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一种作文的出题方式叫“看图写

话”，即学生根据提供的图写一段话。这

道题看似简单，实则不易，如果只是单一

描述所画的内容，不深入思考这张图的内

涵，就很难拿到高分。由此想到部队的图

上作业，同样不能仅仅看到图的表象。

前不久，某部组织机关参谋比武，

要求大家根据地图制订一份机动作战

行军计划。结果，有名参谋只是依照地

图所示道路拟订行军路线、途中休整点

等内容，没有预设备用行军路线，因此

被判定不合格。这名参谋图上作业能

力未必差，真正有差距的，应该是实战

意识。他只看到图上标注的地形地貌，

未能思考图中的隐患以及可能发生的

情况。优秀的指挥员常讲，要善于从图

上许多地形符号中看到真实的大自然，

而不是只看到图纸。如果只认一张纸、

不识万重山，就很容易指挥失误、错失

战机。

“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军队打

仗，是离不开地图的。只有利用地图明晰

战场环境及敌我态势，才能科学制订作战

方案，组织战斗行动。我军历史上那些运

筹帷幄、能征善战的指挥员，大多是读图

用图的高手。在定下作战决心之前，他们

经常花大量时间看地图，不单单是熟悉地

标，努力找到最佳行军路线，同时也在深

入思考还有哪些路可以走，琢磨还有什么

情况可能发生，研究还有哪些因素可以利

用，进而做好充分准备。正如一位军事家

所言，在地图的背后，蕴含着气候与土壤

等环境因素决定的法律、风俗、宗教、勇敢

与懦弱。这些对深入了解对手，指挥作战

无疑具有巨大的帮助。

学生“看图写话”的好与差只是分数

高低之别，而军事图上作业的质量则关乎

胜负、关系生死。一个地标没注意，一条

路线没想明白，一种意外情况没有准备，

战时就可能酿成恶果。用好地图，贵在具

有强烈的实战意识，需要我们下大力气去

学习研究地图，既要看到图上所标注的，

也要想想图上未体现的，把战场环境想得

更复杂、敌情考虑得更充分；既要多备几

条线路，也要多在图上打几个问号，多问

预备阵地够不够，善思图上数据准不准，

还要带着疑问多去实地走一走，用最新的

数据信息校准地图，完善方案，提升实战

实备能力。

需要指出的是，当前，地图的种类和

样式正在发生重大变革，已发展为数字地

图、虚拟地理环境和各种位置服务系统。

同时，在现代战争中，对手会利用各种手

段大量改变地形地物，使甄别真伪地形信

息变得更加复杂困难，地图上的数据也由

常量趋于变量。因此，对于指挥员来讲，

不但要利用各种演练之机练精用好地图，

更要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

做细做实图上作业，这样才会有更足的底

气打赢未来战争。

做 细 做 实 图 上 作 业
■文/房磊磊 尚宗昌 图/周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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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里有话

“天下之难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

染者莫如欲。”一个人心中想什么、怎么

想，往往影响和决定着做什么、怎么做。

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昨夜，梦人

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

之心至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他告

诫家人：“防身当若御虏，一跌则全军败

没。”意思是说，防备自身各种各样的私

心邪念，应当像打仗杀敌那样，时刻保

持 高 度 警 惕 。 一 旦 失 守 ，则 灵 魂 被

“俘”、思想被“腐”、气节被“劫”、情怀被

“盗”，就会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贞观政要》记载，“昔秦惠王欲伐

蜀，不知其径，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后，蜀

人见之，以为牛能便金。蜀王使五丁力

士拖牛入蜀，道成。秦师随而伐之，蜀国

遂亡。”败莫败于多私，生性贪婪的蜀王

因一己之私，主动给秦国大军开道而亡

国，教训深刻。后世有诗云：五丁不凿金

牛路，秦惠何由得并吞。可见，心被“敌”

所占，“行”上就会走偏，不仅会让个人堕

落变节，还可能导致国破家亡。

抵御私欲不是做给别人看的，倘若

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危害巨大。公孙

弘任汉武帝的丞相时，表面上盖布被、

吃素菜，用所有俸禄供养故人和宾客，

但他不仅对汉武帝大兴土木、连年征伐

的行为不劝不谏，还打击报复主父偃、

董仲舒等异己，以致劳民伤财、国力空

虚。《廉吏传》评价他，“外宽内深，阳之

与善，阴为报复，此老奸也。”公孙弘看

似廉洁，但内心早已被私欲攻占，人前

一套、人后一套，不但没帮助汉武帝强

大国力，自己还落个千古骂名。

一时律己不代表一世正己，抵御私

心邪念不能有须臾放松。年轻时写出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唐代官员

李绅，在身居高位后却花天酒地、穷奢极

欲，而且为官酷暴、拉帮结派，最终落得

“削绅三官，子孙不得仕”的下场，令人唏

嘘不已。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严于律

己是领导干部一生的功课，万不能有“功

成身退”的松懈，否则终将酿成大祸。

“人惟一心，起为念虑。”一念收敛，则

万善同来；一念放恣，则百邪入侵。历史

上羊续悬鱼、山涛悬丝、苏琼悬瓜、周新悬

鹅……这些耳熟能详的拒礼佳话，从另一

个角度来看，何尝不是先贤用自己的实际

行动向世人展示，哪怕一个微小的念头，

都要做到无愧于心。“不虑于微，始贻于

大；不防于小，终亏大德。”对党员干部而

言，防于念之初生、情之未起，确保每个念

头都正确，浩然正气自然盈身。

“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重视自我省察是“御虏”的好方法。北

宋名臣范仲淹每晚睡前进行“自计”，算

算一天所做的事情与自己的俸禄是否

相称。明朝尚书杨鼎以“十思”为座右

铭，常常检视自己的德行。党员干部把

反省反思作为立身做人、立德为官的根

本遵循，坚持自我批评、自查自纠，就能

不断取长补短、完善自我。

有 形 的 敌 人 让 人 警 觉 ，无 形 的 敌

人却容易使人麻痹。特别是现代社会

的 五 彩 缤 纷 常 让 人 眼 花 缭 乱 ，错 误 的

东西种类更多、危害更大，往往披上时

髦 的 外 衣 、打 着 进 步 的 幌 子 ，并 不 像

“泾水清清渭水浑”。不少“落马”干部

也 曾 经 在 困 难 和 危 险 面 前“ 横 刀 立

马”，但最终却在与私心邪念的斗争中

败下阵来。他们常在狱中悔恨在位时

“瞎了眼睛”，实际上根本的还在于“迷

了心窍”。

“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

心。”我们常用“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来

描述反腐败斗争，这同样适用于党员干

部灵魂深处的较量。转作风、反腐败，

外在的监督、制度的约束很重要，但内

心 的 返 璞 归 真 、去 私 存 公 同 样 必 不 可

少。全面从严治党越是往深处推进，越

需要触动思想灵魂发生“化学反应”。

“防身当若御虏”，每名党员干部都像抵

御外敌那样严防私心杂念的干扰、不良

欲望的侵袭，始终做到“心不动于微利

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惑”，就能稳得住

心神、管得住行为、守得住清白，永葆政

治本色，以“金刚不坏之身”迎接各种考

验、赢得各种挑战。

“ 防 身 当 若 御 虏 ”
■王 净 张 皓

士因习而勇，战因练而胜。军事训

练是提高战斗力的根本途径，是军事斗

争准备的关键环节。科学选择和运用训

练方法，对于确保部队能打仗、打胜仗，

提高部队全面建设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近日，习主席到空降兵军视察，强调

指出，要立足复杂困难条件加强全要素、

成体系、实案化训练。这一重要指示，具

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性。当前，

随着战争形态加速向信息化智能化演

变，迫切需要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

对手之变，加强全要素、成体系、实案化

训练，提高我军训练水平和实战能力，以

适应战争的发展和需要。

“兵之胜负，不在众寡，而在分合。”

任何作战体系都是由基本作战要素构成

的，这些作战要素是形成体系作战能力

的基础。现代战争是体系与体系的对

抗，体系能力的形成，缘于各种要素的深

度融合。只有各作战要素的贡献率提高

了，整个作战体系才能更好占领先机。

应遵循“先分后合、内聚外联”的原则，围

绕信息网络、侦察情报、指挥控制、综合

保障等要素，抽组力量形成对抗实体，在

近似实战的环境中锻炼提高各要素的集

成融合能力、专业协同能力和系统作战

能力。

战要联合打，兵要体系练。从近几

场局部战争来看，作战指挥的复杂程度、

诸军兵种的联合难度、兵力兵器的协同

强度、作战进程的推进速度等都已今非

昔比，作战行动更加讲究联合性、协调

性、整体性，离开体系支撑，再先进的单

项装备、再强大的单一力量也难以发挥

应有作用。正如恩格斯指出，“许多力量

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这种力量和它的

一个个力量的总和有本质差别”。现代

战争的制胜机理告诉我们，必须真正走

开“练体系、体系练”的路子。应强化基

于网络信息体系的一体化联合训练，通

过训练方式的变革，打破空间、结构、兵

种、编成的局限性，将诸军兵种作战力量

融合为一个有机整体，聚合优势、释放效

能，从而更好地适应新的战场需求，掌握

战场主动权。

我们常讲，不打无准备之仗。实案

化训练，就是针对特定作战对象、作战

任务和作战环境，制订科学合理的训练

方案、作战预案和战法训法，把预案构

想情况变成研练条件，把演训对手作为

研练对象，通过对抗训练，检验作战概

念、作战方案、作战指挥、作战力量、作

战保障等。加强实案化训练有利于更

好地研究对手，有利于深化战法训法运

用 ，有 利 于 检 验 部 队 训 练 质 效 。 实 践

中，就是要把训练场地设“实”、把作战

对手选“准”、把作战进程搞“通”，充分

体现作战方案的针对性、合理性和可操

作性，使部队在设想的现实作战环境下

进行“预实战”，生成可完成既定作战任

务的实战能力。

全要素、成体系、实案化，这 3 个方

面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最终

目的是推动战训深度耦合，实现作战和

训练一体化。当下，我军使命任务不断

拓展，军事训练进入全方位变革、整体性

提升的新阶段，在训练中还存在单一要

素练得多、体系联动练得少；任务当面力

量构设多、体系支援力量构设少；主战兵

种对抗多、新质力量对抗少等问题，距离

全要素、成体系、实案化训练的要求还存

在差距。打仗之要，“不可求之于言语，

独见之于战耳”。各部队应本着对未来

战争负责的态度，立足复杂困难条件加

强全要素、成体系、实案化训练，进一步

把慑敌制敌的“工具箱”备足、新域新质

的“台柱子”建强、管用顶用的“刀尖子”

练精，锻造出能战善战的精兵劲旅。

加
强
全
要
素
成
体
系
实
案
化
训
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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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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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政治工作是构成战斗力的重

要因素，贯彻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要求，

关键是要服务保证战斗力建设。

10月 17日，习主席视察火箭军某旅

时强调，要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发射架

下，确保部队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

决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挥。贯彻落

实习主席这一重要指示要求，就是要让

政治工作始终聚焦主责主业，把服务强

军打赢作为根本职责，让生命线在服务

战斗力中彰显生命力。

我们党之所以在军队中开展政治工

作，就是为了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

保证人民军队的性质和正确发展方向，

通过不断提高战斗力水平，履行好党和

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我军历史上第一

部政治工作条例《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

作暂行条例（草案）》中就有规定，“政治

工作的目的，是巩固红军的战斗力”。

1934 年，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

鲜明提出，“一切政治工作为了前线的胜

利”。2021 年，新修订的《军队政治工作

条例》颁布施行，鲜明提出我军政治工作

必须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可以说，

我军政治工作始终围绕巩固和提高部队

战斗力发挥服务保证作用。

革命战争年代，我军政治工作一切

服务于作战，一切为了前线，在血与火的

淬炼中积淀形成了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的优良传统。和平时期，政治工作容易

出现游离中心、脱离实际、远离战场的现

象。政治工作成了一些人眼中的“软指

标”，这既影响部队战斗力建设，也损害

政治工作威信。当前，我军练兵备战换

挡提速，军事训练转型升级，军事斗争准

备任务繁重，政治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

弱，只能前进不能停滞，只能积极作为不

能被动应对。让生命线为战斗力生成提

供精神动力、为战斗力发挥提供智力支

持、为战斗力提升立起正确导向、为战斗

力建设提供方向引领，是时代的召唤，更

是职责使然。

把服务强军打赢作为政治工作的

根本职责，首要的是把战斗力标准牢固

立起来。我军根本职能是打仗，战斗力

标准是军队建设唯一的根本的标准，政

治工作必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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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前，应认真查找解决影响制约战斗力提

高的深层次矛盾问题，彻底清理不符合

战斗力标准的工作思路和陈规陋习，坚

决砍掉与战斗力关系不大的活动项目，

确保政治工作聚焦能打胜仗来筹划展

开，围绕能打胜仗来推进落实，依据能

打胜仗来检验评估，形成有利于提高战

斗力的舆论导向、工作导向、用人导向、

政策导向。

把服务强军打赢作为政治工作的根

本 职 责 ，必 须 要 瞄 准 未 来 战 场 积 极 创

新。未来战争打的是军事仗，也是政治

仗。面对信息化智能化战争带来的复杂

考验，政治工作只有不断改革创新，才能

铸牢魂留住根、有威信显威力。“拘旧方

不可疗新疾，居夏日不可御冬裘。”应始

终瞄准战争前沿、关注战场态势，将新科

技手段平台与舆论、法律、心理等学科成

果相结合，不断丰富政治工作新思路、新

途径、新手段，开拓政治工作发挥威力的

新领域。应主动适应当前及今后官兵思

想行为特点，突破传统政治工作方法手

段的思想局限和思路障碍，强化互联网、

大数据思维，积极探索、不断创新战斗精

神培育、战场鼓动、战场激励的方法手

段，确保政治工作在未来战场上能够跟

得上、贴得紧、用得着。

把服务强军打赢作为政治工作的根

本职责，关键要建设一支素质过硬的政

治干部队伍。人才准备是最重要的作战

准备，政治工作要更好地服务强军打赢，

需要一大批把政治工作当本职、军事训

练当本分的“两个行家里手”。政治干部

队 伍 的 良 好 形 象 、作 用 发 挥 靠 嘴 皮 子

“吹”不出来、靠任职命令“树”不起来，只

能靠军政双优、文武兼备的过硬本领立

起来。各级应坚持为战选人、以战用人，

把善谋打仗、敢打硬仗、能打胜仗的政治

干部培养好、使用好、保留好，努力增强

政治干部队伍的生机和活力。同时，政

治干部必须主动深扎一线战位摸爬滚

打，潜心学军事、学指挥、学科技，在战斗

力建设各方面全过程探索新的政治工作

管用招法。只有这样，才能继承政治工

作好传统，立起政治干部好样子。

“凡战法必本于政胜。”今年 6 月，在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习主席将新

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凝练概括为“十个明

确”，其中之一是明确政治工作永远是我

军的生命线。政治工作是举旗帜、保方

向的，引领什么、倡导什么、反对什么，对

部队来讲就是“风向标”。导向立在哪

里，官兵心思精力就会投向哪里，各项工

作就会聚向哪里。新时代新征程，每名

政治干部必须强化担当意识，把服务强

军打赢作为政治工作的根本职责，深入

研究政治工作的特点规律，破解政治工

作的难题，为能打仗、打胜仗提供可靠政

治保证、有力人才支撑和强大精神动力。

（作者单位：武警安徽总队）

把服务强军打赢作为政治工作的根本职责
—把战斗力建设牢固确立在打赢强敌对手上⑥

■姚允辉

前不久，某部首长机关野外战术演习

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突然，导演部宣布：一

股“蓝军”已兵临城下，指挥机关随时有被

“吃掉”的危险。面对这一演习想定之外的

突发情况，指挥所内一时不知如何应对。

导演部最后讲评：首长机关特别是指挥员

缺乏临机决断、即兴发挥的能力。

战争远比预设的战术演习更复杂，

更具不确定性，谁都难以准确预测战争

的进程和结局，谁也无法保证每一项计

划能在遇到敌人之后会继续执行下去。

置身波谲云诡的战场，许多情况不出则

已，一出必然火烧眉毛，而且可能根本没

有预案可用。这种情况下，作为指挥员，

随时做好应对突发战况的准备，提高临

机决断、即兴发挥的本领就显得尤为重

要和迫切。

临机决断、即兴发挥，主要指在情况

突然而至、出乎预料时来自头脑中应激

应变的一种处理方式。它与“灵机一动”

相近、与“急中生智”相通，都基于智慧、

出于本能、源于自发，都强调快速、快捷、

快反。危急时刻，毫无反应就是坐以待

毙，反应慢了就会与胜利失之交臂。泰

山崩于前，如果再去翻阅本本肯定会带

来灭顶之灾；猛虎趋于后，真正的勇者绝

不会先想到几条原则后才确定自己的行

动。面对猝不及防的各种险情特情，只

有张开思维的翅膀，即时感知、即刻反应

方为上策。

战争史上靠临机决断、即兴发挥而

创造奇迹的例子数不胜数。在二战时期

的一次战斗中，苏军一个担负阻击任务

的坦克连弹药耗尽，此时德军坦克正在

逼近，连长急中生智，命令全连打开坦克

炮的炮闩，用信号枪装上信号弹，从炮膛

里向德军冲在最前面的一辆坦克瞄准射

击。想不到这辆坦克竟然中弹起火，其

他坦克都被这奇怪的火焰吓得调头逃

窜。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志愿军 113

师奉命抢占三所里，途中部队无论怎么

伪装都无法躲避敌机的轰炸袭扰。情急

之下，副师长刘海清“突发奇想”，命令部

队去掉伪装，在敌人眼皮底下“大摇大

摆”快速前进。没想到这一反常做法非

常奏效，志愿军被敌误当成了“友军”，成

功骗过美军侦察，仅用 14 小时行军 72.5

公里，创造了步兵行军世界之最。

现实中一些人之所以一到紧急时刻

就能超水平发挥，原因恐怕就在于“紧

急”二字。紧急的客观情况，常能使人的

精神高度集中，促使思维加速运转，瞬间

将长期积淀于心的知识和潜能释放出

来，迅速形成排危解难、克敌制胜的妙计

良策。然而，在危急时刻急得团团转，以

致作出错误选择、一败涂地的例子也不

少。据说，牛津大学每年的学生入学考

试，笔试阶段的淘汰率为 10%至 15%，而

面试阶段的淘汰率则高达 50%，这显然

有即兴发挥不佳的原因。

战 场 上 的 临 机 决 断 、即 兴 发 挥 看

起 来 是 一 瞬 间 的 工 夫 ，实 际 上 是 长 期

在练兵场上应对各种复杂情况锤炼的

结果。这些年尽管我们重视着眼实战

抓 训 练 ，但 个 别 单 位 的 演 习 训 练 仍 然

存在“演”的痕迹：设计在预定之中，情

况在预选之中，决心在预谋之中，结局

在 预 料 之 中 。 由 此 带 来 的 结 果 是 ，训

练 条 件 突 然 调 整 便 无 所 适 从 ，考 核 环

境稍一复杂就一头雾水。根治这一问

题 ，关 键 是 要 坚 持 活 导 活 演 、真 导 真

演 ，通 过 随 机 出 情 况 、随 地 设 难 题 ，逼

着 指 挥 员 练 应 变 力 、练 处 置 力 。 这 样

做，有可能造成一时的忙乱，甚至会把

演 习“ 搞 砸 ”，但 唯 其 如 此 才 能 把 兵 练

活，达到训练的真正目的。

战场临机决断不可少
■张西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