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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作风教育必

须常抓不懈。

今年是我军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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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越艰巨，挑战

越严峻，越需要加强作风建设，以优良

作风凝心聚力、干事创业。开展深入贯

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是对党

员 干 部 思 想 理 论 的 一 次 再 教 育 、再 武

装，是对纪律作风的一次再检阅、再提

升，必将激励全体党员干部更加彻底地

涤荡思想之尘、作风之弊、行为之垢，以

好作风好形象在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

新作为。

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

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的十八大

以来，全面从严治党从中央政治局立规

矩 开 始 ，从 落 实 中 央 八 项 规 定 精 神 破

题，坚持自上而下、以上率下，刹住了一

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

年未除的顽瘴痼疾，解决了新形势下作

风建设抓什么、怎么抓等重大问题。中

央八项规定带来的作风之变充分证明，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是新时代党的建设

的“金色名片”，是整治痼疾、扫除积弊

的有效抓手，必须常抓不懈、抓早抓小，

一抓到底、抓出习惯。

对军队来说，好作风出创造力、凝

聚力、战斗力。作风优良是应对挑战考

验、巩固纯洁光荣的现实需要，是有效

履行使命、永立不败之地的重要保证。

全军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

分认识这次学习教育的重要意义，自觉

增强责任感紧迫感，锲而不舍贯彻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军委十项规定及其实施

细则精神，更加坚定自觉地锤炼党性修

养、提高思想觉悟、提振精神状态，密切

党群关系、官兵关系，以作风建设新成

效感召带动部队，为全力以赴打好实现

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提供坚强

有力的作风保证。

作风建设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是个

永恒的主题。前不久，习主席在讲到中

央 八 项 规 定 成 效 的 同 时 也 清 醒 指 出 ：

“同时要看到，有一些地方发生了松动，

有一些方面还存在盲区死角，一些不良

风气出现了反弹回潮。”作风问题具有

顽固性和反复性，形成优良作风不可能

一劳永逸，克服不良作风也不可能一蹴

而就。军队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学习教育，就是要密切关注和分

析研判党情党风新动向，紧盯隐形变异

问题，奔着问题去、瞄准根源治、持续动

真格，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一锤接

着一锤敲，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坚守，一

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久久为功、化风

成俗。

理论武装越彻底，实践行动就越自

觉。军队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学习教育，必须在学深悟透上下功

夫，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组织

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领会习主席关于加

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学习领会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军委十项规定及其

实施细则精神等改进作风的规定要求，

系统总结学习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军委十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

的成效和经验，运用由风及腐案例加强

警示教育，不断锤炼党性、提高认识和

思想觉悟，打牢思想政治基础。

改作风，表个态不难，难的是直面

问题；正风气，谈认识不难，难的是解决

问题。学习教育中，各级应在发现问题

上有慧眼，防止老问题穿上“隐身衣”、

新问题躲进“青纱帐”。在解决问题上

见真章，坚持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

题 ，什 么 问 题 突 出 就 重 点 整 治 什 么 问

题，以问题整改的彻底性确保学习教育

的实效性。

作风建设成效如何，春江水暖鸭先

知，基层官兵体会最深。这次学习教育，

应坚持开门教育，主动问计于官兵、问需

于官兵、问效于官兵，自觉践行新时代党

的群众路线，广泛征求意见建议；注重接

受群众监督，对查摆的问题、纠治措施、

整改情况等及时向官兵公开通报；应主

动接受官兵评判，切实用官兵的认可度、

满意度来评判学习教育成效。

“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

源。”铲除不良作风和腐败现象滋生蔓

延的土壤，根本上要靠法规制度。这次

学习教育，应着眼长远、标本兼治，建立

健全规章制度，把制度“笼子”扎紧，确

保形成的制度行得通、指导力强、能长

期管用。应把开展学习教育同贯彻落

实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重要决策

指示结合起来，同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斗争结合起来，同正在开展

的各项工作结合起来，在实践中完善相

关制度规定，健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

化制度机制。

战斗力总是与作风建设同频共振、

同生共长。学习教育中，如果不能把改

进作风融入战斗力建设的实践，不能促

进战斗力建设的跃升，学习教育就失去

了根本意义和根本价值。抓战斗力不

抓作风不行，抓作风就能有效提高战斗

力。这次学习教育，应进一步强化官兵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作风，真正

以打仗的作风涵养打赢的底气。应拿

起战斗力这把标尺，凡事量一量、照一

照、卡一卡，对战斗力建设有益的事就

坚决办理，否则就果断砍掉。应严格实

行训风演风考风监察问责，发扬有利于

战斗力建设的积极因素，克服有碍于战

斗力建设的消极因素，进一步形成全军

上下同心协力抓战斗力的强大声势和

浓 厚 氛 围 ，确 保 人 民 军 队 始 终 正 气 充

盈、作风过硬。

以作风建设新成效感召带动部队
■陈 远

近 日,某 部 在 组 织 各 级 指 挥 员 军

事集训中，对每个单位担负的作战任

务进一步进行明确，要求大家在研究

打仗时必须紧贴作战任务，聚焦矛盾

问 题 ，瞄 准 作 战 对 手 ，提 高 作 战 问 题

研究的针对性、精准性。这样的作战

问题研究，值得提倡。

“夫为将者，有勇不如有志，有志

不如有学。”作战任务是牵引军事训练

的龙头，是平时练兵备战的大头。能

不能准确理解作战任务，是考验指挥

员思维能力和作战指挥素养的关键一

环。能不能抓住作战任务搞研究、常

研究，把作战任务研究深、研究透，检

验的是一名指挥员的大局观念、职业

精神和打仗本领。

任何一名卓越的指挥员，其卓越才

能无不是通过深入研究他的作战任务

而实现的。一名能打胜仗的军人，必然

是善于研究自己作战任务的军人。战

争年代，我军之所以能以弱胜强、以劣

胜优，一个重要原因是各级特别是指挥

员善于研究自己的作战任务。比如，彭

德怀同志打仗从来都是先把自己的主

要任务和目的搞清楚，同时又把敌方

的、我方的战略和战术问题研究得很

细。陈赓同志也强调，搞清楚自己的任

务，然后想着如何完成好任务，是指挥

员必须时刻想着的事。

“是任务，而不是其他，决定一支部

队必须具备的能力。”不同军兵种、不同

战略方向、不同类型部队，担负着不同

的作战任务。不同的部队，作战任务研

究的内容也不同。下棋千古无重局。

未来作战从来不是历史上哪场战争的

翻版。对军队来说，作战任务问题研究

之风越浓，打赢未来战争的可能性就越

大。言战先研战，胜战必知战。战争形

态加速演变，作战方式深刻嬗变，科技

手段日新月异，军事理论层出不穷，使

命任务更加繁重。面对作战方式深刻

变革、作战态势瞬息万变的现代战场，

指挥员只有切实把准理解任务的着力

点，关联分析定位本级任务，逆向思考

挖掘隐含任务，关注动态预想可能任

务，全面廓清任务本质，才能下好作战

准备“先手棋”。

常 言 道 ，劈 柴 不 照 纹 ，累 死 劈 柴

人。木材有纹理，战争有机理。制胜机

理是制胜密码。现代战争的深刻变化，

最根本体现在制胜机理的变化：信息优

势成为制胜的主导因素，整体联动成为

制胜的基本形式，精确释能成为制胜的

基本方式，体系破击成为制胜的基本途

径。紧贴作战任务研究打仗，必须把制

胜机理搞清楚。如果不把制胜机理研

究透，作战任务研究中的程序和内容就

会打滑、跑偏。静下心来学、沉下心来

钻、狠下心来改，像解牛的庖丁一般，知

道筋在何处、脉往哪走，何处走直刀、何

处走偏刀，自然能做到“恢恢乎其于游

刃必有余地矣”，顺利完成作战任务。

战争实践告诉我们，作战任务研究

的大量工作，是在离开地图之后展开

的。每场战斗每个人的具体任务搞清楚

了，整个任务的完成才有保证。未来作

战是体系间的对抗。每一支作战力量、

每一个作战单元、每一名官兵的作战任

务，都是整个作战任务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只有抓住每一个任务，抓严单兵单

装等基本作战单元联训，抓实班排连营

等基层分队合练，尤其是下功夫破解新

力量新领域的指挥协同、战法运用、体系

构建、综合保障等难题，方能整合力量、

聚合优势、释放效能。

作战任务研究，需要“坐而论道”，

也需要“华山论剑”。实践出真知。不

练一练，是不会知道研究成果成色的，

是不会释放装备的科技含量的，是不会

知道新训法新战法实际效果的，也是不

会找到未来战场准星的。“石以砥焉，化

钝为利。”一次实兵实弹对抗，胜过千百

次纸上谈兵。研究作战任务时，多用演

练研练，把作战形态设“像”，把作战环

境设“真”，把作战行动设“实”，把作战

理论用“活”，方能在“准战场”上研出胜

敌之策、之招、之能。

（作者单位：空军工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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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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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如何建功军

营 ，王 忠 心 用 自 己 的 亲 身 经 历 告 诉 大

家：“不管什么时候，尤其是遇到困难和

挫折时，更要守住心中的那团火。大家

一定要知道，坚持所爱，终有收获。”

跟 王 忠 心 一 样 因“ 守 住 心 中 那 团

火”而创造奇迹的，还有近段时间“几乎

天天都在刷新票房纪录”的《哪吒 2》的

导演饺子。辞职在家，自学动画，一度

陷入“啃老”境地；行业遭遇“寒冬”，继

续向下深潜，因为坚信“动画和抓药一

样，火候到了才能出疗效”……聊起自

己“十年磨一剑”的故事，饺子说：“热爱

无敌，我心中一直有团无名火在烧。”

对于成功，古人有这样一句名言——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

者。”为何“乐之者”更容易成功？因为热

爱是一种纯粹的力量，没有名利的牵绊，

越持久力量越大，因为乐在其中会乐此

不疲，因为“你一直所热爱的东西，总有

一天会反过来拥抱你”。

“梓庆为鐻”，是《庄子》中这样一个

成语故事：鲁侯问木匠梓庆，你为何能

把鐻做得鬼斧神工般美妙？梓庆说，将

为鐻，必静心数日，不敢怀庆赏爵禄及

非 誉 巧 拙 ，然 后 入 山 林 找 木 材 专 心 加

工。梓庆“技进乎道”，并不是想“庆赏

爵禄”，而是因为“乐为之，之复乐”。

叶夫根尼·费奥多罗维奇·德拉贡

诺夫是闻名世界的“枪王”。在 40 年的

设计生涯中，德拉贡诺夫参与设计武器

50 多种，其中 39 种投入量产。“在我眼

里，枪械上的每一个零件都是艺术品”

“每设计出一款，我的快乐就加倍”……

1990 年，连续采访德拉贡诺夫多天后，

一名记者给德拉贡诺夫的人物通讯写

下这样的标题：传奇，是因为坚持热爱。

1985 年 ，某 研 究 所 在 对 古 今 中 外

5012名成功者的经历研究后出版了一本

书。书中有这样一句告诫：“三分钟热度

不是热爱。热爱是热情的延续，是心中永

不熄灭的一团火。”

热爱，是一种能力，是一种“让生命产

生价值和乐趣”的信仰；热爱，就有了“成

功的核心要素和弥漫于全身的能量”；热

爱，就会“用轻松的心情，走着艰苦的路”。

“一辈子干一件事，不乏味吗？”对

这个提问，“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在

反问了一句“你难道不喜欢一直干自己

喜欢的事情吗”后，又说了这样一句话：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国家最高科

学技术奖获得者钱七虎，在现代防护工

程领域取得多个第一。对于攻克难关的

诀窍，钱七虎笑着说：“热爱就不难。对

我的事业，我一生热爱，为此一直奋斗。”

“ 三 栖 尖 兵 ”刘 珪 一 训 练 就 来 劲 。

对于热爱，刘珪有这样一条体会：“对事

业真正的热爱，不是痛苦模式，而是享

受模式。愿做、想做、爱做并全身心投

入去做，就是一种享受。”

大科学家牛顿在研究了数支军队

与国家的关系后，在信中这样给友人写

道：“兵士对本职不变的热爱，在我看来

就是对他所在国家不渝的忠诚……这

种热爱，是超越强健与昂扬的力量……

保持这种热爱，也就极大保留了赢得战

争的可能。”

因 为 热 爱 而 坚 守 ，因 为 坚 守 而 成

长，因为成长而收获。春光正好，期待

战友们守住心中那团火，保持“对本职

不变的热爱”，向阳而开、绽放精彩。

（作者单位：75560部队）

守住心中那团火
■张海阳

“ 读 着 英 烈 的 故 事 ，我 觉 得 他 们

‘活’了”“英烈的故事，读着读着眼泪就

下来了”“读完英烈的故事，我的心敬

了、静了、净了，身上更有劲了”……

去年某基地开展“清明祭·读英烈

故事”活动后，很多官兵写下真情力透

纸背的读后感。今年清明节，该基地计

划再次开展这项活动，让官兵在重 温

英烈故事中祭英烈、学英烈。

英烈离去了，但他们当年胸怀大

义 、英 勇 牺 牲 的 事 迹 ，却 以 故 事 的 形

式 ，留 在 了 陵 园 展 览 室 的 册 子 里 、墙

板上。这些故事，讲述着血与火的历

史，展示着英烈们用生命和忠诚践行

的信念。

故事是形象化的语言。读故事，就

是把形象化、情节化的描述进行影像再

现。英烈的故事，是通过引人入胜的方

式深入人心的，是通过循循善诱的方式

发人深思的，由此内化于心，会成为一

种根植灵魂的信念。

哲 人 有 言 ：“ 当 一 个 英 雄 的 故 事

被大家一直所知晓时，他就鲜活地永

存于世。”清明节前后，给英烈深情鞠

个 躬 、庄 重 敬 个 礼 ，然 后 静 下 心 来 重

温他们的故事，就会知道当年的他们

是如何将年轻的生命，铺展成灿烂的

晚 霞 ；是 如 何 把 悲 壮 的 牺 牲 ，化 作 胜

利的黎明。

钱穆先生曾说：“重温历史故事，是

一种对历史触摸般的学习。”在一些年

轻军人心里，英烈既是遥远的存在，也

是模糊的影像，“在历史课本上那几行，

就是英雄的一生”。每一名为国捐躯的

先烈都应被敬仰，每一种舍身报国的壮

举都应被铭记。在烈士陵园里，在英烈

雕塑前，重温英烈的故事，与英魂“对

话”、与崇高“并肩”，英烈的形象就会在

我们心中复活再现，强国的斗志就会更

加澎湃激昂，强军的脚步就会更加坚定

前行。

前不久，一段名为“读李大钊”的短

视频火了。视频中，面对李大钊雕塑，

作者朗诵李大钊的《狱中自述》：“达到

建立一个恢复民族自主、保护民众利

益、发达国家产业之国家之目的……”

读毕，作者自语：“我能感受到他 38 岁

的心跳，能听到他‘新造民族之生命’的

呐喊”。

“好故事的一个重要标准，就在

于它有教育意义。”无论何时何地，好

故 事 的 力 量 总 是 深 深 地 嵌 入 历 史 文

化的脉络中，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人们

的 思 想 观 念 和 价 值 取 向 。 静 心 重 温

英烈的故事，他们“感时思报国，拔剑

起蒿莱”的凌云壮志就会具象，“救国

安 有 息 肩 日 ，革 命 方 为 绝 顶 人 ”的 英

雄气概就会泛活；读着读着，就会“听

到 ”他 们 鏖 战 沙 场 的 怒 吼 ，就 会“ 看

到”他们昂首刑场的背影。这样的诵

读，“让生者有那永恒的爱，让逝者有

那不朽的名”。

千灯万盏，不如心灯一盏。清明，

重温绿叶对根的情感，用英烈的故事

点亮我们的心灯，把敬仰之情转化为

强军之志，就一定能在品味“活着的历

史”中，感受英烈魂，激荡英雄气，得到

“心灵的升华”。

（作者单位：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

基地）

清明，重温英烈的故事
■齐 进

一次，装甲兵司令员兼政委许光达

在训练问题研究会说，打仗时我们有拔

点作战，对训练中的一个个难点，就是要

像拔点作战那样把它拔了。随后，装甲

兵部队组成多个难点攻克小组，不少训

练难题很快得以解决。

战场上，必拔之“点”是敌之据点、火

力点，不拔掉我军就难以前进；训练中，

必拔之“点”是堵点卡点，不拔掉部队就

难以形成战斗力。把这些“点”拔了，会

迎来拐点；不拔，就可能成为败点。这些

“点”是难点，也是考点。敢不敢拔、会不

会拔，检验的是胆识，考验的是觉悟，决

定的是成败。

“找准它，研究它，然后用恰当的兵力

和火力摧毁它”，这是一名军事家对拔点

作战的描述。拔点之“点”，都是隐藏的。

拔点作战，把“点”找得越准，越具体，越容

易聚焦，越容易解决。有些单位新质战斗

力形成速度较慢，就应该具体分析：是因

为观念陈旧，还是因为穿新鞋走老路，或

是因为单打独斗？“点”找准了，拔点作战

就有了攻击的具体目标。

拔点作战，是“导弹司令”杨业功的拿

手好戏。2002年初，为拔掉发射速度不是

很快这个“点”，杨业功带领官兵完善综合

数据库、更新计算机软件程序，连续攻关

4 个月，终于使导弹发射速度大幅提高。

建立我军第一个新型导弹作战运行流程、

构建我军第一个新型导弹阵地模式……

谈起如何搞好训练难题攻关，杨业功的答

案很凝练：“难题最怕被研究。”

海军汉中舰向上级反映的训练难题

很少，为什么？汉中舰领导这样解密：

“新时代的官兵，人人都是诸葛亮。用好

基层智慧，是我们获得练兵备战先进单

位的一大秘诀。”基层是力量之源，也是

智慧之源。越走近基层，越能触摸到难

题的坚硬，也越能感受到希望的生长。

像拔点作战那样攻克训练难题，就应像

战争年代那样发扬军事民主，放下架子、

放低身段，当好小学生，开好诸葛亮会，

从而以好作风觅得好方法。

“若前方无路，我便踏出一条路。”像

拔点作战那样攻克训练难题，信心至关

重要。“与其被冲击，不如去冲浪。”哪里

有困难，哪里就有办法；哪里有障碍，哪

里就有突破。只要在思想和能力上主动

与时代发展、部队建设对表，善于用改革

创新的思路和办法解决新情况新问题，

像海燕一样搏风击浪振翅飞翔，就一定

能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中，迎来“柳暗花

明又一村”。

（作者单位：陆军步兵学院）

像拔点作战那样攻克训练难题
■李睿恒

画里有话

作者：周 洁

八一时评

谈训论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