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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 渊 潭

画里有话

作者作者：：周周 洁洁

强军打赢，科技先行。某部在开展

实战化军事训练中，要求各级指挥员从

科技的角度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

打仗，不仅很好地实现了科技赋能，还推

动了科技练兵深入开展，有效提升了部

队实战能力。

研战知战，方能胜战。研究战争，不

仅要盯着强敌对手，还要盯着科技发展、科

技进步。从一定意义上讲，视角决定成

效。从科技的角度研究战争，是由科技的

独特作用和强大威力决定的。科学技术是

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智慧结晶，在推

动历史进步中发挥着革命性作用。军事领

域作为科学技术运用的重要领域，每一次

变革发展都与科技进步密不可分。谁忽视

了科技进步，谁就会陷入落后挨打的被动

局面；谁善于运用科技、拥有科技优势，谁

就能掌握军事主动、赢得制胜先机。

科技是现代战争的核心战斗力、第一

战斗力。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作用下，战争

制胜观念、制胜要素、制胜方法发生重大变

化。从近几场局部战争看，大量高新技术

武器用于实战，智能技术、无人装备、数据

信息等成为战斗力新的增长点，跨域联合、

分布式杀伤、无人自主等成为新的作战趋

向。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研究战争、

打赢战争，就不能轻视科学技术，必须看清

科技在现代战争中的地位作用，使之成为

我们研究战法训法、寻求破敌之道的关键

要素。

研究战争，要把现代战争制胜机理搞

清楚。掌握战争制胜机理，也离不开科技

的视角。战争制胜机理，通俗地说，就是

打赢战争的一般机制和道理，是战争中制

敌取胜的内在规律和本质要求。现代战

争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变化虽然让人眼

花缭乱，但背后是有规律可循的，根本的

是战争的制胜机理变了。这种制胜机理

的变化，很大程度体现在科学技术的应用

上。各级指挥员只有主动来一场学习革

命，提升“科技头脑”，真正把制胜机理搞

透，才能成为明天战争的明白人。

科技发展到哪里，研究战争就要跟

进到哪里。在我军历史上，高科技战争

经历不多，要想制胜未来战争，更加需要

从科技的角度研究战争、熟悉战争。现

实中，少数指挥员思维仍停留在过去，研

究战争未能跟进科技之变。如此一来，

看似花费了不少工夫，但对打赢未来战

争用处不大。

善于从科技的视角研究战争，需要不

断提升科技素养。只有学习运用科技，才

能增强实战本领，实现人与武器装备的最

佳结合。这就要求各级指挥员加强现代科

技特别是军事高科技知识学习，增强科技

认知力、创新力、运用力，提高打赢现代战

争实际本领，努力成为军营“科技达人”。

用科技视角研究战争，还应强化科

技练兵。科技练兵是适应时代发展要

求、提高部队战斗力的一种有效形式，也

是研究战争、设计战争的良好载体。只

有持续掀起科技练兵热潮，让指挥员在

科技强军、科技强训的大潮中勇当先锋，

才能更好地驾驭信息化智能化装备，不

断运用科技手段创新训法战法，探索出

打赢明天战争的制胜之道。

多从科技视角研究战争
■白忠斌

开创光明前景，实现美好蓝图，离不

开目标、规划和行动。

习主席在视察空降兵军时指出，“要

坚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加强空降兵部

队建设谋划设计，把目标图、路线图、施

工图搞科学”。这一重要讲话精神，不仅

是对空降兵部队的要求，也是对全军各

部队的嘱托和期望。军队领导干部在谋

划部队建设、推进事业发展中，一定要有

清晰的目标图、明确的路线图、合理的施

工图。

目标昭示方向、凝聚力量、引领行

动、决定未来。任何一个单位的发展，

离不开笃定的目标。事业的进步，就是

在一个个目标的实现中跃升的。如期

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

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要求。具体

到一个单位，就要置身于这一大目标大

战略下，擘画自己的目标图。无论如何

制订，单位建设目标都要与我军中心任

务和奋斗目标对接起来、一致起来，也

就是小目标必须服从大目标。否则，看

似 目 标 很 高 远 ，却 可 能 难 以 实 现 。 当

然，目标设计应符合实际，“跳一跳，够

得着”，不能好高骛远，也不能盲目上项

目、铺摊子。

一张蓝图绘到底。有了奋斗目标，

就要有从当前状态指向目标完成的科学

路线。路线的规划，就是具体的部署、推

进的清单。一个单位发展目标的实现不

是一蹴而就的，往往是分阶段的，是一个

小目标接着一个小目标推动完成的。这

就需要精准精细精确的路线图，按照时

间顺序、区分轻重缓急，标定具体的工作

进展，设定完成的时限要求，确保如期实

现既定目标。这样一来，不仅能给官兵

指明正确的行进路径，还能增强危机感

紧迫感使命感，推动各项任务在预定时

间内完成。

把 愿 景 变 成 实 景 、把 梦 想 变 成 现

实，关键在行动。我们搞目标图、路线

图最终要落到施工图上。施工图关乎

走向，必须在强军目标的引领下，对标

高质量发展的坐标系步步推进，既不能

偏离轨道，更不能朝令夕改。施工图关

乎质量，如果施工图错了，大楼不仅盖

不成，还会出现安全事故。部队建设也

一样，施工图遵循科学精神、科学规律，

既符合上级精神，又结合单位实际；既

讲究速率，又重视效益，才能有力有序

有效推进各项工作落实。施工图关乎

长远，不能一个将军一个令，一个领导

一个想法，需要我们一棒接着一棒跑、

一锤接着一锤敲，持之以恒、久久为功，

直至抵达目标。

实践证明，推动事业发展、强化体系

建设，要有科学的目标图、路线图、施工

图作支撑。三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缺

一不可。其中，目标图昭示方向，路线图

标示路径，施工图标定行动，共同作用于

奋斗目标的实现。搞好目标图、路线图、

施工图，是各级领导干部推进工作、开创

事业的有效方法和成功法宝。

当前，很多部队都在积极筹划设计

新年度各项工作。各级领导干部筹划工

作时，很重要的就是把目标图路线图施

工图搞科学，坚决避免走弯路、瞎折腾，

避免“翻烧饼”、空转虚耗，确保各项事业

顺利推进，不断实现部队高质量发展。

（作者单位：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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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为官者要想

清廉一生、洁白一生，就不能改变志向，

随俗而化。

屈原在《九章》中写道：“吾不能变

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屈原一

辈子洁身自好，从不改变自己的节操。

曾有渔父劝他：“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

而扬其波？”屈原回答：“安能以身之察

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屈原“一尘不染

香到骨”，始终稳住心中“道义之锚”，保

持浩然正气，是真正的大丈夫。

什么是俗？这里的俗，主要指庸俗

之风、不良习俗、不正风气等。无数事

实表明，一旦变心从俗，丢掉本色、丧失

气节，很可能“斯文扫地”，受到道义的

审判、法律的惩处。因此，凡是廉洁耿

介之士，不仅不会变心从俗，还能看到

俗化之后的危害。

“不恒其德，无所容也。”一个人坚守

清廉，保持节操，从短期来看，可能有些

“吃亏”。从长期看，却能彰显风骨，受世

人称颂。《韩诗外传》写道：“公仪休相鲁而

嗜鱼，一国人献鱼而不受。其弟谏曰：‘嗜

鱼不受，何也？’曰：‘夫欲嗜鱼，故不受

也。受鱼而免于相，则不能自给鱼。无受

而不免于相，长自给于鱼。’”在别人看来，

喜欢吃鱼可以收些鱼。但公仪休始终不

从俗，坚持不收鱼。如此一来，他却能长

期吃鱼。“不能变心而从俗”的道理，被公

仪休践行得如此简单、如此自然。

古人云：“慎始而敬终，终以不困。”

倘若变心从俗，就可能“不复顾惜”，从

脏一只鞋子到脏全身。纵观历史，真正

清正为官者，从来始终如一，不改变自

己的操守。宋代诗人曾几任台州知州

时，钟爱当地美食蚶菜。有一次其家人

到集市购买蚶菜，被渔民认出，渔民就

把蚶菜免费送给了他家人。曾几得知

后，花费许多精力找到送蚶菜的渔民，

送还了买蚶菜的钱。而后在台州任上，

曾几再也没有吃过蚶菜。他不因小事

小节而从俗，牢记“堤溃蚁孔，气泄针

芒”，坚持从一点一滴中完善自己，正心

明道、防微杜渐，终成一代廉官。

唐玄宗时，有人劝陕州进士张彖把

杨 国 忠 当 作 靠 山 ，“ 见 之 ，富 贵 立 可

图”。张彖却说：“君辈倚杨右相如泰

山，吾以为冰山耳。若皎日既出，君辈

得无失所恃乎！”张彖的意思是，你们找

杨 国 忠 当 靠 山 ，以 为 杨 国 忠 的 地 位 稳

固，在我看来，杨国忠不过是一座冰山

而已，太阳出来之后，随时有可能倒塌，

到时候你们去投靠谁？张彖能看到杨

国 忠 不 是 靠 山 是 冰 山 ，可 见 其 忧 患 之

深、自律之切、守道之坚。

共产党员最讲气节，最讲初心。我们

常说，要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名节和操

守。对党员干部来说，更是“不能变心而

从俗”。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

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

作善成、一往无前。县委书记的榜样焦

裕禄，坚持“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四

有”书记谷文昌，坚持“当领导的要先把自

己的手洗净，把自己的腰杆挺直”……正

因为他们不从众、不从俗，才做到了清廉

一世、清白一生。

时不可苟遇，道不可虚行。现实生

活中，仍有少数党员干部做不到慎终如

初，甘于变心从俗。他们有的在仕途好

的时候，还能坚守本心，一旦遇到挫折，

便怨天尤人，失去操守；有的不讲纪律，

请客送礼，意图高升；还有的找门道、入

圈子，妄图借梯登台。殊不知，“白袍点

墨，终不可湔”。一旦从俗失节，就会

违纪逾规，不仅得不到好处，还可能丧

失政治前途。

叩问初心、守护初心，是共产党人的

永恒课题。党员干部无论什么时候都应

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为官、老老实实

干事。一旦变心从俗，就可能让人性之恶

吞噬自己。党员干部只有保持初心恒心，

坚守党性原则，为大公、守大义、求大我，

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

定力，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稳得住心

神、经得住考验，才能“仰不愧于天，俯不

怍于人”，清正廉洁、两袖清风，始终忠诚

干净担当。

“不能变心而从俗”
■韩建军

前不久，《咬文嚼字》发布了“2024年十

大流行语”，“松弛感”“数智化”等热词上榜。

“松弛感”一般指面对压力时从容应

对，不慌张、不焦虑的心理状态。2024年

巴黎奥运会期间，“松弛感”火遍全网。中

国队“00后”小将出征奥运表现出的“松弛

感”引人瞩目。他们面对压力应对自如，

以阳光心态展现青春自信，取得了令人信

服的比赛成绩。由此可见，充满正能量的

“松弛感”是一种积极的心态，是一种自信

的表现，也是一种实力和底气的彰显。这

些都是广大官兵需要有的精神状态和心

理状态。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相对而言，

军事职业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往往会使

官兵产生一定的压力。面对压力和复杂

局面，有一定的“松弛感”，才能应付裕

如、应对有方，化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

机遇。如果一遇到困难就慌张，一遇到

风险就焦虑，不仅难以攻坚克难，还可能

影响战斗力建设。对军人而言，“松弛

感”意味着抗挫和承压能力，不仅是一种

较强的心理素质，也是军事职业的基本

要求。

官兵的综合素质，体现在方方面面，

内心强大才能有“松弛感”。特别是现在

的青年官兵，面临的练兵备战任务重、各

种考核检查多、人际交往不确定性因素

多，更加需要纾解情绪、激活动力，保持

一定的“松弛感”。带兵人要增强官兵的

“松弛感”，一方面要注重引导官兵释放

压力，解决好他们的心理困惑和现实困

难；另一方面要重视提升官兵能力，不仅

要练体能、练技能，还要练智能、练心理，

使他们有充足的底气支撑，从容自信地

面对各种急难险重任务的考验。

基层至上，士兵第一。新征程上，带

兵人满腔热忱服务官兵，不仅要给予官

兵获得感、幸福感，还要让官兵保持适度

的“松弛感”。

内心强大才能有“松弛感”
■胥婉璐

“民主集中制是一种制度，也是一

种方法。”不管是制度还是方法，都需要

领 导 干 部 以 求 真 务 实 的 精 神 ，自 觉 践

行、带头落实。

年 终 岁 尾 ，很 多 重 大 事 项 需 要 部

队党委班子科学决策。为了提升决策

质量，一些领导干部走进基层、深入一

线，调查摸底、探索实情，开拓思路、寻

找 良 策 。 这 一 做 法 ，体 现 了 求 真 务 实

的 良 好 作 风 ，也 是 贯 彻 民 主 集 中 制 的

科学态度。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

制 度 和 领 导 制 度 ，是 激 发 党 的 创 造 活

力、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根本保证。一

个党委班子的生命力强不强，能否形成

合 力 ，能 否 在 关 键 问 题 上 作 出 正 确 决

策，很大程度上就是看民主集中制贯彻

得是否到位。民主集中制是在民主基

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

合，民主能够集思广益，集中可以统一

意志，充分体现了党委工作的运行机制

和领导艺术。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展现

民主集中制的智慧和奥妙，关键在领导

干部带头求实务实落实。

我们常讲，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

人要实。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同样要

“ 实 ”。“ 天 下 事 ，以 实 则 治 ，以 文 则 不

治。”求真务实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

神，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

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条件。贯彻民

主集中制，实施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

法 决 策 ，必 须 坚 持 实 事 求 是 、求 真 务

实。倘若不求实，就难以掌握实情；不

务实，就难以拿出实策；不落实，就难以

见到实效。领导干部只有带头求真务

实、真抓实干，把功夫下到察实情、办实

事、求实效上，才能更好地优化决策、改

进政策、促进工作，把党中央、中央军委

和习主席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让上级

的决议、命令、指示落地生根。

近 年 来 ，很 多 领 导 干 部 坚 持 在 求

真上下功夫、在务实上做文章，很好地

贯 彻 执 行 民 主 集 中 制 ，提 高 了 议 事 决

策 质 效 。 然 而 ，也 有 少 数 班 子 成 员 和

领 导 干 部 背 离 了 实 事 求 是 的 工 作 作

风，在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上偏了向、

变了形。有的政绩观错位，盲目决策；

有 的 调 查 研 究 不 深 不 细 ，集 思 广 益 不

够；有的干工作抓不深 、抓不透 、抓不

实、抓不长，出现“半拉子”工程。诸如

此 类 的 行 为 ，影 响 党 组 织 正 确 决 策 和

决议贯彻落实，影响制约部队建设、改

革和军事斗争准备。

“征实则效存，徇名则功浅。”带头

求实务实落实，首要的是树牢和践行正

确政绩观。正确政绩观是创造政绩的

正确价值取向，是求真务实在工作指导

上的集中体现。科学决策、创造业绩，

必须解决好为谁创造业绩、创造什么样

的业绩、怎样创造业绩的问题，也就是

要解决好政绩观问题。不同政绩观的

工作出发点不同，工作效果也往往大相

径庭。领导干部作决策、抓工作，只有

把出发点放在党和人民的事业上，放在

军队建设、改革和发展上，才会谋长远、

干 实 事 ，在 抓 根 本 、打 基 础 上 成 就 非

凡。反之，出于一己私利，为了个人出

名挂号，就难免赶浪头、争彩头，搞一些

中看不中用的东西。这就要求领导干

部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功

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不贪一时之

功，不图一时之名，一茬接着一茬干，努

力在打牢军队基础、促进部队建设长远

发展上出政绩，在促进战斗力生成和提

高上出政绩，在解决官兵实际困难和问

题上出政绩。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

有 决 策 权 ；正 确 的 决 策 离 不 开 调 查 研

究，正确的贯彻落实同样离不开调查研

究。领导干部自觉坚持民主集中制原

则，重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掌握真实

情况，尊重客观规律，从实际出发决定

工作思路和方法。如果思想不端正，调

查不深入，观察不细微，分析判断就会

不准确，科学决策就难以实现。领导干

部只有增强问题意识，真正蹲下去、深

下去，认真研究问题，坚决防止作秀式、

盆景式和蜻蜓点水式调研，既看“高楼

大厦”又看“背阴胡同”，才能真正把情

况摸准、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

真 抓 才 能 攻 坚 克 难 ，实 干 才 能 梦

想 成 真 。 贯 彻 民 主 集 中 制 ，归 根 到 底

要 把 党 组 织 决 策 的 各 项 工 作 落 到 实

处。不求实 、不务实 、不落实，再好的

蓝 图 也 是 镜 中 花 、水 中 月 。 正 所 谓 ，

“不怕无策，就怕无心”。抓落实体现

的是担当精神，反映的是务实作风，检

验 的 是 综 合 素 质 ，最 终 落 点 在 于 见 到

实效。这就需要班子成员和领导干部

强化事业心责任感，事不避难、义不逃

责，坚决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 ，不 折 不 扣 抓 落 实 、雷 厉 风 行 抓 落

实 、求 真 务 实 抓 落 实 、敢 作 善 为 抓 落

实，特别是对那些关系部队基础性、长

远 性 建 设 的 工 作 要 抓 住 不 放 、一 抓 到

底，确保在高水平备战 、高效益斗争 、

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新成效。

带头求实务实落实
——自觉做坚持民主集中制的表率⑤

■刘会宾 金继亮

“如果达不到立功标准，宁愿不要荣

誉。”第 72 集团军某旅一个党支部在研

究三等功推荐人选时，认为候选人距三

等功立功标准还有差距，决定放弃此次

推荐机会。这一决定，不仅坚持了实事

求是的原则，还立起评功评奖的“铁标

尺”。

荣誉是军人的第二生命。获得荣

誉，是每名官兵的期盼和追求。然而，荣

誉也不是轻易而得的，它有着严格的标

准。只有功绩相符，具备较高的战斗力

贡献值，才能擦亮荣誉的金字招牌。如

果降低标准，勉强为之，则难以立起先进

导向，也难以让官兵信服。

奖当其人、奖当其时、奖当其绩、奖出

其效，是功勋荣誉表彰工作的应有之义。

现实生活中，一些单位坚持高标准严要

求，坚持为战而奖、以奖励战，做到“宁缺

毋 滥 ”，真 正 让 荣 誉 有 了 较 高 的“ 含 金

量”。然而，也有少数单位不愿浪费奖励

指标，搞“矮子里面拔将军”那一套。如此

一来，虽然满足了个别人的“心愿”，却让

荣誉的价值打了折扣。

点燃荣誉之火，照亮冲锋之路。荣

誉事关形象，事关导向，事关战斗力建

设，事关备战打仗贡献率，什么时候都不

能缩水。当下，很多单位都在按照《军队

功勋荣誉表彰条例》等规章制度实施奖

励。各级党组织在评功评奖时，必须坚

持战斗力标准，坚持实打实、过得硬，回

归打仗本真，彰显军功价值，提升荣誉

“含金量”“含战量”。如此，才能让先进

个人受到尊崇，让身边人心服口服、学有

榜样、赶有目标。

立起评功评奖的“铁标尺”
■卜启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