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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思广益

编者按 又是一年毕业季，一大批军队院校学员陆续完成学业，
告别校园生活，即将奔赴祖国大江南北座座军营，开启军旅新篇章。
毕业学员如何实现入伍初心，如何在军营的沃土成长进步，如何胜任
本职工作，真正肩负起新时代赋予的使命任务？这一期“集思广益”
栏目推出一组文章，与广大毕业学员共勉。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

党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习主席在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

号召广大党员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

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为实现伟大梦想顽

强拼搏、不懈奋斗。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国家内忧外患、

民族危难之时，一出生就铭刻着斗争的

烙印，一路走来就是在斗争中求得生存、

获得发展、赢得胜利。

1927 年 9 月 20 日清晨，面对秋收起

义攻打城市失利、部队士气低落的情况，

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操场对全体指

战员说，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

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如果没有

坚定不移的斗争精神，怎能保留革命火

种、星火燎原，用革命者的“石头”打破反

动派的“大水缸”？

红军长征，两万五千里征途漫漫，横

亘着无数艰难险阻，如果没有大无畏的

斗争精神，怎能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强

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征服冰山雪岭、

穿越沼泽草地，击退上百万敌人的围追

堵截？

新中国成立之初，志愿军“雄赳赳，

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如果没有敢于亮

剑的斗争精神，怎能不惧牺牲、克敌制

胜，打出中国人的威风和志气？

改革开放惊涛拍岸，如同新的觉醒、

新的革命，如果没有敢闯敢试的斗争精

神，怎能涉过险滩、夺下隘口，杀出一条

条血路？

正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中国共

产党才能从大革命失败的血泊中走向

井冈山的新生、从长征的艰险走向延安

的崛起、从西柏坡的一方天地走向新中

国的成立，进而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社会

主义革命与建设、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将曾经风雨飘

摇的旧中国建设成为如今繁荣富强的

新中国。

一 百 年 雄 关 漫 道 ，九 万 里 风 鹏 正

举。我们党依靠斗争走到今天，也必然

要依靠斗争赢得未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在不同场

合多次强调“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

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一对党在

新形势下面临的多种任务和挑战的集

中概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启发性的新

视角。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在

前进的各个阶段势必会遇到许多新的

问题，必须始终以一种砥砺奋进、积极

进 取 的 精 神 状 态 去 解 决 各 种 矛 盾 问

题。这种精神状态就是“敢于斗争、敢

于胜利”。

正是凭这种精神，我们吹响了打赢

脱贫攻坚战的号角。8 年间，党和人民

披荆斩棘、栉风沐雨，发扬钉钉子精神，

敢于啃硬骨头，攻克了一个又一个贫中

之贫、坚中之坚，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

全面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

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

迹。

正是凭这种精神，在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的“加试题”中，我们实现了全球率

先控制疫情、率先恢复经济。危急时刻，

遍地英雄，4 万多名医护人员逆行奔赴

湖北，400 多万名社区工作者昼夜值守，

构筑起疫情防控的坚固防线，夺取了抗

疫斗争重大战略成果。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斗争的脚步

从未停歇。当前，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

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

的赶考之路。新征程上，少不了“娄山

关”“腊子口”，“黑天鹅”“灰犀牛”也会

不期而至。当此之时，如河入峡谷、风

过隘口，正是紧要之时。闯过这一关、

走过这一程，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仍是

前行的法宝、成功的要诀。正如马克思

所言，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

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

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中国共产党

在新时代的斗争实践，继续证明着这一

哲学判断。

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的伟大政党。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历来

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著称于世。在枪

林弹雨的战场上，人民军队敢于压倒一

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在抢险救

援的第一线，人民军队一次次冲锋在前；

在改革强军的征程上，人民军队以壮士

断腕的精神进行自我重塑。可以说，90

多年来，人民军队就是在斗争中诞生、在

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不断从胜利

走向胜利的。

军事斗争是进行伟大斗争的重要

方面。我国越是发展壮大，遇到的阻力

和压力就会越大，面临的外部风险就会

越多，同各种敌对势力作斗争就会越激

烈。面对国家安全环境的深刻变化，面

对强国强军的时代要求，人民军队必须

不断强化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时

刻保持箭在弦上、引而待发的高度戒备

态势，以更强大的能力、更可靠的手段

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国

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遇到挑战时，敢于斗

争、敢于胜利，坚决做到守土有责、寸土

不失。

当 年 ，夏 衍 在《野 草》发 刊 词 中 写

道 ：“ 有 韧 性 ，不 达 目 的 不 止 ”，可 谓 是

这个世界最大政党“敢于斗争、敢于胜

利 ”的 生 动 写 照 。 只 要 我 们 赓 续 敢 于

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必将一路闯关

破 障 ，驶 向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的 光 辉

彼岸。

敢于斗争 敢于胜利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系列谈③

■周燕虎 宗 华

画里有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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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4 日 14 时 57 分，经过约 7 小

时的出舱活动，神舟十二号航天员乘

组密切协同，圆满完成出舱活动期间

全部既定任务。在新闻直播中，网友

纷纷为平均年龄已达 53 岁的 3 名航天

员点赞，“年轻”“帅气”等留言不断刷

屏。这也让我们想起聂海胜出征时的

誓言：“如今我已年过半百，但为航天

事业拼搏的心依然年轻。只要国家和

人民需要，我就会勇往直前！”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是共产党

人 对 党 忠 诚 、为 党 分 忧 ，为 党 担 责 、

为 党 尽 责 的 生 动 体 现 。 回 望 历 史 ，

无 论 是 革 命 战 争 年 代 ，还 是 和 平 建

设时期，心态常青、活力常青是一代

代共产党人的共同品质。红军长征

时期，57 岁的徐特立，“拽着马尾巴”

坚 持 跟 随 队 伍 爬 雪 山 过 草 地 ；杨 善

洲从云南省保山地委书记岗位上退

下 来 后 ，放 弃 进 省 城 安 享 晚 年 的 机

会 ，扎 根 大 亮 山 ，义 务 植 树 造 林 ，人

们 赞 扬 他 是 永 不 退 休 的 共 产 党 员 ；

一 生 奉 献 给 核 潜 艇 事 业 的 黄 旭 华 ，

年过花甲仍坚持亲自参与极限深潜

试验，留下了“花甲痴翁，志探龙宫，

惊 涛 骇 浪 ，乐 在 其 中 ”的 豪 迈 诗 篇 ；

“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96 岁高

龄依然站在手术台上，为患者带去生

的希望……一位位共产党人为什么

能给我们留下“永远年轻”的深刻印

象？就在于他们在拼搏中投入了情

感的力量，在奋斗里保持着激情的状

态，由此激荡起源源不断的干劲，蓄

积了舍我其谁的豪情。

青春是一个年龄阶段，更是一种年

轻心态。年龄上的青春是留不住的，心

态上的年轻却能够永远保持。无论做

人还是做事，方式可以沉稳持重，但心

态决不能染上秋霜、沾上暮气，否则必

定一事无成。只有保持年轻心态、永葆

青春状态，才能始终拼搏奋斗。那些在

关键时候顶得上、靠得住的干部，必然

是心态阳光、敢于担当的干部。那些不

计毁誉、坚持改革的干部，也定是朝气

蓬勃、锐意进取的干部。年轻心态犹如

生命深处的一股清泉，流淌出的不只是

无穷的激情，更有坚忍不拔的意志，刚

猛勇毅的魄力。

年岁有加，并非垂老；斗志丧失，

方堕暮年。革命前辈年岁已大，但始

终坚持在党为党，斗志满满、朝气蓬

勃，长期为党的事业作贡献。反观个

别官兵，明明青春年少，却显得暮气沉

沉，在学习上吃老本，工作上走老路，

不思进取、蹉跎岁月。如此“身手未显

志先衰”的状态，怎能迈步新征程、奋

进新时代？

今天，我们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我军正聚焦实现

建军百年奋斗目标，走好国防和军队

现代化新“三步走”的第一步，我们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朝气蓬勃的

状态和力量。作为新时代的革命军

人 要 因 势 而 谋 、应 势 而 动 、顺 势 而

为。趁青春，勇敢地挺身奋斗，百折

不挠地执着奋斗，锲而不舍地埋头奋

斗，才能拓展生命的宽度与厚度，哪

怕到了耄耋之年，也会因为之前的奋

斗、仍然坚持的奋斗，而自豪于“革命

人永远是年轻”。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好比大

松 树 冬 夏 常 青 ”。 邓 小 平 同 志 历 经

“ 三 起 三 落 ”，73 岁 高 龄 却 没 有 一 丝

迟 暮 之 气 ，以 锐 意 进 取 的 眼 光 开 创

和 推 进 改 革 开 放 事 业 ，使 我 国 经 济

持 续 快 速 发 展 起 来 。 1988 年 ，基 辛

格 在 面 对 84 岁 的 邓 小 平 时 感 慨 ，我

知 道 你 是 中 国 年 龄 最 大 的 政 治 家 ，

但 我 不 知 道 中 国 还 有 谁 比 你 更 年

轻。行大道，常维新，是共产党人一

贯的追求；永葆干事创业的激情，永

不 停 歇 奋 斗 和 奉 献 的 脚 步 ，是 共 产

党 人 应 有 的 姿 态 。 心 不 老 ，事 业 才

会像那松柏一样冬夏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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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强则事业强，人才兴则军队

兴。人才资源是强军兴军的宝贵战略

资源。

前段时间，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

共产党组织工作条例》，专门把“人才

工作”作为一章，强调要全方位培养、

引进、用好人才，着力集聚爱国奉献的

各方面优秀人才，并明确要求推进人

才资源的优化配置。这对我军的人才

工作和人才队伍建设，同样具有很强

的针对性、指导性。

俗 话 说 ，没 有 好 瓦 匠 用 不 了 的

砖。选人用人工作，简单地说，就是要

协调好干部与岗位两个因素的关系，

为每个岗位配备最合适的干部，把每

名干部放到最合适的岗位。寓言《西

邻五子》中，西邻公因人而异，安排自

己的 5 个孩子从事不同的工作，让朴

实无华的务农，机智敏捷的经商，眼盲

的卜卦，驼背的搓麻，跛脚的纺纱。如

此安排，既发挥了各人的长处，又避开

了各人的短处。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

部应像西邻公那样，发挥好每一个人

的能力和优势，实现人才资源的最佳

配置。

“ 求 人 不 求 备 ”，不 仅 是 正 确 的

处 世 接 物 之 道 ，也 是 用 人 的 科 学 态

度。明代学者薛瑄说：“用人当取其

长而舍其短，若求备于一人，则世无

可用之才也。”善于用人者总是看人

所 长 、用 人 所 长 ，而 不 求 其 为“ 完

人 ”。 相 反 ，求 全 的 领 导 者 ，往 往 对

人 才 的 长 处 视 而 不 见 ，对 人 才 的 短

处却盯得很紧，很容易出现“以一眚

掩 大 德 ”的 现 象 。 鲁 迅 先 生 对 此 曾

经 说 得 十 分 深 刻 ：“ 倘 要 完 全 的 人 ，

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了。”

习主席多次强调，“坚持事业为

上，以事择人、人岗相适”。人岗相适、

人事相宜是干部工作和人才工作科学

化、精准化的重要原则。“为职择人则

治，为人择职则乱。”春秋时期，祁奚告

老辞政时，晋悼公问谁可接替其职位，

一问举解狐，再问举祁午。解狐为祁

奚的仇人，祁午是他的儿子。从此，留

下了一段“外举不隐仇，内举不隐子”

的佳话。英雄不论出处。今天我们应

立足岗位选人才，敢为事业用干部，实

行“揭榜挂帅”“赛马”等制度，谁最能

胜任工作就选谁，谁最能干好事业就

用谁。

“ 人 才 各 有 所 宜 ，用 得 其 宜 ，则

才著；用非其宜，则才晦。”用人的艺

术贵在“因其材以取之，审其能以任

之 ”。 汉 高 祖 刘 邦 深 知“ 随 陆 无 武 ，

绛 灌 无 文 ”，于 是 ，安 排 厚 重 少 文 但

能 带 兵 打 仗 的 周 勃 、灌 婴 担 当 指 挥

军队的重任，对长于谋划、有游说特

长 的 随 何 、陆 贾 ，则 令 其 运 筹 帷 幄 ，

结 果 成 就 了 一 番 事 业 。 相 反 ，战 国

时 ，赵 王 错 用 了 赵 括 ，致 有 长 平 之

败 ；三 国 时 ，孔 明 误 遣 马 谡 ，才 有 街

亭之失。

随着我军技术构成日益复杂，知

识 密 集 程 度 不 断 增 加 ，岗 位 专 业 化

要 求 越 来 越 高 ，专 业 的 事 必 须 要 由

专 业 的 人 来 干 。“ 凡 用 人 之 道 ，采 之

欲 博 ，辨 之 欲 精 ，使 之 欲 适 ，任 之 欲

专。”这就要求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

部 在 提 高 岗 位 专 业 匹 配 度 上 下 功

夫 ，综 合 考 虑 专 业 互 补 、性 格 默 契 、

个 性 共 容 等 因 素 ，把 合 适 的 人 放 到

合 适 岗 位 上 ，使 各 类 人 才 配 置 处 在

最佳状态，努力形成人岗相适、人尽

其才的生动局面。

（作者单位：武警广西总队来宾支队）

没有好瓦匠用不了的砖
■刘锡权

不妨往“低处”走走
■温新峰

俗 话 说 ，“ 人 往 高 处 走 ，水 往 低 处

流”，这是客观现象，也是人们常讲的道

理。然而这个道理也需要辩证地看。提

倡人往高处走，有利于激发进取精神，鼓

励人们充分施展才能、努力拼搏。但是，

高楼大厦是从地基上盖起来的，人往高

处走也要从“低处”起步。当下，又一批

毕业学员即将走进军营，到基层去、到艰

苦的地方去，应该成为莘莘学子的追求

和选择。

“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

伍 。”基 层 是 培 养 锻 炼 干 部 的“ 练 兵

场”，基层官兵是最好的老师。经过基

层 这 个“ 练 兵 场 ”的 历 练 ，在 基 层 官 兵

这个最好的老师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干

部 ，往 往 既 了 解 实 际 情 况 又 深 知 基 层

所 需 ，既 有 深 厚 的 基 层 情 怀 又 有 丰 富

的 管 理 经 验 。 所 以 ，青 年 学 员 越 是 多

在基层接地气、经风雨，成长就越有底

气 、越 有 后 劲 ，才 能 行 稳 致 远 ，才 有 可

能走到“高处”。

当然，基层的条件相对艰苦，要在

这个考场上交出合格答卷，是很不容易

的，需要作出更多的牺牲，需要付出加

倍的努力与奋斗。值此毕业学员即将

离开军校、奔赴新的工作岗位之际，愿

广大毕业学员不妨往“低处”走走，与基

层官兵同心同德、风雨同舟，在火热的

基层为新时代强军事业贡献聪明才智。

把战位当作“学位”
■李 亮 朱忠海

近日，某军校组织优秀毕业学员先

进事迹报告会，一位学员代表讲道：“从

院校到部队，只有把所学知识同战位接

轨，拿下战位这个新‘学位’，才算是真正

的合格军人。”把战位当作新“学位”，这

个比喻恰如其分，也意味深长。

战位是每名军人的职责所系、使命

所在。2015 年，空军启动运-20 飞行员

遴选工作。运-20 作为一款“跨代”机

型，大量先进技术运用其中，飞行员改装

的过程，无异于重修一个学位。许多老

飞行员就像当年参加高考一样，开始从

头学起，重新进入“加力起飞”的状态。

随着我军信息化建设进入加速发展新阶

段，部队每个战位的“含金量”都在持续

提升，都事关部队长远建设和打赢事业，

必须下苦功去“攻读”。

经过军校的系统学习，毕业学员具

备了丰富的理论知识、开阔的思路视野，

但也应看到，只有把知识付诸实践，把知

识转化为能力，才能缩短到部队任职后

的适应期。从这个意义上说，战位是更

重要的“学位”。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

曾教育广大干部：实践是一所“无期大

学”，一本“无字之书”。毕业学员要想获

得战位这个新“学位”，就必须上好实践

这所“大学”，读好实践这本“大书”，在本

职岗位上多磨炼，俯下身子用心学。如

此，方能胜任工作、胜任战位。

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张广强 易 昶

毕业季，是终点，更是起点。从军队

院校毕业，学员的学业告一段落，同时也

是新的学习的开始。

从学员到军官，角色变了；从院校到

军营，使命任务变了，学习就要及时跟

上。在今天的军营，新理论、新知识层出

不穷，新装备、新技术日益增加，新战法、

新训法不断涌现。一个人靠一次或几次

“充电”、一辈子“放电”的时代已成为历

史，终身学习已经成为新时代的生存概

念。强军事业发展到哪一步，学习就要

跟进到哪一步，选择了终身学习，就选择

了进步，也就选择了胜利。

一个人必须学习一辈子，才能跟上

时代的脚步。毕业学员要想为部队建设

贡献力量并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就必

须在学习上勇立潮头、永不自满，成为勤

于学习、善于学习的学习型人才。在学

习中，要切实把职责摆进去、把中心工作

摆进去，真正带着思考学、带着问题学。

在思考中发现新问题，在解决问题中形

成新认知，从而获得攻坚克难的过硬能

力、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

1947 年 5 月，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

裕的指挥下，攻下孟良崮主峰。清点战

果时，粟裕副司令员发现，各纵队上报的

击毙 、俘虏敌人的数字加起来只有 2.3

万，而敌整编 74 师有 3 万余人。他马上

下令，逐个山头搜索残敌。结果在一个

大山沟里发现了剩下的 7 千余敌人，部

队迅速围歼，给威震全国的孟良崮战役

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这启示我们，

作战细节往往与胜负紧密相连，若是不

重视细节、不做好细节，不仅不能叩开战

争胜利的大门，反而会招致意想不到的

灾难。可以说，小小细节牵动战局，考验

着指挥员对战争态势的敏锐性和驾驭全

局的掌控力，不可不察。

研究作战细节要注重科学分析。二

战中的巴巴罗萨战役，苏联情报人员判

断：希特勒进攻苏联一定会吸取拿破仑的

教训，大量采购皮毛等冬季作战所需物

资。因此，苏联情报人员一直盯着皮毛等

过冬物资的市场变化，以市场有无重大波

动为依据，对其他已获得的情报均不采

纳。让苏联人想不到的是，希特勒在寒冬

到来之前进攻了苏联。这是误判细节而

招致的失败。敌我交战中，要立足全局科

学分析研判各种情况，不能只盯着一种情

况看，避免判断失误、作茧自缚。

研 究 作 战 细 节 要 力 避 形 式 主 义 。

井冈山“八月失败”后，毛泽东在给中共

中央的报告中严厉批评了当时湖南省

委代表杜修经“不察当时的环境”“只知

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的命令”，给湘赣

两省根据地造成严重损失。必须看到，

在军事斗争准备实践中，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问题仍一定程度存在。形式主

义列“四风”之首，是备战打仗的大敌。

研究作战细节必须在“实”字上下功夫，

紧 贴 作 战 任 务 实 际 ，把 每 一 个 环 节 研

透、把每一步踩实。

研究作战细节要与时俱进。托夫勒

在《未来战争》一书中写道：“在信息战争

中，你可能拥有 100∶1的优势，但是，这种

优势可能因为一根保险丝而全面改变。”未

来信息化智能化战争好比植物的根系，越

深越细密，这就要求作战组织和管理更为

精细化，对每一个细节都切之磋之，对每一

组数据都琢之磨之。同时未来战争的细节

表现更加多样，股市波动、外企撤资、侨民

回国、舆情突变等，都可能是战争的前奏。

我们更需要拿出绣花精神，把作战细节琢

磨清楚，把军事斗争准备抓深抓细。

视微知著，见始知终。任何整体都

由无数个细节组成，细节不过硬，整体就

不可能过硬；同时，细节也反映整体，有

什么样的细节，就有什么样的整体。一

支部队能否具备能打仗、打胜仗的核心

能力，关键看细节，因为有时 1%的错误

会带来 100%的失败。

作战细节不可不察
■谢贵杨 臧朔阳

漫画作者：周 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