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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 渊 潭

画里有话

言武备者，练为最要。新时代军事

训练，重在基础，强在联合，关键在合成。

依据作战编组展开训练、坚持一线

自 主 协 同 训 练 、创 新 有 人 无 人 一 体 训

练、搞好跨军兵种对抗训练……纵观全

军演训场，新年度练兵备战工作开展得

如火如荼。很多部队在深化基础训练

的 同 时 ，下 大 力 抓 好 合 成 训 练 创 新 发

展，全面推进合成训练组训新模式，努

力开创实战化训练新局面。

古往今来，以合制分、以聚胜散是

重要的战场法则之一。无数战争实践

都诠释了一个朴素的道理：一支军队力

量组合得好、行动一致性高，往往就能

打胜仗。当前，作战样式正向基于网络

信息体系的一体化联合作战演进，需要

循序渐进生成联合作战能力。我军在

大力推广基础训练新模式下，又在去年

探索了合成训练方法路子。合成训练

承接基础训练、支撑联合训练，在新型

军事训练体系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关

键作用。只有不断推动合成训练实践

走深走实，才能蹚出部队作战能力生成

新路径，为联合作战打造好即插即用的

战斗模块。

合成训练，一个“合”字重千钧。合

成训练以编组对抗为基本形式，以实现

跨域联训为重点任务，是在完成技术训

练和战术训练基础上，基于作战编组展

开的高级应用训练。与基础训练相比，

合成训练的组训主体更加多样、训练对

象更加集成、训练内容更加聚焦、组织

方式更加复杂。把合成训练抓实抓强

了，联战联训就有坚实依托。

随着新时代合成训练内涵外延的

丰富拓展，其机理规律、标准要求呈现

鲜明特点，对组训施训提出新的要求，

与时俱进创新合成训练组训模式势在

必 行 。 可 以 说 ，合 成 训 练 模 式 创 新 直

接 关 系 我 军 作 战 能 力 生 成 的“ 基 本

盘 ”，关 系 一 体 化 联 合 作 战 能 力 的 成

色 ，是 解 决 训 练 领 域 难 点 堵 点 的 突 围

之战、破局之战。

坚持单元集成训。这一训练模式

旨在有机聚合力量要素，生成提高作战

单 元 整 体 能 力 、作 战 要 素 专 项 行 动 能

力，实现“攥指成拳”。在军事训练实践

中，一些部队采取作战要素集成训练和

作战单元集成训练两种组织形式，通过

各作战力量的整体联动、高效聚合，促

进了人与武器装备特别是人与信息系

统的最佳结合，实现了信息力与火力、

机动力的有机融合，达到了很好的训练

效果。

坚持战术协同训。战术是技术的

合理运用，是具体的“剑法”；协同是多

个行动的科学统筹，是密集的“剑阵”。

战术协同训旨在协同联合部队行动，提

高部队一线自主协同能力，实现“打组

合拳”，其根本目的是确保作战力量的

即 时 聚 优 、作 战 效 能 的 精 准 释 放 。 当

然 ，协 同 不 是 单 一 的 ，而 是 多 个 层 面

的。开展好战术协同训，既要突出临机

指挥协同，又要突出跨域行动协同，还

要突出有人无人协同。如此，才能提升

诸军兵种一线自主协同作战能力，训出

战斗力新的增长点。

坚持对抗检验训。打仗是实打实、

硬碰硬的较量，问题暴露在平时比暴露

在 战 时 好 、暴 露 给 自 己 比 暴 露 给 敌 人

好。对抗检验训旨在验证提升整体能

力，设置实战化的对抗检验条件开展综

合或专项行动演练，实现“探边摸底”。

开展好对抗检验训，一方面，可以综合

运用模拟网络和虚拟现实技术，采取系

统仿真抗、红蓝自主抗、互为对手抗等

方法；另一方面，可以依据作战任务设

定战术背景，采取实情实景连贯组织单

兵种实弹检验、多兵种实弹检验或多军

种 实 弹 检 验 ，切 实 把 部 队 合 同 作 战 能

力、战法打法运用、武器装备效能练出

来、验出来。

单元集成训、战术协同训、对抗检

验训，是一个有机整体，各有侧重又相

互联系，可结合实际单独运用或灵活使

用。这三种训练模式既是对我军以往

训练实践的总结提炼，也是紧跟形势发

展的创新设计，目的在于打通“联”的关

节要害，形成“合”的关键能力。

军事训练实践永无止境，合成训练

创新也永无止境。随着世界新军事革

命迅猛发展，现代战争信息化程度不断

提高，智能化特征日益凸显。特别是在

新一轮科技革命作用下，战争的制胜观

念、制胜要素、制胜方式都在发生重大

变化，迫切需要我们下大力抓好合成训

练创新发展。须知，各单位力量编成、

作战运用方式不尽相同。推动合成训

练创新发展，要求不同部队在单元集成

训、战术协同训、对抗检验训的基础上，

结合新年度军事训练实践，按照“功能

化编组、网络化支撑、场景化对抗、自主

化协同、精确化评估”的要求进行“二次

创新”，大胆探索合成训练组训施训的

具体方法路子，进一步完善训练内容、

规范训练组织、配套训练保障，推动我

军新时代合成训练不断向更高质量、更

高水平迈进。

下大力抓好合成训练创新发展
—全身心投入新年度练兵备战②

■王树文

领导带头，万事不愁。对带兵人来

说，最好的表率就是长期带头、时时垂范。

前不久，陆军某旅高炮连跨入先进

行列。在复盘总结中，很多官兵认为，他

们之所以经过 2 年多的努力打了“翻身

仗”，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连队带兵人凡

事干在先、冲在前，始终起着模范带头作

用。这些带兵人的带头，不拘泥于一时

一处，而是体现在全时，体现在战备、训

练、教育、管理等方方面面。正是这种长

期的带头、持久的表率，感召和带领官兵

建设出一支过硬连队。

“动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动人以行

者，其应必速。”带兵人的模范带头虽然

无言，但充满力量，不仅是一种示范，更

是一种激励，能产生极大的凝聚力战斗

力。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带兵人的亲

力亲为、以身作则、示范引领，对于激发

动力、提振士气、创先争优、促进任务圆

满完成发挥着至关重要作用。很多基层

单位建设过硬、全面发展，与带兵人坚持

当先锋、打头阵、挑重担是分不开的。

毛泽东同志说过：“一个人做点好事

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

事。”同样，带兵人一次带头容易，难的是

日日为继、久久为功，长期带头、一直带

头。事实上，官兵的眼睛是雪亮的。带

兵人一次带头不一定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力，但长期带头，在方方面面都坚持带

头，就会产生撼动人心的人格魅力，进而

引导官兵向上向好、争创一流。事实证

明，改变的力量、前进的动力，往往来自

于带兵人持之以恒的带头。

《资治通鉴》记载这样一则故事：战国

时，魏国国君安釐王与孔子第六世孙孔子

顺谈及某人，认为此人有作秀之嫌。对

此，孔子顺回答，“人皆作之。作之不止，

乃成君子；作之不变，习与体成；习与体

成，则自然也”。一个人是否真心做好事，

就看他能否长期坚持、形成习惯。“当代雷

锋”郭明义当初做好事也曾遭到质疑，但

他坚持把善事和义举进行到底，最终赢得

人们的理解和敬佩。这些事例都告诉我

们，带头的效力在于“作之不止”。

坚持党员干部带头、以身作则是我军

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也是带兵人带领官

兵干事创业应有的作风要求。实际工作

中，仍有少数带兵人在表率作用的发挥上

还需要加强。譬如，有的一时带头可以，

长期带头做得不够；有的在上级关注的事

上带头，平时工作表现一般；有的在某一

方面带头可以，时时处处带头还有差距。

如此一来，就难以形成“长期效应”，也难

以很好地引导官兵砥砺前行、开创新局。

始于初心，成于坚守。一次次平凡

的带头，乘以时间的长度，就能产生无穷

的力量。当前，部队正处于转型建设的

关键期，更加需要带兵人的示范引领、率

先垂范。带兵人只有坚持长期带头，敢

于喊出“跟我上”“让我来”，勇于担苦担

难担重担险，才能成为官兵的贴心人、主

心骨，凝聚起推进强军事业的强大合力。

带头的效力在于长期性
■陆盛辉

作者：周 洁

为官当有一颗公心，爱惜公物，公

私分明。

《宋史·冷应澂传》记载了冷应澂的

故事。他“仁廉两个字，忠孝一生心”，

一辈子以廉能著称，深受百姓拥护和爱

戴。冷应澂常说：“治官事当如家事，惜

官物当如己物。”他的这一格言告诉我

们，办理公务如同处理家事，就会认真

快速，不会耽误；把公家的东西当作自

己的东西，就会关心爱惜，不会浪费。

这是每个为官者应有的操守。

如 何 对 待“ 官 物 ”，检 验 为 官 者 的

人 品 官 德 、作 风 修 养 和 内 在 自 律 。 如

果认为“官物”是公共用品，随意使用，

甚 至 肆 意 浪 费 ，则 有 害 公 德 、有 损 形

象。相反，把“官物”当作己物，倍加珍

惜，精心使用，则彰显人格风范 、大公

之心。

历史上的清正之人，大都有相似的

操守和品行。宋人吴芾也是一位“视公

如私，不罪百姓”的好官。吴芾从政为

官公正爱民，“视官物当如己物，视公事

当如私事。与其得罪于百姓，宁得罪于

上官”。他当太平知州的时候，当地的

姑溪隔断两岸民众来往，桥梁又屡修屡

毁。他经过多方调研改进了方法：在姑

溪上造浮桥，发洪水时断开，平时连上，

方便了百姓通行，又减少了开支。纵观

吴芾一生，以家国为先，对“官物”爱惜

有加，对权贵敢于较真碰硬，对百姓关

怀备至，可谓“律己以廉、抚民以仁、存

心以公、莅事以勤”。

公 正 严 明 、不 谋 私 利 ，爱 护 公 物 、

勤 俭 节 约 ，一 直 是 我 党 我 军 的 光 荣 传

统 和 优 良 作 风 。 在 党 员 干 部 心 中 ，从

来都是“惜官物当如己物”。无数党员

干 部 自 觉 涵 养 政 德 ，不 断 加 强 自 身 建

设，牢固树立公仆意识 、忧患意识 、节

俭 意 识 ，真 正 做 到 了 一 心 为 公 、一 切

从俭、一身正气。

今天，我们党提倡坚持过紧日子，

更加需要党员干部艰苦朴素，“惜官物

当如己物”。然而，现实生活中，仍有少

数 党 员 干 部 不 够 爱 惜 公 物 ，缺 少 大 境

界，丧失公德心。他们对私人物品相当

珍惜和爱护，也颇为节俭，但对待公共

财产、公共物品时，却不管不顾，大手大

脚、铺张浪费。如此行为，都是党性修

养不够、节俭意识不强、公私界限不清

的表现。

从 一 般 意 义 上 讲 ，一 个 人 对 己 物

认得十分清 、看得十分重。把“官物”

当己物，就是要看重公物，坚决不损公

肥私、假公济私、以公谋私。我们党的

历 史 上 ，不 仅 记 录 着 党 员 干 部 的 丰 功

伟 绩 ，也 记 载 着 他 们 大 公 无 私 的 鲜 明

品格。彭德怀同志曾为管理科送来的

一罐茶叶而发火，质问个人喝茶，岂能

用公家的茶叶；刘伯承同志抽屉里公私

分明，一摞是办公信纸，一摞是私人信

纸，给子女写信一定要用自己的信纸信

封……他们的行为，体现的正是对公物

的珍视、对私心的摒弃。

“惜官物当如己物”，重在弘扬节俭

之风。老一辈革命家徐特立同志一生

勤俭节约，“半截粉笔”都不舍得丢弃。

他曾作诗教育学生：“半截粉笔犹爱惜，

公家物件总宜珍。诸生不解余衷曲，反

谓余为算细人。”这首诗在今天仍具有

时代意义和现实针对性。党员干部在

对待公物上，就应当学习徐特立的朴素

之风、节俭品格，自觉爱护公物，养成节

约习惯，为节能降耗作贡献。

事实上，每名党员干部在生活中，

接触到的很多物品都姓“公”。弘扬新

风 新 貌 ，党 员 干 部 都 应 上 好 如 何 对 待

公物这一课。珍惜公物，不贪占、不浪

费，不仅是一种纪律要求，更是一种道

德 自 觉 。 党 员 干 部 一 定 要 牢 记“ 惜 官

物当如己物”，恒念物力维艰，培养待

物之德，大兴务实之风 、清廉之风 、俭

朴之风，绝不能以私利害公义，切实把

“事事出于公心”“勤俭办一切事业”的

要求落到实处。

（作者单位：31080部队）

“惜官物当如己物”
■刘海涛

伟大转折，胜利之光。从 1935 年到

2025 年，时光过去 90 载，遵义会议精神

历久弥新。

90 年前的 1 月 15 日至 17 日，遵义会

议召开。这次会议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

富，其中“独立自主”成为遵义会议精神

的重要内容。

习主席深刻指出：“遵义会议作为我

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

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

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

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

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

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今天，我们要

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

精神永放光芒。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没

有共产国际干预下，独立自主地运用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

针、政策的会议。遵义会议前，中国共产

党就同共产国际中断了电讯联系。遵义

会议上，我们党独立自主地作出一系列

重大决策，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会议决定北渡

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成都之西

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次会议

体现了我们党独立自主、勇闯新路的魄

力，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

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朱德同志曾赋诗一首：“群龙得首自

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

天空无限任飞扬。”此诗充分表达了遵义会

议召开的成果成效。这也充分说明，遵义

会议独立自主确定的正确军事路线，为长

征乃至中国革命闯出了一条新的道路。

遵义会议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扔掉

“洋拐杖”，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提出“中

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

国情况”，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确定长征

路线，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

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

地，一路闯关夺隘，彻底粉碎了国民党数

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胜利到达陕北。中

国革命尝到了独立自主带来的胜利滋味。

1963年 9月，毛泽东同志在会见外宾

时说，从那之后，我们就懂得要自己想问

题。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的时间。

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

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知所从来，方明所往。独立自主是我

们党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党和人民力量

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必然结论。坚持

党的全面领导、持续深化改革开放、依靠

自主创新锻造“大国重器”、找到跳出历史

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我们党始终

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

上，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

作主张、自己来处理，坚定不移走自己的

路，不断把强国强军事业推向前进。

2021 年 11 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审议通过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将“坚持

独立自主”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积

累的十条历史经验之一。独立自主成为

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成为我们立党立国

的重要原则。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

族、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照

搬外国模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

现强大和振兴。那样做的结果，不是必

然 遭 遇 失 败 ，就 是 必 然 成 为 他 人 的 附

庸。只要我们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既虚心学习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又坚

定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不信邪、不怕

压，就一定能够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

始终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坚持党指挥枪、建设自己的人民军

队，是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

破的真理。”对我军来说，依靠独立自主闯

出新路，就要固本开新、改革创新，坚持走

中国特色强军之路。这条道路，是我们党

探索实践的伟大创造。新征程上，广大官

兵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政治

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

法治军，深入推进练兵备战，坚定不移沿

着中国特色强军之路走下去，为如期实现

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

成世界一流军队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依
靠
独
立
自
主
闯
出
新
路

■
韩
建
军

八一时评

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

调，“坚持求真务实，坚决反对热衷于对

上表现、不对下负责、不考虑实效的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这一重要要求告诫领

导干部，凡事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

发，不能把对上表现当作对上负责，必须

保持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一致性。

我党我军一直提倡，要把对上负责

与对下负责统一起来。所谓对上负责，

就是对上级领导机关负责；所谓对下负

责，就是对人民群众负责。对各级领导

干部来说，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从来都

是不可分割的，对党负责，就是对人民负

责；对人民负责，就是对党负责，两者相

辅相成，统一于对党和人民事业的高度

负责之中。事实证明，只有在工作中始

终坚持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一致性，

才能真正尽到职、负好责。

然而，热衷于对上表现不是对上负

责，也不是对下负责，它是一种典型的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毛泽东同志在《反对

本本主义》中指出：“盲目地表面上完全

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

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

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搞对

上表现的领导干部，不怕官兵不满意，就

怕上级领导不认可。譬如，有的片面理

解“对上负责”，上级领导部署一件工作，

就层层加码抓落实。这种对上表现的做

法，不仅损害了官兵利益，还消耗了基层

的时间和精力。

上下同欲者胜。反对热衷于对上表

现，就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从实

处着眼、用实干考量、以实绩说话。新征

程上，领导干部既要上接“天线”，又要下

知兵情，树牢正确群众观，走好新时代群

众路线，真正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统

一起来，确保上级工作部署落地生根，确

保基层在减负减压中不断实现全面发

展、全面过硬。

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统一起来
■王 镭

在部署 2025 年工作中，一位领导干

部谈道，“要把工作干劲和科学精神结合

起来，使各项工作符合客观规律、符合实

际需要、符合战斗力标准、符合官兵利

益”。这一认识提醒领导干部，干事创

业，既要鼓足干劲，还得扎实干、科学干。

激情如火，照亮征程。强军事业是

全军共同的事业，是需要接续推进的伟

大事业。开创新局面、创造新业绩，离不

开创造精神、奋斗精神、团结精神、梦想

精神，尤其需要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气

魄和劲头。倘若害怕风险，不敢担当，选

择“躺平”，只会使强军事业停滞不前。

可以说，工作干劲和奋斗激情是我们踏

平坎坷、勇攀高峰的精神支撑。

科学至上，事半功倍。有了干事创业

的激情，还要有坚守理想、尊重规律的科学

精神。在军事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我们

所做的工作，很多都是新的，而且技术含量

高，专业要求也高，仅有激情难以铸就精

品、成就卓越。如果缺乏科学精神，做工作

就难以打破常规、开拓进取、提升质效。譬

如，我们要发展新质战斗力、推进联合训

练、实现高质量发展等，都离不开专业精

神、科学精神。有了科学精神、秉持科学态

度、遵循科学规律，我们所做的工作才能走

在时代前列、走在对手前面。

事实证明，把工作干劲和科学精神

结合起来，是成就事业的重要保证。对

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实现工作干劲和科

学精神的有效结合，就要永葆“闯”的精

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跟着问题

走、奔着问题去，精准识变、科学应变、主

动求变，在把握客观规律、运用现代科技

的基础上改革创新，提升部队各项建设

的质量效益。

把工作干劲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
■刘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