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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 队 生 来 为 打 仗 ，军 人 生 来 为 战

胜。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

上明确要求，确保人民军队始终敢打必

胜。这是新时代政治建军经验的总结

和升华，也是我军无往而不胜的制胜密

码和独特优势。

军队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备战打仗是军队的主责主业，敢打必胜

是军人的血性胆魄。军人的荣誉、军队

的 价 值 ，最 终 体 现 在 能 打 仗 、打 胜 仗

上。我军一路走来，素以能征善战著称

于世。“天翻地覆慨而慷”，取得了武装

革命斗争的伟大胜利，打出了一个新中

国；“击溃强敌奏凯歌”，取得了抗美援

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打出了中国的大国

地位；“严惩侵略卫边陲”，取得了多次

边境自卫作战的胜利，捍卫了祖国万里

边疆和辽阔海空……人民军队浴血奋

战，勇往直前，战胜一切敌人，克服一切

困难，创造了彪炳史册的辉煌战绩。

党的方向就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方

向，党和军队在新形势下的中心任务决

定我军政治工作的任务。我军历来注

重用进步的政治工作将进步的政治精

神贯注于军队之中，不断提高官兵的思

想觉悟，促进精神力量转化为部队敢打

必胜的物质力量。从革命战争年代，到

和平建设时期，政治工作始终紧紧围绕

中心任务、服务强军打赢，党指向哪里、

部队冲锋到哪里，政治工作就跟进到哪

里、就在哪里发挥作用，确保全军思想

统一、政治统一、行动统一。

列宁说：“我们在采取各种促进和

平的步骤的同时，也应当极力从事军事

准备，绝对不能解除我们军队的武装。”

和平是对一支军队最大的奖赏，安享和

平则是对军人使命的最大背叛。如果

说 战 火 硝 烟 的 生 死 较 量 是 对 军 人“ 刚

性”的检验，那么和平时期的物质诱惑

就是对军人“韧性”的考验。一支军队

滋生了和平积弊，带来的必然是斗志的

消磨、士气的消解、战斗力的销蚀。历

史烽烟中，多少曾经所向披靡、战无不

胜 的 军 队 ，却 在 太 平 岁 月 变 得 步 履 蹒

跚，在和平年代沉溺灯红酒绿。

军不思战，国之大患。虽然经过新

时代以来一系列整改整训、整顿整治，官

兵的战斗队思想更牢、战斗员定位更明、

战斗力指数更强。但我军几十年没打仗

了，各级指挥员大多没有上过战场，很容

易“醉太平”，染上“和平病”。忘战必危，

怠战必败。姓军不务军、备战不研战、练

武不精武，以不打仗的心态做打仗的准

备，按过时的套路准备未来的战争，一旦

战争打响，毁的是军队，最终坑的是国

家、害的是民族、苦的是百姓。

当前，世界正处于新的动荡变革期，

国际竞争的“丛林法则”仍然没有改变，

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

生，想过太平日子、不想斗争是不切实际

的。“越是形势复杂，军事这一手越要过

硬”。我们一定要经常想一想，御敌备战

的思想牢不牢？经常量一量，与敌过招

的本领强不强？经常照一照，逢敌亮剑

的血性足不足？经常查一查，实战练兵

的训风实不实？宁可备而不战，不可无

备而战，这是我们必须作出的回答。

备战打仗是军队的主责主业，领导

备战打仗是各级党委的主要任务。早

在古田会议上，我党就专门强调红军必

须 实 行 党 委 制 ，使 党 的 组 织 真 正 成 为

“领导的中枢”。军队各级党委在部队

建设中处于主导地位、起着关键作用、

负有全面责任，应把备战打仗作为第一

要务，带头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

仗，不断提高战略谋划能力、真打实备

能力、改革创新能力、科学管理能力、狠

抓落实能力，最大限度地把政治优势和

组织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以实际行动

回答好习主席提出的“胜战之问”“价值

之问”“本领拷问”。

法定而事遂，本立而功成。习主席

明确要求，政治工作要聚焦能打仗、打胜

仗，保障战斗力标准在军队建设各个领

域、各项工作中贯彻落实。战斗力标准，

蕴含了党对军队的政治要求，扭住了能

打胜仗的强军之要，明确了一切工作的

根本指向。政治工作只有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把工作着力点聚焦到备战打仗

主责主业上，破除和平积弊，抓实训风考

风，才能更好地巩固和提高战斗力，才会

凝聚起战胜一切困难、压倒一切敌人、完

成一切艰巨任务的精神伟力。

歌曲《敢打必胜》唱道：“能打仗，打

胜仗，血性的子弹压满枪膛，像那猎鹰

展翅翱翔，彰显正义的力量。”敢打必胜

是我军血性胆魄的生动写照，也是流淌

在 官 兵 血 脉 中 最 具 活 力 的 精 神 因 子 。

每一名官兵都要强化忧患意识、危机意

识和打仗意识，坚决破除当“和平兵”

“和平官”思想，激发亮剑胆气、培植尚

武精神，做到职位岗位就是战位、大事

小事服从战事，枕戈待旦、殚精竭虑，确

保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随时出征、不

怕牺牲、决胜疆场。

（作者单位：69220部队）

确保人民军队始终敢打必胜
—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②

■张发成

1949 年进京后不久，毛泽东同志准

备会见民主人士，却找不出一件不带补

丁的衣服。为此，他自信而坚定地说：

“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

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

成绩！”

安贫乐道一直是毛泽东同志的自

觉坚守。当年，出于礼仪的需要，他做

了两套衣服，一套是参加开国大典的礼

服，一套是访问苏联的礼服，买了一双

圆头的黄皮鞋，一直穿到与世长辞。当

时典礼局负责人要给他再买一双尖头

的黑皮鞋，接见外宾时穿，他没有同意，

还幽默地说：“外国人主要是来见毛泽东，

而不是见毛泽东的黑皮鞋的。”

毛 泽 东 同 志 曾 在 不 同 时 期 说 过 ：

“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都还很穷，我多用

一条毛巾算不了什么，可是全军如果每

人节约一条毛巾，省下的钱，我看就足

够打一次沙家店战役了”“没有条件讲

究的时候不讲究，这一条好做到；经济

发展了，有条件讲究仍然约束自己不讲

究，这一条难做到。共产党员就是要做

难做到的事”。

安贫者不贫。共产党人甘于清贫，

是为了把艰苦奋斗、崇尚俭朴作为党性

修养来锤炼，时刻保持对崇高理想的执

着追求。这是我们党的宗旨和性质所

决定的，也是共产党员、革命军人必须

坚守的政治本色。

周恩来同志在生活上始终保持着

战争年代那种艰苦朴素的作风，一丝一

缕都不愿意浪费。在穿着方面，他非常

“讲究”，外观上总是干净整洁，光彩照

人，因为他深知自己代表着共产党人的

形象、中国人的形象；而内衣、被褥是破

了补，补了又破，往往是补丁连补丁。

他常说，生活上不要那么讲究，穿得旧

一点别人看着也没关系，丢掉艰苦奋斗

的传统，丢掉延安精神才难看呢！

周恩来同志逝世时，卫士给他换上

了他最喜欢的灰色法兰绒中山装，那是

基辛格访华前夕定做的。医护人员看

到后，高声叫起来：“这不是新衣服啊，

你们太马虎，拿错了！”卫士哑声说：“没

有了，这是最新的。”医生愤怒了：“不是

向你们报过病危了吗？为什么早没准

备！”两名卫士垂下了头，然后解释说：

“这是总理的习惯。”这是一个大国总理

的勤俭习惯，也是一名无产阶级革命家

的崇高风范。

革 命 者 永 远 年 轻 ，奋 斗 者 苦 中 作

乐。安贫者口中嚼的是菜根，胸中激扬

的是热情，眼中闪烁的是梦想。当年新

疆开荒生产时，战士们的衣物磨损非常

严重，有的袖子扯破了，就把袖子一剪，

长 袖 变 成 了 短 袖 ；有 的 裤 子 磨 得 像 渔

网，就用食堂的菜刀割掉，长裤变成了

短裤。兵团还要求每人一年节省一顶

军帽，两套单衣节省一套，每月 3 元津贴

拿出 2 元，用于支援新疆的经济建设。

当时，流传着一首歌谣：“全军官兵

省一口，盖起工厂建高楼，全军战士省一

件，修起工厂一大片；宁愿以盐水代菜下

饭，也要节省菜金支援工业建设……”就

这样，铢积寸累，聚沙成塔，兵团没向国

家要过一分钱，建成了八一钢铁厂、七一

棉纺织厂、六道湾煤矿等最早的工业企

业，结束了新疆没有现代化工业的历史。

《菜根谭》中写道：“宁谢纷华而甘

澹泊，遗个清名在乾坤。”安贫者在物质

上也许是贫乏的，留下的精神却是永恒

的 。 朱 德 同 志 在 生 活 上 一 向 艰 苦 朴

素。他常说：“从俭入奢易，从奢入俭

难，勤俭建国家，永久是真言。”他教育

子女“革命者的遗产不是金钱，而是革

命精神”。他曾对孙辈们说：“我的东西

是公家的，我死后一律上缴，只有我读

过的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你们可以拿去

学习。”他给后代留下了一个无产阶级

革命家功高不自居、位高不自私、德高

不自显的高贵品德，这是最宝贵的精神

财富。

董必武同志曾说过：“我们只有精

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力。”

现在，我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有了极大改

善 ，不 用 再 像 革 命 前 辈 那 样 过 衣 衫 褴

褛、食不果腹的苦日子了。但必须清醒

认识到，面对探索之艰、创新之难、实干

之苦，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点都不能少。

艰苦奋斗、勤俭建军，体现的是我军性

质宗旨，反映的是对人民群众辛苦汗水

的倍加珍惜，彰显的是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的政治态度，什么时候都不能丢、

不能忘。

难 耐 清 贫 莫 从 军 ，强 军 路 上 无 分

心。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艰苦不是目

的，奋斗才是关键。没有艰辛就不是真

正的奋斗，不经苦难就不会成就真正的

辉煌。强军新征程上，我们一定要牢记

“奢靡之始，危亡之渐”的古训，甘于做

艰苦奋斗、不畏艰难的安贫者，以清贫

为荣，以苦干为乐，闯出一片新天地、干

出一番新作为。

（作者单位：江西省军区）

“安贫者能成事”
■鲍泽敏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某部在党

纪学习教育中，把锤炼党员干部的党性

修养作为着力重点，持续用严格的党内

生活锤炼，用严明的党纪军规约束，取得

了明显成效。

党性是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

石。根强则盛，本固则安。正党风、严党

纪，落脚点都在于强党性。坚守理想信

念、砥砺坚强党性，筑牢信仰之基、补足

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解决好“总开

关”问题，就能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

行有所止。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为什么落马党

员干部的处理通报中，时常会出现“丢弃党

性原则”“毫无党性可言”“背离党性原则”

等字眼？原因就在于，党性一旦丧失，就会

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

活上腐化，违法乱纪就是迟早的事。

“内修则外理，形端则影直。”纪律是

我们党的生命线。没有严明的纪律，党

性锤炼就难以取得成效。上好共产党人

的必修课，就要以党纪学习教育为契机，

引导党员干部学纪、知纪、明纪、守纪，练

好内功、提升修养，筑牢安身立命之本。

常思党性修养好不好
■孔 健

“先敌开火为王”“打左眼跟打右眼，

没有什么两样”……网上一段教授战士

射击的视频，揭示了“速则乘机，迟则生

变”的制胜之道、“兵贵神速，患不勇耳”

的练兵之要，也验证了“天下武功，唯快

不破”的至理名言。

拿破仑说过：“军队的力量与力学中

的动力相似，是质量和速度的乘积。快

速的行军，能够提高军队的士气，足以增

加取胜的机会。”古往今来，速度始终是

衡量军队作战能力和武器装备性能的一

项关键指标，也是撬动胜利之门的重要

支点。从“兵之情主速”，到“兵贵胜，不

贵久”；从“时间就是军队”，到“先下手为

强，后下手遭殃”，无不说明“以快制慢”

的胜战法则。

徐向前同志在《红四方面军的战斗

作风》一书中写道：“时间就是力量，就是

胜利，就是军队的生命。”在革命战争年

代，我军官兵时常用双腿跑赢敌人的车

轮，经常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打得赢

就打，打不赢就走”“敌进我退，敌驻我

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都是以“快”为

前提。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夜袭阳

明堡、血战孟良崮、鏖战松骨峰，都是因

“快”而取胜。

如今，信息化条件下作战，战场时间

被压缩、战场空间被扩展、战场态势被透

明，速度的内涵和外延得到极大拓展。

集超声速、高毁伤和高突防能力于一身

的高超声速武器广泛应用于战场，化身

战场“神剑”的激光武器也将书写“点穴”

传奇。战争进入“秒杀时代”，发现即摧

毁，首战即决战，以快吃慢、以快造势、以

快制胜的规律越发凸显。

“万人操弓，共射一招，招无不中。”

信息化智能化战争，不是单体的单打独

斗，而是全体系的整体对抗，强调的是整

体速度优势。联合战场上的“快一筹”，

主要体现在“联”的速度。谁能先敌一

手、快敌一步，做到战场情况快侦快判、

作战决策快筹快断、方案计划快拟快传、

任务部队快备快动、行动效果快搜快评，

达成“你慢我快”“你快我更快”，致敌“备

不 好 ”“ 备 不 及 ”，谁 就 能 形 成“ 速 度 威

慑”，赢得先手、不落下手。

无论战争形态怎么演变，“无情的战

争规律要求迅速歼敌”的法则不会变。“常

规导弹第一旅”百发百中、屡创佳绩，制胜

秘诀就在于快速机动、快速发射、快速转

换。一名身经百战的狙击手深有体会：

“狙击手在准度上大都没有问题，关键看

谁能率先击发，一击命中。”这也启示我

们，只有进一步强化以快吃慢、以快造势、

以快制胜的理念，破除指挥流程冗长、作

战准备繁琐、反应时间过长等弊端，练就

先敌施谋、先敌施变、先敌打击的硬功夫，

才能占据战场主动、赢得制胜先机。

“胜一筹”关键在“快一筹”
■锦 胜

玉 渊 潭玉 渊 潭

画里有话

“自己不管住自己，别人再怎么管也

难以管住，因为别人总不可能时时刻刻看

着。自我约束过不了关，做人就没有骨

气，做事就没有底气。”一名党员干部的党

纪学习教育体会，发人深省。

胜人者力，自胜者强。自我约束是党

员干部为政之道、成事之要、修身之本。遵

规守纪，最紧要的是守住内心。党纪是“铁

的纪律”，是外在的约束，只有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变为“自觉的纪律”，才能“从心所

欲不逾矩”。

“不自重者致辱，不自畏者招祸。”自我

约束能力直接关系到能否经得起各种检验

和考验。纪律规矩就摆在那里，有的党员

干部仍然我行我素、顶风违纪，最终落入

“见利而不见害，见食而不见钩”的陷阱，说

到底是缺乏自制力、自控力、自律力。

“不奋发，则心日颓靡；不检束，则心

日恣肆。”自我约束是一门长期的必修

课，贵在持之以恒。纪律定力不会随着

党龄的增长、职务的升迁而自然提高，必

须不断强化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改

造，坚持不懈、久久为功，始终坚守共产

党人的精神家园。

常问自我约束够不够
■杨 枫

作者：周 洁

“一件小事忽略了，两件小事忽略

了，最后违法犯罪的事也不当回事了，是

非观念逐渐模糊……”一名落马贪官的

忏悔深刻警示我们，作风纪律绝非小事，

必须时时小心、处处谨慎。

“堤溃蚁穴，气泄针芒。”任何违纪违

法问题的发生，都是从小问题逐渐发展

起 来 的 ，都 有 一 个 从 量 变 到 质 变 的 过

程。党员干部身上出现苗头性、倾向性

问题时，如果不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就

会“针大的眼进斗大的风”，最终让“一念

之差”变成“一生之痛”。

小事小节既是缺口，也是关口。《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对收受礼品、滥发

奖金、公款旅游、生活奢靡等问题，列出了

负面清单。这些“小毛病”“小错误”看似

不起眼，实则反映出作风上的大问题，甚

至可能成为诱发腐败的直接动因，不可小

觑，不可不察。

“一念收敛，则万善来同；一念放恣，

则百邪乘衅。”每名党员干部都要时刻保

持对“赶考”的清醒、对“腐化”的警惕、对

“红线”的敬畏，始终坚持对小微问题严

抓不松的较真态度、对不良习气严查细

纠的斗争精神，进一步筑牢遵规守纪、拒

腐防变的纪律防线。

常看作风纪律严不严
■黄 伟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前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

议，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问题。会议指出，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要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以

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

经验，贯彻六条原则，其中第一条就是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要求“把党的领

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这一原则

和要求，是实现改革发展目标的根本保

证，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遵循。

邓小平同志指出：“如果没有共产党

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

就呜呼哀哉了，哪里能有现在的中国？”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

的。我们的改革启动于国家命运的关键

时刻，是一场深刻革命、一项系统工程，

每一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复杂程度、敏

感程度、艰巨程度前所未有。没有党的

全面领导，没有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

策，没有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改革开

放始终朝着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是

不可能的，实现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

代”的伟大跨越也是不现实的。

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给人以

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今年是改

革开放 46周年。一路风雷激荡，一路凯

歌嘹亮。我们为什么能在这么短时间

内，推动这么大范围、这么大规模、这么

大力度的改革？我们为什么能在改革进

程中取得这样的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

塑、整体性重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

在于，党的领导体现了方向的一致性、政

策的连续性、目标的确定性、定位的精准

性、决策的众智性和实施的有效性，确保

了改革方向不变、道路不偏、力度不减。

走过千山万水，仍需跋山涉水。即

将召开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围绕

中国式现代化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

出总体部署。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具有

许多新内涵新特点，发展中的问题和发

展后的问题、一般矛盾和深层次矛盾交

织叠加、错综复杂，每向前推进一步，都

需要下更大决心、付出更多努力。将这

场伟大革命继续向前推进，最根本的是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全党全军

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意志、行动统一起

来，形成推动改革行稳致远的强大合力。

强国必强军，强军必改革。改革是

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

定我军发展壮大、制胜未来的关键一

招。我军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改革强军关键在党。新时代新征程上，

我们必须把党的领导贯穿深化国防和军

队改革各方面全过程，始终坚持党要管

党、全面从严治党方针，始终坚持向深化

改革要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依靠改

革应变局、育新机、开新局，运用改革谋

新策、出新招、走新路，抓住机遇、坚定信

心，保持定力、迎难而上，奋力开创改革

强军新局面。

（作者单位：武警黑龙江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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