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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里有话

玉 渊 潭

作者：周 洁

王杰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

谱系之一。在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中，很多部队把王杰

的先进事迹作为生动教材。

学习王杰精神，赓续红色血脉，很

重要的就是要经常体悟王杰的“人生四

问”。王杰在日记中写道：“什么是理

想 ？ 革 命 到 底 就 是 理 想 。 什 么 是 前

途 ？ 革 命 事 业 就 是 前 途 。 什 么 是 幸

福？为人民服务就是幸福。什么是痛

苦？失去人民的信任和为人民工作的

机会就是最大的痛苦。”对党员干部来

说，“人生四问”是一种扪心自问、一种

反躬自省，是一种对灵魂、对党性、对作

风的净化之问。

根强则盛，本固则安。王杰的“人

生四问”，提出的是共产党人的根本性

问题，解决的是思想根子问题。革命理

想高于天。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

神之钙”，什么时候都不能缺失。理想

是追求，前途则是事业。得其大者可以

兼其小。只有把前途命运寄托在党和

军队的事业上，与强军兴军同频共振，

知重负重、苦干实干，才能创造不凡业

绩，彰显个人价值。幸福和痛苦是人生

际遇的两面。党员干部不忘初心、心系

官兵，满腔热忱为官兵办实事，就能得

到幸福。相反，如果丢掉宗旨，只求私

利，凡事总想着自己的“小九九”，就会

失去官兵信任，必然会痛苦。

王杰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

斗精神，用“在荣誉上不伸手，在待遇上

不伸手，在物质上不伸手”的严格自律，

回答了他提出的“人生四问”。党员干

部强党性、正作风、树形象，就要经常体

悟王杰的“人生四问”，坚定理想信念，

矢志奋斗强军，把官兵放在心中最高位

置，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

新、自我提高，始终保持蓬勃朝气、昂扬

锐气、浩然正气。

体悟王杰的“人生四问”
■陈 鸽

“河西山冈万丈高，河东河北高粱

熟了。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

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当人们

唱起《保卫黄河》这首战斗歌曲时，不由

得会想起抗日英雄、想起游击战。

游击战，中国抗日大战略。1937 年

8 月 22 日至 25 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洛川

会议，确立了人民军队新的战略方针，

即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

游 击 战 ，古 已 有 之 。“ 游 ”就 是 走 ，

“击”就是打。游击战的精髓，就是敌进

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这些战略战术，早在红军时期就已形成

和运用，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人们对游击战虽熟悉，但把游击战

上升为战略，则是我们党的独创。在世

界战争史上，游击战是“小打小闹”的辅

助形式，通常存在于战术范围内，然而

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共产党人眼

里 ，被 上 升 到 了 战 略 地 位 来 看 待 。

毛泽东同志在 1938 年 5 月发表的《抗日

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强调，“中

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

出来向战略敲门”。

采 取 游 击 战 略 ，是 我 们 党 深 刻 洞

察 抗 日 战 争 全 局 而 作 出 的 英 明 决 策 。

八路军、新四军兵力有限，武器装备简

陋 落 后 ，更 没 有 强 大 的 火 力 和 空 中 保

障 ，在 阵 地 上 很 难 和 日 军 抗 衡 。 敌 强

我弱的条件下，运用游击战，才能以我

之长击敌之短，保存发展自己，打击消

灭敌人。

“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

抗战时期，我军主要居于敌后战场。要

开展好游击战，第一位的是开辟敌后抗

日根据地。毛泽东同志曾有一个形象

的比喻：“革命要有根据地，就像人要有

屁股，人若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要

是老走着，老站着，定然不会持久；腿走

酸了，站软了，就会倒下去。”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

武装，建立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山

东、苏南等 10 多块抗日战据地。

于是，“千山万壑，铜壁铁墙，抗日

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雁翎队，是

神兵，来无影，去无踪”……在各个抗日

根据地，我军因地制宜开展游击战争，

创造了袭击战、伏击战、交通破袭战、车

轮战、推磨战、蜂窝战、水上游击战等战

术战法，灵活机动地打击日军，描绘出

一幅幅出奇制胜、精彩绝伦的战争“连

环画”。

有人形容：地道战，让敌人找不到；

地雷战，让敌人躲不开；麻雀战，让敌人

抓不着。在太行山根据地的范村，游击

健 儿 上 演 了 一 场 经 典 的“ 麻 雀 战 ”。

1937 年 11 月，日军向山西长治县附近

的范村进犯。八路军 129 师 771 团以一

个连的兵力，分散埋伏在 10 多公里长

的山地 、道路附近，三人一组，五人一

群，飘忽不定，时聚时散地打击敌人，经

过几小时的战斗，消灭日军近百人。刘

伯承同志风趣地说：“不要小看这个‘麻

雀战’，有时一只‘麻雀’也会闹得敌人

团团转哩。”

积小胜为大胜，化战术为战略。我

军能把游击战发挥出战略功效，主要是

我们有抗日根据地作依托、有人民群众

作依靠。国民党军队也学习了游击战，

他们却打不了游击战。

为 了 训 练 游 击 战 干 部 ，蒋 介 石 于

1939 年 在 衡 山 开 办 了“ 南 岳 游 击 干 部

训练班”，主要请叶剑英所率的一批八

路军教员授课。我们的教员坦率地介

绍了打游击战的根本前提是军民打成

一片，官兵同甘共苦，并列举了八路军

从 总 司 令 到 士 兵 都 吃 一 样 的 伙 食 、穿

一样的衣服的例子。国民党的军官听

后无不叹息，认为不要说军长 、师长，

就是要求自己部队的连长与士兵过一

样 的 生 活 也 办 不 到 。 抗 战 时 期 ，先 后

有 50 万以上的国民党军队进入敌后打

游击战，但大都损兵折将，主要是其自

身 腐 败 和 脱 离 人 民 ，不 能 赢 得 群 众 的

信任。

我 军 之 所 以 在 游 击 战 里“ 如 鱼 得

水”，是因为我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

就 造 成 了 陷 敌 于 灭 顶 之 灾 的 汪 洋 大

海”。今天，我们要面对的是信息化智能

化战争，战争的形态和样式改变了，但游

击战中所包含的人民战争思想永不过

时。历史启示我们，人民群众永远是我

们打赢现代化战争的“靠山”，人民战争

思想永远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法宝”。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的日子里，我

们耳畔会时常响起《保卫黄河》和《强军

战歌》等旋律。歌曲提醒我们，一定要

紧跟时代，创造出具有我军特色、能够

制强胜强的战略战术，以此保卫和平、

捍卫国家安全。

游击健儿逞英豪
■孙卓立

作风彰显本色，清廉凝聚力量。事

实证明，风清气正、公平公正的干事创业

环境，更能吸引人、留住人。

在春季军士选晋考核中，陆军某旅

严密组织，按照“严格程序、优中选优”的

原则，精心规划考核流程，围绕理论知

识、基础体能、专业技能等展开考核评

比，坚持做到全过程在阳光下运行，真正

立起了靠素质立身、凭本事进步的良好

导向。

该旅一个连队 5 名义务兵都有留队

意愿，但只有 4 个晋升名额。对此，连队

依据平时表现和考核排名进行量化打

分，最终排名前 4 的义务兵成功晋升。

调 查 了 解 ，这 个 旅 始 终 坚 持 靠 作 风 留

人、靠事业留人、靠感情留人。他们坚

持激浊扬清，持续转变作风，加强廉政

建设，注重让程序结果公开透明，及时

为敏感问题“脱敏”，营造出风清气正的

选晋氛围，真正将能打仗、打胜仗的人

才选出来，把踏实肯干、素质过硬的骨

干留下来。

我们常讲，作风优良才能塑造英雄

部队，作风松散可以搞垮常胜之师。应

当看到，部队的风气导向连接公正人心，

事关官兵的个人发展和切身利益，直接

影响部队战斗力建设。因此，保持优良

作风，纯净政治生态，才能聚兵心、提士

气、增干劲。相反，一旦作风出问题，只

会损害部队的向心力、凝聚力、战斗力。

我 军 要 强 起 来 ，作 风 必 须 过 硬 。

今 天 ，党 风 廉 政 建 设 和 反 腐 败 斗 争 深

入 推 进 ，刹 住 了 一 些 多 年 未 刹 住 的 歪

风 邪 气 ，解 决 了 许 多 长 期 没 有 解 决 的

顽 瘴 痼 疾 。 也 要 清 醒 地 认 识 到 ，作 风

建 设 是 一 个 长 期 过 程 ，不 可 能 一 蹴 而

就 、一 劳 永 逸 ，必 须 持 续 发 力 、久 久 为

功 。 各 级 党 组 织 只 有 以 踏 石 留 印 、抓

铁有痕的狠劲，以常抓不懈、一抓到底

的韧劲，把作风建设不断引向深入，才

能 以 优 良 作 风 积 聚 人 才 ，不 断 把 新 时

代强军事业推向前进。

作风是形象，也是战斗力。当前，

全军正在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

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打好攻坚之战，关

键靠人，关键靠好作风留住人、感召人、

激励人。因此，各级党组织必须发扬钉

钉子精神，把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军委十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作为

铁规矩、硬杠杠，坚持教育与实践并重、

纠风与立制并举，切实在部队上下营造

清 风 拂 面 、正 气 充 盈 的 政 治 生 态 。 同

时，要注重整治“微腐败”，从纠治发生

在官兵身边的不正之风入手，严肃查处

侵占士兵利益、插手干预基层敏感事务

等问题，切实增强官兵建功军营的认同

感、归属感、幸福感。

（作者单位：73089部队）

风清气正聚人才
■吴江申

习主席深刻指出：“武器装备是军

队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军事斗争准备

的重要基础，是国家安全和民族复兴的

重要支撑。”加强新质战斗力建设，离不

开新装备的支撑，离不开现代化装备的

训练和应用。

近 段 时 间 ，很 多 部 队 在 野 外 驻 训

中，坚持把新装备拉出来投入实战化训

练，既练单个武器系统，又强化组网训

练，实现了部队战斗力新的提升。

“东风浩荡剑在手，保家卫国心不

忧。”很多官兵还记得，在庆祝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阅兵中，32 个装备方队、40 余

型 300 多台新装备震撼亮相，有轻型坦

克、反坦克导弹等陆上攻坚新锐，也有

歼-20、东风-41 等大国重器。这些新

装备，部分是新质作战力量，只有使其

转化为新质战斗力，才能为打赢未来战

争发挥重要作用。

向新而生，向质图强。在科技飞速

发展和战争形态不断演变的当下，新质

战斗力已经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

素。新质战斗力全要素融入了信息化基

因、融进了网络化通道，其特点是创新，

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战斗力。靠什

么提升新质战斗力？一个重要方面就是

靠新装备。新装备往往具有信息赋能、

网络聚能、技术强能、体系释能的新优

势，这恰恰是催生新质战斗力的重要源

泉。特别是在科学技术的深度加持下，

新装备在战斗力生成三要素中的比重越

来越大，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不断上

升。只有学好新装备，用好新装备，深入

推动新装备实战化训练，才能使新装备

产生源源不断的新质战斗力，全面提高

我军新时代打赢能力。

陈毅同志说过：“现在我们有了新的

装 备 ，就 必 须 尽 一 切 努 力 把 它 掌 握 起

来。如果拿到武器不能掌握使用，我们

的战斗力便要减低，胜利就不能巩固，甚

至还要失效。”近年来，随着我军现代化

建设的不断推进，武器装备更新的速度

越来越快，型号越来越多，同时智能化、

无人化、远程化、精确化等新型作战力量

不断涌现。很多部队在新装备学习运用

中，通过科学方法、采取有力措施，加快

了新质战斗力的生成。然而，仍有少数

单位在抓好新装备作战运用训练上不够

有力，有的怕新装备出问题不好交代，有

的不能很好地挖潜新装备性能，还有的

在装备训练上“单打独斗”，游离于体系

之外自训自考自评。只有努力解决好这

些问题，才能发挥新装备的强大威力，充

分解放和发展新质战斗力。

“无论小提琴多好，关键还要看琴

手。”让新装备转化为新质战斗力，离不

开人的支撑，离不开官兵装备素养的提

升。我们都知道，战斗力的生成，取决

于人、武器，以及人与武器的结合。在

这三要素中，人是核心，不管是智能化

装 备 ，还 是 无 人 作 战 力 量 ，背 后 都 是

人。恩格斯曾说：“每一个自觉的兵士

都应当知道自己的武器的构造原理和

性能。”我军武器装备在不断升级换代，

这对官兵的综合素质提出新的更高要

求。要实现人与武器装备的最佳结合，

推动新装备新力量加快形成实战能力，

广大官兵必须向厚实专业功底用劲，具

备“勇敢的心”“有力的手”和“智慧的

脑”。如果官兵装备素养不高，摸不透

新装备“脾性”，找不到克敌制胜之法，

生成新质战斗力就成了一句空话。

言武备者，练为最要。训练是连接

新装备作战潜力与形成实际战斗力的

“桥梁”。只有第一时间将新装备拉到演

训场，进行全方位摔打磨砺，才能让新质

战斗力的“种子”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开展新装备实战化训练，单武器单系统

的训练是基础，更重要的是推动新装备

联网训练，真正使之融入作战体系，成为

打赢一体化联合作战的“利器”。新装备

具有独特的制胜机理、崭新的作战方式、

超常的作战效能，一经融入联合作战体

系，就能产生倍增效益，催生新质战斗力

生成。这就要求在新装备训练中，下大

力解决好装备的互联互通、接口兼容、软

件支撑等问题，使其顺利嵌入作战链条，

真正把技术优势转化为体系作战优势。

战法是作战之魂。让新装备转化

为新质战斗力，必须与时俱进创新训法

战法。现代战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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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

战斗中，什么时候用侦察装备，什么时

候用火力装备；什么时候用无人装备，

什么时候让有人无人一体配合，都需要

良好的战法来保障。事实证明，把握新

装备的性能特点、深入研究战法训法的

过程，也是提升新质战斗力的过程。

一定意义上讲，设计现代战争，既

要充分利用新装备，也需要有适应新装

备的各种训练保障。让新装备转化为

新质战斗力，离不开训练保障的有力支

撑。在新装备运用中，不仅要有时间、

经费、条件等传统训练保障，还要有大

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现代化训练保

障 。 如 此 ，才 能 把 新 装 备 技 能 练 到 极

致、把性能用到极限，有效供给新质战

斗力，提高我军整体作战能力。

让新装备转化为新质战斗力
■卜启庚

某部党委坚持下大力破除影响制约

战斗力建设的短板弱项，围绕加强新型

作战力量人才培养、全面提升基层治理

水平、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等难题攻关，

取得了一大批实践成果。他们这种向难

攻坚、难中求成的做法，树立和践行了正

确的政绩观，值得学习借鉴。

习主席强调，“我们从来都是在风雨

洗礼中成长、在历经考验中壮大”。艰难

困苦，玉汝于成。成就一番事业，往往需

要战胜各种困难。解放战争时期，刘邓

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因“没有后方”而

困难重重。邓小平同志说，“共产党员的

特点是越困难越有劲、越团结”。事实一

再证明，没有艰苦奋斗，哪来波澜壮阔？

绚烂的光彩，往往藏匿于困难背后。如

果没有“自找苦吃”的精神，没有“啃硬骨

头”的劲头，总想着轻轻松松、敲锣打鼓

就收获颇丰，无异于痴人说梦。

焦裕禄同志是我们党向难攻坚、难

中求成的标杆。他初到兰考时，正值豫

东地区遭遇严重的内涝、风沙、盐碱灾

害，党组织找他谈话，告诉他兰考是一

个最贫穷、最困难的县。面对困难，焦

裕禄没有半点退缩，诚恳地说：“感谢党

把我派到最困难的地方，越是困难的地

方，越能锻炼人。”大事难事看担当，有

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正是凭着

敢于“在困难面前逞英雄”，坚持“越是

艰险越向前”，焦裕禄带领群众攻坚克

难，找到了根除“三害”的办法。

很多时候，困难是客观存在的。对

待困难的态度，决定工作状态和事业成

就。对领导干部而言，不怕困难、攻破难

关，不仅能收获成长、积累经验，还能创

造业绩、成就非凡。可以说，难中求成是

磨炼，更是营养；是锻造，更是收获。倘

若惧怕困难，稍遇一点风浪就退缩，结果

只能是停滞不前，甚至走下坡路。现实

生活中，仍有少数领导干部不能正确对

待困难，有的缺乏攻坚精神，视难题为畏

途；有的缺少辩证思维，看不到困难背后

的机会；还有的缺少创新意识，在困难面

前败下阵来。如此一来，就很难战胜困

难，取得突破，赢得胜利。

比之过去，我们遇到的难题并不少，

向难攻坚、难中求成的精神和行动决不

能丢。今天，我国国家安全形势严峻复

杂，只有加快锻造可信可靠、随时能用的

实战能力，才能应对风险、战胜挑战；只

有突破自身瓶颈，将科技优势转化为制

胜优势，才能走在前列、跑赢对手……这

其中，必然会碰到很多“娄山关”“腊子

口”，需要领导干部不避难、真解难，在知

难而进中成就事业，在敢想敢干中开辟

通途。

向难攻坚、难中求成，贵在心有定

力、手有实招。事实上，“困难最害怕脑

和手的团结”。面对困难，一些人可能

会有两种表现，一种是思想上恐惧，另

一种是行为上胆怯。因此，取得同困难

作斗争的胜利，既要从思想上战胜它，

又要从行动上打败它。这就需要脑和

手共同发力，真正在头脑中形成不怕困

难的决心意志，进而在行动上采取有效

措施去克服它、消除它。

向难攻坚、难中求成，最终要见真

章、见实效。就像解题一样，找到答案

才是关键。领导干部要迎着困难找办

法，以“有解”的决心攻克看似“无解”的

问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对于

“老大难”问题，可以开拓思路，以创新

的方法求解；对于新生的难题，可以学

习研究，在研机析理中找到“钥匙”。领

导干部只要坚定“必解”的信念，拿出

“有解”的措施，眼前的困难就会变成向

上的阶梯，“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就

能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

向
难
攻
坚

难
中
求
成

■
陈
东
方

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 、

私二字。如何做到一心为公、不谋私

利？彭德怀同志的“保公三诀”为党员

干部提供了方法，也提出了党性修养

的具体要求。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彭德怀收到

了许多慰问品，他叮嘱警卫员景希珍

“管起来，分下去”。景希珍坚持按规

定分配，对别人的不合理要求坚决拒

绝。彭德怀表扬了景希珍：“管‘公’的

人就要这样：第一，自己不贪；第二，别

人不送；第三，敢把厚脸皮的上司、熟

人 挡 回 去 。 有 这 三 条 才 保 得 住 一 个

‘公’！”这三条被称为“保公三诀”。彭

德怀一辈子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彰显

了 清 正 廉 洁 、公 正 严 明 的 政 治 本 色 。

今天的党员干部要在作风建设上走在

前列，就要模范带头、以身作则，用行

动践行“保公三诀”。

“ 保 公 三 诀 ”浑 然 一 体 、相 辅 相

成。党员干部要保持一颗公心，坚持

公 平 公 正 ，首 先 要 自 己 摒 弃 私 心 、不

贪不占。倘若自己的手不干净，也就

无法要求他人，自然不可能一碗水端

平。其次，不给送礼者留“后门”。只

要 自 己 一 身 正 气 、一 尘 不 染 ，就 不 会

给别人以可乘之机。最后，还得能撕

下 脸 面 、坚 持 原 则 、不 卑 不 亢 。 对 于

公 共 利 益 ，总 有 人 想 利 用 关 系 和 权

力，多拿点、多占点。如果放任不管，

“公”字就会蒙尘。因此，维护公平正

义，尤其需要把那些爱占“小便宜”的

人给挡回去。

公生明，私生暗。当下，全党全军

正在推进作风建设走深走实。党员干

部弘扬优良作风，要看能否一心为公、

秉公用权、公私分明。新征程上，党员

干部只有坐得端、行得正，坚守原则、

站 稳 立 场 ，用 实 际 行 动 践 行“ 保 公 三

诀 ”，才 能 洁 白 朴 素 、两 袖 清 风 ，为 大

公、守大义、求大我，把口碑立在官兵

的心坎上。

用行动践行“保公三诀”
■杨淑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