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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训论战

近日，西部战区陆军某旅对标实战

打破传统训练思维，夜训不再固定时间

节点，从傍晚到深夜，从凌晨到黎明，

“战斗”随时可能打响。此举不仅有效

提升了该旅的夜战能力，也进一步树牢

了官兵随时待战、随时能战的思想。

现代心理学表明，心态决定行为、影

响行为。有怎样的心态，就会有相应的

行为。军队因战而生，军人为战而存。

对军人而言，世界上没有什么比练兵打

仗更重要的事了，以不打仗心态做打仗

准备，军人的血性就会一天天被销蚀，最

终在战场上付出血的代价。“来如天坠，

去如电逝”的蒙古大军在建立元朝后战

斗力锐减，主要原因是其将领们“心在家

上、财上，不思战场”；李自成的大顺军在

占领北京后迅速溃败，一个重要原因是

将领们不思金戈铁马，常思声色犬马。

一支支曾经摧枯拉朽、不可战胜的军队

废弛战备的悲剧警示我们：只有时刻把

心思精力用在练兵备战上，才能始终保

持箭在弦上的战备状态。

军要务战，兵要思练。党的十八大

后，习主席第一次到部队视察，就明确

指出一些官兵不同程度地滋生了当和

平官、和平兵的思想；在古田全军政治

工作会议上，警醒全军长期和平环境是

个严峻考验，如果贪图享乐，就会染上

“和平病”。在多个重要场合，习主席进

一步指出我军练兵备战工作紧不起来、

实 不 起 来 ，思 想 根 子 是 不 少 官 兵 得 了

“和平病”，以不打仗的心态做打仗的准

备 。 这 些 重 要 指 示 ，指 明 军 中 百 弊 之

源，直击练兵备战的大敌大害。当兵就

是要打仗，必须剔除精神上的懈怠，铲

掉思想上的锈蚀，真正使战斗队意识在

头脑中深深扎根。

“宜将剑戟多砥砺，不教神州起烽

烟。”今天的中国，行进到以中国式现代

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

关键时期。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

进，国际形势异常复杂严峻，我国面临

的外部安全环境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

多，迫切需要广大官兵全部心思向打仗

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劲，真想打仗

的事情，真谋打仗的问题，真抓打仗的

准备，更好地以强军支撑强国。

做好打仗准备，首要是摒弃“不打

仗”的心态。思想的锈蚀比枪炮的锈蚀

更可怕。历史上，从练兵场上走出去的

既有常胜之师，也有败军之旅。胜败之

间 ，就 在 于 平 时 有 没 有 强 烈 的 打 仗 意

识。当年，针对少数同志因为抗日战争

胜 利 而 产 生 和 平 幻 想 的 现 象 ，刘 伯 承

同志把一些高级干部带到一个练兵场，

拿起步枪，连打 3 枪，然后对大家说：“今

天打靶，既是技术上打靶，也是政治上

打靶。我们要打掉一些干部特别是高

级干部头脑里的和平麻痹思想。”走进

新时代，担当新使命，夺取新胜利，迫切

需要多几次这样的“政治打靶”，强化忧

患意识、危机意识，真正使官兵做到时

刻紧绷打仗这根弦，时刻肩扛打赢这座

山，时刻等待出征这道令。

做好打仗准备，关键是提升练兵备

战 的 质 效 。 战 争 准 备 是 不 流 血 的 竞

赛。只要战端未开，战事未启，战争准

备“永远在路上”，准备工作都是“进行

时”。必须积极思考“将来时”，认真筹

划“现在时”，不能留恋“过去时”。多年

没打仗，我们的对手不可能停滞不前，

未来战争也不可能等我们把一切准备

好了再打。要坚决纠治危不施训、险不

练兵、训练“硝烟味”不够等问题，紧紧

扭住训练难点、备战弱点、对抗险点，严

格落实训练从严、演练求实、考核求细

要求，大抓实战化训练。特别是要大力

发展新型作战力量，推动新质战斗力加

快提升，打造更多克敌制胜的战略“铁

拳”，牢牢掌握军事竞争主动权，赢得军

事发展新优势。

做好打仗准备，重点是领导干部以

身 作 则 。 观 国 者 观 君 ，观 军 者 观 将 。

习 主 席 一 针 见 血 地 指 出 ，我 军 还 存 在

“两个能力不够”“五个不会”等诸多问

题，这警示我们：问题在领导干部，重点

也在领导干部。新时代领兵挂印的指

挥员，必须让“当兵打仗、带兵打仗、练

兵打仗”和“任期内打仗”的意识在头脑

中深深扎根，带头研究军事、研究战争、

研究打仗，不断提高战略谋划能力、真

打实备能力、改革创新能力、科学管理

能力、狠抓落实能力，身上的千钧重担

才能稳稳挑起，身后的千军万马才能势

如破竹。

“ 兵 者 ，百 岁 不 一 用 ，然 不 可 一 日

忘也”。我们不希望打仗，但一定要随

时 做 好 应 对 最 危 险 敌 人 、最 复 杂 情 况

的 准 备 ，事 事 以 提 升 战 斗 力 为 根 本 目

的，时时以能打胜仗为根本指向，“收

拾全副精神只在一处”，不战则已，战

则必胜。

决不能以不打仗心态做打仗准备
■李韶伟

“战场上没有微不足道的对手。”

在某部组织的一次对抗演习中，一位

红 方 指 挥 员 被 自 己 认 为 的“ 弱 手 ”扭

转 翻 盘 后 ，说 出 的 这 句 话 ，让 参 演 官

兵深有同感。

在你死我活 、充满激烈对抗的战

场上，可以说没有一个对手甘愿俯首

称臣、情愿将胜利果实拱手相让，有的

只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历史一

再证明，低估对手有百害而无一益；任

何觉得对手微不足道的想法，往往都

是失败的先兆。

拿破仑有句名言：“永远别以为敌

人比你愚蠢。”其意在提醒世人，你聪

明，敌人也不愚笨；你厉害，敌人也不

是不堪一击。然而在滑铁卢之战中，

拿破仑还是犯了过度自信的错误，对

对手、对敌情轻描淡写、满不在乎。在

一次早餐会上，他兴高采烈地对部属

讲：“我们获胜的机会至少是 90%，而

失败的可能性不到 10%。”在拿破仑眼

里，威灵顿的杂牌军队一触即溃。结

果却是，拿破仑不仅输掉了此次战役，

最终也输掉了整个帝国。

古 人 云 ，骄 兵 必 败 ，哀 兵 必 胜 。

骄兵之所以必败，就在于把作战对手

看扁了、看轻了、看弱了，认为一阵炮

火猛攻对手便溃不成军，几个回合下

来 对 手 就 会 束 手 就 擒 。 这 显 然 只 是

自己的主观臆断。战争史上既有“大

鱼吃小鱼”的战例，也不乏“蚂蚁啃大

象”的奇观。战争作为一种活力对抗

行 为 ，时 时 处 在 动 态 变 化 之 中 ，在 其

尘 埃 落 定 之 前 ，什 么 事 都 有 可 能 发

生，任何时候都不可骄傲自满。1588

年，西班牙无敌舰队与英国海军舰队

展开事关国家命运的生死决战，最后

以 无 敌 舰 队 惨 败 而 告 终 。 号 称 无 敌

的 西 班 牙 舰 队 真 的 无 敌 吗 ？ 战 争 结

果 告 诉 我 们 ，无 敌 舰 队 正 是 败 在“ 眼

中无敌”上。

毛泽东同志曾说：“当着我们正确

地指出在全体上，在战略上，应当轻视

敌人的时候，却决不可在每一个局部

上 ，在 每 一 个 具 体 问 题 上 ，也 轻 视 敌

人。”这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战略上藐

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之所以强

调“战场上没有微不足道的对手”，就是

提醒指挥员在每场战争中，都要先摸清

敌我双方的优劣，坚决摒弃轻敌思想，

全心全意备战，全力以赴战斗。

尤其要看到，现代战争信息化程度

不断提高、智能化特征日益显现，往往

是系统战、整体战、一体战。有时看似

只是在与一支部队战斗，实则其幕后有

一个庞大的作战集团在支撑；有时看似

只是在与薄弱的单兵相搏杀，实则是在

与他们的整个作战体系相抗衡。过去

讲对手是困兽犹斗，现在看对手则可能

是困兽非困、孤军不孤；过去或许认为

对手微不足道，现在看任何对手都应是

微亦可道、微亦足道。看不到、认不清、

把不准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

就无法把握胜券。

战争中轻敌是大忌，是失败的祸

根。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面对并不

安宁的世界局势，对任何对手都不能

掉以轻心，必须搞清研透对手的长处、

对手的短板、对手的变化，细而又细地

制订多种方案，做到一场战争多种预

案、一次行动多手准备。唯有如此，方

能立于不败之地。

（作者单位：陆军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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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在河南考察时指出，“不要

把写了多少万字的学习心得作为学习

成绩”“讲空话、搞作秀，毫无用处”。这

告诫我们，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学习教育决不能搞形式主义，必须

务实功、求实效。

撰写学习心得，本是为提高学习教

育效果所采取的措施，意在加深对学习

教育内容的理解，但个别单位却在具体

实施中走了样。有的单位以心得字数

篇数的多少来评价学习效果；有的党员

干部过度雕琢文字、刻意堆砌篇幅，只

为应付检查……这些学习心得看似记

录了思考、体现了重视，却未必是内化

于心的果实，更非实践能力的凭证。若

将写“学习心得”等同于取得“学习成

绩”，极易落入形式主义的窠臼，既弱化

了学习效果，也破坏了学风，违背了开

展学习教育的初衷。

虚谈废务，浮文妨要。学习教育

的效果归根到底要看作风建设的新变

化 、部 队 建 设 的 新 实 效 ，脱 离 实 践 的

“学习心得”写得再厚，终究只是纸上

谈兵。应创新学习教育形式方法，改

进学习教育的评价方式，立起正确导

向，在促进党员干部带着问题学、联系

实际改上下功夫。当我们将学习教育

的评价从“心得写了多少字、多少页”

彻底转向“问题具体解决了多少”“作

风建设改进了多少”“官兵满意度提升

了多少”，才能确保学有质量、查有力

度、改有成效。

莫把学习心得作为学习成绩
■徐 博

20 世纪 30 年代，在菲律宾工作的

波莉受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及其夫人海

伦·斯诺的影响，积极支持中国抗战。

1941 年，她途经香港来到中国。宋庆龄

女士听说后，就把自己心爱的旗袍送给

了她，请她穿上旗袍，向美国人民介绍

中国的抗战。波莉没有辜负宋庆龄的

重托，穿着这件旗袍，为中国的抗战奔

走呼喊，成为外国友人支持中国抗战的

一段佳话。

纵观世界历史进程，从来都有一种

决定性的力量，那就是正义的力量、人

民的力量。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穷兵

黩武 、侵略扩张者，逆流而动，不得人

心，最终必然失败，这是历史的铁律。

和平正义的力量，顺应历史潮流，具有

顽强生命力和非凡创造力，必然能克敌

制胜，这也是历史的铁律。

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指出，

“中国的短处是战争力量之弱，而其长

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进步性和正义性，

在其是一个大国家，在其国际形势之多

助”。正因为许多外国友人认识到中国

抗战的重大意义，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

国，与中国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甚至献

出了宝贵生命。

白 求 恩 ，一 名 坚 定 的 共 产 主 义 战

士 。 他 不 远 万 里 来 到 条 件 艰 苦 的 中

国，投身到抗日战争中，帮助八路军培

养 了 一 批 急 需 的 医 护 人 员 ，冒 着 枪 林

弹 雨 ，带 着 医 疗 队 转 战 晋 察 冀 边 区 多

个 战 场 ，在 极 端 艰 难 的 环 境 下 救 治 了

大 批 伤 病 员 ，赢 得 了 根 据 地 广 大 军 民

的尊敬和爱戴。

斯诺，第一个到红色革命根据地采

访的西方记者。他撰写的《红星照耀中

国》，让 世 界 第 一 次 了 解 了 中 国 共 产

党。有学者这样评价：斯诺起了具有世

界历史意义的重要作用，因为他推动美

国以至世界舆论接受中国共产党作为

盟友参加反对国际侵略的斗争。

库 里 申 科 ，援 华 苏 联 空 军 志 愿 队

大 队 长 。 1939 年 ，他 和 战 友 受 苏 联 政

府派遣，率两个“达沙式”轰炸机大队

来 到 战 火 弥 漫 的 中 国 ，投 入 到 中 国 人

民 抗 日 战 争 的 洪 流 。“ 我 像 体 验 我 的

祖 国 的 灾 难 一 样 ，体 验 着 中 国 劳 动 人

民 正 在 遭 受 的 灾 难 。”他 曾 这 样 诉 说

自己的心声。

拉 贝 ，在 日 军 攻 占 南 京 后 对 民 众

进 行 野 蛮 屠 杀 的 危 急 关 头 ，联 络 了 其

他 十 几 位 在 华 外 国 人 士 ，设 立 了“ 南

京 安 全 区 ”，为 许 多 中 国 人 提 供 了 栖

身 之 所 。 他 在 日 记 里 写 道 ，“ 今 天 善

待 我 30 年 之 久 的 我 的 东 道 主 国 家 遭

遇了严重的困难……我们难道不应该

设 法 帮 助 他 们 吗 ”。 他 的 日 记 详 细 记

录 了 南 京 大 屠 杀 情 况 ，成 为 后 人 研 究

这段历史的重要证据。

还 有 柯 棣 华 、马 海 德 、史 沫 特 莱 、

爱 泼 斯 坦 …… 中 国 人 民 永 远 不 会 忘

记 ，世 界 上 爱 好 和 平 与 正 义 的 国 家 和

人 民 、国 际 组 织 等 各 种 反 法 西 斯 力 量

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给予的宝贵援助

和支持。正如 1943 年 12 月 1 日《大众

日报》发表的社论中所说：“我们的斗

争 不 是 孤 立 的 ，我 们 不 仅 有 社 会 主 义

国家苏联，同盟国英美，和全世界反法

西斯人士的援助，就是在轴心国家中，

也 有 不 少 反 法 西 斯 人 士 在 关 心 我 们 、

援助我们。”

从一个方面看，得道者，天助之；从

另一个方面看，助人，也就是助己。当

时，中国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毅然派

出许多优秀儿女奔赴世界反法西斯战

场，与正义力量勠力同心、并肩作战。

中国远征军将领戴安澜远赴缅甸，

浴血奋战，壮烈牺牲；东北抗联战士刘

义权 13 岁参军，同苏联红军一道参加

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定居比利时的中

国人钱秀玲智勇周旋，救下 100 多名比

利时平民的生命；中国外交官何凤山发

放“生命签证”，帮助许多犹太人免受迫

害和屠杀……正义善良的人们义无反

顾跨进同一条战壕，共同抗击邪恶，散

发出高尚的人道主义之光。

鉴往事，知来者。得道多助、失道

寡助的真理颠扑不破。今年 9 月 3 日，

一场弘扬抗战精神、体现时代特色、具

有大国气派的阅兵盛典将在天安门举

行 ，中 方 将 邀 请 为 中 国 抗 战 胜 利 作 出

贡献的国际友人或其遗属代表到现场

观 礼 ，以 展 示 国 际 间 的 友 好 合 作 和 对

抗战胜利的纪念，汇聚珍爱和平、弘扬

正义的国际力量。在纪念活动的标识

上 ，象 征 全 民 族 众 志 成 城 奋 勇 抗 战 的

长 城 ，与 寓 意 中 国 人 民 同 各 国 人 民 团

结 起 来 珍 爱 和 平 、维 护 和 平 的 橄 榄 枝

交相辉映，意味深长。

向着未来前行，中国人民将携手世

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坚定做历史

记忆的守护者、发展振兴的同行者、国

际公平正义的捍卫者，共同创造人类更

加美好的未来。

得道多助 失道寡助
■向贤彪 王 江

网络时代，搜索引擎成为生活中常

用的一种工具，只要指尖轻点，答案即

现。但我们要清醒认识到，无处不在的

搜索框既为我们获取信息提供了极大

便捷，又可能会在无形中让我们养成思

索的惰性。在充满变数、激烈对抗的军

事领域，这一现象尤须警惕。

搜索是获取信息的捷径，思索则是

照亮迷途的灯火。搜索引擎再神通广

大，亦如一副拐杖，能助行却不可完全

取代脚步；真正的思想跋涉，仍需靠我

们自己丈量。作为肩负特殊使命任务

的军人，如果缺少独立而深刻的思考能

力，在形形色色的海量信息面前，就容

易迷失方向、不知所措；面对相同或类

似观点的反复推送，就容易偏听偏信、

一叶障目。在马岛战争中，为了能在马

岛西北部的圣卡洛斯港登陆，英国军队

通过发布英军准备在马岛南部登陆的

“假消息”和连续空袭马岛南部达尔文

港、古斯格林机场等目标的“假动作”，

最终达到了瞒天过海的目的。相比之

下，阿根廷军队在情报信息判读上过分

依赖雷达系统，决策者面对大量的情报

信息缺乏周密地甄别研判，忽视了对手

实施“声东击西”战役企图的可能性，最

终导致失利。

未 来 战 场 是 一 个 信 息 涌 流 的 战

场 。 从 一 定 程 度 上 讲 ，随 着 科 技 的 发

展 ，战 争 已 置 于 开 放 的 信 息 流 和 四 通

八达的网络中。虽然这种变化让搜索

各 种 信 息 不 再 成 为 难 事 ，但 信 息 量 的

骤增使得指挥决策者更加需要提升对

信 息 的 对 比 、筛 选 、判 别 、融 合 能 力 。

这种能力不能仅依赖于各种人工智能

工具的收集计算、分析模拟，更需要指

挥 员 发 挥 主 观 能 动 性 ，只 有 通 过 深 刻

的思索、发现特殊的视角，才能洞察其

暗藏的玄机。

“剑虽利，不厉不断；材虽美，不学

不高。”智能工具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助

推战斗力建设，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性

能指标，还取决于使用者的理念智慧。

一方面，应充分解放思想，紧盯军事斗

争准备创新人工智能建设和运用模式，

把技术优势变为作战优势，使战场更加

透明、信息更加通畅、数据更加精准，尽

可 能 从 战 场 感 知 层 面 减 少 战 争 阻 力 。

另一方面，应努力克服对技术依赖带来

的思维惰性。某合成营在演习中设置

“反侦察干扰”课目，要求官兵在信息紊

乱 时 靠 传 统 手 段 完 成 任 务 ；某 学 院 将

“无网络推演”纳入必修课，引导学员回

归战场本质逻辑。这种“思维破壁”的

训练，正是为了让技术成为思维的延伸

而非桎梏。

今天，当我们置身信息化智能化战

场，每一次敲击键盘、点击鼠标前后，必须

深切叩问：我，思之否？唯有将那闪速抵

达的信息放入大脑中反复思索，方可拨开

“战争迷雾”，做到知彼知己，实现“运筹帷

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会“搜索”更要善“思索”
■文/卢永超 刘 斐 图/周 洁

画里有话

玉 渊 潭

习主席在山西考察时指出：“要抓

紧抓细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

习教育后续工作，查摆问题要真，整改

措施要实，确保取得实效。”习主席的

重要指示，对从严从实推进学习教育

作出了部署，也为党员干部做好对照

检查提出了明确要求。

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对照检查材

料如何写，问题原因从哪找，整改措施

实不实，关系到学习教育的成效。对照

检查不往实里走，问题整改就无法往深

里去。现实中，党员干部撰写的对照检

查材料，有的不聚焦，撇开清单、漫无边

际；有的不具体，大而化之、似是而非；

有的不深入，避重就轻、遮遮掩掩；还有

的甚至直接网上抄抄、书中找找、粘贴

复制、应付了事。结果是对照检查没有

对照自己，检查成了“隔靴搔痒”，材料

成了“千人一面”，问题“似曾相识”，原

因“高度雷同”，举措也“空洞无物”。这

反映出少数党员干部作风漂浮，是典型

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表现。

撰写对照检查材料，是一个自我认

识、自我净化、自我提高的过程。党员

干部只有认真对照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真心剖析问题找原因，诚心拿出举措抓

整改，才是对组织和官兵负责，也是对

自己负责。应提高思想认识，真正理解

“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目

的何在。要坚持把自己摆进去，联系实

际，把病灶挖出来、把靶子立起来，做到

见人见事见思想。如此，才能发挥对照

检查的作用，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干

事创业。

对照检查材料必须求真务实
■马 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