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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作战力量装备技术新、运用领

域新、作战方式新，是加快转变战斗力

生成模式的“领头雁”和“加速器”。今

年 3 月，习主席在出席解放军和武警部

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要更新思

想观念，大胆创新探索新型作战力量建

设和运用模式，充分解放和发展新质战

斗力。”

作为国家战略能力的前瞻力量、未

来作战的尖兵利刃和生成新质战斗力

的强力引擎，新型作战力量正成为打破

战场力量均势、推动制胜权重演变、加

速战争形态升级的关键因素，赋予大国

战 略 竞 争 和 战 场 制 胜 的 新 优 势 新 能

力。当前，军事强国都在加紧推进新型

作战力量建设，预示着未来战争必将是

以新型作战力量和传统作战力量高度

融合的混合对抗。近年来，随着我军防

空反导、特种作战、信息对抗、水下攻防

等新型作战力量的不断建设发展，很多

指挥员积极转变观念，大胆主动使用，

使新型作战力量逐步实现由“助战”向

“主战”、“配角”向“主角”转变，部队战

斗力随着新型作战力量的大批量投入、

高频率使用而进一步跃升。

然而，平时演训中，仍有个别指挥

员 对 新 型 作 战 力 量 重 视 不 够 、研 究 不

深 、使 用 不 当 。 有 的 用 新 型 作 战 力 量

“撑门面”，只图热闹，不问实效；有的把

他们当“万金油”，好钢没有用在刀刃

上；有的总是把新型作战力量当作“配

属部队、支援兵种、保障力量”，没能充

分释放新型作战力量的效能。这些现

象不克服，就不可能充分发挥新型作战

力量的拳头作用。

思深方益远，谋定而后动。让新型

作战力量战时唱主角当主力，平时必须

以科学思维、体系观念引领新型作战力

量建设。这轮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新

型作战力量得到明显加强。但必须看

到，作战力量的“新型”是一个不断更迭

的动态概念，这就要求必须秉持前瞻布

势思维、系统工程思维、关键节点思维

和联合开放思维，准确把握世界军事发

展大势和国家利益拓展需要，科学预见

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发展的新方向、新结

构 、新路径 、新能力，着力形成有利态

势，持续抢占军事斗争制高点。

“决胜于未战，决胜于人才。”新型

作战力量具有新、特、精、强的特点，要

求 在 培 养 人 才 上 必 须 创 新 方 式 方 法 。

比如，由于很多新型作战力量是全新领

域，根本没有师傅，那么“师傅带徒弟”

的培养模式就行不通了，就需要依托试

验 训 练 机 构 和 装 备 研 制 单 位 跟 研 、跟

试 、跟训，依托部队试用 、验证 、优化。

再如，大多信息化装备很昂贵，采用机

械化时代“消耗摩托小时”的培养路子，

很难提高人才培养效费比，就必须采用

模拟训练、兵棋推演等方式培养人才。

严格落实《关于加强新型作战力量人才

建设的若干措施》，注重引进大数据模

型、智能化技术，注重从作战实验室、网

络空间靶场中孵化人才，从仿真训练、

虚拟对抗中锤炼人才，必将为新型作战

力量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更好服

务战斗力建设需要。

“欲得强兵，必须坚甲利器，实选实

练。”不训练，作战力量再“新型”也没有

力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军组建不

久的地空导弹部队，之所以能够首创击

落敌高空侦察机的战绩，与遵循新装备

技术机理、扎实训练有直接关系。新型

作战力量入列，其更大的使用价值、更

强大的作战效能，需要通过实战化对抗

演练来发现、挖掘和提升。言武备者，

练为最要。练之要者，在于创新。只有

创新“边研－边建－边训”的超前训练

模式、“实验－训练－作战”的衔接组训

方式，从最复杂、最大强度的角度设计

演练行动，探索摸清其最广的战场适用

范围、最佳的编成聚力方式、最大的对

抗能力效应，才能将新型作战力量锤炼

为制胜未来的精兵劲旅。

现代战争无战不联、无联不胜。新

型作战力量有着独特的制胜机理、崭新

的作战方式、超常的作战效能，一经融

入联合作战体系，就能产生倍增效应。

结构力决定战斗力。只有坚持做到作

战编组形式由按军种职能编组向按作

战功能融合转变，作战体系由单元功能

融合向要素能量聚合转变，在联合作战

行动中把新型作战力量作为聚合整体

战斗力的新基准、担当使命任务的新主

角，把新型作战力量上升到主战主用、

奇兵制胜的高度来对待，才能拓展联合

作战力量的“增长极”、打造联合作战能

力的“倍增器”，从而确保在未来战场抢

占先机、赢得主动。

（作者单位：海军参谋部）

让新型作战力量唱主角当主力
—充分解放和发展新质战斗力④

■刘天明

画里有话

“知道党的历史，会更爱党。一定

多去革命纪念场所，一定多了解那里的

革命文物。在那里，场馆就是课堂，文

物就是课本。”

相信有关部门发布的今年清明节

6700 多万人次走进烈士陵园等革命场

馆的信息，一定会让之前说上述这段话

的谢觉哉同志无比欣慰。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

化，维系民族精神。革命文物，是我党

我军发展壮大的历史结晶，每一件都铭

记着一段战斗历史，承载着一个感人故

事，见证着初心之恒、使命之重、信仰之

美、英雄之气。走近革命文物，就是一

次红色旅行。革命文物无言，只不过它

在等待我们去听它背后的故事。而那

故事，正是革命文物“想说的话”。

中共一大会址，1920 年 9 月出版的

《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静静安放于展厅

陈列柜。这一译本，是由一位共产党人的

老父亲放在衣冠冢中方才保存下来的。

在全国其它纪念场馆，还陈列着几

十个版本的《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

上世纪 20 年代前后，这个小册子中的思

想被一批先进青年接受后，即刻在中国

的农村、工厂、学校释放出无比强大的

能量。纵然面对绞索、枪口和屠刀，一

批批忠诚的共产党员也前赴后继，李大

钊、陈延年、刘胡兰……是什么让他们

慷慨赴死？是信仰的力量！

什 么 衣 服 ，能 给 人 心 灵 极 大 的 震

撼 ？ 多 少 补 丁 ，能 让 人 禁 不 住 泪 流 满

面？挂在毛泽东遗物馆立柜里的一件

睡衣，给出答案。

20世纪 50年代初，北京东交民巷雷

蒙服装店的王子清师傅，为毛泽东同志精

心制作了这件睡衣。质地苜蓿棉，春秋都

可穿。毛泽东同志一穿就是 20多年。期

间，工作人员多次请求更换，他不同意，要

求破了再补。1971 年，睡衣破的实在没

法再补了，毛泽东同志才同意它“退役”。

这件睡衣有多少块补丁？1、2、3……73！

仔细数完，工作人员个个泣不成声。

“73块补丁，为一个曾经百孔千疮的

民族，补漏补钙，补出一个崭新强盛的国

度。每一块补丁啊，都是一座精神高地，

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才配有的伟大。”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馆的展柜里，一

块黄豆大小的金属块，静静地躺在玻璃柜

中，“不知道它来历时，它散发着幽暗的光；

知晓它的故事后，它释放出最亮的光”。

1930年 2月，赣中，23岁的粟裕同志

率部与敌交战时，不幸被几块弹片击中

头部。抢救时，因医疗条件受限，弹片无

法取出。3 个月后，粟裕同志重返战场，

并在以后的战场上强忍欲裂头痛，创下

许多经典战例。1984 年 2 月，粟裕同志

遗体火化，亲人在他的骨灰中发现 3 块

弹片后，将其中 1块捐赠给了军史馆。

一名诗人听了这块弹片的来历后，

这样吟道：他七次负伤，三块弹片存在

体内/像背负着另一种战争/和日子一

起疼痛/可不可以，让雪峰山替你喊一

声疼/可不可以，送一个家乡的偏方/将

三块弹片，连根拔起。

淮海战役纪念馆，一根 1.2 米长的

竹竿，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竹竿曾经

的主人，是特等支前功臣唐和恩。淮海

战役期间，唐和恩带领小车队从他的家

乡出发，随军跑遍了整个战场。每到一

地，他就把地名刻在小竹竿上，共刻下

了苏鲁皖三省 88 个地方的名称。

“这是竹竿吗？是，也不是，它是取

胜 的 最 大 力 量 。 上 面 刻 的 是 地 名 吗 ？

是，也不是，刻的是制胜秘笈。”

3.6 万多处，这是全国已登记不可

移动革命文物场所的总数；超过 100 万

件（套），这是国有馆藏可移动革命文物

的数量。这是丰富的收藏，也是无尽的

宝藏，更是无穷的力量。

文物不言，自有春秋。革命文物所

在的纪念场所外，是一个个充满朝气的

城市、一片片焕发希望的田野。这里，曾

洒下烈士的鲜血，曾寄托英雄的希望。

“这盛世，如你所愿。”站在 21 世纪的长

河堤岸，面对云飞浪卷的崭新时代，历史

已经告诉未来，后浪正在告慰前浪。

革命文物，那是历史结晶的永恒讲

述。经常心怀温情与敬意聆听革命文

物的诉说，必将把革命文物中的故事沉

淀为鲜活的记忆，去感受那血脉里奔涌

的 力 量 ；把 革 命 文 物 中 蕴 含 的 时 代 价

值，凝结为成长的钥匙，必将开启前辈

用鲜血都要换的未来。

（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

场馆就是课堂，文物就是课本
■赵劲羽

“要强化法规制度执行监督工作，明

晰责任主体和评估标准，健全监督机制，

严 格 责 任 追 究 ，确 保 法 规 制 度 落 地 见

效。”习主席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上的

这一强调要求我们，深入贯彻依法治军

战略，既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也要执

法必严、违法必究。

违法必究，是依法治军的核心要义和

基本要求，是推动法规制度落实的重要手

段。律令如山，执法如山，才能确保部队

令行禁止。如果违反法规而没受到惩罚，

坏了制度而没付出代价，法规制度就会成

为“纸老虎”，就会形成“破窗效应”。“法不

严则不立，治不严则无获。”只有真正把违

法必究落到实处，把刚性约束落到实处，

让法规制度“长牙”、发威，对违反法规制

度的坚持“零容忍”，才能以严格的法规制

度落实，倒逼全体官兵谋事以法为先，遇

事以法为师，行事以法为矩，不断推进依

法治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军在依法治军

方面屡出铁腕举措：“十项规定”“禁酒

令”“八个专项清理整治”“严格领导干部

个 人 事 项 报 告 ”“ 设 立 基 层 风 气 监 督

员”……一道道军令密集发出，彰显了抓

依法治军不松劲、不松手、不松气的鲜明

导向。今天，随着制度的笼子越扎越牢，

法规的绳子越勒越紧，“一般”越来越少，

“一律”越来越多；“模糊认定”越来越少，

“精确制导”越来越多，根本就在于严格

执纪、铁面问责、违法必究。

“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

源。”个别单位贯彻依法治军战略之所以

成效不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真正

落实违法必究。有的甘当“和事佬”，不

愿得罪人，对违反法规制度的只提醒，不

处罚；有的搞“下不为例”，看似态度严

肃，实则网开一面，已经违例违规；有的

搞“意思意思”，本应处分的给通报，本应

诫勉的给批评，人为降低违反法规制度

的代价。如此“杀威棒”高高举起，轻轻

放下，“纸上的法律”就难以变成“行动中

的法律”，法治的规范、引导和保障作用

就难以充分发挥。

法是天平，天然讲求一视同仁，公平

公正。古往今来，公正执法，赏罚严明，

都是锻造“投之所往，天下莫当”钢铁劲

旅的铁律。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毛泽东

严惩爱将黄克功，都以公正执法赢得军

心。这要求我们，违法必究，必须一把尺

子量长短、一个标准来处理，做到“无差

别对待”。如果处理同样的违法乱纪行

为，不能法纪面前人人平等，不能一碗水

端平，宽严失度，亲疏有别，“操两可之

说，设无穷之辩”，只会削弱法规制度的

权威性和严肃性。

对于违法必究，孙膑主张“罚不还

面”，《司马法》建议“罚不迁列，欲民速睹

为不善之害也”。二者表述不同，但意思

相近，即惩罚要随犯随罚，当机立断，不

能耽搁。实践证明，三五年前出的事，拖

很长时间才公布处罚结果，会大大消减

处罚的效果。违法必究，手起刀落，干净

利索，展现的是速度，更是态度。

基层官兵既是违法乱纪的受害者，

又是违法必究的监督者。真正把违法必

究落到实处，发挥好基层官兵“前哨预

警、全时探照”作用也很重要。须不断丰

富监督方式、拓宽监督半径，定期收集基

层官兵反映强烈的违法乱纪问题。要进

一步畅通广大官兵参与监督的渠道，不

断健全检举控告、信访接待制度，有效落

实广大官兵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

监督权；要建立健全基层官兵监督情况

反馈、举报人保护、处理结果通报等制

度，对官兵反映的问题认真调查处理，有

效保护官兵参与监督的积极性主动性，

促进形成人人参与依法治军、人人成为

法治主体的生动局面，把贯彻依法治军

战略不断推向深入。

（作者单位：66325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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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观澜

对 于 提 高 政 治 教 育 质 量 ，一 名 老

政 工 这 样 提 醒 ：“ 所 谓‘ 通 情 达 理 ’，就

是 说 情 通 了 ，理 易 达 ；情 不 通 ，理 难

达 。‘ 达 理 ’先‘ 通 情 ’，千 万 不 能 把 顺

序搞颠倒了。”

此言极是。有位指导员给一名战

士 讲 要 跟 战 友 搞 好 团 结 的 道 理 时 ，嘴

皮 子 快 磨 破 了 也 没 见 效 果 。 原 来 ，这

名战士对指导员的态度很反感：“他讲

的道理没错，但那高高在上的姿态，冷

冰 冰 的 语 气 ，我 接 受 不 了 。”教 育 不 动

情，效果等于零。解放战争中的“诉苦

三查”运动为什么教育效果好，一个重

要原因是“大家一起哭、一起愤怒……

运 动 中 完 全 的 情 感 相 通 ，让 道 理 顺 畅

地灌输给了士兵。”多少入心入脑的教

育 ，都 印 证 着 列 宁 的 这 句 名 言 ：“ 没 有

‘ 人 的 情 感 ’，就 从 来 没 有 也 不 可 能 有

人对于真理的追求。”

善 治 必 达 情 ，达 情 必 近 人 。 不 用

真 情 ，没 有 共 情 ，难 以 通 情 。 走 过

“ 情 ”的 桥 梁 ，才 能 抵 达“ 理 ”的 彼 岸 。

多一些设身处地，多一些感同身受，教

育就会如一名教育家所说，“当他体会

到 了 你 妈 妈 一 般 的 心 ，感 受 到 了 你 兄

弟一般的情，道理就容易听进去了”。

“达理”须先“通情”
■乔子宸

玉 渊 潭

一次，刘伯承同志在座谈会上这样

叮嘱，不读书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指

挥员尤其要常读各方面的书……多读

书也是练打赢。世界读书日来临前夕，

重温刘帅这句话，意蕴尤深。

“武而不文，不可称雄”“人读等身书，

如将兵十万”。秦朝大将王翦，“战毕，秉

灶展卷常矣。”毛泽东同志长征期间生病

时，躺在担架上也“专心阅读，还不停地在

书上打杠杠。”陈赓同志任何时候外出，都

随身带一两本书。古今中外的很多名将，

都既是“武痴”，也是“书迷”，把读书作为

军旅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军人为什么必须常读书？拿破仑

这样回答：“书能给军人冷静、宽广和勇

敢，是军人的灵感与智慧之源”。对拿

破仑的这一说法，有本书用这样一组数

据从反面给出印证——“失败将领中，

70%的人没有读书的好习惯。”该书还写

到：“读书，对军人来说不只是养心，更

是制胜。军人常不常、爱不爱、会不会

读书，读什么类型的书，跟明天战场的

胜败密切相关。”

“没时间”，这是一些人给出的不读

书的理由。不可否认，部队工作很忙，尤

其是各级指挥员，每天有干不完的活、操

不完的心，确实难有大块时间专门用来

读书。但这绝不是不读书的理由，正所

谓，“谓学无暇者，有暇亦不能学也。”不

读书，表面看缺的是时间，实质缺的是紧

迫感、责任感。

“读书不是个人的小事，而是军人必

做的大事。”这是当年“献身国防现代化

的模范干部”苏宁对自己的告诫。正是

因为心怀使命忧患，苏宁“一物不知，深

以为耻，便求知若渴”，坚持平时挤一点

时间，路上用一点时间，晚上花一点时

间，向书中“求败敌之策，索胜战之道”，

使部队战斗力得到较大提升。

有这样一副对联：不联系实际，读书

再多也只是“两脚书橱”；不注重转化，满

腹经纶也只是纸上谈兵。“读书是学习，

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

衡量一名军人水平高不高，不是单纯看

他读书多不多，主要是看他转化能力强

不强。不死读书、不读死书，注重在读书

中培养开阔的战略视野、强烈的创新精

神、前瞻的思维理念，同时善于与部队实

际对接、与打赢需求对表、与标准要求对

标，如此贯通学思用、统一知信行，方能

把书本上的知识转化为打赢力量、胜利

筹码。

（作者单位：陆军军事交通学院镇江

校区）

“多读书也是练打赢”
■刘 阳

作者作者：：周周 洁洁

“理直气壮”，是大家熟悉的一个成

语，意思是说，因为道理正确，或者理由

充分，所以说话就有气势。的确，占了

理，说话自然有底气。但需要注意的是，

做思想工作时，不可把“气壮”变成了“气

粗”，有时候，“理直气和”反而效果更好。

现 实 中 常 有 这 样 的 现 象 ，有 理 的

一 方 ，由 于 过 于“ 气 粗 ”，得 理 不 饶 人 ，

反而激起对方的反感、抵触，使原本的

道 理 之 争 变 成 了 意 气 之 争 。 这 说 明 ，

即 使“ 理 直 ”，气 也 不 一 定 要 那 么 粗 。

用 平 和 的 语 气 表 达 正 确 的 道 理 ，或 许

更 有 利 于 对 方 接 受 。 再 进 一 步 讲 ，有

理而不“声高”，“理直”而又“气和”，不

仅 不 会 丢 了 理 ，还 显 示 了 气 度 和 胸

怀。正所谓，“言正者，气不惊不怕，气

不张不扬，亦使理达而令人仰之也。”

当然，对一些明显错误的观点，造成

重大损失、还迟迟不改的错误，绝不能

“吹面不寒杨柳风”。因为不痛批错误的

言论和思想，就是纵容。义正辞严的呵

斥、鞭辟入里的纠偏，也是不可或缺的。

严厉批评，只要出以公心、实事求是，相

信也一定会被受批评者理解和接受。

“理直”不妨“气和”
■罗嘉乐 阮树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