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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时评

画里有话

玉 渊 潭

“气为兵神，勇为兵本。”高昂的战斗

精神，是我军特有的政治优势和克敌制胜

的重要法宝，也是我军特有的文化传承。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也是

一支军队的灵魂。文化的本质在于以文

化人、以文育人，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一个

民族的精神，也涵养着一支军队的精神。

“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

之。”文化对于培塑官兵的浩然正气、英雄

豪气、昂扬士气，对于提升部队战斗精神，

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犯我强汉者，虽远

必诛”的血性呐喊，“临难不顾生，身死魂

飞扬”的壮怀激烈，“戎马鸣兮金鼓震，壮

士激兮忘身命”的慷慨激昂，“孰知不向边

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的豪迈气概……

这些既反映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发向

上的文化基因，也流淌着中国军人披坚执

锐、所向披靡的精神血脉。

我军历来是打精气神的，素以强大的

战斗精神闻名于世。回望铁血征程，我军

正是靠着“气”的锐不可当，弥补了“钢”的

严重不足，万里长征“三军过后尽开颜”，

抗日战争“驱逐倭儿共一樽”，解放战争

“天翻地覆慨而慷”，朝鲜战场“击溃强敌

奏凯歌”，锋镝指处、所向披靡，成为世所

公认“无法复制的军队”。这其中的制胜

密码之一，就是注重把中华民族传统武德

中的爱国尚武精神和我军爱国主义、革命

英雄主义精神贯穿到思想政治教育和实

践锤炼中，坚持用文化塑造军事能力、激

励军人斗志、提升官兵素质，激发官兵舍

我其谁的豪气、敢打必胜的底气、攻无不

克的锐气、宁死不屈的骨气。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繁荣发展

强军文化，强化战斗精神培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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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发展强军文化，是在国防和军

队建设领域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

直接体现和主要内容。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人民军队而言，重要

的是通过繁荣发展具有我军特色、彰显

时代精神、支撑打赢制胜的强军文化，培

育广大官兵敢打必胜的战斗血性、英勇

顽强的战斗作风。

练兵先练胆，铸剑需砺锋。信息化

智能化条件下的战争，尽管高技术武器

装备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战争本

质上依然是人与人的对抗，人的精神因

素依然对战争胜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战争的突发性、毁伤性、残酷性空前

增大，认知攻防对抗更趋激烈，生死考验

更加严峻和直接。这对军人的意志品

质、心理素质、战斗作风等精神因素考验

更甚、要求更高，更加需要发挥文化的政

治引领、道德内化、智力支持、军心凝聚、

情感陶冶、精神激励等功能，通过强军的

“铁马秋风”“战地黄花”“楼船夜雪”“边

关冷月”，锻造革命军人的精神利刃。

坚持用优良传统熏陶。“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

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我们应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通过学习爱

国志士和民族英雄保家卫国、舍生取义

的历史故事，涵养家国情怀，强化忧患意

识，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应

当注重从我军优良传统中获取力量，坚

持学好党史军史，讲好战史战例战将，用

好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时刻准备着

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

坚持用先进典型引领。朱德同志曾

说过：“部队中人人精神振奋，你也想立功，

我也想立功，这样就会打胜仗。”应着眼新

时代战斗精神培育的新内涵、新标准、新要

求，注重挖掘官兵身边的人和事，大力宣扬

善谋敢战、比武夺冠的先进典型，使广大官

兵学有榜样、赶有目标，营造出人人争当先

进的文化氛围，培育官兵为使命而战、为荣

誉而战、为胜利而战的精神。

坚持用战训任务磨砺。在缺乏实战

检验的情况下，锻造战斗精神主要靠训

练。坚持让强军文化聚焦打赢、服务打

赢、支撑打赢，把对抗文化、竞赛文化等融

入实战化军事训练，广泛开展群众性练兵

比武活动，引导官兵自觉把实战实训作为

培育战斗精神的“磨刀石”，在直面血与

火、苦与累中全面摔打磨练。应紧贴作战

任务、作战对手、作战环境，加强针对性、

检验性、对抗性训练，把战斗精神培育渗

透到每个训练课目。坚决纠治和平积弊

这个顽症，剔除精神上的懈怠，铲掉思想

上的锈蚀，真正立起备战打仗指挥棒，使

战斗精神在实战实训中淬火升华。

（作者单位：32736部队）

以文励气，砥砺血性胆魄
——推动习近平文化思想在部队落地生根③

■辛 源

克劳塞维茨曾用“战争迷雾”来比喻

战争中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性。能否真正

穿透“战争迷雾”，增强指挥员驾驭战争

不确定性的能力，成为影响战争胜负的

关键。

毛泽东同志曾说：“我们承认战争

现象是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

摸 ，更 少 确 实 性 ，即 更 带 所 谓‘ 盖 然

性’。”战争的不确定性主要是信息的不

完全性和判断决策的随机性带来的，其

随战争形态演变而不停变化。随着信

息技术、人工智能的发展，侦察手段日

新月异，传统的不确定性确实在减少，

战场看似更“透明”了，但诸如“认知迷

雾”“数字迷雾”“信息迷雾”等新“战争

迷雾”的出现，让战场变得更加波诡云

谲、扑朔迷离。

有军事专家曾指出，“信息是用来消

除随机不确定性的东西”。现代战争战

场信息呈“爆炸式”增长，但其中不乏重

复、冗余、异构的信息，对指挥员处理信

息的能力提出更高要求。要想穿透“战

争迷雾”，指挥员应准确提炼、科学运用

有用信息，以实现对战场态势、作战环境

更精准、更快速认知，做到先敌发现、先

发制人。特别要注意的是，即便指挥员

能从信息洪流中获取有用信息，但要想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还考验其认知能

力。如同下象棋，虽然双方棋子“全透

明”，但若不能洞察内在机理，“看几步下

一步”，是很难取胜的。

凡事能思其反，必得乎正。善于给

对手制造“战争迷雾”也很重要。夜袭

阳明堡、七亘村反常规设伏、奇袭白虎

团……纵观我军典型战例，有不少是让

对 手 陷 于“ 战 争 迷 雾 ”从 而 夺 取 主 动

权。从近几场局部战争来看，取胜一方

之所以能获得主动，很重要的原因在于

他们强在“以暗击明”。这启示我们，在

穿透“战争迷雾”的同时，想方设法趋利

避害，让“战争迷雾”为我所用，实现战

场“单向透明”，就能掌握制胜先机、减

少战争阻力。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面对时刻变

化的“战争迷雾”，各级指挥员应坚持锤

炼良好心理素质和过硬战斗本领，从容

应对各种不确定性。既通过加强对情报

信息的辨识处理、分析研判，依靠基于理

性思考和缜密判断的决策，尽量减少自

己的不确定性；也坚持“你打你的、我打

我的”，善于根据战场态势、敌情我情、作

战进程的变化，采取针对性措施，破坏、

扰乱对手对战场态势的感知、认知，让对

手看不见“山那边的东西”，把最大的不

确定性留给对手，从而牢牢占据战争优

势，把握战场主动。

（作者单位：内蒙古军区）

穿透新的“战争迷雾”
■文/王文澔 图/周 洁

1928 年春节，在江西遂川县率领部

队打土豪的毛泽东同志发现，官兵中有

人 违 反 群 众 纪 律 ，立 即 提 出“ 六 项 注

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

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从此，

新风拂湘赣，群众齐夸赞。人民军队的

第一个春节，就让当地群众看到了一支

军队的新风：“红军纪律真严明，行动听

命令；爱护老百姓，到处受欢迎；遇事问

群众，买卖讲公平；群众的利益，不损半

毫分。”

1929 年春节期间的一个晚上，从旧

军队过来的一名战士见连长陈士榘只

有一个人在，便跑过去把一只野鸡和 4

块银元塞给他，说：“长官，给你拜年。”

陈士榘笑着问他：“你来咱们部队一阵

子了，觉得这里兴送礼吗？”第二天，这

名战士从老乡那里买来一些腊肉分给

大家吃。席间，他抹着眼泪说：“我穿军

服 4 年了，前面在白军过了 3 个年……

咱们这里的年，最有味道，跟家里一样，

最好了。”

最是清新年味长。年关也是廉关，

过节尤需守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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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 年 2 月 3 日，大年三十，炊事员

和警卫员想给毛泽东同志准备几个菜，

他不仅没同意，还把仅有的一点腊肉送

给了攻打黎平、强渡乌江、进攻遵义中的

伤病员。那段时间，毛泽东同志还省吃

俭用，捐出自己的伙食尾子——节省下

来的伙食费，用于改善伤病员生活。

1949 年 1 月，北平和平解放。我军

原计划于 29 日进城，但考虑到这天是农

历正月初一，为少打扰市民过年，我军决

定推迟两天。入城前，我军对官兵进行

纪律教育，开展“政策点名”。入城后，所

有官兵对群众财物“只看管，不动用；只

保护，不破坏”。一名市民在胡同里逢人

便说：“今年最美的年味，是共产党心里

装着群众的爱民味！”

清则心境高雅，清则正气充盈，清则

百毒不侵，清则万众归心。人间有味是

清欢。清新的年味就是清欢的体验、清

明的标识、清雅的愉悦。正因如此，我党

我军历来提倡把清新作为一种价值来体

现，作为一种精神来追求。

1987 年 10 月，杨业功调任某导弹旅

旅长，他写下条幅，上书“携礼莫入”4个大

字，亲自贴到自家门楣。那年春节，一名

连长提着土特产敲开杨业功的家门，杨业

功坚决把他挡在门外。每逢过年，杨业功

常提醒大家，清新之风，是党心民意之所

向，军心士气之所在。千万不能忘了，有

一种年味叫廉味。

“味道深处是情感。”爱民味、节约

味、廉洁味……当年味充满清新，自然会

扫除物质主义、功利主义的尘埃，会拂去

爱慕虚荣、崇尚浮华的泡沫。正所谓：

“从来年是有情日。”

回 家 ，是 亲 人 团 聚 、阖 家 团 圆 ，更

意 味 着 对 家 庭 传 承 的 触 摸 、向 家 风 传

统 的 回 归 。“ 察 德 泽 之 浅 深 ，可 以 知 门

祚 之 久 暂 。”春 节 是 团 圆 的 美 好 时 刻 ，

也是家教的难得良机。习主席强调，不

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

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

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

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

可能殃及子孙、贻害社会。尤其是领导

干部的家风，绝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

事 ，而 是 直 接 影 响 党 风 、政 风 、民 风 的

一件大事。

1962 年春节，朱德把儿女们叫回家

后，郑重说道：“平时你们都有工作，现在

借节日团聚的机会讲讲家史。”他特别提

醒子女们生活上要自力更生，共产党人

要靠自己的本事。那个春节，朱德允许

子女在节假日来小住几天，但坚决拒绝

他们长住。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

第一所学校。每位家长特别是领导干

部，应把节日团聚视为崇德治家、廉洁齐

家的好时机，引导子女利以义制、名以清

修。这是给后辈最好的馈赠、给子女最

好的“红包”。

“旄尽风霜节，心悬日月光。”我们即

将迎来农历龙年，中国龙作为一种图腾，

是中华民族的标志性形象。新的一年，愿

你我神清思远，激浊扬清，志更清远、性更

清淬、品更清正，龙腾虎跃、龙马精神，展

新风、迎佳绩！

最是清新年味长
■刘维姣

临近龙年春节，“新春走军营”活动

也 迈 入 第 14 个 年 头 。 军 事 记 者 走 边

防、跑基层、访一线，用心感受座座军营

的脉动，描摹新时代的底色，用深情采

撷温暖故事，用镜头定格动人画面，充

分展示人民军队向着建军一百年奋斗

目标加速前行的坚定步伐和崭新面貌。

梦想熠熠，使命灼灼。奋斗的目

标如浩荡的长风、高耸的航标，给人以

前进的力量、责任的担当，彰显出巨大

的凝聚力、感召力。赢得时间，就是赢

得一切。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不是时

间到任务了的软指标，而是硬杠杠、硬

任务，一点都不能含糊，一刻也不能耽

搁。放眼今天，从卫国戍边的边防战

士，到勇闯大洋的深蓝勇士；从搏击长

空的蓝天雄鹰，到使命必达的砺剑号

手；从支撑打赢的保障尖兵，到维护安

宁的忠诚卫士，三军将士厉兵秣马，正

在绘就强军蓝图、锻造胜战刀锋的征

程上奋勇向前。

“枪膛中有国家的命运，弹壳里是

人民的希望。”透过记者的镜头与笔触，

我们看到中国军人能负重、敢涉险、善

攻坚、有担当，他们把对党和人民的无

限忠诚，落实到实际行动上；把坚定的

脚步，印刻在茫茫戈壁和千里边防线

上；把履职尽责和无私奉献，书写在日

常生活和平凡岗位上。

目光向北，陆军某试训基地严寒试

验场，为摸清新型装备的“耐寒指数”，

试车员驾驶几十吨重的钢铁战车急转、

急停，在极寒条件下进行连续数小时的

行驶试验。目光向南，海军山东舰舰岛

飞行保障中心内，官兵借助飞行甲板模

型，模拟指挥调度舰载机，高标准完成

起降、维护、挂弹、加油等多项作业。锻

造能打胜仗的“刀尖子”，最根本的是抓

备战、抓训练。只有坚持实战实训、按

纲施训、从严治训，切实把每一个单兵、

每一型装备、每一类作战要素都训到

位，才能夯实战斗力基础。

西南某地，工程兵某部训练中心，

人员定位系统、智能巡检系统、保障数

据库、VR 虚拟成果应用展示等，令人

耳目一新，科技赋能、向战聚焦的步伐

迈得扎实、走得坚定。现代战争，打的

就是科技战。一定意义上讲，懂技术才

懂现代战争。确保官兵拥有强大的“科

技头脑”，不断增强官兵的科技自信，必

定能使更多科学技术进入战场决策、进

入战法打法，最大限度发挥科技的力

量、专业的力量，打赢明天的信息化智

能化战争。

春节前夕，担杆岛上，海军某部官

兵家属上岛过新年。曾经海岛是偏远

的代名词，如今便捷交通让上岛不再

难，这得益于驻地政府专门为岛上军民

开通了客船航线，客船每周 5 班，上岛

探亲越来越方便。服务基层就是服务

战斗力，关心官兵就是关心打赢事业。

有时给官兵送一分温暖，就能调动官兵

十分积极性；为基层解决一个难题，就

能鼓舞官兵十分士气。千方百计把服

务基层、纾困解难的各项工作抓到位、

抓出成效，官兵才能集中精力练兵备

战，基层建设才能蒸蒸日上。

草木蔓发，春山可望。军人的“春

山”永远是能打仗、打胜仗。“拼”的精

神、“闯”的劲头、“实”的干劲，已刻进一

岗一哨；“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

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已注入

一舰一机。我们坚信，人人知责于心、

担责于身、履责于行，个个紧抓快干、埋

头实干、咬牙苦干，打好实现建军一百

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就能汇聚强大合力、

激发澎湃动力、昂扬蓬勃活力。在漫长

的边境线、曲折的海岸线，在大漠深处、

九天之上，在中国疆域的每一寸标识之

处，中国军人的铁肩将会更加厚实，中

国军队的利刃将会更加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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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年春节将至，从城市到乡村，很多

人都在忙着置办年货。对军人来说，迎

新春辞旧岁，当然少不了组织会餐、晚会

活动、娱乐电影等“休闲年货”，但过年不

能“光富肚子”而“不富脑子”。无论是回

家过年还是在军营守岁，要想把年过得

充实有意义，不妨备好“精神年货”。

一支有学习力的军队，才是有战斗

力的军队。粟裕将军在戎马倥偬的日

子里，总是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

翻一翻古今中外兵书。历史一再告诉

我们，武而不文，不可称雄。一本好书，

翻开，是呼吸新鲜知识空气的一双肺

叶；合上，是砌筑高尚正直人生的一块

方砖。春节期间，作为“精神年货”的优

选，多品一品书香，有助于保持思想活

力、得到智慧启发、滋养浩然之气。

春节假期，也是如饥似渴学习知识、

提升本领的好时机。我们在休憩身心的

同时，不妨沉下心来，充分利用好假日时

光，看几本平时想看而没有时间看的书，

补一补平时想补而没有机会补的短。应

结合自己的本职工作，着眼于增长见识、

增加知识、增强本领，不断从书籍中汲取

营养、厚实根基，让自己的大脑不断“升

级迭代”，享受到不一样的“年味”。

备好“精神年货”
■周 平

“ 年 后 再 说 吧 ，这 几 天 正 忙 呢 。”

近日，某部一位战士来到单位机关人

力资源科，想要办理证件回家过年时

用，没想到却碰了一鼻子灰。临近年

关，少数机关未到“春节时间”，心态却

已“放假”，把“年后再说”挂在嘴边，让

办事的官兵心里添堵。这一现象值得

警惕。

春节前夕，许多机关部门工作确实

很忙，这是事实。但领导机关是服务机

关，理应在服务基层时既热情又及时。

“年后再说”表面上看是推脱工作的理

由，反映的却是服务意识的淡漠、工作

作风的懈怠。试想，年前不想办的事

情，年后又怎会用心办？一句“年后再

说”，推掉的是官兵心中的急事难事，拉

开的是基层官兵和组织之间的距离。

须知，为兵办事没有节前节后之分，解

难自然不能“年后再说”。

一枝一叶总关情，一言一行见作

风。各级领导和机关干部应端正为兵

服务的根本态度，树立求真务实的工作

导向。一方面，要强化服务基层意识，

以工作的快捷高效取信于基层官兵，积

极回应官兵关切，能办的马上就办，一

时 难 以 解 决 的 也 要 认 真 做 好 解 释 工

作。另一方面，要完善工作监督机制，

让“年后再说”从口头上销声匿迹，从行

动上坚决杜绝，确保做到思想不松、热

情不减、标准不降。

莫要“年后再说”
■王玉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