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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训论战

画里有话

安全和发展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

双轮，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

的保障。

“统筹发展和安全，任何时候都必须

紧紧抓在手上。”习主席在听取吉林省委

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指示，再次

警示和启示我们：要把握好发展和安全

的辩证统一关系，坚决守住安全底线，做

到坚持发展不停步、维护安全不懈怠，真

正以高水平安全助力保障高质量发展。

发展和安全互为条件，彼此支撑。

安全解决的是保障问题，发展解决的是

动力问题。只有高水平安全才有条件

实现高质量发展，只有高质量发展才有

可能保障高水平安全，二者相辅相成、

不可偏废。历史镜鉴，发展和安全合则

兴、离则弱、悖则亡，能否统筹好发展和

安全，关系国家兴衰、民族安危。实践

证明，守住了安全这条底线，就守住了

发展的立足点和生命线。没有安全稳

定，发展只能是“镜花水月”，取得的成

果也可能毁于一旦。

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

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

个重大原则。从把统筹发展和安全纳

入“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

指导思想，到把“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

作为总体国家安全观“十个坚持”中的

其中一条；从提出“统筹发展安全两件

大 事 ”，到 部 署“ 防 范 化 解 重 大 风

险”……新时代以来，我们党既办好安

全稳定这件“头等大事”，又抓好科学发

展这个“第一要务”，统筹兼顾，协调并

进，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的良性互动。

国家大柄，莫重于兵。国家安全由

多个领域安全共同组成，而军事安全发

挥着至关重要的支柱和保障作用，是其

它领域安全的重要保证。军事手段是

保底手段，军事实力过硬可以为维护国

家安全提供力量支撑和根本保障，起到

定海神针作用。反之，军事实力羸弱则

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是致命的，不仅难以

化解危害国家安全的各种威胁，也难以

为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新征程既充

满光荣和梦想，也充满风险和挑战。这

些风险如果防范不及、把控不住、应对

不力，就会传导、叠加、演变、升级，高水

平安全就是一句空话，高质量发展也没

有保障。既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必胜

信念，又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斗争本

领，“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才能在发展

中平稳化解风险，在化解风险中优化发

展，推动强军事业行稳致远。

习主席强调，“对各领域各方面的风

险隐患，我们脑子里要有一幅全景图，经

常分析研判，对潜在的风险要有科学预

判”。彩虹和风雨共生，机遇和挑战并

存，在“山雨欲来”前未雨绸缪，在“风起

青萍”时见微知著，方能化危为机、化险

为夷。既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防

范“灰犀牛”事件，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

仗，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思

考得更深入一些，把举措落实得更周密

一些，就一定能够以强军发展的“确定

性”有效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

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一切问题的

基础和关键。我们要看到，安全的风险

点，往往也是发展的卡点堵点；防范化

解的过程，就是铲除发展障碍的过程。

前进道路上，破解突出矛盾和问题，防

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归根到底要靠发

展。做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这篇大文章，

就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握新

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

展格局，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增强发展

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求得“最

优解”、实现“最优化”，为实现更高水平

更高层次的安全提供更为牢固的基础

和条件。

安全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抓安全就

是抓发展，抓安全就是抓战斗力。守住

安全底线是永恒课题，任何时候这根弦

都不能松。推动政治建军、改革强军、

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前提都

是安全稳定。没有安全和稳定，一切都

无从谈起。以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

安全，以高水平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

使发展和安全动态平衡、相得益彰，对

纲举目张做好强军兴军工作具有重要

意义。

立足 2025，眺望 2027，奋力实现建

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是一段必须如期到

达的加速路、一段任务极其艰巨的爬坡

路、一段充满风险挑战的闯关路，各类

矛盾交织，各类风险叠加，对抓安全发

展提出更高要求。这迫切需要我们提

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勇开顶风

船、走好上坡路，强管理、防风险、促安

全，保稳定、抓落实、谋发展，边斗争、边

备战、边建设，练好胜战之功、保持待发

之势，扛住风险、兜住底线，真正以更强

大的能力、更可靠的手段打造高水平安

全、促进高质量发展。

（作者单位：空军工程大学）

把统筹发展和安全紧紧抓在手上
■陈楚臻

“在困难和挑战中看到前途、看到

光明、看到未来，保持发展定力、增强发

展 信 心 ，保 持 爱 拼 会 赢 的 精 气 神 。”

习主席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

话，更加坚定了我们迎难而上、攻坚克

难的决心信心，增强了应对挑战、抢抓

机遇的战略主动。

福建流传的一句俗语“爱拼才会

赢 ”，后 来 成 为 流 行 歌 曲 唱 遍 全 国 。

“拼”体现了一种生活态度、进取精神，

既有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的品格和劲

头，更有直面困难、排除万难的信心和

勇气。有志才有力，爱拼才会赢，企业

如此，人生如此，国家的发展、军队的

强大亦如此。奋力拼搏，方能摘取人

生的桂冠；敢打敢拼，才能创造成功的

荣耀。

“拼”在不同历史时期中、不同时代

背景下虽然有不同表现形式，但其本质

是相同的，那就是“努力到极限为止，拼

搏到感动自己”。人间万事出艰辛，无

论是从 0 到 1 的创业，还是从有到优的

跨越，没有爱拼会赢的拼劲，不经一番

寒彻骨的历练，就都很难实现。从铁人

精神到“两弹一星”精神，从红旗渠精神

到载人航天精神……无不深深地打上

了“拼”的印记。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的，

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敢拼、爱拼、

善拼，才能闯过一道道难关、跨越一个

个障碍，不断取得事业上的突破。当

代中国，正在展现“天堑变通途”的豪

迈气魄，铺展“高峡出平湖”的万千气

象 ，续 写“ 当 惊 世 界 殊 ”的 时 代 传 奇 。

其中的奥秘，都与“爱拼会赢”4 个字密

不可分。

邓 小 平 同 志 说 过 ：“ 世 界 上 的 事

情 都 是 干 出 来 的 ，不 干 ，半 点 马 克 思

主义都没有。”这个“干”字，就蕴含着

“ 拼 ”的 精 神 。 靠“ 拼 ”不 靠“ 等 ”，靠

“干”不靠“喊”，使命在肩、奋斗有我，

生 命 不 息 、拼 搏 不 止 ，是 事 业 成 功 的

内生动力，也是新时代革命军人应有

的精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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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作事，将成功

之时，其困难最甚。”河入峡谷，风过隘

口，越是任务艰巨繁重、形势严峻复杂，

越要保持那么一股披荆斩棘、一往无前

的闯劲，保持那么一股不屈不挠、愈挫

愈勇的韧劲，保持那么一股继往开来、

续写荣光的心劲，在拼中见境界、在拼

中显作风、在拼中出成果。

时代在不断变化，拼的内涵也在不

断改变，但是拼的精神从未过时。关键

之年，当有关键作为。决胜“十四五”，

打赢“攻坚战”，怎么干很重要。一个

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难题，一个时代有

一个时代的“解题方式”。当爱拼成为

一种作风、一种常态、一种责任，又有

什 么 坎 跨 不 过 、什 么“ 所 愿 ”不 能“ 所

成”呢？

“人生能有几回搏，此时不搏，更待

何时！”光有“赢”的愿望，缺乏“拼”的行

动，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就不可能实

现。无论是练兵备战、政治整训，还是

规划执行、改革创新，所有行动的圆心

和支点，就在于对爱拼会赢的坚定和执

着。强军兴军，任重道远；梦在前方，拼

搏以成。涵养“爱拼”的精神品质，锤炼

“敢拼”的过硬作风，提高“善拼”的能力

素质，坚定信心、砥砺勇气，击水中流、

奋勇搏击，我们就一定能够开创强军兴

军新局面。

（作者单位：71622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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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柬“金龙-2024”联演，中方两款

机器狗一亮相，便成了焦点。网友赞

道：像科幻电影里走出来的！

一款侦察机器狗，不仅能完成前

进、横卧、跳跃等动作，还能规避障碍物

抵近观察，实时传输数据。另一款战斗

机器狗，携带多样武器直接参战，作为

“尖刀”突入阵地，瞄准目标实施火力打

击。小小智能机器狗，折射科技运用新

场景，也展现了我军大力发展新型作战

力量和手段的新成就。

兵以器立。历史上每一次军事变

革，大都发轫于新型作战力量。作为国

家战略能力的前瞻力量、未来作战的尖

兵利刃和生成新质战斗力的强力引擎，

新型作战力量关乎战争走向、关乎建设

转型、关乎作战胜负。空间领域出现新

拓展、制胜机理突显新变化、科学技术

涌现新突变、武器装备呈现新模态、力

量编组显现新样态……这一个个“新”，

正成为打破战场力量均势、推动制胜权

重演变、加速战争形态升级的关键因

素，赋予大国战略竞争和战场制胜的新

优势新能力。

随着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深

刻重塑，国产航空母舰、新型战机、新型

潜艇、新型导弹等一批新型装备加速列

装部队，战略预警、远海防卫、远程打

击、战略投送、信息支援等新型作战力

量得到充实加强。这是量的递增，更是

质的升级。这些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

模式的“领头雁”和“加速器”，逐步实现

由“助战”向“主战”、“配角”向“主角”转

变，推动我军以精锐作战力量为主体的

联合作战体系加速形成。

新型作战力量涉及领域新、涵盖范

围广、囊括要素多，是被寄予厚望的“游

戏规则改变者”，一旦大批量投入、高频

率使用，就可能“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

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从

世界近几场局部战争看，无人机与人工

智能识别技术深度融合，已经出现“千

里追杀”的震慑效果；火力打击与网电

攻击有序配合，打造出软硬一体、全域

覆盖的进攻体系。

军事理论家杜黑有句名言：在战争

样式迅速变化的时代，谁敢于先走新

路，谁就能获得用新战争手段克服旧战

争手段带来的无可估量的利益。新型

作战力量的“新型”是一个不断更迭的

动态概念，特质是“新”，要求是“快”。

谁能在建设上领先一步，谁就能抢得先

机、赢得主动。“来而不可失者，时也；蹈

而不可失者，机也。”蹚新路、强新质，等

不得、慢不得，不但要与对手竞速，还要

跟自己较劲。“松骨峰特功连”所在单位

是全军首支数字化部队，连队在发展新

质战斗力的道路上只争朝夕、奋力奔

跑，跑出窗口期、跑出加速度、跑出高质

量，成为夺取战场主动权的尖刀。

“欲得强兵，必须坚甲利器，实选实

练。”如同工艺中的钢铁器具打制，需要

历经反复的锤打淬炼一样，作战力量再

“新型”，不训练就是一堆钢铁、一串代

码和一个个没有价值的芯片。与传统

作战力量相比，新型作战力量战略功效

明显，训练筹划要注重统筹全局；跨域

特征显著，训练方法要强调体系联动；

技术优势凸显，训练组织要强化信息主

导；专业特性突出，训练环境要反映全

维战场。只有通过实训实用的“淬火

池”，更新思维理念，构设典型场景，创

新战法运用，优化作战行动，最大限度

释放新型作战力量潜能，才能彰显更大

的使用价值、更强的作战效能。

（作者单位：69220部队）

蹚新路 强新质
■李桂增

作者：周 洁

兵法云：“善战者，见利不失，遇时

不疑。”粟裕同志就是这样一位意志坚

定、英勇果敢的将领。

淮海战役中，战场形势的发展日益

表明，战役发起的时间宜早不宜迟。粟

裕同志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决定提前

两天发起攻击，并将作战部署上报中央

军委和总前委。

第二天，中央军委复电指示：“非有

特别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

愈能胜利，在此方针下，由你们机断专

行，不要事事请示。”

《军谶》曰：“攻敌欲疾。”粟裕同志

后 来 谈 起 提 前 发 起 战 役 的 决 策 ，特 别

强调“兵贵神速”对争取淮海战役第一

阶段作战胜利的意义：“如果再晚 4 个

小时，让黄百韬窜入徐州，那仗就不好

打了。”

坚决，是指对态度、主张、行动等确

定不移。战争是敌对双方力量消长、优

劣 态 势 转 换 、充 满 凶 险 变 化 的 严 酷 对

抗，形势瞬息万变，战况扑朔迷离，战机

稍纵即逝。战者，因机以立胜。把握时

机，才能赢得战机；掌握主动，才能占得

先机。正所谓：“智者从之而不释，巧者

一决而不犹豫。”

“难得者时，易失者机。”毛泽东同志

打仗一向要求主动，反复强调“一定要

完全立于主动地位”。作为其“最得意

之作”的四渡赤水之战，可谓把握战机

的典范。一渡赤水，占领土城，摆脱困

境；二渡赤水，挥师黔北，占领遵义；三

渡赤水，引敌西进，虚晃一枪；四渡赤

水，佯攻贵阳，跳出重围。每一步，都是

危与机的转换；每一仗，都是存与亡的

抉择。中央红军随机应变、机动灵活，

穿梭于黔滇川边界，上演了举世惊叹的

战争活剧。

“机之未至，不可以先；机之已至，

不可以后。”善断是决定作战胜败的关

键。战机一旦出现，就要迅速抓住，雷

霆出击。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对

山东解放区采取密集靠拢、稳扎稳打的

进攻方式，战机难觅。在中央军委“忍

耐待机，处置甚妥”的指示下，华野指挥

员后撤主力，隐蔽待机，最终将孤军冒

进的国民党军整编第 74 师围困于孟良

崮，全歼之。

“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

生于狐疑。”指挥员在战场上的决断时

机和速度，直接关系到战场主动权的得

失 和 作 战 的 成 败 。 当 断 不 断 ，反 受 其

乱。如果徘徊于两难之中，优柔寡断、

瞻前顾后，等待观望、举棋不定，作战指

挥就会丧失战机、失去主动，甚至处处

受制于人、被动挨打。

“成败在于决断。”1866 年 7 月，普

鲁士与奥地利在萨多瓦进行会战。普

军按照预定的作战计划调兵遣将，实施

中心突破、两翼牵制。占有绝对优势的

奥军统帅贝奈德克却迟疑不定、犹豫不

决，一再错失良机，最终被普鲁士军队

打得大败。

“ 虑 既 定 ，心 乃 强 。”作 战 中 ，坚 定

的 决 心 就 像 强 力 的 磁 场 ，能 够 汇 聚 各

方 面 的 力 量 和 资 源 。 决 策 一 经 作 出 ，

决 心 一 旦 定 下 ，无 论 敌 人 多 么 强 大 ，

无 论 境 况 多 么 险 恶 ，都 要 排 除 万 难 、

全力以赴，坚决执行 、坚持到底，一鼓

作 气 啃 下 硬 骨 头 、拿 下 硬 任 务 、攻 下

硬堡垒。

济南战役作为解放战争中城市攻

坚战的先例，起初 3 次攻城行动均告失

败。但广大指战员深知“已起矣，贵进

取，贵疾速”的作战法则。最终，经过 8

天 8 夜浴血奋战，城防坚固的济南被一

举攻克，从此“任何一个国民党城市，都

无法抵御人民解放军的攻击了”。

“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速

战 速 决 ，快 速 取 胜 ，向 来 为 兵 家 所 尊

崇。战争是“一条真正的变色龙”，可

能 是 遭 遇 战 ，也 可 能 是 拉 锯 战 。 如 果

战事陷入胶着状态，你来我往、旷日持

久，就看谁的决心更大、意志更坚。很

多时候，谁能咬紧牙关 、坚持一下，不

怕疲劳、连续作战，胜利的天平就会向

谁倾斜。

上 甘 岭 战 役 中 ，敌 我 双 方 僵 持 不

下，一条战线，往往反复争夺；一块阵

地，常常几易其手。志愿军靠着“人在

阵地在”的必胜信念 、“只要还有一个

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的铁血

精神，拼到最后一刻。最终，上甘岭成

了美国人的“伤心岭”。

未来战争是信息化智能化战争，尽

管战争形态、制胜机理、作战要素等发

生深刻变化，但“愈坚决愈能胜利”的作

战法则并未改变。坚定如磐决心，磨砺

钢铁意志，科学判断、果断决策，永不放

弃、永不言败，有我无敌、血战到底，方

能最终达成作战目的。

“愈坚决愈能胜利”
■王晓燕

玉 渊 潭

陆军某部挑选有潜力的军士到由高

级军士领衔的工作室定点培养，“尖子人

才池”效应明显；海军某舰艇基地采取

“1+1”育才模式，尖子队伍“连片生长”；

火箭军某部把培养出多少技术骨干作为

考察尖子人才的重要指标，“尖子森林”

初具规模……近年来，不少部队注重发

挥尖子人才“种子”功能的做法，值得借

鉴推广。

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讲的

就是种子对结果的重要性。育才也一

样，也须先选好种子。尖子是掌握过硬

本领的拔尖人才，是某一领域的业务骨

干、操作能手、技术大拿。把尖子作为一

粒粒“种子”种下来，收获的就是一片片

尖子“森林”。正如叶剑英同志所强调

的：“善于培养尖子，善于使用尖子，使尖

子成为种子，使种子到处生根、发芽、长

苗、开花、结果。”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有人问“神枪

手”张桃芳，你最光荣的事，应该是创造

了志愿军冷枪杀敌的最高纪录吧。张桃

芳摇摇头说，我最光荣的事，是我把自己

当成种子，带出了费金海等一些狙击手

尖子。春节前夕，首届“八一勋章”获得

者、火箭军某旅退役一级军士长王忠心

回到老部队看望战友。得知一个个优秀

导弹号手再创佳绩，部队领导告诉王忠

心：这些尖子很多是当年你这粒“种子”

带出来的。

如今的部队，技术更密集，分工更

精细，不少专业是一人一岗位、一人一

专业，要求每个岗位都是尖子人才，要

求人才培养更精准。这种情况下，尖子

人才的“种子”作用更直接、更明显、更

重要。“土不耕则不生苗，苗不灌则不得

禾 ，禾 不 刈 则 不 得 谷 ，谷 不 舂 则 不 得

米。”只有选好种、育好苗、施好肥，加强

“田间管理”、全程管理，才能真正使尖

子成为“种子”。

“能培养出超过自己的人才，是伟大

的人才。”尖子人才之“尖”，既指才能顶

尖，也指目光长远。只顾自家风头的尖

子，成为不了“种子”。长江后浪推前浪，

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一代更比一代

强，是人才成长的必然趋势。为了人好、

见得人好、能助人好，人才队伍方能形成

“万紫千红春满园”的生动局面。

同样一粒种子，放在水泥板上会被

晒死，放在水里会被淹死，放在肥沃的土

壤里会生根、发芽、结果。这启示我们，

使尖子成为“种子”，需要为尖子营造良

好生长环境。欲致鱼者先通水，欲致鸟

者先树木。营造育人为荣的浓厚氛围，

健全尖子人才的考核机制，设立“杰出导

师奖”……如此做实做好了，尖子自然愿

意成为“种子”，“种子”也会成为明天的

尖子。

（作者单位：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

支队）

使“尖子”成为“种子”
■张晓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