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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里有话

玉 渊 潭

作者：周 洁

“源静则流清，本固则丰茂。”确保

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更加坚定、更加

有效，一个重要方法是坚持固本培元、

激浊扬清，打牢党员干部增强党性、严

明党纪的思想基础。

开展理论学习，接受思想洗礼，是

共产党人的必修课，更是开展党内集中

教育的题中之义。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之所以取得良好成效，一个重要原因是

各级注重解决思想根子问题，坚持对标

党风要求找差距，对表党性要求查根

源，对照党纪要求明举措。

1944 年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

题》提出：“思想进步是一切工作进步的

枢纽。”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学习教育，坚持经常性教育和集中性

教育相结合，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学

深悟透习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

想、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必

将激励党员干部以坚强党性固本培元，

以优良党风激浊扬清，以严明党纪整饬

作风，自觉遵规守纪、大胆干事创业。

坚持固本培元、激浊扬清
■段 然

十 字 岭 ，太 行 山 上 一 个 普 通 的 高

地，“夏茵茵以披山，秋瑟瑟以染黄”。

80 多年来，这里漫山的草木，日夜怀念

一名抗战英雄——左权。

1942年 5月下旬，日寇重兵“合围”八

路军总部。37岁的副参谋长左权指挥总

部机关和老百姓在山西辽县十字岭突

围。激战中，一发炮弹落在左权身边……

从此，毛泽东同志痛失一名爱将，

我军也失去“一个有理论修养同时有实

际经验的军事家”。从此，八路军总部

给部队发报的联名签署，从“朱彭左”变

成了“朱彭”。

“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

花。”1942 年 9 月 18 日，晋冀鲁豫边区政

府批准当地民众的请求，将辽县更名为

左权县，以永远纪念这名抗战英雄。

同样为纪念另一名抗战英雄而更

名的，还有北京、上海、天津、武汉的四

条 路 。 这 四 条 路 ，有 同 一 个 名 字 ——

“张自忠路”。

熙 熙 攘 攘 人 流 中 ，声 声 句 句 似 忆

君。英雄远去，但驻足街头，凝望路牌

上的“张自忠”3 个字，当年的炮火连天

似重现眼前。

1940 年 5 月，日寇调集 15 万精锐部

队发起“宜昌作战”。担任第 33 集团军

总司令的张自忠誓言“有贼无我，有我

无 贼 ；非 贼 杀 我 ，即 我 杀 贼 ”，率 部 抗

击。血战最后时刻，张自忠与敌搏杀，

身中 7 弹，壮烈殉国。

英雄牺牲，举国悲痛。周恩来同志

赞张自忠：“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

以为我国抗战军人之魂！”张自忠灵柩运

抵宜昌，当地民众不顾敌机在上空盘旋

吼叫，护送灵柩至“东山草堂”，公祭 3天。

“抗倭十四载，血战乾坤赤。”多少中

华儿女以“为有牺牲多壮志”的悲壮情

怀，留下“魂魄毅兮为鬼雄”的不朽篇章，

写就“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英雄史诗。

彭雪枫、赵一曼、赵尚志、马本斋、

赵登禹……还有狼牙山五壮士、马石山

十勇士、刘老庄八十二烈士、四行八百

壮士……一个个平凡而伟大的英雄，人

们永远会铭记；一段段英勇而悲壮的故

事，人们一直在传颂。

“粒米难寻舍脑抛。我志骄升，敌

志残消。忠魂铁血卷长刀，红了山花，

绿了松涛……”在白山黑水，每当深情

的《杨靖宇之歌》响起，人们都会无比怀

念这位让敌人闻风丧胆的抗战英雄。

1940年 1月，日伪军疯狂“围剿”杨靖

宇所部。2月 23日，杨靖宇被日军“讨伐

队”围堵，面对喊话劝降，他“连答应的神色

也没有”。16时 30分，在敌人密集的枪弹

中，杨靖宇将最后一滴血洒在濛江大地。

“生经白刀头方贵，死葬红花骨亦

香。”杨靖宇牺牲后，一位诗人这样深

情 讴 歌 ：“ 躯 体 ，腹 中 空 空 倒 下/精 神 ，

结结实实挺立。”

八路军冀东抗日联军副司令员洪麟

阁与日寇交战牺牲前，蘸着鲜血写下“还我

河山”；第四十一军代军长王铭章牺牲前，

推开卫士高喊“不要管我，快杀鬼子”……

牺 牲 深 处 是 大 义 、大 爱 。 正 如 当

年 《大公报》载文所说：“今天的南北战

场上，是争着死、抢着死，因为大家有绝

对的信仰，知道牺牲自己是为了换取中

华民族子子孙孙万代的自由。”

一群又一群的先烈，血战到底，魂归

山河；一个又一个的英雄，视死如归，化

作星辰。谁说历史无言？英雄的事迹就

是历史最好的叙述；谁说时间有界？英

雄的精神总能穿越时空的阻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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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的诗，生命为纸，鲜

血为墨。读抗战英雄的故事，如雷霆之

声轰然于纸上、悲壮之风激荡于心头，撼

人心魄，令人深思。

历史照进现实，现实昭示未来。带

领人民浴血奋战，反抗外来侵略、挽救

民族危亡，需要“牺牲”；以中国式现代

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同样需要“牺牲”。对军人来说，“没有

顽强的意志，没有敢于牺牲的品质，再

好的武器装备也不能保证胜利。”未来

战 场 上 ，传 承 抗 战 英 雄 敢 于 牺 牲 的 品

格，不断磨砺血性刀锋，我们必将永远

挺立，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作者单位：西安警备区）

英雄挺立卫中华
■李宇鹏

打仗怎样才能掌握主动、减少损失、

提高胜算？抗战时期，刘伯承同志组织

129 师多个旅团的指挥员研讨后指出，

敌最怕被攻击的地方，就是我优先重点

打击的地方。他要求各级指挥员训练

时，必须养成摸准要害、先打七寸的习

惯。这样的要求，对今天的备战打仗仍

具有指导意义。

经 济 学 上 有 个 著 名 的“ 帕 累 托 定

律”，指的是整体往往是被关键局部颠覆

的。俗话也说，擒贼先擒王，打蛇打七

寸。“王”和“七寸”是要害、是关键，“王”

被擒了，就会群龙无首，“兵自溃散尔”；

“七寸”被打了，“虺（毒蛇）僵而无忌”。

作战时，把对手作战链条中处于核心或

基础地位的关键点、致命点、支撑点作为

重点打击目标，往往会达到“100-1＝0”

的效果，更易于掌握战场主动、缩短战斗

进程、取得更大战果。

我军历来强调打仗要“先选最有价

值的目标打”。黄土岭之战先打日寇指

挥所、百团大战重点破坏敌交通线、孟良

崮战役先摧毁敌通信枢纽、金城战役先

打敌弹药库……我军战史上很多经典战

例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打仗时摸清

敌人最致命的地方并集中兵力火力消

灭、瘫痪之”。

信 息 化 智 能 化 战 争 ，尽 管 作 战 方

式发生深刻变化，但摸准要害、先打七

寸 的 作 战 原 则 非 但 没 有 过 时 ，反 而 备

受推崇。有军事家在分析近年来的几

场 局 部 战 争 后 指 出 ，如 果 用“ ＞”表 示

打 击 目 标 优 先 级 的 话 ，那 么 应 该 是 指

挥机构＞电力设备＞通信枢纽＞机场

码头＞弹药粮草。

摸 准 要 害 、先 打 七 寸 ，摸 准 是 前

提。尤其要看到，现代作战体系的关键

环节已基本实现多维性、动态性和互联

性。这种要害部位“去中心化”“自适应

性”和“快修复性”的特点，使得摸清要

害更加困难。对指挥员来说，只要综合

用好侦察预警、数据跟踪等手段，见微

知著、快速判断，就一定能动态锁定对

手的要害。

摸准要害不易，攻击要害更难。“善

守者藏于九地之下”，这样的道理对手也

懂，肯定也会对自己的要害部位重点防

护。然而，“无不陷之矛，亦无不可陷之

盾。”作战中，坚持及时分析要害部位的

变化走势，注重使用最恰当的新技术新

手段，合理使用新力量新战法，对敌要害

部位一击必杀，以战术手段达到战略目

标，也是能够实现的。

（作者单位：32238部队）

摸准要害 先打七寸
■张良全

一个政党，“为了谁”是一个根本问

题，体现着一个政党的根本属性；一名

党员，“服务谁”是一个公德问题，决定

着一名党员的精神品格和动力源泉。

官公德之所崇，其行为之所趋。党

员 干 部 到 底 应 该 崇 尚 什 么 样 的 公 德 ？

习主席给出明确答案：“要崇尚造福人

民的公德，广大党员、干部要站稳人民

立场，始终同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

勇于担当、积极作为，切实把造福人民

作为最根本的职责。”拳拳心语，映照着

深厚的为民情怀；谆谆嘱托，指明着执

政的目标任务。

“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

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80 多年前，毛泽东同志在《为人民服务》

中用这一表述，提醒党员干部必须回答

好“服务谁”这一根本问题。初心如磐，

使命在肩。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时

期，广大党员干部接续奋斗，始终把崇尚

造福人民作为自己的公德。陈乔年立志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

的幸福”，李保国告诉人们“你的幸福我

包了”，杨业功坚持“用保国家安全保人

民幸福”，黄文秀坚守脱贫一线为的是

“建设家乡，让更多父老乡亲过上好日

子”……正是因为一代代党员干部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才历

久弥坚，造福人民的公德才薪火相传。

我军有一个家喻户晓的称谓——人

民子弟兵。1939 年 5 月，晋察冀军区司

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发布通令，嘉奖

平山团是“捍卫民族、捍卫边区和捍卫家

乡的优秀的平山子弟兵”。这是子弟兵

一词首次用于称呼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

武装。从此，人民子弟兵的称呼越叫越

响亮，我军来自人民、根植人民、服务人

民的政治属性越来越坚定。

刘伯承同志曾说：“老百姓不是命

里注定要跟我们走的。”历史从不偏爱

哪一个政党，胜利也从不眷顾哪一支军

队。谁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就把谁放

在心上。人民过去跟我们走，不一定永

远跟我们走。人民群众支持不支持人

民军队，取决于人民军队服务不服务人

民群众。当前，不论是牢记初心践行宗

旨，还是合力攻坚确保打赢，都要求军

队党员干部必须焕发初心不改、信仰弥

坚的政治品格，培育至诚奉献、为民造

福的高尚情操，抖擞担当作为、攻坚克

难的奋斗精神，在崇尚造福人民的公德

中巩固鱼水情深、履行使命任务。

崇尚造福人民的公德，必须视人民

利益高于一切、重于一切。人民军队前

面的“人民”二字，是基因、是属性，是永

葆本色的价值瑰宝。共产党的军队，始

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民心如

海，滴水汇聚成其汪洋；民利如山，寸土

累积成其巍峨。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

是人民。军队党员干部应自觉把人民

需要作为最高需要，把维护人民利益作

为最高责任，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守初

心，以真挚的人民情怀滋养初心，以牢

固 的 公 仆 意 识 践 行 初 心 ，胸 怀 人 民 梦

想，致力人民生活，坚守人民情怀，始终

站在人民立场和人民利益角度看问题、

想事情、作选择，甘愿为人民群众奉献

青春热血。

崇 尚 造 福 人 民 的 公 德 ，必 须 履 行

好 为 人 民 扛 枪 、为 人 民 打 仗 的 神 圣 职

责 。 安 享 和 平 是 人 民 之 福 ，保 卫 和 平

是军人之责。“洪浪涌来的时候，我看

见 了 你/天 塌 地 陷 的 时 候 ，我 看 见 了

你/你用你的突击把希望托起/你不朽

的身躯，化作一个民族的挺立。”军人

奋斗所指、聚力所向，就是为了国家安

宁和人民幸福。面对国家安全的严峻

形势，面对现实存在的战争风险，军队

党 员 干 部 必 须 踔 厉 奋 发 精 武 ，笃 行 不

怠 练 兵 ，扎 实 做 好 军 事 斗 争 准 备 各 项

工 作 ，在 推 进 高 水 平 备 战 、高 效 益 斗

争、高质量发展上建新功，坚决保卫人

民 和 平 劳 动 和 生 活 ，随 时 准 备 完 成 党

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

崇尚造福人民的公德，必须以实际

行动为人民群众造福兴利。长期以来，

我军官兵积极参与交通、能源、通信、水

利、生态等重点工程建设，以实际行动

造福人民，展现了人民子弟兵爱民为民

的良好形象。新时代新征程，军队党员

干部应带领官兵大力弘扬拥政爱民优

良传统，视人民如父母，把驻地当故乡，

千方百计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

事，积极支援地方建设发展，勇于承担

急 难 险 重 任 务 ，支 持 全 面 推 进 乡 村 振

兴，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

崇尚造福人民的公德
■邱 雨

一次，许光达同志在某部演习汇报

会上说，成绩我看到一些，发现的问题

是不是太少了，还要再好好挖一挖。会

议结束刚走出门，他又返回会议室叮嘱

各级领导，发现问题是好事情，因为问

题是训练进步的台阶，要把发现的问题

解决好，我想知道你们解决问题的情

况。许光达同志抓住训练问题不放的

做法，应该提倡。

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演训的

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检讨反思，查找问

题，通过精准找到“堑”来长“智”，找到

的“堑”越多，“智”可能长得越多。从

某种意义上说，一次演训，是否摸清了

自身底数，远比得到多少分数重要；是

否发现了短板弱项，远比总结出多少

条经验重要。演训中，能不能把发现

问题作为重点，检验的是一名指挥员

的打仗意识、使命意识、忧患意识和进

取意识。

战争年代，我军之所以能“打一仗，

进一步”，就是因为很多指挥员对打仗

中的问题“不贰过”。以秦基伟同志为

例，他特别善于通过解决发现的问题来

提升自身指挥水平、提高部队打仗能

力。从抗日敌后游击战到抗美援朝的

上甘岭战役，他每打一仗都要组织参谋

人员复盘作战过程，总结成败得失，尤

其是对出现的失误错漏，从不放过、决

不重复。正是数十年如一日不间断地

总结、反思、提高，他在战场上屡战屡

胜，立下赫赫战功。

对于练兵备战，习主席反复强调，

“要坚持问题导向，对突出短板弱项要

扭住不放、持续用力”。随着新武器新

装备不断列装，新战法新训法同步展

开，部队在演训中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

的问题。这些问题，有思想上的也有现

实中的，有浅表化的也有深层次的，有

硬件上的也有软件上的，有重复出现的

也有新近冒出的。“善战者不败，善败者

不亡。”发现问题是练兵的重要目的，解

决问题是战斗力生成的必由之路。问

题暴露在平时比暴露在战时好，暴露给

自己比暴露给敌人好。只有把潜在的

问题找出来，把暴露的问题解决掉，部

队能打仗打胜仗的能力才会突破提高。

作战能力无不是从解决问题中提

高的，要打仗，必先有对待训练问题的

正确态度。1990 年 7 月，“献身国防现

代化的模范干部”苏宁动员官兵攻克训

练难题时说：“我们必须把问题挑在刀

尖上，跟一个个难题刺刀见红。”随后的

3 个多月里，苏宁带领官兵以“解决问

题像老鹰逮兔子那样，不逮下一块肉来

不撒嘴”的狠劲，先后解决了某型火炮

发射准备时间较长、精度较低等多个难

题，使所属火炮能够在复杂天候下实现

精准打击。

问题在演训中发现，也应在演训

中解决。军事训练是战争的预实践，

训练场是全面检验部队训练水平、训

练成效和训练质量的“战场”。蹈海才

知风雨骤。问题解决得怎么样，实战

最有发言权。多一些问题式演训、检

验式演训，多尝试战争形态的突然“变

调”、战争手段的瞬间“变异”，把解决

方案放在信息化智能化战争的险局、

困局、僵局中检验，一条条分析思考、

一项项“打钩销账”，同时对没解决好

的问题抽丝剥茧、探本寻源，进而对症

下药。只有这样，问题才会真正成为

训练进步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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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 年，《解放日报》总结整风运

动取得成效的经验时指出：“经验有好

几条，责任是重要的一条。”确保贯彻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持续有效，必须坚持明

确责任、压实责任。

“很负责任”，人们往往这样赞扬一

个人；“责任落实”，这常常是取得成功

的经验之一。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之所

以效果良好，紧紧扭住责任制这个“牛

鼻子”是重要经验，各级党组织和党员

干部切实负起责任是关键。

不患无策，只患无责。新时代新征

程，抓好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贯彻落实，

各级应牢记加强作风建设是全党的共

同责任，联系全面从严治党的形势任

务，准确把握作风建设新特点，一级带

一级、层层抓落实，推动责任主体到位、

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

坚持明确责任、压实责任
■杨沐轩

谈训论战

“ 小 智 治 事 ，中 智 治 人 ，大 智 治

制。”制度是管根本、管长远的。让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自觉落实、持久落地，

根本方法之一就在于向制度建设要实

效、要长效。

如何提高调研实效，有制度要求；

怎么为基层减负，有严格规定；如何纠

治“四风”，制度里有答案……回望党中

央驰而不息抓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贯彻

落实的做法，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

注重把一些好做法好经验固化为政策

设计、转化为制度规定，是一条非常重

要的经验。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完善制度永

远是进行时。坚持“当下改”与“长久

立”相结合，进一步深化党的建设制度

改革，将制度建设贯穿作风建设全过

程，一手抓建章立制、一手抓贯彻执行，

让铁规发力、让禁令生威，必将推进作

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
■马 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