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经网友推荐、语料库大数据

提取和专家评议，由国家语言资源监测

与研究中心、商务印书馆、新华网联合

主 办 的“ 汉 语 盘 点 2024”活 动 日 前 揭

晓，年度国内字为“智”，年度国内词为

“新质生产力”。

【评论】

生成式 AI快速迭代，人机对话上演

“物我两忘”；诺贝尔奖多次垂青 AI，机器

人被注入“灵魂”；传统制造在摆脱重复

劳作，千年古建筑被写入“黑神话”……

智能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度，嵌

入到人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恩格斯指出：“人类以什么样的方式

生产，就以什么样的方式作战。”当今时

代，大数据、超级计算、智能通信、脑科学

等新理论、新技术，正在以“意想不到”的

新方式和“无所不能”的新面貌，颠覆战

斗力的表现形式，推动智能化作战向“智

能决策+自组织无人集群”的方向发展。

尽管战争历来都是“智”的比拼，但

智能化战争中“智”的特征更为明显：智

能 泛 在 、万 物 互

联、人机共融、全

域 协 同 、控 网 夺

智，自主化、无人

化、低成本、灵巧式、高超速……智能正

渗透到战争全要素全过程，人与武器的

关系重新定义、制胜机理快速变革、战

术战法将全面重塑。

“智”必然带来“变”。智能技术汹

涌而至，战争悄悄在“变脸”：改变战场

主角、作战力量发生质变，改变战争形

态、战争谱图趋向泛化，改变作战样式、

颠覆传统战斗形式。这一个个“改变”，

推动战争由“数字化+网络化”的初级

阶段，向“智能化+类人化”的高级阶段

加速演进。

制敌必先知敌，胜战必先研战。战

争发展有其固有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

完全消极被动的。只要准确识变、科学

应变、主动求变，找准推进智能化作战

的切入点，抓住智能化制胜机理的关键

点，扭住战场智能化博弈的发力点，就

能变中求新、变中求进、变中突破，牢牢

掌握未来战场主动权。

智能化战争重在一个“智”字，说到

底是“脖子以上的战争”。面对战场“智

变”，我们必须牢固树立“智胜”理念，主

动来一场“学习革命”“头脑风暴”，保持

求变的清醒、鼓足求变的勇气、坚定求变

的信心，练好科技“内功”，练强打仗“硬

功”，真正成为智能化战争的明白人。

让“智能”为战力赋能
■刘克尧 陈永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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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观澜

画里有话

新闻连连看

一流的军队，必须有一流的训练；

一流的训练，必须有一流的基础。

把每一个单兵都训合格，把每一型

装备都训到位，把每一类作战要素都训

扎实……新年伊始，从塞外北国到南海

之滨，从内陆边陲到远洋大海，全军各级

抓住打基础的关键期，挥戈沙场、厉兵秣

马，筑牢训练的“基座”，强固联合的“底

盘”，支撑部队战斗力实现新的跃升。

基乃墙之始，础为柱脚石。楼台是

否稳固，关键在于基础是否牢固。基础

训练是军事训练的根基所在和保底工

程，是战斗力大厦的基石和底座，攸关

部队战斗力生成和实战能力提高。九

层之台，起于累土。只有持之以恒、常

抓不懈，把基础训练抓实抓牢、抓出成

效，战斗力大厦才能稳固如山。尤其是

信息化智能化时代，军队的体制编制、

武器装备和作战手段等方面都发生了

革命性变化，基础训练在战斗力生成链

条中的基础地位更加重要、支撑作用更

加突出，必须进一步凝聚紧抓基础训练

“迫在眉睫”的共识和合力。

胜 战 先 胜 于 练 兵 ，练 兵 首 成 于 基

础。习主席对基础训练高度重视，明确

要求“加强部队技战术基础训练”，强调

“夯实打胜仗能力基础”。全军基础训

练现场会召开以来，各级各部队将“四

化”组训法融入日常，围绕强固底盘深

入探索，一支支教练团队快速成长，一

个个训练资源高效整合，一批批模拟训

练器材投入使用，一场场实战化考核接

续组织，基础训练转型发展换挡提速驶

入快车道、迈出新步伐。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问题是工作

的 导 向 ，也 是 组 训 的 方 向 、转 型 的 动

力。抓好基础训练的关键是把问题意

识贯穿始终，善于从训练现象中发现问

题。是否存在“平时看不上、战时用不

上、费时费力爱不上”的错误认识？是

否解决组训人才短缺、教学资源有限、

场地器材不足、保障模式僵化等矛盾问

题？是否打破“年年都在训，年年一年

级”的训练怪圈？拉直这些问号，必须

在“专”上想办法、在“组”上下功夫、在

“练”上做文章、在“考”上求实效，把课

目训全 、人员训齐 、时间训够 、标准训

到，推动基础训练往深里走、往实处落。

基础训练转型的根本目的，在于为

制胜未来战争提供能力底座。未来战

争是一体化联合作战，是体系与体系的

对抗。从基础到合成、再到联合，是战

斗力生成的基本逻辑。战争越向顶端

发展，对抗的体系性、全维性、复杂性特

点愈加突出，对基础训练的要求越高。

基础训练虽是基础，但影响全局；虽是

单系统，但牵动整个体系。打胜仗需要

筑牢基础，抓联合就要从技战术基础训

练阶段就把实战实训落地砸实，一步一

动、久久为功，真正实现单个节点过硬、

整个体系强固，为能战胜战积蓄厚实底

蕴底气。

基础训练不是竞技比赛，成效好坏

要用实战来检验。战场上能动多快、飞

多远、打多准，关键要看基础训练有多

实、有多新、有多牢。过去一些单位组织

基础训练，更多侧重于“基础”，而忽视了

军事训练的战斗属性。比如，战术训练

单纯比拼跑步速度，射击训练简单比拼

命中精度，手榴弹投掷训练片面比拼距

离远近，等等。要知道，在真实战场上，

敌人不会等我们准备好了才开枪，子弹

命中眉心与命中胸口也基本没有差别。

打仗硬碰硬，训练实打实。评定基础训

练成绩，不能简单看成绩是否亮眼，不能

单纯以“米秒环”论英雄，而要更多以能

否经得起实战检验作为衡量标准。

科技是战斗力，也是训练力。加快

基础训练转型升级，科技赋能是方向也

是出路。随着训练器械的广泛普及、训

练软件系统的迭代升级，基础训练方法

更加灵活、训练质效显著提升。这也启

示我们，只有把创新组训的着力点放在

先进科技的运用上，借助大数据、云计

算等信息化智能化手段，科学设计训练

方法，智能推荐训练套餐，才能推动军

事训练向“科技+”“网络+”转型升级，

不断提高基础训练对战斗力的贡献率。

基础训练开新图强、转型升级是一

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整体工程，涉及一人

一岗、一枪一炮，关系到训练管理、训练

保障、训练考评、组训人才等多个环节，

必须纳入新型军事训练体系总体布局，

强化系统观念，加强全局统筹。要通过

系统化工程化思路综合施策、体系治理，

明确基础训练转型的方向目标、指导原

则、重点领域、推进步骤等关键问题，抓

总抓重抓要，下苦功用巧劲，健全训练内

容新体系，走开精细管理新路子，拿出训

练保障新举措，打造组训人才新方阵，切

实以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夯实

部队能打仗、打胜仗的基础。

打牢实战实训能力基础
—全身心投入新年度练兵备战①

■刘少鹏 孟 毅

根强则盛，本固则安。党性是党员

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没

有党性这一基石，各个方面就立不起、

立不住、立不稳。

“党性修养好、党性坚强，遵守党纪

就会更加自觉。”习主席近日在中央政

治局召开的民主生活会上要求领导干

部：“要把锤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作为

终身课题，活到老、学到老、修养到老。”

这一重要论述，为广大党员干部在新时

代新征程上继续修好共产党人的“心

学”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

心。”决定一个人如何的是品行，决定一

名党员如何的是党性。党性是坚定纯

洁而富有力量的。有了坚强的党性，才

能锻造“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

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绝对

忠诚，做到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

党性修养不强，就容易导致政治上变

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

化。“工贵其久，业贵其专。”坚强的党性

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会一蹴而就，必

须当作一辈子的事，循序渐进、日积月

累 ，常 修 常 炼 、常 悟 常 进 ，勤 掸“ 思 想

尘”、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

政治修养是最根本的修养。政治问

题，对于党员干部来说，任何时候都是根

本性的大问题。天下至德，莫过于忠。

衡量党员干部修身养性最关键、最核心

的标准，就是坚守对党忠诚的政治品

格。这是指引党员干部修身做人的政治

航标，离开这条讲修养，就失去了方向和

根本。内无妄思，方能外无妄动。只有

把政治修养摆在党性修养的首位，把准

政治方向、坚定理想信念、砥砺坚强党

性，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

思想之舵，锲而不舍、驰而不息，才能心

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

邓小平同志讲过：“不注意学习，忙

于事务，思想就容易庸俗化。如果说要

变质，那么思想的庸俗化就是一个危险

的起点。”理论学习是用党的创新理论武

装头脑的过程，也是提高党性修养的重

要途径。政治上坚定、思想上统一、步调

上一致，源于理论上清醒。每名党员干

部只有保持“理论的饥饿感”，从党的创

新理论中汲取党性滋养，从思想上正本

清源、固本培元，不断拧紧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做到坚持不

懈、久久为功，学有所得、思有所悟，才能

筑牢安身立命之本。

“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

心。”党性、党风、党纪是有机整体，党性

是根本，党风是表现，党纪是保障。强

党性，正党风，严党纪，三者相辅相成、

不可或缺。把学习遵守贯彻党章党规

党纪作为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坚持党

性党风党纪一起抓，融入日常、抓在经

常，通过锤炼坚强党性强基固本，通过

弘扬优良党风激浊扬清，通过严明党规

党纪防腐拒变，练好内功、提升修养，切

实把纪律规矩转化为政治自觉、思想自

觉、行动自觉，就能炼就“金刚不坏之

身”，确保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

放纵、不越轨、不逾矩。

（作者单位：解放军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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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

松

跨栏跑是一项对协调性、节奏感要

求很高的运动，快速越过栏架，又不能

绊倒栏架影响速度。加快推进新年度

工作起步上路，也要像“跨栏跑”一样，

掌握好快与慢的节奏，做到张弛有度。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张”与“弛”

各有所长，也各有所宜。“既急不得，也

慢不得，要按规律办事。”这个“规律”，

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当快则快，抓住

时机，抢占先机，闯出新天地；当慢则

慢，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实现高质量。

审大小而图之，酌缓急而布之。快

与慢是相对的。快，追求的是效率；慢，要

求的是质量。当快不快，错失良机；当慢

不慢，恐留后患。对当务之急，要紧抓快

办，不能拖拖拉拉。对长期任务，要保持

战略定力和耐心，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

滴水穿石，久久为功。

“循道而行，行稳致远。”以“拼”的

思想意识、“抢”的精神状态、“实”的工

作作风抓落实，该快的早发力、快发力，

当慢的静下心、稳住神。统筹好“抓紧

改”与“徐图之”，既不着急忙慌，也不懈

怠拖延，就一定能稳中求进、以进促稳。

发展当如“跨栏跑”
■岳 伦

“这样的身边人接地气，这样的身边

事摸得着，我们喜欢听，也喜欢学！”某部

组织“典型引领我成长”强军故事分享

会，广泛开展“对照典型学什么、反思自

己差什么、今后工作干什么”群众性讨

论，努力营造崇尚典型、学习典型、争当

典型的浓厚氛围。

毛泽东同志指出，“典型本身就是一

种政治力量”，开展工作要“胸中有全局，

手中有典型”。运用典型推动工作，是我

党我军一以贯之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也是促进部队建设的重要手段。用平凡

故事打动人，用身边感动激励人，凝聚官

兵心、激发创业情、树立强军志，是我们

在实践中得出的有效经验做法。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身边的典型

最有说服力。他山有石能攻玉，身侧亦

藏万斛珠。典型人物不一定非要高大

上，“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在部

队的日常工作生活中，也不乏这样的平

凡英雄。他们不是家喻户晓的英模人

物，干的也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

他们是感情距离更近、事迹经历更暖、示

范效果更好的榜样，是每天和我们朝夕

相处甚至是“睡在上铺的兄弟”。

身边的典型看得见，平凡的榜样学

得了。这些平凡英雄，因为离得近，更容

易被感知、被观察，更容易使人见贤思

齐；因为熟悉，更易产生共鸣，也更易有

深刻的体悟。对官兵而言，他们可信、可

亲、可敬，看得见、够得着、学得会，具有

特别的亲切感和天然的可信度。

“天边的伟大”不如身边的感动。“90

后”“00 后”官兵对自己身边的典型和道

理，更易形成认同感。说身边事、讲身边

理、教身边人，可以让每个人认识到成长

成才、达到优秀，既非高不可攀，又要全力

以赴。正如一位战士在日记中写道：“大

家都是同龄人，他们能做到的，我为什么

不能做到？”这就是身边榜样的魅力。

自然界，当一株植物单独生长时，往

往缺乏生机；而众多植物在一起生长时，

却能郁郁葱葱。这种现象就是“共生效

应”。宣扬身边的典型，不仅要“墙内开

花墙外香”，更要“一花引来百花香”。只

要多一些“上榜”公布、“上网”宣扬、“上

台”表彰、“上墙”展示，由点及面，推而广

之，就能形成人人相互学习、相互帮扶、

相互竞争的良好局面。

“注意总结典型，及时起示范推动作

用。”身边典型立起前行标杆，强军事业

需要榜样引领。我们要深入挖掘官兵身

边的典型，广泛宣传源于平凡的感动，让

身边典型“立”起来、“活”起来、“香”起

来。向先进学习，向典范看齐，让官兵在

思想上认同、情感上接近、行动上践行，

就一定能把上进心、荣誉感激发出来，把

干事创业的内在激情点燃起来，实现点

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

（作者单位：武警警官学院）

让身边典型产生“共生效应”
■陈 立

【新闻】前不久，“脑腐”一词当选

牛津词典 2024 年度词汇。按照官方解

释，该词的意思是一个人的精神或智

力状态出现了衰退，形容因过度浏览

网上碎片化、低质量内容而导致的精

神负面影响。

【评论】

当下，人类进入以算法为核心的

社交媒体时代，微博、短视频、小游戏

将人们的时间切割成碎片，基于用户

偏好的精准推送把“信息茧房”进一步

打造成“定制单人间”。在唾手可得的

多 巴 胺 驱 使 下 ，真 正 建 立 在 理 解 、思

考、创造、追求真理之上的获得感，变

成这个时代的稀缺之物。

越来越多的研究已经证明，频繁

切换任务会影响个体的专注度和记忆

力，浅表化阅读习惯会让人们的思考

能力和批判性思维受到限制，使判断

力 和 行 动 力 日 趋 低 下 ，身 陷“ 认 知 监

狱”。可以说，“脑腐”已成为“我们生

活时代的症状”。

军人是要打仗的。战争是一个充

满“迷雾”和不确定性的领域，需要“更

新更勇敢的大脑”。战场上的刀光剑

影 、奋 勇 拼 杀 ，表 面 上 看 是 体 力 的 对

决，背后实则是脑力的较量。学习力

决 定 战 斗 力 ，思 维 方 式 决 定 作 战 方

式。没有“纵横捭阖自从容”的运筹帷

幄，就不可能有“横扫千军如卷席”的

决胜千里。

有人曾预言，身处信息爆炸的时

代 ，人 们 接 触 到 的 信 息 、吸 收 到 的 信

息 、真 实 需 要 的 信 息 ，三 者 之 间 的 鸿

沟 正 在 不 断 扩 大 。 作 为 肩 负 特 殊 使

命 的 军 人 ，如 何 在 网 络 这 片“ 信 息 汪

洋”中汲取养分？重返“原始社会”并

不现实，真正要做的是学会同芜杂的

信 息 共 处 ，尽 可 能 保 持 独 立 思 考 、深

度研究、开拓创新的能力和定力。

“ 学 而 不 思 则 罔 ，思 而 不 学 则

殆 。”兵 无 常 势 、水 无 常 形 。 拨 开 战

争“ 迷 雾 ”，谋 求 打 赢 良 策 ，要 求 我 们

必 须 积 极 进 行 创 造 性 思 维 活 动 。“ 苏

世 独 立 ，横 而 不 流 兮 。”破 解“ 脑 腐 ”

的 关 键 ，就 在 于 打 破“ 信 息 茧 房 ”的

桎 梏 ，增 加 有 效 信 息 的 主 动 吸 纳

量 。 只 有 让 官 兵 强 化 自 控 力 、提 高

专 注 度 、提 升 辨 别 力 ，学 会 开 动 脑

筋 、独 立 思 考 ，学

会 探 索 未 知 、发 现

规 律 ，方 能 存 乎 一

心 、善 谋 打 仗 。

谨防“脑腐”影响脑力
■董 强 杨贵良

有这样一则寓言：龙门太高，鲤鱼

们纷纷请求龙王降低门槛，然后都轻

松跳过了，但后来发现，跳过龙门的鲤

鱼还是鲤鱼，并没有真正变成龙。这

告诉我们，标准很要紧；也启示我们，

新年度各项工作一起步就要立起高标

准、严要求。

干事创业，标准先立。标准决定质

量，有什么样的标准就有什么样的质

量。没有高标准，高质量就会落空。许

多大项活动之所以成效显著，就在于高

标准部署、严要求落实。而一些单位

“散步式”发展、多年变化不大，原因就

在于标准不高、执行不严。

标准是衡量优劣的尺度。凡事向

“最高最好”找标杆、寻参照，才能百尺

竿头，更进一步。如果抓工作力道不

足、标准不高，把说了当做了、把做了当

做好了，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

就难有大起色、大作为。

“锐始者必图其终，成功者先计于

始。”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站

在新的时间节点，面对新的形势任务，我

们要立足高起点，迈好第一步、跑好第一

棒、打好第一仗，拉高标尺、精益求精，跑

出加速度，赢在起跑线。

起步就要“高标准”
■张 斌

新年度工作开局起步之际，某部

要求广大官兵既要始终保持敢闯敢干

的热情和勇气，也要掌握科学有效的

方法和措施，努力在“想干事”和“会干

事”的有效结合中不断“干成事”。这

一要求体现了干事创业的辩证法则和

成功之道。

成事必有其道，干事须得其法。干

事热情与科学精神是推动事业发展的

两个关键因素。有了“一股气”，就会知

难而进、迎难而上；学会“拿钥匙开锁进

屋”，就能有的放矢、取得实效。两者相

互补充、相互促进，体现了有勇有谋、智

勇双全。

毛泽东同志指出“冲天干劲是热。

科学分析是冷”，如果“不愿意做分析，

只爱热”，就可能“跌筋斗”。实践证明，

仅有干事热情，在工作中就可能头脑发

热、异想天开，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蛮

干。缺乏科学精神，做工作就可能偏离

轨道，甚至南辕北辙。

“其土取益堤，事半功倍偿。”强军

事业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会一

蹴而就、一劳永逸，仅凭一时热情，难以

做到蹄疾步稳。唯有既讲热情又讲科

学，做到有热情不冲动、有办法不迟疑，

既能敢想敢干，又能求真务实，才能使

各项工作既抢占先机又符合客观规律。

光有热情“易摔跤”
■郭 峰

作者：周 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