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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 渊 潭

画里有话

作者：刘 扬

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公报指

出，以大数据信息化赋能正风反腐。这

一重要部署，为大数据信息化赋能正风

反腐工作指明了方向，开辟了新路径。

我们应深入推进大数据、信息化建设，

推动数字技术深度融入纪检监察各项

业务，加强对权力运行关键环节的实时

监督、靶向监督、智慧监督。

近年来，新型腐败、隐性腐败手段花

样翻新、复杂多变，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伪

装性、迷惑性。然而，再狡猾的狐狸也有

迹可循。数字时代，数据是反腐新利器，

用好数字技术能有效提升监督执纪效能，

让这些藏在暗处的违纪违法分子无所遁

形。近期播出的电视专题片《反腐为了人

民》中，披露了多起纪检监察机关充分运

用大数据手段抽丝剥茧、穿透障眼法，锁

定关键证据后顺利侦破的案件。这启示

我们，以大数据信息化赋能正风反腐，既

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监

督执纪质效的重要途径。

杜黑说过：“固守过去不会对我们的

未来有什么教益，对未来必须从一个新的

角度去研究。”传统监督执纪方式大多依

靠人力巡查、经验研判，面对新型腐败手

段和隐性贪腐行为，容易存在监督盲区和

死角。大数据信息化在正风反腐方面具

有独特优势，能有效弥补传统方式的不

足。比如，借助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等技

术，能从海量数据中精准勾勒权力运行的

异常轨迹，有效分析和预测违法犯罪；通

过构建算法识别和预警系统，能对大规模

数据进行自动化分析和筛选，快速锁定违

法犯罪目标；依托数字技术，还能提升反

腐透明度，降低人力、物力成本，等等。实

践证明，善用大数据信息化赋能，就能更

好地织起一张监督“天网”，从数据汪洋中

发现违纪违法的蛛丝马迹，实现由“人工

抽查”向“智能监测”、由“事后追查”向“事

前预防”的转变。

加强顶层设计。“小智治事，中智治

人，大智治制。”制度是让大数据信息化长

久赋能正风反腐工作的关键。应注重顶

层设计，从战略高度统筹推进，既考虑当

前需求，又着眼长远发展，建立健全数据

管理、技术应用、安全保护等制度规范，确

保方向正确、重点突出、措施有力。应根

据不同领域、不同层级的特点，设置合理

的监测指标，建立科学的监测预警模型，

健全完善分析、研判、运用等工作机制，构

建常态化监督、精准化预警、智能化处置

的工作闭环，实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

置，提高监督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打通堵点痛点。当前，大数据信息化

赋能正风反腐还存在数据标准不统一、共

享程度低等困难挑战。应当完善信息化

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数据处理能力和信息

安全水平，为大数据信息化赋能提供可靠

技术支撑。应搭建好大数据监督平台，整

合各类监督数据资源，建立统一的数据标

准和横向贯通、纵向联通的共享机制，把

分散的数据“聚沙成塔”，把零散的信息

“编绳成网”，放大大数据的“乘数效应”，

让数据“聚起来”“动起来”“用起来”，形成

全方位、立体化的监督网络。

当然，技术再先进也要靠人操作。我

们既要充分发挥大数据的优势作用，又要

把人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出来，防止过分依

赖技术。让我们以心中有“数”的理念、眼

中有“数”的视角、脑中有“数”的底气，不

断提升监督执纪能力和水平，推动军队正

风反腐工作向更高水平迈进，为实现建军

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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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 合 成 训 练 试 训 场 ，察 打 一 体 无

人 机 翱 翔 天 际 ，破 障 突 防 无 人 车 驰 骋

战场；某部训练中心，官兵们头戴 VR

眼 镜 ，手 持 高 仿 真 训 练 枪 进 行 战 术 作

业……新年伊始，全军各部队坚持向科

技要训练质效，创新发展先进训练手段

和方法，加速推进军事训练转型升级。

习主席强调，要“加强模拟化、网络

化、对抗性手段建设，探索‘科技+’‘网

络+’等训练方法，大幅提高训练科技

含量”。科学技术是核心战斗力，也是

军 事 发 展 中 最 活 跃 、最 具 革 命 性 的 因

素。当前，以人工智能、生物交叉、先进

计算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军事

革命迅猛发展，不仅改变着战争形态和

战争博弈的制胜机理，也从根本上革新

了军事训练的形式、手段和方法。充分

利用当代科技成果，大力发展先进训练

手段和方法，特别是与新时代军事训练

相适应的“网络化、数据化、智能化”新

型训练方法和手段，是不断强化科技练

兵、科技强训，提高军事训练效率的重

要前提。

“顺理而举易为力，背时而动难为

功。”现代战争中，作战行动向多域扩

展，战场环境更加复杂，传统训练条件

和手段已难以满足训练对战场环境的

需求。“科技+”“网络+”等训练方法，瞄

准战斗力的增长点，以科技赋能为切入

点，不断改进练兵手段，提升训练质效，

不但能实现训练空间多维化、训练评估

数据化、对抗演练智能化、训法战法模

型化，还能加大训练的强度、难度和复

杂度，让训练更接近实战。通过大数据

等先进技术，训练组织者能更精准拟制

训练计划，更科学进行决策，从而提高

军事训练的针对性、有效性。

全军 10 位挂像英模之一的苏宁，

当年曾这样发问：“当你看到外军指挥

系 统 一 秒 钟 处 理 几 万 个 数 据 ，指 挥 战

争 效 率 成 倍 增 长 ，而 我 军 指 挥 员 们 还

用 铅 笔 在 地 图 上 点 点 时 ，作 为 一 个 中

国 军 人 ，你 不 着 急 吗 ？ 当 你 看 到 外 军

炮兵采用一个不同方法，就能用 100 发

炮弹打出 200 发的效果时，作为炮兵指

挥员能不奋发进取吗？”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军科技创新力度不断加大，新型

装 备 大 量 列 装 ，新 型 作 战 力 量 持 续 增

加，军事训练的手段 、内容 、范围有了

全新改观，科技练兵的条件更加具备、

基础也愈发厚实。

提高训练科技含量。各单位应借

助模拟化、网络化、对抗性手段，尽快改

变 模 拟 仿 真 训 练 范 围 小 、层 次 低 的 现

状，用“科技+”为练兵备战赋能。高度

关注那些颠覆性技术对未来战争规则

带来的根本性改变，及时创新并构建新

的训练内容体系。聚焦现代战争发展

演变新趋势新特点，发挥作战试验、兵

棋 推 演 等 手 段 作 用 ，积 极 开 展 自 主 对

抗，推动科技支撑的战法训法创新，全

面提升和锤炼打赢能力。

构设逼真训练环境。没有练武之

地，哪来用武之力。和平时期练兵，必

须构设与未来作战相匹配的训练环境，

构建近似实战的环境条件，让部队像战

时一样激烈对抗，切身体验真实残酷的

战争氛围，反复磨练胜敌一筹的策略招

法。各单位应着眼信息化智能化战场

的显著特征，设好演训背景环境、建好

战场基础环境、设置复杂电磁环境、建

强模拟交战环境，探索专兼结合、虚实

搭配的模拟蓝军建设，切实做到仗怎么

打、兵怎么练，环境就怎么建。

强化科技练兵自觉。科技练兵是

适应时代发展要求、提高部队战斗力的

有效形式。我军历史上曾开展过多次

全军性科技练兵活动，极大激发了官兵

的创新创造热情。打赢现代战争，仍然

需要用好科技练兵这个有力抓手。各

单位应积极开展科技练兵活动，创新发

展先进训练手段和方法，加强新装备、

新技能、新战法训练，把巩固拓展传统

战斗力与创新发展新质战斗力有机结

合起来，全面推进军事训练转型升级。

提升官兵科技素养。各级要把提

高官兵科技素养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

来抓，在全军大力传播科学精神、普及

科学知识，引导官兵加快知识更新、优

化知识结构，增强科技认知力、创新力、

运用力。瞄准未来战场学，立足本职岗

位研，紧盯强敌对手练，努力在科技强

军、科技强训的大潮中勇当先锋、敢挑

重担。大力营造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

浓厚氛围，树立鼓励创新、崇尚创新的

鲜明导向，激励广大官兵在军营沃土上

深扎创新之根、结出创新之果，努力把

部队的科技优势转化为能力优势、制胜

优势。

（作者单位：63936部队）

运用科技推进军事训练转型升级
—全身心投入新年度练兵备战④

■杨 欢

《尚 书》中 说 ：“ 克 勤 于 邦 ，克 俭 于

家。”意思是，要勤以治国，俭以持家。对

于一个人来说，勤奋是成功的阶梯，“人

心一懒，则百体俱怠；百体俱怠，则心日

荒而万事废矣”。对于党员干部来说，勤

政不仅是为官之德，也是工作方法和工

作作风。习主席早就谆谆告诫全党同

志，“不做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懒官”。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

随。”古今中外，但凡追求进步者、业有

所成者、术有专攻者，大都与勤奋努力

有关。董仲舒“三年不窥园”，苦读经

典，废寝忘食；鲁迅“把别人喝咖啡的时

间都用在工作上”；居里夫人为了不使

来访者拖延拜访的时间，会客室里从不

放座椅……这正如数学家华罗庚在诗

中所写：“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劳一

分才。”

勤政，历来被我国传统文化视为官

德之一加以推崇。明代官员徐九思一

生勤勉敬业，在任句容县令期间他做了

许多爱民利民的好事，深受当地百姓爱

戴。徐九思离任时，乡亲们恳请他留下

题词。他留下了三个字：勤、俭、忍，被

当地百姓称为“徐公三字经”。后人解

读其意：能勤，就不会荒废；能俭，就不

会衰败；能忍，就不会引起无谓的争斗。

“做官都是苦事，为官原是苦人，官

职高一步，责任便大一步，忧勤便增一

步。”一个有作为的官员，应该清醒地意

识到，位置越高，权力越大，担当的责任

就越大，就越不能尸位素餐、敷衍塞责。

“当官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在

古人看来，做官只有勤于政事，才能造福

于民；懒惰懈怠，必然民受其弊。

干部干部，以干为先。勤政是对党

员干部的基本要求，也是其应有的精神

状态和工作方式。周恩来同志的敬业和

勤勉举世皆知，新中国成立后，他平时每

天工作都在 12个小时以上，有时在 16个

小时以上，以至于有外国友人称他为“全

天候总理”。1974年 3月 26日，76岁高龄

的他已身患癌症，饱受病痛之苦，体力和

精力都很弱。但就在这一天，他下午 3

时起床，连续工作整整 23 个小时。他曾

说：“为着我们子子孙孙的幸福，我们不

能不暂时把许多困难担当起来”“畏难苟

安，不是共产党人的品质。”周恩来同志

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任弼时同志长期抱病工作，始终恪

守“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

步”的准则，对待工作任务从来不讲价

钱、不打折扣。叶剑英同志在《哀悼任弼

时同志》一文中曾这样评价他：“他是我

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

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

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

没有干部的“辛苦指数”，哪有群众

的“幸福指数”。一名干部如果在其位

而不谋其政，形如“政坛摆设”，状若“公

堂木偶”，平平安安占位子，忙忙碌碌装

样子，疲疲沓沓混日子，年年都是老样

子，不仅个人蹉跎岁月、庸碌无为，而且

会贻误党的事业，破坏政治生态，损害

群众利益。

1942 年 12 月，恰逢刘伯承同志 50

岁生日。邓小平同志在《庆祝刘伯承同

志五十寿辰》一文中，赞扬刘伯承的各

方面优点之后，深情地写道：“假如有人

问，伯承同志有无缺点呢？我想只有一

个，就是他除了工作读书之外，没有一

点娱乐的生活。他没有烟酒等不良嗜

好，他不会下棋打球，闲时只有散散步、

谈谈天。他常常批评自己，对于时间太

‘势利’了。”的确，刘伯承对时间是太

“势利”了。在他戎马一生中，除指挥千

百次战役、战斗之外，还留下了数以百

万字的学术论著和译著。

“但得辕门能拜将，边墙何用两三

重？”被称为“尽打神仙仗”的粟裕同志，

曾 3 次率兵飞渡天堑长江，不论是带几

百人偷袭，还是统数十万大军强渡，都

“认真准备，周密部署”，“全神贯注”地

指挥，因此，无一失误。他在淮海战役

第二阶段曾连续 7 昼夜没有睡觉，后来

美尼尔氏综合征发作，仍带病指挥。陈

毅同志称赞他为“食少事繁诸葛公”，生

动体现了粟裕同志为将任事勤勉严谨、

不辞辛劳的优良作风。

天 下 一 勤 无 难 事 ，勤 以 治 事 是 良

训。党员干部不论从事什么工作，担当

什么责任，都应兢兢业业、知重负重，踔

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在新的一年干

出新气象、夺取新胜利。

勤 以 治 事 是 良 训
■王 云 刘文宇

数九添寒意，慰问暖人心。春节将

至，走访慰问工作在各单位陆续展开。

然而，个别单位把走访慰问搞成了“流水

线”作业，握个手、照个相，放下慰问品就

赶往下一个慰问点。这样“一走了之”，

无疑背离了走访慰问的初衷。

走访慰问活动，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

统和政治优势，是传达组织关爱、传递党

的温暖的重要方式。一次亲切的握手、

一句温暖的祝福、一场促膝的交谈……都

能让慰问对象深切感受到党的厚爱、组

织的关心。走访慰问时，“来也匆匆，去

也匆匆”，可能有时间紧、工作忙等客观

原因，但本质上是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

还不够实，对群众感情还不够深。

当前，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和政策红

利 的 不 断 释 放 ，受 慰 问 人 员 不 仅 需 要

物质慰问，也期待精神关怀。这要求各

级领导干部更要带着细心去“慰”、带着

真情去“问”，多一些嘘寒问暖，少一些例

行公事，真正把组织的关怀和温暖送到

慰问对象的心里。

走访慰问不能“一走了之”
■孙煌超

留白是我国绘画、诗词等艺术中的

常 见 手 法 ，在 创 作 中 有 意 留 下 空 白 部

分，给人以思考和想象的空间，正所谓

“留白天地宽”。各部队在安排节日活

动时，也应做好“留白”，给官兵一些自

由支配时间。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利用节日时

间组织文艺晚会、体育竞赛等集体活动，

可以让官兵放松身心、增进感情，培养协

作精神，丰富节日军营生活，营造欢乐祥

和 的 节 日 氛 围 。 但 凡 事 有 度 ，过 犹 不

及。倘若节假日期间集体活动安排过多

过满，“哨声”比“笑声”密集，不仅不能让

官兵放松身心，还会起到反作用。

弓满易折，弦紧易断。基层生活节

奏快、强度大，官兵能自由支配的时间是

有限的。各级在筹划节日计划时，应把

控好“集体时间”和“个人时间”的界限，

主动给集体活动精简瘦身，既策划好集

体活动，又给官兵足够的休息时间，让大

家在节日养精蓄锐、重整行囊，在节后以

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投入工作。

节日活动应当学会“留白”
■司 锐

精准投送能力，是检验部队保障水

平的重要指标。新春佳节将至，某部在

开展送温暖活动之前，先到基层调研，倾

听官兵呼声，要求“送温暖先知冷暖”，有

效提高了送温暖活动的精准度。这种观

念和做法值得倡导。

送温暖活动年年开展，然而随着时

代 的 发 展 和 物 质 水 平 的 极 大 丰 富 ，

米 、面 、油 、肉 等 ，不 再 是 慰 问 品 的 唯

一选项。俗话说，射箭要看靶子，弹琴

要 看 听 众 。 送 去 温 暖 也 得 有“ 精 准 投

送”意识，这样才能把好事办好、实事办

实。否则，就可能使送温暖活动“送”不

到急需处、“暖”不到人心里，甚至造成

资源上的浪费。

“治政之要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

察其疾苦。”各单位在开展送温暖活动

时，不妨做一些调研，问需于基层、问计

于官兵，真正体察官兵的冷暖疾苦，坚决

不干那些“夏天送棉袄、冬天送雪糕”的

事 ，自 觉 做 到“ 官 兵 有 所 盼 、机 关 有 所

办”，用心用情把温暖送到官兵心坎上。

送去温暖也要“精准投送”
■童 康

习主席在二〇二五年新年贺词中，

点赞无数为梦想拼搏的劳动者、建设者、

创业者，指出光荣“属于每一个挺膺担当

的奋斗者”。这让包括广大官兵在内的

无数中华儿女深受激励、倍感自豪。

奋斗见证风雨征程，奋斗创造百年

伟业。从“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的

战争年代，到“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

名人”的激情岁月；从“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改革征途，到“撸

起袖子加油干”的新时代……大道如砥，

奋斗如歌。正因为有奋斗精神的强大支

撑，所以有了“当惊世界殊”的发展成就，

有了“此生无悔入华夏”的深情告白，有

了“平视世界”的从容自信，有了“没有任

何力量能够阻挡”的战略定力。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也是大有

可为的时代。人民子弟兵和人民群众一

起走过春夏秋冬，一道经历风雨彩虹，用

实干彰显担当，用奋斗托起梦想。军人

的肩上扛枪扛炮，也扛着国家的安危和

民族的存亡。军人的奋斗，就是用枕戈

待旦练就克敌胜敌的高招良策，用精武

强能拿出向强制强的真招实策。

“责重山岳，能者方可当之。”新的一

年是军队建设“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

距离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仅剩两年

多时间。面对诸多艰巨繁重的风险挑

战，更需要广大官兵坚定决心意志，增强

紧迫意识，不仅要有敢担当的宽肩膀，还

要有能担当的硬肩膀；不仅要有想干事、

真干事的意识，还要有会干事、干成事的

本领，知重负重、奋斗奋进，全力以赴打

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光荣靠奋斗赢

得。一辈子隐藏功名的张富清、“排雷

英雄战士”杜富国……他们一个个敢于

挺膺担当、勇于拼搏奉献，赢得党和人

民的高度赞誉，也成为广大官兵心目中

的 闪 亮 标 杆 。“ 水 不 激 不 跃 ，人 不 激 不

奋。”各级党组织对那些埋头苦干的奋

斗者，要在政治上多激励、工作上多鼓

励、生活上多保障、心理上多关怀，鲜明

立起奋斗强军、聚力打仗的舆论导向、

工作导向、用人导向、政策导向。落实

好“三个区分开来”，鼓励广大官兵在遵

规守纪的前提下勤奋工作、放手干事、

锐意进取、积极作为。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

愿广大官兵强化责无旁贷的历史担当、

只争朝夕的紧迫意识、攻坚克难的进取

精神，锚定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踔厉奋

发、笃行不怠，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作者单位：西藏昌都军分区）

光荣属于挺膺担当的奋斗者
■王 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