就事业。强化工作统领，必须立起聚焦

实现强军目标的鲜明导向。可能有人

会说，强军目标是个战略任务，很难落

到具体工作中去。其实不然。目前，实

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有三大目标

任务要完成，即到 2027 年实现建军一

百年奋斗目标，到 2035 年基本实现国

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

成世界一流军队。这三大目标任务包

含无数具体的小目标、小任务，与部队

建设和工作紧密相连，与官兵的岗位和

专业息息相关。每名官兵干好本职工

作，练好打仗本领，就是在为实现强军

目标作贡献。当前，我军正在打好“十

四五”规划落实攻坚战。这一规划的高

质量落实，必将有力推动建军一百年奋

斗目标的如期实现。各级只有坚持把

强军目标细化分解为部队发展的具体

任 务 和 指 标 ，形 成 聚 焦 强 军 的 工 作 导

向、评价导向、激励导向，坚持衡量部队

建 设 、检 验 工 作 成 效 用 强 军 目 标 来 评

判，才能把贯彻强军目标的各项工作抓

实抓到位。

欲建大厦者，先厚其地基。习主席

强调，“实现强军目标，基础在基层，活力

也在基层”。基层是部队各项工作和战斗

力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部队所

有工作都要靠基层去落实，在第一线冲锋

陷阵也全靠基层。只有牢固树立强基固

本思想，树牢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按照

《军队基层建设纲要》要求扎实打基础、反

复抓落实，实现基层建设全面进步、全面

过硬，才能推动贯彻落实强军目标向基层

拓展、向末端延伸。

“欲穷大地三千界，须上高峰八百

盘。”建设一支强大军队，是我军建设和

工作的主旋律、最强音。新征程上，让我

们坚定强军信念、献身强军事业，埋头苦

干、真抓实干、紧张快干，为实现党在新

时代的强军目标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作者单位：32613部队）

坚定强军信念 强化工作统领
—持续唱响新时代强军战歌②

■孔令军

前段时间，电视剧《狂飙》引发热

议。剧中高启强的扮演者张颂文，演技

受到观众普遍肯定。张颂文的成功，离

不开他的刻意练习。

张颂文不是天赋型演员，长相也缺

少“明星气”，被拒绝过很多次，演过很

多配角，用了 20 多年才凭借演技被大

众认可。“一万小时定律”认为，任何人

练习一万小时，都能从平凡变成大师。

然而，张颂文并非盲目地练，他是瞄准

目标、刻意练习。张颂文的勤修不辍告

诉我们，没有目的的练习毫无意义，只

有刻意练习下的一万小时才有用。

有人曾问诗人惠特曼，怎样才可以

成为诗人。他答道：“如果每天早上你一

起床就想要写诗，你就会成为诗人！”惠特

曼提倡的也是刻意练习。所谓刻意练习，

是指设定目标、有反馈和纠正的大量练

习，练习的核心不是时间，而是不断打破

舒适圈、进入新的练习区域。探究身边少

数人，他们很努力却成绩平平，那是因为

他们只是简单重复和时间堆砌。刻意练

习则是聚焦目标、精准辨别自己的差距，

不断实施有针对性地改造和提高。

这个时代变化很快，一时优秀并不

代表永远优秀。对军人来说，要想具备过

硬的本领、制胜的优势，就要不间断地进

行刻意练习。特别是面对科技之变、战争

之变、对手之变，如果自己盲目训练，就难

以走在战争前面、对手前面。因此，每名

官兵都应锚定作战目标、聚焦强敌对手、

紧跟科技进步，深层次研究战争、研究军

事、研究打仗，力争在刻意练习中永不落

后，始终保持打赢战争的强大能力。

刻意练习必不可少
■李 勇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中有一个真实

的情节。志愿军最初入朝参战时规定，

不准用枪打飞机，因为可能既打不到，又

暴露了目标。有一个战士因为忍受不了

敌机的频繁骚扰，端起机枪对空扫射，居

然把飞机打下来了。但他立即感到闯祸

了，这是严重的违纪行为，准备接受处

分。彭德怀司令员却说，我不是来处分

你的，我是来给你颁发军功章的。军令

规定不准打飞机，既然你把飞机打了下

来，我们就立即修改军令。由此，志愿军

积极创造打飞机的招法，开展了有效的

群众性对空射击活动，取得重大成果，为

战争胜利立了很大功劳。

回顾军史，我们看到，志愿军官兵

群众性对空射击活动的创新开展，离不

开上级领导的支持，离不开制度机制的

保障。如果没有彭德怀司令员的肯定，

没有军令的修改，这一群众性首创不仅

不能得到推广，那位战士还可能受到处

分。今天，如何让官兵敢首创仍是我们

需要积极面对并亟待回答的时代课题。

《军队基层建设纲要》规定，要“充

分尊重官兵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带着

对官兵的深厚感情做工作，着力增强基

层内生动力和工作主动性”。的确，知

战胜者在卒伍。基层官兵处于练兵备

战最前沿，直接参与军事实践。我军的

作战思想、作战理念最终要落实到他们

的行动上；武器装备、科研成果最终要

落实到他们的使用上。训练方法是否

科学，武器装备是否先进，后勤保障是

否到位，政治工作是否有效，哪些地方

需要创新，哪些部分需要加强，都离不

开官兵的参与和改进。他们的创新创

造，永远是打开胜利之门的金钥匙。

新时代 10 年，很多单位践行“大众

谋战、全员创新”理念，官兵首创精神得

到充分尊重，一大批创新成果转化为现

实战斗力。然而，也有少数单位在“可

为”上力度不够，束缚了官兵创新创造的

手脚。有的把官兵的奇思妙想、创新创

造视为不务正业，影响了官兵干事创业

的积极性主动性；有的虽然敬慕成果，却

不宽容失败，使官兵畏首畏尾，不敢大步

向前；还有的重视大项目、轻视小革新，

官兵的一些创意创新因缺少支持而难以

付诸实践。这些问题不解决，就难以让

创新的活力充分迸发、让创造的源泉充

分涌流。

让官兵敢首创，离不开上级和领导

的支持。事实上，要让首创结出创新之

果，没有领导干部的认可是很难实现的。

1946年7月，东北民主联军辽东军区三纵

队七师二十团三营开创了闻名全军的“诉

苦经验”。这个“诉苦经验”之所以能在全

军推广，得益于毛泽东、陈云、罗荣桓等同

志的肯定，毛泽东还亲笔修改了“诉苦经

验”。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基层官兵创造

了被称为“地下长城”的坑道工事以及坑

道攻守战术。这一坑道战术的有效应用，

也是陈赓等志愿军领导大力支持的结

果。可以说，没有支持就没有首创。现在

在一些基层单位，很多领导干部专门为技

术骨干设立“创新工作室”，为技术攻关提

供专门经费，举办“军匠工程”创新成果

展，就是对创新创造的有力扶持。

水不激不跃，人不激不奋。让官兵

敢首创，需要激励机制，也需要容错机

制。创新被视为“一场寂寞的长跑”，就是

因为它会成功，也会失败。当创新成功

时，就要及时给予奖励。郭兴福探索的战

术训练方法很有效果，1964 年 1 月 3 日，

中央军委专门向全军发出指示，号召全军

掀起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运动；空军地空

导弹部队营长岳振华带领部队创造的“近

快战法”，在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获得

一等奖……这些一线创新成果，都受到

了应有的褒奖。当创新失败时，千万不能

只想着问责，而是要用“三个区分开来”的

标尺卡一卡，真正实施精准问责，让官兵

心中的创新之火永不熄灭。

当 下 ，我 们 已 经 进 入“ 新 体 制 时

间”。要最大限度释放改革效能，最大限

度提升战斗力，尤其需要广大官兵敢创

新，用创新创造成果打造制胜优势。各

级党组织应大力弘扬创新文化，激发官

兵锐意创新的勇气、敢为人先的锐气、蓬

勃向上的朝气，激励官兵争当创新的推

动者和实践者，使谋划创新、推动创新、

落实创新成为官兵的自觉行动。

（作者单位：解放军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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