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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是 否 在 历 史 的 回 音 中 ，听 到 过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这八个字？

“驾着简陋的柴车、穿着破旧的衣

服去开辟山林”，它如同一个神秘的密

码 ，蕴 含 着 古 人 创 业 的 艰 辛 与 开 拓 的

决心。这种精神不仅仅是对古人的一

种 赞 美 ，更 启 示 和 鞭 策 我 们 要 勇 于 面

对困难 、敢于挑战自我，锐意进取 、革

故鼎新，展现新风貌，创造新业绩，开

创新局面。

“一箭十星，海上发射成功！”重涛

激浪，遥天万里。1 月 13 日，山东海阳

近海，捷龙三号运载火箭顺利将微厘空

间 01 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让征服大海

与腾空御风这两个遥不可及的梦想融

合，焕发新时代的光芒。

回首峥嵘岁月，从 50 多年前中国第

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

功，到如今的“神舟”飞天、“嫦娥”探月、

“北斗”揽星、“天问”探火，中国航天人秉

持改革创新、勇攀高峰的探索精神，走过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难历程。

“惟进取也，故日新。”改革创新好

比开荒种地，四处荒芜，满地荆棘，一切

都得从零开始。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体现无惧风雨、迎难而上的进取姿态，

展现勇于探索、追求卓越的精神风貌，

彰显敢走新路、敢开先河的胆魄智慧，

正是开拓创新精神的应有之义。

物 久 则 废 ，器 久 则 坏 ，法 久 则 弊 。

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军

事领域最具创新活力、最需改革精神，

最怕固步自封、最忌墨守成规。英雄的

军队，不能一成不变。变则兴，变则胜；

缓变则衰，不变则必然落后挨打。

哪里有改革，哪里就富有生机；哪

里有创新，哪里就富有活力。发展新型

作战力量，建设网络信息体系，体制机

制变革重塑，技术领域突破赶超，国之

利器横空出世……新时代，一次次勇于

探索，一次次大胆创新，一次次锐意改

革，推动人民军队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

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

而是将更多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

的人们。”改革创新是新事，也是难事。

“遇事无难易，而勇于敢为。”每一项改

革之举，都值得报以掌声；每一个创新

之人，都需要鼓励支持。

“指挥新型战舰，不但得识新，还得

谋新、创新”，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

张美玉的深刻体会；

“高玉华工作室”，先后孵化出 20 多

种专用器械、10 余种故障排查法，培养

专业技术骨干 500 余名；

第 80 集团军某旅定期举办“军匠工

程”创新成果展，评选“军匠之星”，燃旺

官兵心中的创新之火……

“ 改 革 ，是 向 来 没 有 一 帆 风 顺 的 ”

“愈艰难，就愈要做”，许多年前，鲁迅先

生就曾这样洞察和瞩望改革。

“八月长江万里晴，千帆一道带风

轻。”诚然，航行在宽阔的大江中，自然

可以更加从容不迫。但如今，世界新军

事革命浪潮汹涌澎湃，我们必须紧盯科

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必须直面

涉滩之险、爬坡之艰、闯关之难。

改革创新是破局开路的利器、制胜

未 来 的 法 宝 。 适 应 新 形 势 ，解 决 新 问

题，担当新使命，“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

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这迫

切需要广大官兵“继续发扬筚路蓝缕、

以启山林那么一种精神”，高扬改革之

帆，紧握创新之桨，敢闯敢试 、勇搏激

流，给“强军号”巨轮更强大的动力、更

持久的续航——

如果你是运筹帷幄的领导干部，就

要把握大势 、抢占先机，抓关键 、补短

板，抓前沿、布新局，用改革思路获取攻

坚克难的“良方”，用创新举措打开实现

突破的“锦囊”。

如果你是聚力攻关的科研骨干，就

要拿出“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劲头，潜心

钻研、孜孜求索，放开手脚、创新创造，勇

于打破“不可能”，敢于挑战“无人区”。

如果你是坚守一线的普通官兵，就

要立足主业、专心主责，敢想敢干、善作善

为，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以实际

行动为强军事业凝心聚力、添砖加瓦。

“肩鸿任钜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

感受那江河奔涌的声势，聆听那澎

湃不息的潮声，每一名官兵都以改革创

新的精神一往无前、勇往直前，就没有

什么困难拦得住砥砺前行的脚步，就没

有什么风险挡得住强军梦想的花开。

（作者单位：沈阳联勤保障中心）

继续发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精神
■邱焕仁

“超低空掠海飞行有坠海风险，为

何依旧坚持训练？”一位轰-6K 飞行员

面对记者提问，简洁地回答：“因为实战

需要。”不难想象，海上有风浪，还会有

海鸟，高速飞行之下，危险性有多高。

利于实战，虽险必为。这种热血担当精

神值得学习和赞扬。

“人类的任何活动都不像战争那样

给偶然性这个不速之客留有这样广阔

的天地。”战争作为“不确定性的王国”，

充满突然性、危险性和残酷性。战争从

来就是高风险的投入，胜利与风险“像

织物的经纬一样交织在战争中”。军事

训练是“不流血的战斗”，是未来战争的

预演，风险与危险在所难免。

“ 练 兵 若 难 ，进 军 就 易 ；练 兵 若

易 ，进 军 就 难 。”这 充 分 说 明 ，训 是 对

战的设计和预实践，战是对训的应用

和 检 验 ，战 与 训 互 为 因 果 、相 辅 相

成。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训练越

贴 近 实 战 、越 靠 近 对 手 ，难 度 强 度 就

越 大 ，风 险 危 险 就 越 大 ，同 时 战 场 胜

算也就越大。

平时训练多涉险，战时才能少危

险。岳家军之所以让对手发出“撼山

易，撼岳家军难”的感叹，就在于平时向

战而行、为战而练，不避险、不畏难，让

官兵经受“极人世所不见之惨，受恒人

所不经之苦”，让军队“投之亡地然后

存，陷之死地然后生”。

我军历来强调越是艰险越向前，从

难从严是军事训练的鲜明特色。近年

来，随着实战化训练深入推进，实弹、实

爆、实投等险难课目得到较好落实，训练

强度越来越大，风险系数越来越高。各

部队在“险”中求提高、在“难”中寻突破，

做到一切对打仗有益的事，困难再大、风

险再高也要坚决办、坚决练。

然而，风险往往伴随着危险。安

全工作是部队的保底工程，一旦出现

问题，就会牵扯部队精力，影响官兵士

气。个别单位之所以不愿不敢险中练

兵，就是心怀“出了事故谁也负不起责

任，毕竟现在不是打仗”的想法和“一

旦出现危险将酿成不可想象的后果”

的顾虑，谈“险”色变、望“险”生畏，怕

出危险、怕担风险。

平时能绕过险难，战时绕不过对

手。越严格训练，真打起来才越不容易

出问题；越消极保安全，往往越不安全，

这是训练与安全的辩证法。纵观那些

军事训练抓得好的单位，真枪实弹、真

训实练、真考实评，安全事故往往比较

少；而那些军事训练抓得不紧的单位，

避难就易、避重就轻，危不施训、险不练

兵，安全事故反倒比较多。

不愿担风险，是最大的风险。今天

在训练场上规避风险，明天就可能付出

血的代价。我们既要不怕出“险”，训练

转型敢临险，战法创新敢冒险，日常训练

敢涉险。同时，又要善于避“险”，按纲施

训、科技强训、依法治训，实现严格训练、

科学训练和安全训练一体并行，力求险

中求胜、危中求安，不负重托、不辱使命。

（作者单位：空军工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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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啥要当兵？”“为了让我哥瞧得起

我。”“这是什么话？让你的敌人瞧得起

你，那才叫硬气！”这是电影《长津湖》中

雷排长与伍万里的对话。“瞧得起”，换而

言之，就是尊重。血火战场无亚军，尊重

要靠实力支撑。

“这一战，人民军队战斗力威震世

界，充分展示了敢打必胜的血性铁骨！”

抗 美 援 朝 战 争 ，是 新 中 国 的“ 立 国 之

战”。志愿军将士面对强大而凶狠的作

战对手，冒着枪林弹雨勇敢冲锋，顶着狂

轰滥炸坚守阵地，打出了令敌人百思不

得其解的“谜一样的东方精神”，既取得

了胜利，也赢得了尊重。

原北约北欧军队总司令霍利克说：

“我当了一辈子步兵，同德国步兵、中国

步兵打仗，也看过美国步兵、苏联步兵打

仗……但最优秀的我认为还是中国步

兵。”美国著名军事评论家约瑟夫·戈登

感慨：“中国军队纪律之严格和忍耐力之

高，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中国军队的

作战能力都是非凡出众的。”字里行间，

无不透露出对志愿军的敬畏之情。

战场是血性的迸发，也是实力的展

示。军人身上展现出的“一不怕苦、二不

怕死”的铁血精神、“一息尚存、战斗不

止”的坚定意志、“攻如猛虎、守如泰山”

的过硬本领，不仅可以擎起胜战的大旗，

也会让对手刮目相看，产生敬意。

战争是实力的较量。没有决战决

胜的能力，赢得尊重只是一句空话。战

场是“死生之地”，刺刀见红、你死我活，

赢得对手的尊重既需要信仰上的忠贞

不渝，也需要意志上的顽强不屈；既需

要能力上的所向披靡，也需要法理上的

道义正义。

有战争，就会有输赢，但真正的对手

从不因对方的强大而变得渺小。当年，

俄国名将库图佐夫在莫斯科战胜拿破仑

后，听到手下军官用轻薄之语嘲笑对手，

立刻正色而言：你们没资格这样评价一

位伟大统帅。具有卓越军事才能的拿破

仑，并没有因为兵败莫斯科而被看扁，反

而赢得了对手的充分尊重。

古语说：师强者而强。所谓“棋逢对

手”，说的就是碰到真正的对手，才可能

产生扣人心弦的对局。成小事者需要朋

友，成大事者需要对手。没有强大的对

手，就没有精彩的对决。尊重是相互的，

赢得对手尊重，首先要学会尊重对手、欣

赏对手、学习对手。取长补短、固强补

弱，才能让自己更强大。

“实力是最有力的语言。”战争从不

怜悯弱者，赢得对手尊重，需要用实力说

话。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现实存

在的战争风险，我们一定要真训实练、真

打实备，精武强能、苦练硬功，全时待战、

随时能战，以敢打恶仗、能打硬仗的硬核

实力赢得胜利、赢得尊重。

（作者单位：31683部队）

靠实力赢得尊重
■林 治 杨子毅

临近春节，各单位锚定新年度目标

任务，拿出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奋斗

姿态和工作作风，聚焦、聚神、聚力抓落

实，一切往前赶、争取提前量。

可是，个别同志的“节前综合征”

可能会发作，没到过年就已进入放假

状态，事事想着“等过了年再说”。干

工作黏黏糊糊、慢慢悠悠，抓落实疲疲

沓沓、拖拖拉拉，推一推、动一动，甚至

推而不动。

春节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以期

盼的心情来“过大年”本无可厚非。但

军队的事情片刻耽搁不得，军人的作风

向来是雷厉风行。牵扯基层官兵的事，

涉及练兵备战的事，容不得“放一放”，

绝不能拖来拖去、拖过春节。

“等过了年再说”，折射出有的单位

在年终岁尾的松懈情绪，反映出个别

同志推诿扯皮、敷衍塞责的懒散作风。

放松懈怠，愈拖愈懒，就会把小事拖大，

最终弱化执行力，损害战斗力。

谢觉哉同志曾撰文倡导：“讲到就

须做到，‘一日事一日毕’。”案无积卷、

事不过夜，是一种能力和状态。实践证

明，珍惜当前、干在当下，立说立行、日

清日结，就能以进行时促完成时，以高

效率促高质量。

良弓在手，贵在速发。效率是做好

工作的灵魂，作风是抓好落实的关键。

目标一旦“谋定”，就要树立“今日事今

日毕”的紧迫意识，抛弃“明日复明日”

的拖沓作风，一上手就不放手、一开头

就不减速，争分夺秒、加速奔跑。

“ 一 朝 一 夕 ，今 日 即 逝 。 一 时 一

刻，今日须惜。”攻坚建军一百年奋斗

目标任务艰巨，时间紧迫，大事多，难

事 多 ，急 事 多 。“ 百 舸 争 流 ，奋 楫 者

先 ”，需 要 我 们 起 而 行 之 、朝 乾 夕 惕 ，

以 百 倍 精 神 、百 倍 努 力 ，一 分 一 秒 都

不 耽 搁 ，一 丝 一 毫 都 不 放 松 ，久 久 为

功 、善 作 善 成 ，把 各 项 工 作 搞 得 更 有

活力、更有成效。

不能“等过了年再说”
■宋 苏 高 尚

【新闻】近日，中宣部发出通知，要

求各地各新闻单位精心组织开展 2025

年“新春走基层”活动，动员广大新闻工

作者深入基层一线采访，充分展现祖国

各地欣欣向荣、人民群众欢度春节的美

好景象，积极营造活力涌动、欢乐祥和

的节日氛围。

【评论】

岁序更新，媒启新程。

顶 寒 风 、冒 冷 雨 ，展 现 全 军 将 士

精 武 强 能 、枕 戈 待 旦 的 崭 新 风 貌 ；上

高 原 、下 海 岛 ，讲 述 广 大 官 兵 践 行 宗

旨、甘于奉献的家国情怀；走边防、进

哨 所 ，反 映 部 队 各 级 服 务 基 层 、关 爱

官 兵 的 暖 心 举 措 …… 蛇 年 新 春 来 临

之际，一批批军事新闻工作者兵分多

路、奔赴现场，开展嵌入式采访，推出

亲历式报道，用心用情用力触摸时代

的强军脉动。

“在路上心中才会有时代，在基层

心中才会有群众，在现场心中才会有感

动。”基层，是部队的基础、最好的课堂；

行走基层，最能感知改革的新变化、强

军的新风貌。好新闻是用脚底板跑出

来的，记者也是行者。纵然大众媒介日

新月异，海量信息扑面而来，但基层一

线永远是新闻的源头活水，越贴近越生

动、越深入越精彩。

“涉浅水者见虾，其颇深者察鱼鳖，

其尤甚者观蛟龙。”真正力透纸背的报

道，从不是源自记者的“奇思妙想”“妙

笔生花”，而取决于能否真正触摸时代

的脉动。走马观花式的采访，入得了连

队门槛，却走不进官兵心间。坐在同一

条板凳上交交心，站在基层一线、官兵

身边找感觉，才能打捞出独到的素材，

创作出深刻的作品。

今年是军队建设“十四五”规划收

官之年，是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

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广大军事新闻

工作者既要贴近观察，看基层一线有哪

些创造性实践；又要纵览全局，看基层

实践有哪些普遍性价值，透过现象看本

质、把握大局看大势，真正为奋进强军

一流鼓与呼。

紧握沾满泥土的双手，才可触摸官

兵的心跳；直面充满期盼的眼神，更会

感知肩头的重担。广大军事新闻工作

者俯下身、沉下心，察实情、动真情，具

有“脚力”的勤快深入、“眼力”的广大精

微、“脑力”的深思熟虑、“笔力”的入木

三分，就一定能采写

出更多“沾泥土”“带

露珠”“冒热气”的新

闻作品。

触摸时代的强军脉动
■刘汝旺

“抓住细枝末节，在容易被忽略的

地方用心用力，以细求实、以质取胜。”

春节前夕，某部进行安全大检查，反复

强调要紧紧盯住末端、牢牢把住细节，

不放过任何疑点、不漏掉一个盲点，确

保安全工作落细、落实。

“魔鬼藏在细节里”，是管理学上经

常被引用的一句话。细小环节上的疏

忽大意，往往是败事之端。百分之一的

错误，可能导致百分之百的失败。从

“少了一枚铁钉”到“丢了一个国家”，中

间藏着的“魔鬼”就是细节。

“酷烈之祸多起于玩忽之人，盛满之

功常败于细微之事。”细节看似微不足

道，实则举足轻重，关乎成败得失。在部

队安全管理工作中，细节尤其关键。许

多重大事故、案件的发生，起因都是一些

微不足道、鸡毛蒜皮的小事。

安全管理没有捷径，唯有环环相扣

抓紧抓实每一个细节，善于小中见大、见

微知著，才能避免因小失大、一失万无。

如果奉行差不多就行、过得去就好，就会

把问题掩盖、埋下隐患，积小成大、积微

为危，最终导致无法挽回的后果。

岁末年初、重大节日，往往是安全

事故的多发期、易发期。安全工作牵一

发而动全身，事关官兵生命、部队稳定，

再怎么谨小慎微都不为过。拿出“锱铢

必较”的精神，从小事抓起，从点滴做

起，把苗头当问题抓，把细节当大事抓，

方能筑牢筑实安全管理堤坝。

“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

者也。”欢欢喜喜过大年，绝不能马马虎

虎抓安全。越是佳节临近、事务繁多，越

要静下心、扑下身、瞪大眼，查死角、查漏

洞、查隐患，既抓“大庭广众”，也盯“犄角

旮旯”，谨慎抓小、处处抓细，真正让官兵

过一个安全祥和的新春佳节。

消灭“细节中的魔鬼”
■王青轩

【新闻】1 月 7 日 9 时 5 分，西藏日喀

则市定日县发生 6.8 级地震，灾情牵动

人心。与此同时，在一些社交平台上出

现不少“灾区群众被埋”“房屋坍塌”等

AI 制作的虚假照片，并配上“日喀则地

震”等关键词，误导了公众认知，一定程

度上扰乱了社会秩序。

【评论】

在众多 AI 图中，热度最高的是一

张“ 戴 帽 子 小 男 孩 被 压 在 废 墟 下 ”的

图片。该图被多个账号转发，使虚假

信息迅速扩散，误导大家对于真实灾

情 的 认 知 ，消 费 公 众 情 感 ，加 剧 心 理

创伤。

技术发展与风险挑战往往相伴而

生。如今，随着 AI技术的进步，利用 AI

生成逼近真实的图片乃至音视频变得

轻而易举。从虚拟主播到元宇宙场景，

从影视中的特效制作到社交媒体上的

美颜美妆，能够“以假乱真”的 AI 技术

催生了大量应用，也带来了深度伪造的

风险。

人们常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AI 造谣”作为一

种 新 的 虚 假 信 息

传播形式，让眼见

也 不 一 定 为 实 。

一些不法人员将其用于制作、复制、发

布、传播违法信息，诋毁、贬损他人名

誉 、荣 誉 ，利 用“AI 换 脸 ”技 术 实 施 诈

骗，影响传播秩序和社会秩序，损害人

民群众合法权益，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

稳定。

“兵者，诡道也。”古往今来，战场

“造谣术”屡见不鲜，无中生有、瞒天过

海、浑水摸鱼等层出不穷。现代战场

追求高度透明，但战场上的假消息却

铺天盖地。AI 假图假视频的出现，让

谣言的传播速度更快、范围更广、危害

更大，给信息的真伪带来了极大辨别

难度。

如何防范 AI 谣言，对于掌握战场

上认知域斗争的主动权无疑是严峻挑

战。战场本就充满不确定性，如果再

任由 AI 谣言四处扩散，混淆视听，更容

易形成“恐慌传染”，让人不知不觉迷

失方向、落入“圈套”，动摇军心士气，

误导指挥决策。

谣言之患，害莫大焉。AI 时代，信

息的鱼龙混杂程度呈几何级数增长。

每名官兵都要提高识谣辨谣的能力，掌

握 网 络 信 息 传 播 规 律 ，厘 清 谣 言“ 套

路”、找准诱导“陷阱”，始终做到心中有

数、脑中有法，切实掌握认知域斗争的

话语权和主导权。

莫让AI谣言兴风作浪
■宋柳生

谈训论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