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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两则新闻中的数据，让人们看

到义务兵队伍的新变化：陆军某合成旅

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义务兵占比超过

85%，考上军校的义务兵连续 3 年超过

15 人；火箭军某基地 35%的上等兵成为

技术骨干苗子。

窥一斑而知全豹。从这两个数据中，

我们看到了在军事人才建设这座“大厦”

中，义务兵这一处于基础性地位的“地基”

愈发牢固，也对进一步从源头上打牢战斗

力生成的人才基础充满信心。

“当那钢枪在握的时候，我心欲醉，

万里江山我守卫我守卫。摸爬滚打多历

练，一声号令抖神威……”一首铿锵的

《义务兵之歌》，唱出了义务兵的豪情，道

出了义务兵的心声。义务兵是普通战斗

员，是军士的基本来源，是军官补充的重

要渠道，在军事人才建设中具有基础性

地位。“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

远者，必浚其泉源。”重视义务兵队伍的

基础地位，加强义务兵队伍的能力建设，

发挥义务兵队伍在军事人力资源中的

“源头”作用，必将促进义务兵队伍健康

成长发展，打牢战斗力生成的人才基础。

哲人有言：“一部适逢时代的法规，

是对某一群体最根本的激励和关爱。”针

对近年来一大批学历较高、素质全面的

优秀社会青年参军入伍的新特点，我军

注重把加强义务兵队伍建设的好做法好

经验固化为政策设计、转化为制度规定，

及时发布施行《义务兵暂行条例》。3 年

多来，《条例》中精准补充使用、全程育苗

蓄能、优化选拔晋升、健全培养考核体系

等规定，给了义务兵队伍充分的激励和

关爱。

“战士江伟锦从列兵提前晋升为下

士，贺！”“战士刘禄兴从列兵提前晋升

为二级上士，赞！”近日，《解放军报》上

的这两条新闻刷屏网络。其中一条跟

帖这样写道：“这是战士奋斗的结果，也

是政策结出的硕果。相信《义务兵暂行

条例》一定会有力巩固提高义务兵队伍

整体素质，推动义务兵队伍建设在规范

化法治化轨道上行稳致远、创新增效。”

今年春节前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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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个人进

步，王忠心说：“尤其让我感动的是，当义

务兵期间，尽管我学历低、没基础，但连

队干部骨干一直对我不抛弃、不放弃，坚

持手把手给我教各种知识和技能。”王忠

心的经历启示我们，逐梦强军始于兵之

初，精武强能基于兵之始。义务兵的训

练是部队训练的源头，是战斗力生成的

根基，提高战斗力，必须更加注重加强对

义务兵的教育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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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庄稼要想收成好，选种、育苗、耕耘、收

割等，一个环节不能少。对义务兵的培

养也一样，全程培养非常重要。各级应

严格按照新制定的《义务兵暂行条例》要

求，抓好基础培养，在新训阶段抓好入伍

教育、共同训练和作风养成等；抓实岗位

培养，全面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技能

训练、岗位实践锻炼，有效激励义务兵成

长成才，加速培养锻造各方面强军工匠，

为累积人才优势、打赢现代战争提供可

靠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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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 仗 ，是 军 队 与 生 俱 来 的 使 命 职

责；打仗意识，是军人必须不断强化的

思想自觉；打赢本领，是军人最关键的

本领。

前不久，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印发

《关于聚焦“铸牢政治忠诚、打好攻坚之

战”深化教育实践活动的通知》，要求以

树牢打仗意识为重要内容之一开展专

题教育。各级要紧贴备战打仗实际，紧

贴 官 兵 思 想 实 际 ，教 育 引 导 官 兵 深 扎

“我军是战斗队”的思想根子，始终保持

“战争并不遥远”的清醒头脑，树牢打仗

意识，磨砺胜战刀锋，全面提高新时代

备战打仗能力，真正做到箭在弦上、引

而待发，一声令下、不辱使命。

军队因战而生，军人为战而练。坚

定的打仗意识，是一支军队向战为战、

所向披靡的精神动力，是一名军人研战

胜战、战无不胜的力量源泉。历史启示

我们，一支军队如果缺乏打仗意识，就

容 易 在 承 平 日 久 中 迷 失 方 向 、走 向 失

败。一名军人有了牢固的打仗意识，思

想上自然会把备战打仗“居中”，行动上

自然会弃“副业”、钻“主业”，丢“花枪”、

练“真枪”，除“娇气”、增“虎气”。

近 年 来 ，我 军 通 过 深 入 开 展 战 斗

力 标 准 大 讨 论 、和 平 积 弊 大 起 底 大 扫

除 等 活 动 ，打 仗 意 识 已 在 广 大 官 兵 头

脑 中 扎 根 。 当 前 ，国 际 形 势 异 常 复 杂

严 峻 ，我 国 国 家 安 全 进 入 高 风 险 期 。

“ 越 是 形 势 复 杂 ，军 事 这 一 手 越 要 过

硬 。”军 队 为 战 而 存 ，教 育 为 战 而 行 。

思 想 的 锈 蚀 比 枪 炮 的 锈 蚀 更 可 怕 ，任

何时候我们都要保持高度警醒。深化

教育实践活动，全军官兵必须深入学习

习近平强军思想特别是习主席关于牢

固 树 立 战 斗 力 标 准 、深 化 实 战 化 军 事

训练、培育战斗精神、破除和平积弊等

重 要 论 述 ，以 整 风 精 神 纠 治 备 战 打 仗

中 的 顽 症 痼 疾 ，防 止 和 平 积 弊 死 灰 复

燃 ，各 级 要 教 育 引 导 官 兵 保 持 待 发 之

势，练好胜战之功，推动备战打仗的政

治 自 觉 、思 想 自 觉 、行 动 自 觉 不 断 增

强，让练兵备战的主责主业更加聚焦。

真正的军人，打仗意识是永远的，

是不会因为一场胜利而减少的。80 年

前，当抗战胜利、举国欢庆时，《解放日

报》则刊文提醒：“我们今天胜利了！但

是决不能忘记，赢得来的胜利是艰难；

而保有这胜利的果实——不为豺狼所

吞食，更需要无限的坚决和勇敢！”“决

不能忘记”，这是一种清醒和警醒、一种

忧患和忧思。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各

级应教育引导官兵决不能忘记胜利来

之不易，决不能忘记忘战必危，决不能

忘记“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

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不断砥砺

勇于战斗的血性胆魄、集聚敢打必胜的

磅礴力量。

走进中央军委授予“导弹发射先锋

营”荣誉称号的火箭军某部营区，首先映

入眼帘的是一块醒目的标语牌：“先锋营

的官兵必须时刻警醒！距离下一场战争

打响可能还有 0 日。”什么叫时刻准备打

仗？这就叫时刻准备打仗。正是这种强

烈的打仗意识和紧迫意识，激励着该部

官兵每天检查战备状态、每周过战备日、

滚动修订作战方案，锤炼出反应零时差、

操作零失误、数据零误判的硬功。夜夜

枕戈待出征，时时准备上战场。作为革

命军人，我们必须强化战争今天就打、马

上就打的意识，树牢任期内打仗、随时打

仗的思想，保持“敌情就在当面、战争就

在眼前”的警觉，真正做到脑子里永远有

任务，眼睛里永远有敌人，肩膀上永远有

责任，胸膛里永远有激情。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

清醒剂。回顾历史，这样一条体会尤为

深刻：服软、示弱得不到尊重、赢不来尊

严、守不住安全，对待敌人，就必须用他

们听得懂的语言同他们对话，坚决做到

以战止战、以武止戈。当前，瞄准强敌

练兵、应对强敌备战，不仅是一种有效

的训练形式，也是我军的现实任务和迫

切需要。广大官兵只有不畏强敌、不畏

霸权，把博弈斗争的时局图装入头脑、

把战场争锋的态势图悬挂心中，才能坚

决做到上了战场敢于亮剑、剑锋所指能

胜强敌。

无实力而乞和平，则和平危；有实

力而卫和平，则和平存。军事斗争最讲

究实力。打仗意识牢不牢，关键是看打

赢能力强不强。海军南昌舰官兵之所

以出征有底气，就在于他们有能打赢的

硬核实力。面对驱之不散的阴霾，面对

觊觎之徒的野心，当全军官兵人人都有

防狼之心，加紧锤炼打狼之术，警钟长

鸣的同时又厉兵秣马，就一定能以更强

大 的 能 力 、更 可 靠 的 手 段 捍 卫 国 家 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

安全保障和力量支撑。

（作者单位：军事航天部队某部）

树牢打仗意识 提高打赢本领
■蒋怀远

近日，某部在进一步细化各单位的

作战任务、每天的训练内容、每人的能

力要求后，再次强调要保持练兵备战的

“细颗粒度”，以精细化、精确性、精准度

增强备战实效。

“颗粒度”是影像界一个专业术语，

意指胶片曝光区域颗粒的粗细程度。

颗粒度越细，影片照片越清晰。“细颗粒

度 ”4 个 字 ，“ 细 ”是 核 心 ，目 的 是 通 过

“细”达到“准”。练兵备战保持“细颗粒

度”，就是应坚持以效能为核心、以精准

为导向，事事着眼于战、着力于战，瞄准

“靶心”抓备战。

战前训练，“颗粒度”粗细关乎成

败。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 116 师接

到攻击临津江防线的任务后，部队严

格落实上级所有连、排、班，最好每个

兵都务必做针对性极强的准备和训练

的要求，精确准备、精准训练、精细保

障，战斗打响后仅 11 分钟就一举突破

号称“铜墙铁壁、不可逾越”的临津江

防 线 。 在 国 内 的 刘 伯 承 同 志 在 看 了

116 师这次的战前准备后称赞：“应给

五分（满分）”。

西谚说，魔鬼总是藏在细节里。备

战粗枝大叶，没有“细颗粒度”，是会吃

败仗的。19 世纪，拿破仑亲率 60 万大

军远征俄国时，因没有考虑到极寒天气

会冻碎制式军衣的锡质纽扣，导致大批

士兵在冰天雪地里被活活冻死。练兵

备战好比植物的根系，越往深处越细

密。只有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在落

细 落 小 落 实 上 下 真 功 ，多 积“ 尺 寸 之

功”，才能形成攥指成拳的制胜合力。

“ 那 些 奇 妙 的 对 策 ，都 是 因 为 熟

悉 了 对 手 。”四 渡 赤 水 、淮 海 战 役 、松

骨 峰 战 役 …… 我 军 战 史 上 每 一 个 经

典 战 例 都 有 一 个 共 同 点 ，即“ 知 道 敌

人 具 体 是 谁 ，知 道 敌 人 具 体 在 哪 里 ，

知 道 敌 人 的 具 体 细 节 ”。 练 兵 备 战 ，

没 有 敌 情 牵 引 ，不 知 对 手 是 谁 ，训 得

再 多 也 是 白 训 ，练 得 再 多 也 是 白 练 。

实 践 证 明 ，以“ 细 颗 粒 度 ”把 对 手 的

“像”画得越清晰，越能练出识敌之慧

眼、迎敌之胆魄、胜敌之高招。

未 来 战 争 ，算 法 就 是 战 法 、是 阳

谋。保持练兵备战的“细颗粒度”，需要

庙算，更应妙算。善其事离不开利其

器。注重充分利用电子地图、仿真模

拟、兵棋系统等辅助计算工具和平台，

提高计算结果的精准度；注重以计算思

维精拟、精算、精评作战方案。如此，方

能以“算”的意识、“算”的能力、“算”的

准度、“算”的实效提升备战针对性。

练兵备战须保持“细颗粒度”
■王 江 李岐运

1936 年 9 月 7 日、9 月 26 日、10 月 22

日，毛泽东同志 3 次给我党驻东北军西

安办事处代表刘鼎写信，请其尽快送一

些 有 关 战 役 指 挥 与 战 略 方 面 的 兵 书 。

收到所要的兵书后，毛泽东快读、细读，

很有收获。

抗战时期，毛泽东不仅自己常读兵

书，还组织人员将《孙子》《吴子·司马

法》《六韬·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

对》等集结成《中国军事思想丛书》，供

各级指挥员学习。同时，他还组建克劳

塞维茨军事思想研讨班，学习借鉴西方

军事理论。

“胜利的总结里，除了宏大的原因，

一些细节同样不能忽视。”今年是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对于当年的我军抗战，国民党一

名高级将领曾说出这样一个“不能忽视

的细节”：共产党军队除有坚强之领导、

极端之英勇，难能可贵并急需我们学习

之处是，他们始终重视学习科技和兵法。

兵书，研胜战之著作，是兵家经验

和智慧的结晶，蕴含胜战之谋、砺卒之

智、治兵之策；兵书，兵必读之著述，是

哺育军人和将帅成长的乳汁。军人，尤

其是肩负“统率千军之大任”的指挥员，

腹有兵书气自雄，“观兵书战策多也”。

从古至今，战场上的决胜之道，往往

始于案头上的方寸之间。一个真正谋战

向战的军人，无不对兵书“读习而后得”，

无不是“腹内藏经史，胸中隐甲兵”。正

如吴子所说，“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

“晨练宝剑，夜读兵书”，是卓越战

将的一种常态。像王翦，“每日战毕，必

秉灶夜读兵书”；像狄青，“晨闻鸡起舞，

夜烛读兵书”；像朱可夫，“对各大国军

事著作均有一定研读”。

“熟读兵书，深谙兵法”，是优秀名

将的一种追求。像岳飞，“师每休舍，课

将士注坡跳壕，皆重铠以习之”；像古罗

马的凯撒大帝，征战随身携带《亚历山

大远征记》。

“熟读兵书百卷，韬略生焉。”革命

战争年代，纵是戎马倥偬，军事政务繁

忙至极，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跟

毛泽东同志一样，不放弃学习兵书。

刘 伯 承 同 志 博 学 勤 学 兵 书 ，对 许

多 名 篇 都 能 熟 背 。 朱 德 同 志 称 赞 他

“有古将风，为国内不可多得之将才”，

邓 小 平 同 志 赞 颂 他“ 博 采 古 今 中 外 军

事 学 术 精 华 ”，陈 毅 同 志 写 诗 表 扬 他

“苦学入梦寐”。

1942 年，彭雪枫同志在写给妻子林

颖的信中说：“《战争论》是一部名著，我

已 经 读 了 二 分 之 一 了 ，原 定 于 半 月 包

本，不，五天即读一半，倘无他事耽搁，

十天内当可完工。”

粟裕同志总是抓紧一切可以利用

的时间博览兵书，潜心钻研，并把自己

的所学应用于战争实践，攻无不克，被

誉为“常胜将军”。

周士第同志对兵书手不释卷，翻阅

其读过的《读史兵略》，蝇头行楷的批注

里，少则数字、数十字，多则千余字，所

得所悟给人启示。

王近山同志的背囊和案头，军事书

一大摞：《斯巴达克斯》《太平洋争夺战》

《孙子兵法》《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

读兵书，既须温故，更须知新。“尽

信书”，必然输。三国时期，马谡把兵书

上的“凭高视下，势如破竹”奉为圭臬，

致 使“ 置 之 死 地 ”的 兵 马 几 乎 全 军 覆

没。唐朝时，房琯曾在山里苦读 10 年兵

书，却在“安史之乱”中不知随机应变，

居然用中原古战车法去对决沙漠骑兵，

结果大败。

“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

任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

宗”，这应是对兵书的态度。战胜不复，

形于无穷。正如《武经七书直解》对读

兵书的要求：读兵书，要下手从实做工

夫，要将名将行过事迹体贴分晓，先要

识得虚实，要知多方以误之之法……

“武而不文，不可称雄”“人读等身

书，如将兵十万”。世界读书日来临之

际 ，让 我 们 吟 诵 唐 人 殷 文 圭 的《赠 战

将》：“阵前战马黄金勒，架上兵书白玉

签 。 不 为 已 为 儒 弟 子 ，好 依 门 下 学 韬

钤。”饱读兵书战策，深研军机戎事，使

那一卷卷伴青灯黄卷书写的兵书，在结

合实践、学以致用中不断吞吐出新时代

的芳香。

（作者单位：陆军边海防学院）

腹有兵书气自雄
■刘 阳

有没有“特种兵式”调研、“送快递式”

调研、“喂鸡汤式”调研；是否跳出了“文山

会海”？讲话的“含金量”高不高……某部

在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

育中，由领导干部带头检视整改的做法，让

官兵对学习教育取得实效充满信心。

改进作风，说难也难，说易也易。说

难，是因为不良作风像“牛皮癣”，具有顽

固性和反复性，且花样不断翻新；说易，

就在于只要以上率下抓作风，许多问题

就会迎刃而解。中央八项规定之所以上

下叫好、效果良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各

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从本人做起。

古 人 说 ：“ 以 身 教 者 从 ，以 言 教 者

讼。”常言道，上行下效。搞教育，任何时

候都不能忘记，“示范，作为无声的教育，

它比明理言志更为深刻和清晰”。各级

领导干部只有做到“手电筒先照自己”，

带头检视整改，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学习教育才能取得实效。

以身作则
■罗嘉乐

1942年初，在延安整风运动“初步取

得让党和群众都较满意之一定效果”后，

《解放日报》刊文指出：“决不可见好就收，

务必保持这好的势头。”开展深入贯彻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也应保持韧

劲、延续“势头”，久久为功、化风成俗。

势头，好比物体运行的惯性，顺之则

进，停之则断。作风建设成效如何，既要

看一时之变，也要看长久之态。“善战者，

求之于势。”严格落实八项规定，社风民

风持续向好，重要原因之一是我们党在

作风建设中坚持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

势而为、乘势而上。

“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

源 。”制 度 建 设 是 根 本 建 设 ，起 长 远 作

用。铲除不良作风滋生蔓延的土壤，保

持作风建设好“势头”，根本上要靠法规

制度。学习教育中，深入推进风腐同查

同治，健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制度

机制，清风长在、正气长存就有了保证。

保持韧劲
■周慧杰

近日，某部向所属某团发出预警：“3

月份你们全员参加的会议次数超标”；向

所属某大队提醒：“个别主官快递较多，防

止通过快递搞不正之风。”这种关口前移、

防微杜渐抓作风建设的做法，值得提倡。

之所以值得提倡，是因为抓早抓小

既有省力之功，还有警示之效，代价小且

效果好；是因为如果亡羊了才补牢、痛定

了 才 思 痛 ，是“ 算 不 得 高 明 的 事 后 管

理”。抓月饼、抓贺卡，节前发通知；抓

“八小时外”、抓倾向性问题……回望中

央抓八项规定精神的做法，抓早抓小抓

预防，是一个重要经验。

清正风气，是需要细心的，是需要眼

力的。想着官兵前途，就会留意细节，也

进而会用“显微镜”发现风险，把问题考

虑得更精细一些；用“放大镜”评估后果，

把危害预想得严重一些，做到善知其微、

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避危于无形、止

损于未发。

防微杜渐
■李夕雷

玉 渊 潭

画里有话

作者：周 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