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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里有话

作者作者：：周周 洁洁

言武备者，练为最要。磨砺打赢硬

功，离不开真刀真枪的训练。

今年 4 月，习主席在回信勉励武警

“猎鹰突击队”全体队员时强调，要“不

断锤炼忠诚品格，加强实战化针对性训

练 ，发 扬 一 不 怕 苦 、二 不 怕 死 战 斗 精

神”。今年 7 月，习主席在签署命令授予

陆军某旅一营二连“模范火箭炮兵连”

荣誉称号时，要求全军部队要“狠抓练

兵备战，加强实战化针对性训练，加快

提高打赢能力，锻造能打仗、打胜仗的

精兵劲旅”。贯彻习主席的重要指示精

神，把战斗力建设牢固确立在打赢强敌

对手上，要求我们扎实开展实战化针对

性训练，全面提高练兵备战能力，有效

履行我军新时代使命任务。

“欲得强兵，必须坚甲利器，实选实

练。”军队是要打仗的，而且是要能打得

赢的。全军部队应像“猎鹰突击队”“模

范火箭炮兵连”那样，在实战化针对性

训练上下功夫求实效。实战化针对性

训练，首先不能脱离实战实训。作为战

争的预实践，军事训练离实战越近，离

打赢就越近。实战化训练反映了军事

训练的根本属性，是彰显部队现代化水

平的重要标志。实战化训练抓好了，部

队现代化很多方面的工作都能带动起

来。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上不去，军事

斗争准备就很难落到实处。只有坚持

以战领训，聚焦实战、对接实战，深化战

争和作战问题研究，创新作战概念和战

法 训 练 ，才 能 提 高 训 练 水 平 和 实 战 能

力，做到“不经人员装备补充、不经临战

训练”就可遂行任务。

军事训练是我军的中心工作、居于

战略地位，决不能盲目训练。强敌有什

么变化，训练就应及时应对。开展实战

化针对性训练，重在选择靶标，开展有

目的、有方向的训练。这个靶标，就是

强敌对手。在战争准备中，我们的对手

是谁，任务部队就要瞄准谁，实施有效

练兵、强化练兵、科学练兵。抗美援朝

战争中，志愿军 116 师 11 分钟就攻破了

敌人号称“铜墙铁壁、不可逾越”的临津

江防线，就是因为志愿军在战场勘察后

开展了深入细致的针对性训练。

我军战史告诉我们，训练越有针对

性，力量越不会白费，越易于将敌人击

溃。提升新时代打赢能力，就要锻造战

胜具体对手的能力。“用兵之要，必先察

敌情；常胜之家，必先悉敌情。”谁了解

对手更多一些、更细一些、更准一些，谁

的训练针对性更强一些，谁对战争胜利

的把握就更大一些。在实战化针对性

训练中，只有树牢对手意识，坚持带着

敌情练兵，拿出制敌的对策，才能在对

垒时先敌了解、先敌发现、先敌机动、先

敌打击，做到快速反应、出奇制胜。

仗 怎 么 打 ，兵 就 怎 么 练 。 实 战 化

针 对 性 训 练 的 靶 标 ，还 应 瞄 准 现 代 战

争、高端战争。当前，一体化联合作战

成为战争的主要形态。我军要打赢的

战 争 ，是 具 有 智 能 化 特 征 的 信 息 化 局

部战争。各级指挥员只有按照全时待

战、随时能战的要求，紧盯未来战争之

变 ，组 织 针 对 性 战 备 训 练 ，抓 好 以 无

人 、智 能 为 重 点 的 新 装 备 作 战 运 用 训

练，让官兵熟悉内容程序，掌握方法要

领，做到一场战斗多种预案、一种行动

多 手 准 备 ，才 能 确 保 一 旦 有 事 能 上 得

去、打得赢。

钢在火中淬，兵在严中练。战争是

敌我双方的对抗性活动，实战化针对性

训练的实质是对抗性训练。训练多些

对抗性，有利于创新训法战法，有利于

提升训练质效，有利于锤炼指挥员决断

能 力 。 日 常 训 练 、演 习 演 练 对 抗 性 越

强 ，越 能 摔 打 磨 炼 部 队 、砥 砺 制 胜 硬

功。如果缺少对抗性，实战味不强，不

仅锻炼不了部队，还会败坏演风训风。

我军很多能打胜仗的部队，平时训练就

敢 于 提 升 难 度 强 度 ，勇 于 设 置 危 局 险

局，把对抗性训练当作战场对决。指挥

员在组织训练时，应把环境设真、态势

设活、课目设难，多搞一些无准备的临

机情况，使官兵在高强度对抗中发现短

板、巩固优势，从而探寻破敌之道、练就

打赢真功。

胜利总向那些预见战争特征变化

的人微笑，而不是向那些等待变化发生

才去适应的人微笑。特别要注意，在新

一轮科技革命的作用下，战争的制胜观

念、制胜要素、制胜方式等发生重大变

化。面对新的形势、新的任务，开展实

战化针对性训练必须站在战争前沿、科

技前沿，积极适应军事斗争需要，不断

解放和发展新质战斗力，培育非对称作

战能力新的增长极，确保在未来战争中

抢占先机、赢得主动。

（作者单位：31080部队）

扎实开展实战化针对性训练
——把战斗力建设牢固确立在打赢强敌对手上①

■刘海涛

近日，在某部组织的合成营对抗演

练中，蓝方佯装败退，红方指挥员主观盲

动，率主力追击，结果惨遭伏击。这一事

例告诫我们，指挥员身负重任，要心有定

力，不能鲁莽行事。

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有的指挥员，

对情况不加分析，别人一鼓动就来了劲，

结果事与愿违，成了鲁莽家。”鲁莽，从字

面意思讲就是说话做事轻率，背后折射出

情绪化、意气用事、浮躁急躁等不良心

态。正所谓，一急出百错。指挥员作为领

兵打仗的带头人，每个决策都影响部队行

动、成败走向。一旦沾染“鲁莽之气”，遇

事就难以保持理性判断，势必导致顾此失

彼、决断失误，让部队吃败仗、摔跟头。

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说：“容易激

动和暴躁的人，本来对实际生活就不太适

宜，因而对战争就更不适宜。”战争是你死

我活的较量，胜负的天平倾向何方，往往取

决于谁少犯错或不犯错。如果指挥员缺少

精准思维，不善于精心谋划，定力不够、鲁

莽行事，很容易陷入对方的“激将法”“迷魂

阵”，造成严重后果，乃至影响战局胜败。

“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

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

实践证明，任何军事计划的制订和正确

决心的形成，都需要指挥员详细了解战

场全貌，再作出结论，否则就会犯主观主

义的错误。然而现实中，有的指挥员不

注重战场勘察，习惯用图上作业代替现

地踏勘，对任务地域地形地貌、道路交

通、气象水文和当面敌情若明若暗，对可

能遭遇的困难预判不充分。长此以往，

遇有突发情况就难免成为“鲁莽家”，陷

入敌人的圈套。

常言道，术中有数。指挥员处事鲁

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心中无数、手中无

招。一位领导干部在组织作战问题研究

时，明确要求各级指挥员心中要有“三

数”，即研究作战、筹划行动要用数据说

话；设计战术、组织协同要有数据支撑；

评估能力、衡量得失要依数据思考。这

种精于用数的观念，能够从决策生成路

径上规避指挥员的鲁莽。

“军事变幻无常，每当危疑震撼之

际，愈当澄心定虑，不可发之太骤。”现代

条件下的联合作战，纵向互通、横向互

联，指挥员的指挥决策必须精准高效，一

次错误的决断可能直接影响到战场末

端，甚至打断整条指挥链路。越是在这

样的情况下，对指挥员的自控力、研判

力、应对力提出的要求越高，越需要做到

心如止水、泰然处之。只有实时准确掌

握战场态势，处变不惊、审慎行动，才能

把握主动、稳操胜券。

“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

得。”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国家安全的高

风险期，机遇和挑战前所未有，对各级指挥

员的战略定力和耐心要求更高。指挥员只

有克服鲁莽的处事方式，准确把握静与动、

进与退、慑与止、刚与柔的关系，一事当前

专注于探究本质、静心于解析机理，因情因

势因利而为，才能指挥若定，不轻举妄动，

确保精准有力实现战略目标。

指挥员不能成为“鲁莽家”
■史建民 贾继军

《逸周书·谥法解》中提到：“行出于

己，名生于人。”意思是，行为是自己做

出的，而名声是别人给予的。

官声人去后，政绩巷谈中。这是民

间流传的口头语，也是一条铁律。铸就

什么样的官声，不同的为官者内心可能

有不同的定位和答案。但官无虚名，职

无 废 事 ，留 有 好 名 声 应 是 为 官 者 的 底

线，值得今天的领导干部思之、鉴之。

为 官 者 的 名 声 源 于 群 众 的 口 碑 。

只有操心社稷、造福百姓，才会得到百

姓的爱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

乐而乐”的范仲淹，一生忠国为民、克己

奉公，被誉为“忠义满朝廷，事业满边

隅，功名满天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

因祸福避趋之”的林则徐，盛德纯忠，主

持了震惊中外的“虎门销烟”，被誉为近

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一个

个贤士能臣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

立正位、行大道，流芳百世，为人称道。

无声之声施于四海，为官者理应厚

重名声。晚清名臣丁宝桢得知儿子丁

体常在太原候补时已有较好官声，便勉

励道：“由此声名，大非易易。我闻之喜

极，胜于见尔之升督抚、大学士，获银之

数十百万两也。”一定程度上讲，高官厚

禄买不来百姓的口碑，黄金万两换不来

历史的好评。

“劝君不用镌顽石，路上行人口似

碑。”为政好坏不在于任时的位高权重，

而在于世人的客观评价。唐代洛州司

佥严升期，代理侍御史，嗜食牛肉，巡察

所至州县，都要为他宰牛；大小问题，只

要交纳金银，一概不予追究，时人讥讽

其为“金牛御史”。宋人高若讷身为谏

官，面对范仲淹对朝廷提意见得罪宰相

吕夷简被贬一事，默不作声，一味附和

宰相，被欧阳修修书训斥：“昨日安道贬

官，师鲁待罪，足下犹能以面目见士大

夫，出入朝中称谏官，是足下不复知人

间有羞耻事尔。”

“名生于人”涉及的不仅是政绩，还

有官德。官德为里，政绩为表，二者相

辅相成，合铸成美好的政声政德。比干

剖心，恶来知政；子胥鸱夷，宰嚭谋国。

不少公论不会随着时间的飞逝被抹去，

而是随着一代一代的传承深深地镌刻

在历史的梁柱上。

“ 始 于 为 身 ，中 于 为 国 ，成 于 为 天

下。”好的政声，是需要为官为将者经

年累月一点点干出来的。许多老一辈

革 命 家 珍 视 名 声 ，不 遗 余 力 干 着 为 党

立丰碑的事。方志敏虽曾担任闽浙赣

省 苏 维 埃 政 府 主 席 、红 十 军 政 委 等 要

职，“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

他素以清廉自持，“为革命而筹集的金

钱，是一点一滴地用之于革命事业”，

从没有奢侈过。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

衔 的 甘 祖 昌 ，向 组 织 打 报 告 要 求 回 农

村，从将军到农民，先后带领乡亲们修

建 水 库 ，开 垦 荒 田 ，创 建 公 社 农 科 所

等，29 年如一日，致力改变乡村落后面

貌……多少个党的好干部或献身于民

族解放事业，赴汤蹈火 、视死如归；或

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夙兴夜寐、

建功立业。

“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

姓。”人心是最大的政治。一名领导干

部说得如何、做得如何，基层官兵都会

看 在 眼 里 ，也 会 给 出 公 正 的 评 判 。 然

而 ，个 别 同 志 明 之 而 不 行 之 。 有 的 虽

然信奉“官声采于舆论”，却仰上而不

顾 下 ，认 为 赢 得“ 圈 内 ”评 价 才 是 上

策。有的没有沉下心来在提高部队战

斗力上想实招，却喜欢自我标榜，做一

道 二 ，以 轰 轰 烈 烈 的 表 面 文 章 获 得 名

声。这些“贴金的面具”“泡沫的官声”

经 不 起 时 间 的 检 验 ，终 究 会 被 历 史 无

情地抛弃。

“战伐因声罪，驱驰为息兵。”领导

干部当心中有责、心中有戒，瞄准强军

常以尘雾之微补益山海，聚焦打赢肯用

荧烛末光增辉日月。唯有如此，才能与

官兵共修戈矛，打赢明天战争，扬我国

威军威。

行出于己，名生于人
■郝启荣 阿依丁

某部坚持倡导疏堵结合、宽严相济

的工作方法，既提升了军事治理效果，又

激发了部队内在动力。不少官兵反映，

营造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环境，离不

开科学合理的方式方法。

方法是解决过河的桥和船。大禹治

水，重视疏导，故颇有成效。倘若只堵不

疏，就会造成水溢堤溃。部队治理工作

同样如此。方法正确，有力度也有温度，

官兵就容易接受，办事效率就高。如果

方法单一、简单粗暴，动不动就“这严禁”

“那不准”，只会束缚官兵手脚，影响动力

活力，最终只能是“朽索充羁，不收奔马

之逸；轻缗振网，或随吞舟之势”。

现 在 ，我 们 提 倡 全 面 加 强 军 事 治

理。须知，军事治理是一门科学，也是

一门艺术。任何不科学的工作方法，都

会造成军事治理的低质低效。现实中，

仍有少数领导干部喜欢一“堵”为快、一

“禁”了之。有的缺少法治理念，总想用

“土规定”把人管住；还有的不讲人文关

怀 ，一 严 起 来 就“ 上 纲 上 线 ”。 诸 如 此

类，既管不到点子上，又会让官兵陷于

内耗。

讲严格也要讲关怀，讲力度也要讲

温度。只有重视疏堵结合，工作才能相

得益彰。这就需要领导干部把反对什

么、严惩什么讲清楚，把提倡什么、怎么

去做讲明白，避免用一个文件拴住另一

个文件，用一个制度管住另一个制度，切

实以宽严有度、简约高效的方法让工作

良性循环，不断提升军事治理效能。

抓治理不可只堵不疏
■江 鹏

某部基层建设座谈会上，一些干部

在介绍经验时谈道，基层建设是长期工

作，需要久久为功、持续用力，必须端正

工作指导思想，切忌急功近利。这一心

得，值得我们反思警醒。

功成不必急于一时，宏伟的蓝图需要

时间来绘就。办任何事情都必须遵循客观

规律，特别是基层建设的诸多工作，事关战

斗力生成，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就要求干

部在开展工作时，扎扎实实、稳步有序推

进，不能只做表面文章，应多干那些周期

长、见效慢，但有利于打基础、管长远的事。

“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现实工作中，有的干部缺乏“一张蓝图绘

到底”的韧劲，总想一步到位；有的冒进

浮躁、好大喜功，重显绩轻潜绩；还有的

制定标准层层加码、随意提高，不考虑基

层实际和承受能力。诸如此类，不仅影

响工作质效，还会败坏部队风气，导致工

作落实走过场、挂空挡。

风物长宜放眼量。须知，功成不必

在我，功成必定有我。各级干部应树立

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贪一时之功，不图

一时之名，既看当下，更看长远，安排工

作留有余地，下达任务考虑可行性，制定

目标让下级能“跳一跳够得着”。如此，

才能推动基层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不断开创新时代强军事业新局面。

抓基层谨防急功近利
■娄轶峰

近段时间，某部党委从端正机关干

部的态度入手，强化服务意识和人文关

怀，坚决纠治“程式化、机械化、一刀切”

等不良作风。这一改变，不仅提升了帮

带基层实效，还密切了内部关系，受到官

兵普遍欢迎。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很多人对于官

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

对，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

旨）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

民。”态度反映观点和倾向，传递感情和

温度。很多难事，有了正确态度就不难

解决；很多矛盾，有了真心关切就能轻松

解开。端正对官兵的根本态度，多体会

他们的酸甜苦辣，放低姿态、保持耐心、

学会共情，工作自然就能取得事半功倍

之效。

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

之。好的态度从来都是解决问题的“金

钥匙”。然而，在帮带基层的实际工作

中，仍有少数领导干部缺乏换位思考，没

有搞清楚“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问

题。有的为官兵办事态度冰冷、趾高气

扬 ；有 的 遇 到 问 题 推 诿 扯 皮 、爱“ 打 太

极”；还有的指导基层呼来喝去、指手画

脚。凡此种种，实质都是官僚主义作派，

是根本态度上出了问题。

以平等的态度尊重信任官兵，时刻

关心他们的冷暖，无疑是密切官兵关系、

推动建设发展的第一步。领导干部在帮

带基层中要常给思想“换个座儿”，把官

兵当家人，把基层事当自家事，化被动服

务为主动作为，真正关心基层、温暖兵

心。如此，才能构建起团结友爱、和谐纯

洁的内部关系，凝聚起心往一处想、劲往

一处使的磅礴力量。

抓帮带切忌死板生硬
■王志勇

八一时评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

年招待会上，习主席引用了南岳衡山的

一副对联，“遵道而行，但到半途须努力；

会心不远，要登绝顶莫辞劳”。这副对联

颇有深意，它告诫党员干部要实现我们

的奋斗目标、创造新的辉煌，必须不辞辛

劳，攀登不止。

我们的现代化既是最难的，也是最

伟大的。“现在，实现我们确定的基本实

现现代化目标只有 10 年多时间，实现我

们确定的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目标也只有 20 多年时间。时不我待，催

人奋进。”面对繁重任务，我们都应做努

力奔跑的追梦人。如果害怕辛苦，走走

停停，就可能错失机遇，难以登上绝顶，

无法欣赏到绝美风光。

泰 山 半 腰 有 一 段 路 ，叫“ 快 活 三

里”。一些人爬累了，喜欢在此歇脚。然

而，挑山工一般不会在此久留，因为休息

时间长了，腿就会“发懒”，再上“十八盘”

就更困难了。实现奋斗目标如同登顶泰

山，虽然我们已经越攀越高，取得了巨大

成就，但决不能因为胜利而骄傲，决不能

因为成就而懈怠。行百里者半九十。任

何目标的实现，绝不是轻而易举的，必须

准备付出更为艰苦的努力。

今天，很多官兵锚定奋斗目标拼搏

不止、攀登不止，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阶段

性胜利。然而，也有少数官兵未能树牢

正确奋斗观，存在等靠要思想。有的紧

迫感不强，总想停一停、歇一歇；有的害

怕困难，遇到风险就止步不前；还有的向

往安逸，对苦和累选择逃避。诸如此类，

必然会迟滞强军进程，导致我们在与对

手的竞速中落伍。因此，每名官兵都应

清醒地认识到，成就事业，就要有登顶的

决心、克难的行动。

不怕辛劳。强军之路，注定不全是

顺风顺水，必然会有逆风逆境，许多攻坚

难题需要付出大量心血才能解决。只有

耐得住劳苦，一步一个脚印，朝着一个个

目标前进，才能抓住窗口期，跑出加速

度，建成高质量。

不怕困难。行进路上，困难是常有的

事。现实中，许多工作都是“一难、两难、

多难”的复杂问题。特别是我军正处于转

型建设的关键期，要实现从“量”的增值向

“质”的提升转变，必然会遇到一系列瓶颈

难题。“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要想到达

远方，就要攻破难关、开创新局。倘若被

困难吓倒，则什么事也干不成。

不怕风险。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

变、历史之变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延展，我

国安全形势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大，战

争风险现实存在。这种风险，倘若逃避，

就会成为险情。只有勇于应对风险，才

能化危机为机遇，排除攀登路上的各种

拦路虎和绊脚石。党员干部无论什么时

候，该做的事，顶着压力也要干；该负的

责，冒着风险也要担。

马克思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

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

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实现奋

斗目标同样如此。党员干部只有甘做

“挑山工”，勇于担苦担难担重担险，才能

到达一个个顶峰，欣赏到无限风光。

要登绝顶莫辞劳
■张树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