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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提出，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为奋斗目标。他在新年贺词中又指

出，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这既为我

们指明了前进方向，又为我们明确了

工作路径，是党在新时代的科学认识

论和方法论。我党我军的历史实践也

证明，实现伟大梦想需要奋斗，达到美

好向往也惟有奋斗。雷锋就是这样一

个不懈奋斗的楷模。今年是毛泽东同

志“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发表55周

年，我们重温雷锋事迹，学习雷锋精

神，对在新时代履行新使命、以奋斗的

新作为创造美好的新生活，无疑有着

重要启迪和激励作用。

雷锋是有着远大理想的革命战

士，他在日记中多次写道“我要把青春

献给祖国最壮丽的事业”，并表示“永

远和群众牢牢地站在一起，为人类最

美好幸福的生活而斗争”。这充分体

现了雷锋的美好理想向往。这种理想

向往也代表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

往的精神层面的憧憬。为践行伟大理

想，雷锋矢志进行学习的奋斗。他把

党的科学理论当作人生的“粮食”“武

器”和“方向盘”，刻苦钻研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反复通读《毛泽东选集》

四卷，紧密联系实际，写下了充满理论

光芒和实践结晶的140多篇日记、90

多篇诗文书信讲稿，连毛泽东同志都

称赞此人懂点哲学。雷锋正是因为发

扬“钉子”精神，孜孜不倦地学习奋斗，

所以他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崇高的

思想境界，顽强的战斗品质，始终向着

人民的美好精神向往登高望远，不断

前进。这也启示我们，科学理论是美

好向往的灯塔，在重整行装再出发的

新征程上，我们必须认真学习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新

思想拓展新视野，变革新思维，用创新

理论指导创新实践，实现创新驱动，通

过真理学海的奋楫，朝着美好的理想

向往奋进，奔着中国梦强军梦的光辉

目标奋飞。

中国梦强军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

梦、官兵的梦，她代表着广大人民和官

兵的根本利益，承载着人民群众和干

部战士的幸福生活向往，这也是中国

共产党人的初心。雷锋就是一个不忘

初心、艰苦奋斗的代表。他时刻牢记

我党我军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那一段段至理箴言就是他行

动的真实写照：“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

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

之中去……”“我们吃饭是为了活着，

可活着不是为了吃饭。我活着是为了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是雷

锋的世界观、人生观；“我觉得人生在

世，只有勤劳，发愤图强，用自己的双

手创造财富，为人类的解放事业——

共产主义贡献一切，这才是最幸福

的。”“一个共产党员是人民的勤务员，

应该把别人的困难当成自己的困难，

把同志的愉快看成自己的幸福。”这就

是雷锋的价值观、幸福观。雷锋是这

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平时生活

十分俭朴，穿的袜子补了一层又一层，

用的搪瓷脸盆和漱口缸上面的瓷都掉

了也舍不得换新的，可当战友和地方

群众遇到困难、国家和集体遭受自然

灾害时，他慷慨解囊，无私奉献：他为

素不相识的大嫂买车票，匿名给患病

的战友父母家中寄钱，向驻地人民公

社一次就捐款100元。他“在工作上，

向积极性最高的同志看齐，在生活上，

向水平最低的同志看齐”，用艰苦奋斗

的精神去实现人民群众和广大官兵的

多彩生活向往。这也启迪我们，面向

未来要不忘本来，走进新时代要继续

发扬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

风，以造福人民为最大政绩，以服务官

兵为最大快乐，艰苦奋斗励斗志，破除

“四风”树新风，让青春之光闪耀在为

梦想奋斗的道路上。

“高楼大厦都是一砖一石砌起来

的”，美好的生活向往也需要一桨一楫

才能达到胜利彼岸。雷锋就是一个立

足本职岗位、从一点一滴做起的典

范。他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

行。作为一名军人，他苦练军事技术，

掌握杀敌本领，手榴弹投掷，他开始成

绩不及格，便加班加点地训练，虚心向

战友请教，最终取得优秀成绩；作为一

名驾驶员，他精心钻研专业技术，努力

提高工作能力，为了全排尽快学好汽

车驾驶，他带领战友们大胆创新，制作

了模拟操作台；外出执行战备任务，为

了确保在复杂条件下安全行车，他总

结出“四勤、三先、五不超、六不走、九

慢”的方法，成为专业行家里手。他保

持“一滴水”的情操，珍惜“一针一线”，

节省“一分钱、一粒米、一滴油、一度

电”，用于支援国家建设；他彰显“一线

阳光”的品格，“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积跬步而至千里、积小流而成江海，以

锲而不舍的奋斗，实现了成为一名共

产主义战士的美好精神向往。这也激

励我们，在建设强军伟业中，我们要立

足本职，把岗位当战位，不驰于空想，

不骛于虚声，一步一个脚印地抓好实

战化训练，踏踏实实地练兵备战，强化

打赢能力，锻造“四铁”部队，争做“四

有”新时代革命军人，以新时代的拼搏

奋斗实现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美

好向往，创造强军兴军的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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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的一天，我搭乘军卡到达西藏
军区某部的驻训地——喜马拉雅山脉北
麓，一个叫岗巴的地方。刚到营区，迎接
我的是随狂风乱舞的黄沙和一个带着黑
色面孔的男人。

黑色面孔的男人名叫杨晓刚。起
初，他只是协助我采访的报道员，但随着
交流的深入，他成了这篇文章的主角。

杨晓刚，西藏军区某部警卫勤务连
连部司机兼操作手，四级军士长，地地道
道的陕西人。杨晓刚话不多，作为报道
员，时常和战士“混”在一起，感动常有，
就拿着相机、摄像机跟着战士跑前跑后
记录下来，这就要求他比战士跑得更快、
跑得更勤。从 2012年开始，杨晓刚每周
拍摄一期兵的故事，6年间，素材装满了
6T的硬盘。他觉得，若是正在边关吃苦
的战士们能从他拍摄的故事里找到一点
笑声，他就很满足了。

在边防，吃苦是家常饭。该部驻训
地海拔 4810米以上，空气含氧量只有内
地的50%。此地常年刮“妖风”，一口饭能
嚼出半口沙。驻扎在这里的战士，迷彩
服是灰色的，面庞是灰色的，手掌也是灰
色的，每个人仿佛都自带“灰色滤镜”。
即便苦成这样，也没人有半句怨言。在
岗巴，我时常想，什么是革命英雄主义？

就是明知道很苦，仍然选择坚持。
2017年 12月，该部第一批驻训任务

结束，按照规定，杨晓刚可以回到拉萨营
区。离开这“鬼地方”应是求之不得的
事，但杨晓刚递上了继续驻训的申请书。
“其实，我就想寻找一个答案：老西

藏精神的新传人该是什么样子？”
“想明白了吗？”我问。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老西藏精神

的新传人就该这样。”说着，杨晓刚伸手
指向远方的一处沙坡，“你从北京来，应
该到‘好汉坡’上看看，要不要一起去？”

说走就走。我取出丝巾裹在脸上。脚
下踩的是沙，拍在脸上的也是沙，有点疼。
“好汉坡”是战士们口中传下来的一

个名字。据说，到这儿驻训的兵，每天总
少不了往返几次“好汉坡”开展体能和技
能训练。对于刚来的兵，这坡着实折磨
人，但想当个好兵，必须得过“好汉坡”这
关。杨晓刚说，自己也记不清到底爬过
多少次这个坡了。

远看，是一处平常无奇的沙坡，可真
爬起来，“好汉坡”是又高又陡，海拔
5200 多米，斜坡达到 60°。越往上爬，
空气越稀薄，没过多久，我开始手脚并
用，呼吸急促得很，脑袋也开始发蒙。在
“好汉坡”前，别说是肉身之人，即便是越
野车，也要么“开锅”，要么“趴窝”。

爬了整整 1个小时，到达“好汉坡”
坡顶时，我已是两手叉腰，大口喘粗气，
累得直不起身子。杨晓刚说了句话，让
我猛地抬起头来，“从‘好汉坡’上能望见
北京”。

果真？我抬起头来，远处除了一望
无际的黄色沙丘和漫天的沙尘暴，别无
他物，我哭笑不得。
“‘好汉坡’是一个能看见北京的坡，

是一个希望之坡。”杨晓刚继续说着，“能
爬上坡不是件容易事。累，那就对了，因
为我们正在走的是一段上坡路，一段崛
起的路。我们虽然身在边防，但所做的
一切，奉献的青春和热血，北京能看见，
人民能看见。”

杨晓刚的手机里一直保存着一张照
片，是他拍的战士的一双手。那双手，灰蒙
蒙的，指甲磨损，10指关节处红肿破裂。
“战士们的手就是这样，都是烂了又好，好
了又烂。年轻战士拥有的这双与年纪不
相符的苍老的手，是他们的精神勋章。”

看着照片，坐在漫天风沙里，我烫灼
于心。
“给你看这张照片，不是为了替战士

叫苦，而是为了让你看见高原战士在艰
苦中如何叫响‘更有作为’的铮铮誓言。”
杨晓刚转过头，认真地问我：“什么是‘边
关’，记者同志，这回，你感受到了吗？”

坐在沙丘里，听着耳边呼啸的风声，
我炸裂的脑袋里闪现了几个片段。“刚来
边关，觉得边关是呼吸急促，是头痛欲
裂，是彻夜难眠……行走几日，边关有了
更深的含义，是距离再远，绝不忘忠诚；
是氧气再少，绝不缺精神；是海拔再高，
绝不辱使命；是环境再苦，绝不破规矩。”
“头还疼么？吃点药会好些。”杨晓

刚从口袋里拿出一瓶红景天口服液递了
过来。

“你这是哆啦 A梦的口袋么。口袋
里还有啥，防晒霜？”我问。
“没有。”
“猜到你没有，不然你不会这么黑。”
“‘岗巴黑’是喜马拉雅山给岗巴军

人打下的印记，是祖国赠予的勋章。”
杨晓刚说，“好汉坡”上不仅能看见

北京，还能望见家的方向。想家的时候，
到坡上走走，成了杨晓刚的秘密。

杨晓刚的女儿名叫杨钰涵，“原本希
望把她培养成一个温柔乖巧的女孩子，
谁知道她把自己养成了一个女汉子。”

钰涵是杨晓刚和爱人在拉萨孕育的
爱情结晶。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她
就已经往返“绵阳——拉萨”几多回。神
奇得很，8个月大的钰涵第一次来拉萨
时，竟没有一点高原反应。
“女儿 6岁了，一年见她一次，一次

65天，每次见她都感觉很神奇，没有我
的日子，女儿怎么就出落得这么好看
了。”在杨晓刚的眼里，女儿是最美的。

谈起女儿，杨晓刚变得更安静，嘴里
直说“对不起”。因为她是军人的女儿，6
岁的小姑娘学会了将自己从拉萨“托运”
回绵阳。因为她是军人的女儿，6岁的
小姑娘学会了转身流泪……
“记者同志，咱回营区吧。我的小家

伙要睡觉了，我要回去陪她睡觉。”
夜晚 8点半，地处西藏岗巴的驻训

地，太阳还未下山。2900 公里外，四川
绵阳，月亮早已爬上枝头，一个名叫钰涵
的小女孩正在父亲讲的《小马过河》的故
事里甜甜地睡着了……

“好汉坡”上望北京
■汪 娜

如果可以穿越时空，我希望回到古
代丝绸之路上的西夏，在那个群雄争霸
的年代，竞逐风起云涌。

诚然，西夏王朝算不上辉煌，既无
盛世铭史，亦无华章流芳。但是，它国
弱兵强，安身于夹缝之间，勇斗豪强，举
足轻重。

1038～1227年，西夏人走过的 189
载征程中，南讨北伐、东挡西抗，和宋辽
金等强邻斗得死去活来，长期难分高
下，甚至局部握有优势。若不是内乱国
衰，我不敢妄言鹿死谁手，但至少蒙古
铁骑没那么快把它踏平。

遗憾的是，西夏未修史，后人难揭
秘。我们所知的故事，要么是《天龙八
部》中虚竹与梦姑的浪漫桥段，要么是
《贺兰雪》里的精彩演义。正史已尘封，
群雄皆沉睡，似乎很难考证。但是，我
们对比当时众邦国力，就能看出西夏人
穷气傲，军事实力不容小觑。

在 12世纪初，西夏的人口约为 300
万，面积 77万平方公里，略好于当时的
小邦大理，属于中下游水平。然而，它

却不畏强敌，长期与宋辽金及吐蕃诸部
分庭抗礼。那么，问题来了：十万西夏
兵，如何抵挡数十万兵甚至是百万雄
师？解开西夏的兵强之谜，不得不说其
兵力组成和战斗基因。

西夏是内陆小国，自然不会有海空
军种列阵，但它独有 3大特殊兵种，凭
此独步天下。首屈一指的，就是铁鹞
子。编配三千骁勇的铁鹞子由西夏开
国皇帝李元昊所创，堪称王牌骑兵。它
以世袭方式选拔，盔甲祖辈流传，造就
了流淌在血液里的忠勇。至少，在纵横
亚欧的蒙古铁骑出现之前，是彼时最强
骑兵。

我们今天回顾西夏军史，应当从中
得到启迪。那种“钩索绞联”“虽死不
坠”的悲壮，值得感佩；那种恒承永续、
族在军存的忠勇，值得尊崇。我们铸就
铁血军魂，不妨借鉴一二，矢志培育一
脉相承的忠诚品质。

如同现代战争中的步坦协同一
样，跟在铁鹞子后面的是步跋子。西
夏讲究兵种配合，常以铁骑突前、步兵

跟进，从而达成速战速决的奇效。西夏
步兵的速度与激情，有史料可考。据
《宋史·兵志》所载：“步跋子者，上下山
坡，出入溪涧，最能逾高超远，轻足善
走。”由此可见，步跋子是真正的陆地飞
虎，既能正面御敌，又能在山谷深涧“击
刺掩袭”。

91 年来，我军不仅由单一步兵成
长壮大为诸军兵种联合一体，近年更是
在改革中形成了军委管总、战区主战、
军种主建新格局。不论如何发展变迁，
我们都应有西夏步兵的那股拼劲，永远
不要忽视体能的支撑，在骨子里根植山
高我为峰的血性。

如果说，铁鹞子和步跋子属于西夏
的机械化或半机械化部队，那么，泼喜
军就是它的信息化部队。泼喜军虽以
骆驼搭载机动，却是技术密集的兵种。
这不是空穴来风。你看，他们将投石机
和骆驼结合一体，形成移动的火力，可
以走一路、打一程。西夏指挥层管理泼
喜军也堪称一绝：给正军（在编）每人配
马、驼各一，如管理不善倒毙需扣饷赔

偿，动物兵因此号称“长生马驼”。正是
将装备与军饷挂钩，致使蓄力不衰，军
力常盛。

当前，我军正按习主席指示要求，
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让科技伟力助
推“打赢战车”滚滚向前。我们不妨当
一回升级版的泼喜军，加强装备研发和
挖潜，不断获取战斗力建设新的增长
点。同时，严格推行装备管理责任制，
让“武器装备是第二生命”的观念深入
人心。

历史昭示后人，备战才能应战，善
战方可止战。你我何不向西夏精兵学
习，念好忠、勇、严“三字经”。把自己武
装得足够强大，居安思危，枕戈待旦，担
起强军固边的历史重任，圆梦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

梦回西夏战群雄
■晏 良

有人说，军人视军装为“第二皮肤”，
脱下它会痛不欲生。接到转业命令的那
天夜里，我把所有的军装整理好，抱进书
房，关上门，一件件穿上，一件件抚摸，再
一件件叠好，放进箱子里……从此以后，
军旅将是回忆，军装将为珍藏。

回顾军旅，心潮澎湃。19 岁那年，
我怀揣满腔热血和对绿色军装的美好憧
憬参军。记得接兵连连长家访时问我：
“为什么要当兵？当兵干什么？”我响亮
地回答：“我喜欢穿绿军装，当兵保家卫
国，光荣！”那份豪情令我终生难忘。

1998年是我军旅人生至关重要的一
年。那年夏季，我随部队参加了江西省
鄱阳湖段的抗洪抢险救灾任务。面对一
次次洪峰巨浪，官兵们以誓与大堤共存
亡的英雄气概，连续奋战40多天，硬是用
血肉之躯守住了这条“生命之堤”，保住
了 30多万父老乡亲赖以生存的千年古
城。作为一名战士报道员，我目睹了官
兵的英勇、百姓的爱军，不分昼夜采写了
百余篇稿件。抗洪结束后，由于表现突
出，我从一名士兵直接被提拔为军官。

我谨记选择穿军装的初心，肩负忠
诚使命，历经许多重大演练演训任务，组
织参与宣传了“铸剑旅长”“空中铁骑”
“南京路上好八连”等全国全军重大典型
的宣传。每一次受领任务，我都不敢懈
怠，以笔为枪，先后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
文章 2000余篇，荣立二等功 1次、三等功
3次。

伴随着军队改革的大潮，我穿了 24

个年头的军装从此变成一种记忆。面对
人生的“第二次就业”抉择，我苦恼过、彷
徨过、动摇过、也伤感过。高薪央企、政
府机关、“下海”创业……我考虑再三，最
终选择当一名人民警察。“你当兵苦了那
么多年，好不容易回归家庭，干吗非要当
警察？还没苦够累够呀？你是笔杆子，
很多单位抢着要你，为啥不去……”面对
亲友的关怀，我再次响亮地回答道：“当
兵多年，我早习惯了穿制服，对制服有割
舍不了的情结，我喜欢自己穿制服的样
子！军装换警服，初心不变，使命不变，
责任不变，我愿意为这身深蓝的警服奉
献下半生！”

2016 年春天，在百花怒放、百鸟歌
唱的时节，我如愿穿上了深蓝色的警服，
成为上海市公安局一名光荣的道路交通
人民警察。在边培训边工作的日子里，
我依然保持对生活的激情，开始努力用
笔书写我的崭新人生。我知道，在警察
队伍里，我还是一个“新兵”，要走的路还
很长很长，正如我在培训班上代表新入
警的 128 名军转学员表决心时说的那
样：转业不转色，干警要干好。

脱军装、穿警服是我的选择。解放
军和警察的称呼前面有着“人民”二字，
作为一名党员、转业军人，任何时候都不
能忘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换装不能
褪色，要时刻牢记自己的入警誓言。在
如愿第二次穿上制服的那个夜晚，我写
了一首小诗自勉：

花开的春天，很美/奋斗的日子，难

忘/当辉煌变成了难忘的回忆/忘不掉

的，是生活恩赐的磨难，脚步承载的坚

强/闭上眼，问苍天/苦与乐，成和败/风雨

阳光同样浪漫/请相信/穿上这身警服/依

然无悔无怨/我所做的一切/是为了美

丽、幸福和平安。

花开的春天
■葛传宝

山村夜行（国画） 王 华 作

唱起军歌

就浑身热血激荡

像春风弥漫军营

似号角响彻练兵场

雄浑而又高亢

青春而又阳刚

流淌着祖国的嘱托

流淌着民族的希望

流淌着祖祖辈辈的憧憬

流淌着世世代代的梦想

唱起军歌

就满怀豪情奔放

不忘初心

建设世界一流军队

牢记使命

挑起大国重任担当

信念在军歌里坚定

理想在军歌里闪光

力量在军歌里汇聚

意志在军歌里顽强

骨气在军歌里迸发

血性在军歌里疯长

钢枪在手里牢牢筑巢安家

长城在胸中高高耸起脊梁

军歌声声

越唱越响亮

大地舒展繁茂葱茏

蓝天写满明媚安详

唱起军歌
■赵玉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