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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时评

严管出战斗力，厚爱出凝聚力。新

修订的共同条令，坚持严管与厚爱相结

合，对军队正规化建设作出全面规范。

这一做法，既体现了依法治军的要求，

又回应了官兵合理关切的诉求，有利于

激发广大官兵投身强军实践的积极性

主动性。

“刚柔者，立本者也。”严管就是厚

爱，厚爱必须严管，二者在本质上是相

辅 相 成 、辩 证 统 一 的 。 严 管 是 部 队 保

持严密组织性和高度纯洁性的前提条

件 ，厚 爱 是 保 持 部 队 内 部 凝 聚 力 和 向

心力的重要保证。一支军队要有凝聚

力 、战斗力，既需要严格的管理，也需

要对官兵的关怀爱护。如果脱离了厚

爱这个基础，重管轻教 、重堵轻疏，严

管 就 可 能 成 为 激 化 矛 盾 、影 响 团 结 的

诱 因 。 如 果 离 开 严 管 这 个 前 提 ，不 讲

原则、无视纪律，失之于宽、失之于软，

厚爱则可能导致不担当、不负责、不作

为问题的发生。

兵以治为胜，治以严为要。对于一

支军队来讲，严才能正纲纪，严才能肃

军威，严才能出战斗力。共同条令是军

队建设的基本法规、正规化管理的基本

依据、官兵行为的基本准则。严格执行

条令，有助于官兵提高政治觉悟、培养

优 良 作 风 、锤 炼 过 硬 素 质 。 严 管 是 手

段，不是目的，要严之有据、严在法内、

严得科学。新修订的《内务条令》第一

章第九条明确要求，“坚持严格要求与

热情关心相结合，坚持纪律约束与说服

教育相结合”；《纪律条令》第一章第四

条鲜明指出，“坚持官兵一致 、上下一

致，严格要求、科学管理，说服教育、启

发自觉，实事求是 、公平公正，严格程

序、赏罚严明，确保部队高度集中统一

和有效履行使命任务”……条令的这些

规定，要旨在于把管理工作做得既有硬

度，又有温度；既有力维护军人的合法

权益，又体现出全面加强军事治理的要

求，有利于提高军队专业化、精细化、科

学化管理水平。

习 主 席 强 调 ，要 坚 持 严 管 和 厚 爱

结合 、激励和约束并重，鼓励实干，鼓

励创新，帮助解决现实问题，把大家积

极性 、主动性 、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

新 修 订 的 共 同 条 令 ，在 严 格 落 实 备 战

打 仗 制 度 要 求 的 同 时 ，对 官 兵 回 家 住

宿、请假外出等作出优化调整。比如，

在 请 假 外 出 方 面 ，调 整 连 队 休 息 日 和

节 假 日 请 假 外 出 人 数 比 例 的 计 算 方

法 ，有 效 解 决 休 息 日 和 节 假 日 请 假 外

出难的问题；在休假方面，考虑到当前

交通发达便利，官兵休假外出旅游、探

亲访友增多，休假地点不再进行限制，

等等。

当 前 ，官 兵 成 分 结 构 发 生 深 刻 变

化，家庭出身、文化程度、经历阅历、个

人追求差异性大，部队管理教育、官兵

关系呈现许多新特点，对治军带兵提出

了新的更高要求。陈赓同志曾说：“管

理士兵不是冷冰冰，这样是带不出愿给

你挡子弹的士兵的。”这些都需要我们

转变管理理念，创新方法手段，正确处

理严管与厚爱的关系，从法规制度层面

拿出实在管用的措施办法。

新修订的共同条令与时俱进，因势

而动，传承发扬“双四一”“三互”等我军

尊干爱兵、官兵友爱优良传统，针对官

兵关系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深

入研究新时代军队建设管理特点规律，

增加“端正对士兵的根本态度”“尊重士

兵的人格尊严”“主动开展谈心交心”等

军官对士兵的要求，增加“尊重和信赖

军官”“合理表达诉求”“自觉抵制庸俗

关系”等士兵对军官的要求，重构官兵

关系“双六条”，体现了正面引导、换位

思考、宽严相济的管理理念，既有利于

密切官兵关系，也有利于维护部队高度

稳定和集中统一。

条 令 条 令 ，条 条 是 令 。 各 级 应 认

真 学 习 贯 彻 新 修 订 的 共 同 条 令 ，既 坚

持严字当头 、全面从严 、一严到底，又

坚 持 官 兵 主 体 地 位 ，关 心 官 兵 成 长 发

展，帮助解决现实问题，使官兵有更多

获 得 感 价 值 感 ，从 而 激 发 内 生 动 力 活

力 。 应 自 觉 加 强 条 令 学 习 ，树 牢 条 令

意 识 ，把 学 习 贯 彻 新 修 订 的 共 同 条 令

的过程，当作强信心 、暖人心 、聚兵心

的 过 程 ，充 分 体 现 组 织 关 心 关 爱 的 温

度，努力使部队上下充盈融融暖气、堂

堂正气、虎虎生气，更好地激发广大官

兵担当作为、积极奉献。

坚持严管与厚爱相结合
—认真学习贯彻新修订的共同条令系列谈③

■夏国东

《左 传》有 言 ：“ 民 生 在 勤 ，勤 则 不

匮。”意思是只要辛勤劳作就不会缺少

物资。高尔基曾说，天才出自勤奋。歌

德更进一步说，天才就是勤奋。事业的

峰峦上，有汗水的溪流飞淌；智慧的珍

珠里，有勤奋的心血闪光。历史总是抛

弃那些征途上的懒惰者、懈怠者、无为

者，而将那些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镌

刻在丰碑上。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初中毕业后因

家贫辍学，但在父亲经营的小货铺当学

徒期间，他并没有停止对数学知识的钻

研，难能可贵的是，在被请到清华大学

任教后，华罗庚没有把更好的工作生活

条件当安乐窝，反而更勤奋了。一次，

华罗庚对来访者说：“当一个人满足现

状时，他其实已经落伍了。努力，努力，

再努力，才能不落伍呀！”

威廉·詹姆斯·席德斯，数学和语言

天赋极高，他 4 岁时精通法文，9 岁时在

哈佛大学做四维空间讲座，11 岁时精通

高等数学和天体运动。曾有一名大学

教授预言，席德斯如果持续努力，定会

成为伟大的数学家，在该领域成为领袖

级人物。然而在 18 岁那年，这位曾经的

“神童”不仅放弃了对数学研究的追求，

在其他领域也没有持续努力，结果“泯

然众人矣”。

人生之路，有平川也有高山，有缓

流也有险滩，有丽日也有风雨，有喜悦

也有哀伤。于勤奋而言，同样也有着不

同的味道、不同的体悟。

一种是苦。老一辈革命家谢觉哉

对此曾有中肯阐述：“快乐是从艰苦中

来 的 。 只 有 经 过 劳 作 、奋 斗 得 来 的 快

乐，才是真快乐，不可能有从天上掉下

来一个快乐来给你享受。而且快乐常

常不是要等到艰苦之后，而是即在艰苦

之中。”

红旗渠开工时，正是新中国成立后

最艰难的一段时期。没有现代化器械，

林县县委书记杨贵带领群众凭着一锤

一钎一双手，削平山头 1250 座、开凿隧

洞 211 个、挖砌土石 2225 万立方米。这

些土石垒成高 2 米、宽 3 米的墙，足以纵

贯祖国南北，在哈尔滨和广州之间建造

一道“长城”。

一种是韧。《梦溪笔谈》中记述了磁

州“百炼钢”的过程，盛于魏晋时期的

“百炼钢”之术，其制作需要工匠把精铁

反复加热锻打，一锻一称一轻，直到斤

两不减，如此千锤百炼、去除杂质，方能

锻出高纯度的耐用之器。

“ 两 弹 元 勋 ”邓 稼 先 ，常 年 风 餐 露

宿 ，不 仅 披 肝 沥 胆 制 定 核 试 验 理 论 方

案，还深入西北戈壁滩试验场掌握第一

手试验资料。他进军前所未知的“无人

区”，攀登人迹罕至的“高寒带”，靠的是

“吹尽狂沙始到金”的韧劲，靠的是“不

破楼兰终不还”的毅力。

一种是拼。没有臻于至善、超今冠

古的追求，就难有精致精细、善始善终

的专注；没有废寝忘食、呕心沥血的付

出，便难有出类拔萃、巧夺天工的卓越。

钳工顾秋亮徒手感知相当于一根

发丝直径 1/50 的误差，确保“蛟龙号”

观察窗得以承受 1400 吨的深海巨压；

铣工李峰能在高倍镜下掌控相当于发

丝直径 1/70 的精度，为“长征七号”运

载火箭最大可能减少轨道误差。对他

们而言，勤奋就是和机器拼精度、和时

间拼速度、和标准拼态度，就是向极致

发起冲锋。

勤奋的种子，没有时间的灌溉，难以

开出绚烂的花朵。据统计，一个人若要

做成一件事，在达成目标前 80%的时间

和努力，只能获得 20%的成果，80%的成

果在后 20%的时间和努力中获得。正所

谓，“行百里者半九十”。真正的千里马，

不仅是日行千里，还要能日日行千里。

当 前 ，实 现 建 军 一 百 年 奋 斗 目 标

到 了 吃 劲 奋 斗 的 攻 坚 期 、加 油 加 压 的

冲刺期。倘若“苟一日之闲”，把本应

坚持的高标准“降一降”，把本应推进

的建设“缓一缓”，把本应破解的难题

“放一放”，就可能导致军队发展建设

错失了良机、落后于时代，达不到使命

要求。

一 年 之 计 在 于 春 ，一 日 之 计 在 于

晨 。 人 勤 春 来 早 ，春 光 不 负 耕 耘 者 。

乘 风 破 浪 之 变 、铸 就 伟 业 之 功 、复 兴

梦 想 之 愿 ，都 需 要 勤 奋 这 一 支 点 。 新

征 程 上 ，广 大 官 兵 锚 定 目 标 、只 争 朝

夕 ，精 心 干 事 、专 心 成 事 ，增 强“ 一 日

不为 、三日不安”的责任心，以实干为

要 、用实绩作答，定能做到不辱使命 、

不负重托。

春光不负耕耘者
■侯 飞 门建新

前不久，第 71 集团军某旅成立无人

机创客工作室，加快创新成果向战斗力

转化；第 81 集团军某旅成立“科技工作

站”，解决了多项训练中的瓶颈问题；第

74集团军某旅积极为官兵创新活动搭建

平台，人才培养、技术革新全面开花……

这些激发基层创新动力的做法，值得我

们关注。

创新是一支军队的核心竞争力，是

生成和提高战斗力的加速器。当前，应

对未来战场新变化，要求我们加快作战

概念开发、对抗手段研创的新步伐；面对

武器装备新发展，要求我们实现能力生

成、保障模式的新突破。创新呼唤敏锐

的感知。基层官兵身处战训一线，作为

武器装备的使用者、战法训法的实践者，

对练兵备战的现实需求、短板弱项感受

最真切、评价最客观。激发基层官兵的

创新潜能，能够有效破解制约战斗力提

升的微观梗阻，形成“问题发现—技术攻

关—战法迭代”的良性循环。

创新的活力在基层，创新的源头在

官兵。创新是实践性、群众性很强的活

动，正如朱德同志所说，“部队的军事教

育、政治工作、战术运用、实行奖励都要

广泛征求部队官兵的意见，充分发挥每

一位战士的积极作用”。创新不是科研

人员的专利，“就算普通一兵，也有创新

创造的热情与动能。”每名官兵脚下的训

练场，都是一片待开发的创新沃土。放

眼我军历史，无论是地道战、地雷战、麻

雀战，还是“王克勤运动”“郭兴福教学

法”等，无不是出自于官兵的集思广益，

无不是发轫于基层进而影响全军。尊重

官兵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点亮基层创

新的星火，有利于激发“自上而下”与“自

下而上”相结合的创新驱动格局。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高学历青

年走进军营，部队人才结构进一步优化，

为建设创新型人民军队打下了坚实的人

才和智力基础。但热情的澎湃、智慧的

彰显，离不开发扬军事民主，鼓励创新的

良好氛围。应当看到，仍有少数单位将

创新创造等同于“高大上”，不敢真正信

任官兵，对他们的宝贵经验漠然处之，疏

于激励扶持；有的虽然敬慕成果但缺乏

对失败的宽容、成功的耐心，官兵徒有想

法不敢尝试，放不开手脚。如此种种，都

会销蚀官兵创新的积极性，影响创新活

力的迸发，创造源泉的涌流。

再好的火种，没有悉心保护，就不会

绚烂燃烧；再好的创意，没有表达的机

会，终究会销声匿迹。各单位应厚实创

新土壤，尊重官兵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

神，鼓励他们拿出“弄潮儿向涛头立”的

创新胆识，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尊

重人才的良好环境，实现科技自主创新

和人才自主培养的良性互动。应健全以

打赢贡献率为核心指标的激励评价机

制，将创新准星瞄准战斗力靶心，在集纳

创新智慧中推动军事训练转型升级，发

挥出“群蜂智慧”的最大价值，让创新的

星火形成燎原之势，真正将创新活力转

化为创新能力，不断累积打赢胜势。

点亮基层创新的星火
■颜小波

习主席在出席十四届全国人大三

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

会议时强调，“要坚持勤俭建军，科学

配置国防资源投向投量，提高经费使

用 精 准 度 和 效 费 比 ”。 贯 彻 落 实

习主席这一指示要求，需要我们加快

推进以效能为核心、以精确为导向的

军事管理革命，处理好成本和效益的

关系，走高质量、高效益、低成本、可持

续发展路子。

欲战，必先算其费。财力是战斗

力生成的物质基础。马克思有言：“刺

刀尖碰上尖锐的经济问题，也会像软

绵绵的灯芯一样。”现代战争强对抗、

高消耗特征更加明显，交战双方在资

源动员方面的竞争空前激烈，谁最能

从其资源耗费中获得最大效果，经费

使用的精准度和效费比高，谁就可能

占据战略主动、更具有长期竞争的韧

性。对我军来说，无论是规划落实、练

兵备战，还是装备采购、后勤保障等都

需 要 经 济 支 持 。 没 有 财 力 的 有 效 保

障，就很难完成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目

标任务。

当前，我军建设“十四五”规划已进

入爬坡过坎、突围冲刺的关键阶段，必

然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管好

用好宝贵的军费资源，要求把经费的投

向投量搞得更加精准，把对战斗力的贡

献率作为衡量效果与支出的标准。只

有保持军费决策与国家和军队财经方

针政策相一致、军费投入与规划计划相

衔接、军费支出与军队建设任务相匹

配，才能促进军费保障重点与战斗力增

长点的有机统一，切实把钱花在刀刃

上、花出最大效益。

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务本节用

财无极。”我们应强化“国家大账”与“强

军细账”的统一，进一步强化过紧日子

思想，厉行勤俭节约，把成本控制和经

济可承受的理念贯彻到军队建设各领

域和全过程，立足既定盘子搞好财力资

源的集中统管、集约配置和集优使用，

深算精算确定经费资源投向投量，提高

经费使用效益，决不能做不计成本、不

考虑经济承受能力的事，防止掉入“成

本强加”的陷阱。

科学配置经费资源。2025 年全国

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国防支出 1.81 万亿

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 7.2%。投入量

虽有增长，但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每

一笔钱都铆钉相扣、有特定用途，必须

按章法办事、按规矩花钱。面对提高备

战打仗能力的紧迫要求，面对保障资源

相对不足的现实矛盾，我们应树牢资源

约束和成本控制理念，统筹作战能力和

建设发展需求，强化战建两端、供需两

侧协调对接，切实把非作战功能、非作

战急用项目的事项减下来，集中资源办

大事难事，发挥好规划在资源配置中的

主导作用。

加强全流程监督管控。近几年，

全军出台《关于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建

军 提高军队建设质量效益的措施》

等 一 系 列 政 策 规 定 ，立 起 了“ 花 钱 必

问 效 、低 效 必 问 责 ”的 鲜 明 导 向 。 坚

持严格问效问责，就是要倒逼标准制

度 、预 算 管 理 、审 批 制 度 和 决 策 机 制

等 贯 彻 落 实 和 改 革 创 新 ，确 保“ 钱 袋

子 ”更 好 服 务“ 枪 杆 子 ”。 应 综 合 施

策 ，系 统 管 理 ，瞄 准 军 费 管 理 提 质 增

效总方向，以对战斗力的贡献率为标

尺，不仅监督钱由谁花、花了多少、是

否按规矩花，还要监督钱是否花在保

障 战 备 急 需 、建 设 急 用 、促 进 战 斗 力

提 升 上 ，确 保 每 一 分 钱 都 花 出 最 大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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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民生

主题记者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表

示 ，将 持 续 推 进“ 体 重 管 理 年 ”3 年 行

动。网友热议：“国家不允许你胖！”“针

对体重，国家出手了！”对于军人来讲，

体重超标会影响身体状况、精神面貌、

训练状态。因此，体重管理，军人更应

多些自律。

体 重 是 衡 量 健 康 水 平 的 重 要 指

标。一个人的体重维持在标准范围之

内，才能使身体机能达到活跃状态。如

果超重或肥胖，就会增加多种疾病的发

病风险。在部队训练中，“基础体能”的

第一项课目就是体型控制，目的就是让

军队人员合理控制体重，具备维持身体

健康的前提条件，树立良好形象。

现 代 战 争 的 快 节 奏 、高 强 度 、残

酷 性 ，对 军 人 集 体 力 、脑 力 和 心 力 于

一体的综合体能素质，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科学研究表明，体重过大会直

接 或 间 接 地 影 响 人 体 速 度 、耐 力 、协

调性、注意力等生物学能力。战争实

践 和 训 练 实 验 证 明 ，军 人 在 高 原 缺

氧、航海与深海作业、快速机动、导弹

防 御 监 测 等 特 殊 恶 劣 战 场 环 境 条 件

下 遂 行 作 战 任 务 ，体 重 过 重 ，机 体 抗

缺 氧 能 力 、身 体 协 调 灵 敏 性 、大 脑 抗

疲劳程度等明显降低，会降低对恶劣

环境的适应能力，从而制约战斗力水

平的发挥。

强军须强身，“轻”装为打赢。新

修订的《内务条令》第一百九十七条规

定，军人应当严格执行军事体育训练

内容和标准，落实军人体型达标要求，

练好基础体能，练强战斗体能，练精实

用技能，提高完成高强度任务的身心

适应能力。

军人体型既是“有形”战斗力的重

要基础，也是“无形”战斗力的重要内

容。正所谓，没有体哪有能，体能和形

象也是军人的身体语言。透过军人体

型这面镜子，我们可以看到一支部队

作风建设的整体水平。

在军事训练大纲中，体型是为数

不多的二级制训练课目。体重超标，

军事训练就是不及格。“及格”与“不及

格 ”的 一 字 之 差 ，也 成 为 官 兵 选 拔 晋

升、立功受奖时的分水岭。体型达标

只看结果、不看过程，体型不合格即基

础体能课目考核不合格。如果体型体

能 不 过 关 、备 战 打 仗 能 力 弱 ，只 能 是

“一票否决”。

“锻炼自己成为铁的体质，保卫我

们最可爱的国家。”朱德同志为新中国

首届体育运动会的题词，饱含深情和

期待，如今依旧激荡军心。暖春砺精

兵，强能显英姿。实现自己的体重管

理 目 标 ，保 持 健 康 的 体 型 、良 好 的 体

能，应成为每名官兵的内在动力和奋

斗追求。

塑体型 强体能 增体质
■杨 军 潘 昭

画里有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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