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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里有话

玉 渊 潭

空军航空兵某团飞行二大队官兵面

对全新升级的武器装备，勇闯新路，刻苦

训练，不到 3 个月完成改装，首飞不到 7

个月执行战巡任务，不到 10 个月就前出

第一岛链遂行远海任务。该大队瞄准实

战，推动新装备新力量加快形成战斗力

的经验，值得推广借鉴。

新装备新力量历来是国防和军队

建设发展的风向标，代表着军事技术和

作 战 方 式 的 发 展 趋 势 ，具 有 科 技 含 量

高、制胜机理新、作战效能强等特点，是

新质战斗力的增长点、打赢信息化智能

化战争的撒手锏。八一前夕，习主席视

察西部战区空军时强调，要推动新装备

新力量加快形成战斗力，有机融入作战

体系。抓部队训练，不抓新装备新力量

训练不行；抓新装备新力量训练，抓慢

了、抓不出战斗力更不行。新装备新力

量训练的成效，已日益成为推进战斗力

整体跃升的重要引擎、撬动未来战争胜

负天平的有力杠杆，正受到越来越多的

关注和关切。

“兵不完利，与空手同；甲不坚密，

与袒裼同”。备战迎战主要靠人，但武

器装备对于战争胜负也至关重要。成

吉思汗的蒙古军队之所以横扫亚欧大

陆，既恃其风驰电掣的铁骑，也赖于被

史学家称之为世界上第一支专业化的

炮兵部队。二战时期，德军依靠坦克集

群的大规模运用，让法国迅速溃败，反

观波兰骑兵挥舞着战刀，向德国的坦克

发起冲锋，从一开始便注定了失败的命

运。时至今日，可以预见，新装备新力

量的发展运用，将塑造新的战争形态、

军队组织形态和战斗力生成模式。

近年来，随着我军现代化建设的不

断 推 进 ，武 器 装 备 更 新 的 速 度 越 来 越

快、型号越来越多，同时信息化、无人化

等新型作战力量也不断涌现。这些既

为我们赢得未来战争提供了重要的物

质基础，也对官兵的科技素养提出了更

高要求。陈毅元帅曾说：“现在我们有

了新的装备，就必须尽一切努力把它掌

握起来。如果拿到武器不能掌握使用，

我们的战斗力便要减低，胜利就不能巩

固，甚至还要失效。”对部队官兵来说，

下大力抓好新装备新力量训练，加快形

成战斗力，既是形势所迫、职责所系，也

是赢得与对手较量的关键一招，不可等

闲视之。

推动新装备新力量加快形成战斗

力 ，贵 在“ 趁 早 ”，重 在“ 加 快 ”。 那 么 ，

“加快”到底有多快？在抗美援朝战场

上，参战的人民空军还未满周岁，可谓

是一支新兴作战力量。一群刚刚放下

步枪的年轻军人，在接触喷气式战斗机

只有十几个小时，有的甚至是在没打过

一次机炮的情况下，就登上战机飞向朝

鲜战场。他们“从游泳中学习游泳”、从

打仗中学会打仗，靠着即时形成的战斗

力，迎战强敌，取得击落敌机 330 架、击

伤 95 架的辉煌战果。人民空军这种战

斗 力 形 成 之 快 ，显 然 是 被 对 手 逼 出 来

的。今天，我国国家安全形势不稳定性

不确定性增大，大国博弈加剧，反分裂

斗争形势严峻复杂，周边领土主权和海

洋权益争端更加凸显，家门口生乱生战

的可能性增大。我们必须要有当年那

种分秒必争、敢闯敢拼的精神劲头。

战争既是力量和智力的对抗，也是

时间和效率的竞赛。“导弹司令”杨业功

生前抓训练有个特点，就是风风火火，步

子很急，总是强调今日事今日毕。航母

战斗力建设的实践探索者戴明盟，只争

朝夕，刻苦训练，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完

成科研试飞 400 多架次，进近飞行 2000

多架次，绕舰飞行 100 多架次，飞出了一

条适合中国航母的着舰航线。实践告诉

我们，新装备新力量早一天形成战斗力，

战场上就多一分主动和优势，就多一些

决战决胜的筹码；晚一时形成战斗力，就

可能措手不及，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

使命如磐，战鼓催征。党的二十大

作出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的

战略部署。能否如期实现这一目标，推

动新装备新力量加快形成战斗力，是重

中之重、急中之急。我们要认清形势要

求，加强统筹规划，严格标准质量，既要

看编制表上新装备新力量的比例，更要

看实际训练中新装备新力量动用的比

重；既要把单装、单兵练精，更要有机融

入体系，把系统练强；既要大胆训练，也

要科学练兵，勇于在复杂的战场环境、

频繁的战斗转换中让新装备打头阵、新

力 量 唱 主 角 ，全 面 检 验 官 兵 的 生 理 极

限、装备的性能极限、人与装备结合的

战斗力极限，真正让新质战斗力资源动

起来、活起来。

军之大事，命在于将；为将之道，莫

过用兵。军事家格鲁季宁说过：“军官

的理论和技术知识水平以及实际经验

的多少，归根到底决定着军队训练的质

量及其战斗准备程度。”一名不熟悉新

装备、不善用新力量、不懂得新训法战

法的指挥员，必然难以适应未来战场。

各级指挥员必须认清使命与挑战，积极

主动地学习前沿知识、先进技能，不断

增强科技认知力、创新力、运用力。要

勇 于 投 身 科 技 练 兵 实 践 ，主 动 站 第 一

排、打第一枪、驾第一车，不断提升驾驭

新装备新力量的能力，牢牢攥紧制胜未

来战场的铁拳。

推动新装备新力量加快形成战斗力
—强化练兵备战、提升打赢能力系列谈③

■张西成

《孟子·公孙丑》中有段对话，公孙

丑 问 孟 子 擅 长 什 么 ，孟 子 答 曰 ：“ 我 知

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意思是，我善

于分析人的言语，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

之气。并对浩然之气解释道：“其为气

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

地之间。”

浩然之气，作为一种正大刚直的精

神，在中国文化中一直备受推崇。“路漫

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不懈追

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的忠诚大义，“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

路云和月”的壮怀激烈，“苟利国家生死

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家国情怀……中

华民族 5000 多年文明史，浩气长存，正

气磅礴。这种浩然之气，经过几千年的

传承发展，成为支撑中华民族接续奋进

的宝贵精神财富。

浩然之气是一个人的精神脊梁，是

做人做事的最大底气。韩愈说：“不以

富贵妨其道，不以隐约易其心，确乎不

拔 ，浩 然 自 守 。”苏 轼 坦 然 面 对 被 贬 黄

州 ，吟 唱“ 一 点 浩 然 气 ，千 里 快 哉 风 ”。

夏明翰面对敌人屠刀无所畏惧：“砍头

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蔡和森在狱中受

尽 酷 刑 ，却 始 终 英 勇 不 屈 ：“ 忠 诚 印 寸

心，浩然充两间。”在他们身上，浩然之

气是“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

是不惧风雨的洒脱超然，是不易志向的

坚定执着。拥有浩然之气的人，不管处

境如何，都会坚持理想不变、志向不变、

原则不变，行为国为民之大道。

“铺路许输头作石，攀天甘献骨为

梯。”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精神的弘扬

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一直

坚持涵养浩然之气，永远为了初心使命

而不懈奋斗、勇敢斗争。从血雨腥风、

战火纷飞的革命时期，到意气风发、激

情燃烧的建设时期，从波澜壮阔、生机

勃勃的改革时期，到披荆斩棘、乘风破

浪的新时代，一代代共产党人在探寻民

族复兴的伟大征途中，把浩然之气铭刻

在“天不怕，地不怕，愿献头颅保中华”

的信仰信念里，体现在“把活路堵死、向

死路求生”的英勇无畏里，书写在“外国

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的自信

自强里。这些宝贵精神品格不仅为中

华民族的浩然之气注入了新的内涵，而

且使其不再仅仅体现为个人的精神状

态 ，更 体 现 为 一 个 先 进 政 党 的 精 神 状

态，为我们创造新的历史伟业提供了强

大精神动力。

正气长存，清风浩荡；正气不足，百

邪入侵。在现实生活中，仍有少数党员

干部浩然之气不够鲜明，党性觉悟有所

欠缺。有的不敢担当，凡事只求自保；有

的遇事“和稀泥”，谁也不敢得罪；有的见

风险就回避，见利益就伸手；还有的不敢

斗争，甘当“和平绅士”。诸如此类的做

法，使其说话不硬气、威信不牢固，甚至

失去了党员干部应有的操守。“政者，正

也”“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共产党人只

有恪守正道、行事正当、捍卫正义、为人

正派，真正把人格力量和真理力量统一

起来，才能做到说话办事有底气、为官从

政有魄力、百姓面前有威信。

人 无 刚 骨 ，安 身 不 牢 。 涵 养 一 身

浩 然 之 气 并 非 易 事 ，它 需 要 像 农 夫 种

庄稼一样，经常性地除草、施肥、浇水，

既 不 能 拔 苗 助 长 ，也 不 能 一 曝 十 寒 。

事实上，不经过一个艰苦磨炼的过程，

胸中的正气就不会充沛。加强党性修

养 ，需 要 在 自 我 修 炼 、自 我 约 束 、自 我

检视和自我改造中砥砺和提高。面对

金钱名利的诱惑，能不能廉洁奉公、坚

守 底 线 ？ 在 大 是 大 非 的 原 则 问 题 面

前，敢不敢挺身而出、坚决斗争？面对

改革发展的难题，愿不愿知重负重、矢

志 前 行 ？ 党 员 干 部 只 有 养 成“ 吾 日 三

省 吾 身 ”的 自 觉 ，将 党 性 修 养 转 化 为

“日拱一卒”的行动，补足精神之钙，练

就 金 刚 之 身 ，才 能 不 断 增 强 拒 腐 防 变

能 力 ，永 葆 一 名 共 产 党 员 的 先 进 性 和

纯 洁 性 ，从 而 更 好 地 履 行 自 己 的 职 责

使命。

习主席在 2023 年新年贺词中深情

感慨：“每当辞旧迎新，总会念及中华民

族 千 年 传 承 的 浩 然 之 气 ，倍 增 前 行 信

心。”一身浩然之气，是踔厉奋发、勇毅前

行的满满元气，是爬坡过坎、攻坚克难的

强大底气。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

远征，希望和挑战并存。我们要坚定信

心、顽强拼搏，让浩然之气充盈全社会，

用实干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涵养共产党人的浩然之气
■栗正民 王义伟

机关干部下基层是开展调查研究

的重要环节，是贯彻群众路线的具体体

现。今年以来，许多机关干部坚持下基

层推动工作、化解矛盾，为官兵排忧解

难，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也存在这样的

现象：有的是从大机关到小机关，变成

了“办公室搬家”，人在基层，忙的却是

机关的事；有的是下基层不进班排，住

在招待所，坐在会议室，听听汇报，看看

材料；还有的见干部不见战士，当客人

不当主人……有官兵形象地称这种“下

基层”是“下夹层”。对于这一现象，我

们应当重视、警觉，坚决防范和纠治。

翻开《现代汉语词典》，对基层的解

释是：“各种组织中最低的一层，它跟群

众的联系最直接。”在《军队基层建设纲

要》中，基层单位是指遂行作战、训练、执

勤、教学、科研、试验、保障等任务的基本

单位的统称。解释简单，却道出了基层

的主要特点：基层在群众当中，基层是部

队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下基层”

与“下夹层”，虽一字之差，却迥然不同。

前者一篙插到底，与基层官兵实行“五

同”，既能了解到大量真实情况，面对面

地指导基层抓落实，帮助基层解决实际

问题，又能通过调查研究，改进机关工

作，并为党委的正确决策提供依据。而

后者好比“井中葫芦”，从上面往下看，他

在下面；从下面往上看，他在上面。由此

可见，“夹层”不是基层，“下夹层”代替不

了下基层，“下夹层”实质上是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的表现。

少数干部把“夹层”当基层，究其原

因，一是作风不实，怕苦畏难，对条件艰

苦困难多的基层不想多待；二是本领不

强，缺乏深入分析的脑力、明察秋毫的

眼 力 、洞 幽 悉 微 的 听 力 ，不 敢“ 脱 鞋 下

田”，不会“推门听课”，习惯于在“夹层”

闭门造车、走马观花；三是感情不真，对

基层缺乏真挚情感，放不下架子，不愿

意“接地气”。如此身在“夹层”，双脚就

会“踩空”，头脑就会“变空”，工作就会

“抓空”。

习主席深刻指出，实现强军目标，基

础在基层，活力也在基层。当前，国防和

军队改革正向纵深推进，基层还面临不

少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要使抓基层的

工作“上去再上去”，机关的领导干部就

要经常“下去再下去”。一方面，各级领

导干部要带好头，经常沉到军事斗争最

前沿、沉到指挥体系最末端、沉到工作层

级最基层，在一线察真情、作决策、抓落

实。另一方面，对那些在“夹层”飘飘悠

悠的“葫芦”，应该采取有力措施，把他们

深深按到“水”中，在基层的江河中改进

作风、接受锻炼，这对机关干部来说是充

电，更是爱护。

莫把莫把““夹层夹层””当基层当基层
■文/冯 浩 郝健强 图/周 洁

周昆训，一个英雄的名字，永远留

在松辽平原、中原大地，留在无数群众

和战友的心中。

8 月 初 ，吉 林 省 舒 兰 市 出 现 强 降

雨，引发汛情。舒兰市人武部政委周昆

训，组织指挥民兵在抗洪抢险一线勇挑

重担，连续奋战。8 月 4 日凌晨 2 时许，

周昆训乘坐指挥车赴金马镇执行解救

群众任务，突遇山洪。危急关头，他果

断指挥司机弃车避险，自己却被滔滔洪

水冲走，不幸壮烈牺牲。

一位哲人说，伟大的行为必然源于

一以贯之的高尚追求，英雄的壮举必然

有辉煌的精神底蕴作为支撑。周昆训

生前常说：“我是一名军人，我要对得起

这身军装。”朴实的话语，表达的是对党

的绝对忠诚、对事业的高度负责、对人

民的无限深情，彰显着人民子弟兵不变

的本色、赤诚和担当。

人民子弟兵，是三军将士共同的乳

名，让人想起血浓于水，让人感受到母

子深情。正如一首歌唱得那样：“风平

浪静的日子，你不会认识我，我的绿军

装是最普通的颜色……假如一天风雨

来，风雨中会显出我军人的本色……”

正因为戎装在身，面对突如其来的

疫情，人民子弟兵闻令而动、逆行出征；

正因为戎装在身，面对汹涌的洪峰恶浪，

人民子弟兵义无反顾、舍生忘死；正因为

戎装在身，面对蓄意挑衅，人民子弟兵把

“清澈的爱”化作无畏的行动。

血肉之躯真能将肆虐的洪魔降服

吗？25 年前，面对那场百年不遇的特

大洪灾，人民子弟兵发出震撼天地的誓

言：“誓与大堤共存亡！”今天，在防汛抗

洪救灾的最前沿，人民子弟兵再一次以

勇往直前的冲锋姿态，诠释着人民军队

永远不变的宗旨。

其实，军人也是普通人，食世间烟

火，吃五谷杂粮。哪有天生的英雄？哪

有天降的勇士？只是穿上了这身军装，

就要挺身而出、负重前行，就要承担起

守护万家灯火的千钧重任，就要无愧于

“人民子弟兵”的光荣称号。

一身军装所标示的，不只是身份，

更是责任；所承载的，不只是威仪，更是

精神。新闻名篇《谁是最可爱的人》的

作者魏巍，生前目睹“乱花渐欲迷人眼”

的社会思潮和价值嬗变，曾大声疾呼：

“岂不知当今世界上，为人民服务就是

最新最美的世界观，比起形形色色发霉

的陈旧的世界观，它一如早晨的太阳一

般光彩夺目。一个政党、一支军队、一

个人，只有奉行这样的世界观、人生观

和价值观，才能做出对人民有益的事，

也才能受到人民的真心拥护。”

在周昆训和无数战友的心目中，没

有什么比“人民”更重要，没有什么比

“为人民服务”更有意义，因为这就是

“最新最美的世界观”。于是，我们看

到，人民子弟兵就是洪水到来时那道最

后的堤坝，是风雨压顶时那片护佑的天

空，是战火燃起时那道铁壁铜墙。

《世界文明史》的作者威尔·杜兰特

说：“时间终将淹没众生，惟有英雄永

存。”在今年这个多雨的夏天，迷彩成为

防汛抗洪救灾一线最温暖的颜色。江

河记住了迷彩！大地记住了迷彩！人

民记住了迷彩！这一身身迷彩，不仅映

射出人民子弟兵不忘初心、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永恒本色，也为党旗、军旗

增添了新的光彩，让军民之间的鱼水深

情变得更加绵长、隽永。

忠魂不灭，山河永念。周昆训用生

命谱写的忠诚壮歌、爱民赞歌、英雄战

歌，将被永远传唱。

永
恒
的
本
色

永
远
的
怀
念

■
张

迪

文 明 弦 歌 不 辍 ，文 脉 绵 延 不 绝 。

习主席在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考察

时，说的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平江历

史文化街区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宝

贵财富，要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不

仅要在物质形式上传承好，更要在心里

传承好。”

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 、一个

民 族 传 承 和 发 展 的 根 本 。 从 天 下 为

公 、天 下 大 同 的 社 会 理 想 ，到 九 州 共

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从修齐治

平 、兴 亡 有 责 的 家 国 情 怀 ，到 厚 德 载

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在几千

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遇到了无

数艰难困苦，但我们都挺过来、走过来

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世

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

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

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

支撑。这些优秀传统文化穿越千年，

已永久地成为我们心灵的寄托，成为

一种不可或缺的存在，我们必须结合

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

“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

表，文为里。”中华优秀传统军事文化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支军队有了强大的文化支撑，就一定

能保持蓬勃的生机和活力，焕发出强大

的精神力量，并催生出克敌制胜的强大

战斗力。习主席高度重视军队文化建

设，深刻指出：“要结合各部队传统和任

务特点，加强军事文化建设，打造强军

文化，培养部队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英

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党的十八大以来，

全军各部队梳理完善“红色家谱”、重塑

军史场馆体系、构筑军旅文化阵地，充

分发挥强军文化的激励感召作用，为部

队战斗力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近段

时间，参与防汛抗洪救灾的广大官兵勇

往直前，在灾情严重、抢险困难、群众需

要的第一线挑重担、当先锋、打头阵，生

动彰显了强军文化培育出的坚定信念

和优良作风。

对军队领导者和军队文化工作者

来说，有没有发自内心地重视强军文

化，并且进一步推动官兵“在心里传承

好”，是其善不善于抓文化工作的标尺，

也是文化建设能不能取得更好成效的

关键。当前，有的单位片面认为文化建

设是软任务、软指标，存在“说起来重

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现象；

有的重表面、轻内涵，虽然建起了场馆，

但徒有外表、缺乏内容；还有的把文化

设施当作“形象工程”，开放有限，利用

率低，等等。这些问题归根到底是对文

化仅仅重视物质形式上的传承，而不重

视在心里传承的结果。

“更要在心里传承好”，本质上是让

无形的文化观念起作用。强军文化包

括丰富的精神内涵和深厚的历史底蕴，

因而需要理解；更包括情感的内涵，也

就需要热爱。只有真正理解了、热爱

了，才能铭刻于心、表迹于形。各级应

突出举旗铸魂根本方向，弘扬主旋律，

传播正能量，确保部队绝对忠诚、绝对

纯洁、绝对可靠。应准确把握强军文化

姓军为战的根本职能，坚持向能打仗、

打胜仗聚焦，引导官兵发扬斗争精神，

培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

强化关键时刻不惜一战的决心意志。

应科学把握强军文化与时俱进的现实

要求，结合时代特点，创新方法手段，更

好地讲述强军故事、传播强军声音、展

现强军风貌，扎实有效地推动强军文化

在官兵心里传承好。

文化如水，岁月如歌。文化的物质

载体或许会在历史中逐渐磨灭，但优秀

文 化 的 精 髓 将 在 人 们 的 内 心 永 久 留

传。我们期待，未来有更多强军文化的

精神标识屹立于座座军营，闪耀在每名

官兵的军旅生涯里。

“更要在心里传承好”
■贾 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