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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 真 学 习 贯 彻 党 的 十 九 大 精 神

八一时评

长城论坛

玉渊潭

例既为成例，自然是约定俗成的、广为通行的，它就像一种环

境，置身其中，很难不受影响。如何自处、如何应对，可看出一个人

对名节的态度、对原则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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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要有新作为，必须有新的

精神风貌。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

时代使命任务，必须胸怀历史与时代的

大格局，在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征途中

放飞理想、一展抱负。

一个人内心的格局，很大程度决定

了他的境界觉悟、精神状态。如果心里

装的是党、国家和军队，人生的舞台就

会宽广无垠，人生的奋斗就会激情四

射；如果装的是自己的“五斗米”，就容

易固守狭小的利益藩篱，患得患失、畏

首畏尾。内心格局大，人生的方向感便

强，担当精神就足，面对逆境挫折就能

挺胸向前。“谋大事者首重格局。”我们

立身处世、干事创业，内心必须要有大

格局。

回顾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

族谋复兴的伟大历程，胸怀大格局一直

是我党我军的优良品格和鲜明特征。当

年，彭湃面对众多佃农，毅然烧毁地

契，抛却“鸦飞不过的田产”，就是因

为“民族已到存亡之际”；我军官兵面

对枪林弹雨而无畏，前赴后继，不惜血

染战旗，就是因为国家正经历民不聊生

的深重苦难。“格局决定结局，态度决

定高度”，这就是我们党和军队能几经

挫折而不断奋起、历尽苦难而淬火成钢

的一个重要原因。反观国民党，抗战胜

利后，他们派出的接收大员争票子、争

女子、争房子、争位子、争车子，上演

“五子登科”，弄得乌烟瘴气。他们之所

以丢了人心、败了事业，至少是因为欠

“格局”二字。

党的十九大，让世人再次看到并赞

叹我们党的“大格局”。报告中，提到人

民，是要满足其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提到共产党人，更多的则是要肩负

起新时代历史使命。“科技强国”“质量

强国”“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

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世界一流

军队”“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幅幅

图景，充分展现了我们党宏阔远大的发

展视野、强国强军的历史担当。

宏图的绘就，源于心有大格局；愿景

的实现，需要心怀大格局。毋庸讳言，我

们现在的物质条件相比过去要好得多，

而身处盛世、安享和平极容易改变一个

人的心境，“舒舒服服过好眼前的小日

子”“琢磨着干点自己的事”，如今持这种

心态的人并不少。享受这个时代的美好

无可厚非，可如果丢掉了理想信念，贪图

安逸和享乐，又怎能沿着初心的方向继

续前行？如果缺乏对党、国家和军队命

运的大担当，只顾一己之利，又怎能获得

可持续的幸福感？如果缺乏干事业的激

情，遇难退缩、裹足不前，又怎能带领大

家啃下一个又一个硬骨头？对党员干部

而言，格局大小非但不是私事、小事，还

是必须认真对待的大事。

“枪膛中有国家的命运，弹壳里是

人民的希望。”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决

定了全军官兵必须有大格局、大担当。

现在，我国正处在由大向强一跃发展的

关键阶段，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

严峻。军事斗争是进行伟大斗争的重

要方面，打赢能力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战

略能力。在世界大变革、格局大变动、

利益大调整的时代，亟需我们强化奉献

意识、加快强军步伐。实现党在新时代

的强军目标、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是压在我们肩头的共同担子。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提供战略支撑，靠决心意志更

靠本领实力，需要我们加强练兵备战，

平日里多想操枪弄炮、少想出名挂号，

多想军队前途、少想个人后路。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潮流浩浩

荡荡。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奋进者、

搏击者，而不会等待犹豫者、懈怠者、畏

难者。只要我们坚定理想信念，志存高

远、脚踏实地，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

精神落实党的十九大作出的战略安排，

扎实做好各方向各领域军事斗争准备，

全面提升新时代备战打仗的能力，我们

就一定能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强国

强军事业贡献自己的精彩！

胸怀大格局 担当新使命
——以新姿态扬帆新时代⑨

■周赤龙

新时代是充满无限可能的“梦工

厂”，是跃进雄飞的海阔天空。青年官

兵实现人生出彩、不负使命重托，就要

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勇做

时代的弄潮儿”。

青年充满活力与朝气，充满激情与

梦想，在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

气。今天的青年群体就是未来社会的

主体，他们最肯学习最富冲劲，最少保

守最具创造性，不仅是未来的力量，也

是现实的力量；不仅是传承的力量，也

是创新的力量。正因此，习主席多次强

调：“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

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一个时代的精神是青年代表的精

神。当年采访红军的美国作家尼姆·韦

尔斯，在《续西行漫记》中写道：“使我印

象最深的却是那使这支军队有独特性

的两点——年轻和牺牲精神。”红军队

伍，战士平均十七八岁，由二十出头的

师、团长带领，在一批三十岁上下的将

领指挥下，所向披靡。可以说，正是这

支年轻队伍的坚定信念、如火激情，引

领民族复兴走向了光明前景。他们不

愧为时代的弄潮儿、使命的担当者。

青年是部队官兵的主体，强军兴军

是朝气蓬勃的事业。无论是边防海岛

大漠的戍守，还是硝烟弥漫演训场的对

抗；无论是装备技术前沿领域的攻关，

还是抢险救灾维和的冲锋，处处都是青

年官兵的舞台，处处都呼唤青年官兵笃

志坚守、攻坚克难、积极进取。我们可

以看到，无数“惟知跃进，惟知雄飞”的

青年官兵正活跃在军队各领域各战线

上，他们在艰苦边远地区、基层一线部

队、技术攻坚平台苦练本领、踏实奉

献。在强国强军征途上，他们是现实的

榜样、未来的栋梁。

青春是用来奋斗的。青年时期多

经历一点摔打、挫折、考验，有利于走好

一生的路。现在，新军事革命的潮流千

帆竞渡，新时代的使命任务召唤在前，

青年官兵理应直面风浪，把自己锻炼成

本领过硬的水手。但要看到，少数青年

官兵怕苦怕累、求稳求逸。正所谓“清

明不拆絮，到老不成器”，如果止步庭院

里、置身温室中，又岂能架海擎天，做成

一番事业？

诗人詹拉·洛威尔曾说：“新的时势

赋人以新的义务，时间使古董变得鄙俗，

谁想不落伍，谁就得不断积极进取。”新

时代是干事创业的大舞台、好时代。重

担压肩、战鼓催征，只要我们坚定强军志

向、投身强军实践、干好强军事业，就一

定能实现青春价值、圆梦青春岁月。

（作者单位：武警中山市支队）

勇做时代的弄潮儿
■吴建民

近日，体育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

规范广场舞健身活动的通知》。通知

提出，不得在烈士陵园等庄严场所开

展广场舞健身活动。这一规定的出

台，不仅有助于规范广场舞健身活动

行为，而且有利于捍卫烈士尊严，保护

我们的精神家园。

烈士陵园是烈士安息长眠之地，

也是凭吊祭奠烈士，传承弘扬烈士精

神的重要场所。那些“拿出自己的生

命去殉我们的事业”的人虽已逝去，但

他们的英雄事迹和伟大精神却融入陵

园、遗址之中。烈士陵园不是普通景

观，而是我们叩问灵魂、探寻初心、汲

取力量的精神家园，有效保护好、忠实

传承好、合理利用好，能让历史历历在

目、让精神代代相传。

今年7月，一段视频曾引发网友热

议。郑州烈士陵园门口，每天都聚集

一些市民跳广场舞。一面是神圣的烈

士陵园，一面是嘈杂的音乐、呼朋引伴

的广场舞爱好者，如此反差鲜明的场

面，不仅破坏了陵园应有的庄严肃穆、

滋扰了烈士们的安息，某种程度上也

亵渎了陵园所寄寓的崇高和神圣。尽

管人人都有活动锻炼的权利，但这不

是在烈士陵园等庄严场所跳广场舞的

理由。我们难以理解，失去这种自觉

和清醒的人，对苍松翠柏掩映下的归

丘忠骨，那份该有的感恩、敬仰和尊重

哪去了？

亵渎烈士陵园的现象，不独是广

场舞。近年来见诸报端的问题，有把

陵园转换成商业墓地，有把陵园改造

成麻将馆和养鸡场，还有将陵园变成

晒衣场、烧烤园、卡拉OK角或商贩集

市……如此种种，令人愤慨。和烈士

陵园跳广场舞一样，为什么类似的问

题每次揭露出来，都会引来公众强烈

批评？这是因为，亵渎先烈、玷污净

土，伤害了社会共有的价值情感。

一个社会、一个民族，需要道德体

系，也需要核心价值；需要常情常理，

也需要大义大爱；需要平民化，也需要

高尚者。如果只有醒目的红线、触目

的底线，而没有仰望的“天线”，整个社

会就容易失去正能量的风向标，陷入

道德的迷茫、精神的迷失。烈士陵园

好比是一部凝固的革命史、一本无言

的教科书，值得永远去瞻仰和追思。

如果对革命烈士、历史传统失去深深

的敬畏和尊崇，又岂能以其所蕴含的

精神价值涵养自己、教育后人？

烈士是将生命价值发挥到顶点

的人，他们的高尚在于，“为了国家，

不仅要牺牲财产，就是牺牲性命，也

在所不惜，这就是报国的大义”。这

些年，国家出台《烈士纪念设施保护

管理办法》，并以法律形式设立“烈士

纪念日”，就是要让中华民族仰望先

烈，呼吸英雄们的气息，一步一步攀

向他们的精神高地。“感时思报国，拔

剑起蒿莱”的凌云壮志、“救国安有息

肩日，革命方为绝顶人”的英雄气概、

“裹尸马革英雄事，纵死终令汗竹香”

的战斗豪情，对今天的改革攻坚、创

业创新来说，依然都是弥足珍贵的精

神财富。

我们知道，保证烈士陵园庄严肃

穆、万古长青，光凭一代或几代人的情

感是远远不够的。至关重要的，是要

守护并涵养我们民族珍重历史真实、

珍重理想信念的精神信仰。只有这

样，才能在我们的心底，为故去的历史

和生命，为崇高的精神和理想，留下一

片神圣而宁静的地方。希望以“不得

在烈士陵园跳广场舞”开始，人人都自

觉感念先烈、保护陵园，珍视我们共有

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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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伟

信息时代的“龙卷风”，要求人们触

角更敏锐、应变更迅速，保持敏感也成

为适应社会、跟上时代的一种要求。可

与此同时，也有研究者提出：我们不仅

要有敏感，还要有“钝感”。

这里的“钝感”不是迟钝，而是以理

智与克制排除外界纷扰，以良好心态向

正确人生方向前行。显然地，“钝感”非

但不是“傻慢”，还是一种“不破楼兰终

不还”的决心、“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笃

定、“吹尽狂沙始到金”的坚守。面对纷

扰的人情、多变的风口、时现的逆境，为

什么现在许多人焦虑浮躁、处处掘井？

一个重要原因，不是因为他们缺乏敏

感，而是因为他们缺少“钝感”。

成大事不可无“钝感”。牛顿登上

科学的巅峰，是因为他“并没有什么方

法，只是对于一件事情很长时间很热心

地去考虑罢了”；丁肇中曾面对“不可一

世的反对意见”，却义无反顾埋头实验，

最终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揆诸这些

“大家”，他们的成功就像清代彭端淑笔

下那位往返西蜀到南海的贫僧，“一瓶

一钵而已”。一个人有这种纯粹的内

心、能够勇毅笃行，什么样的困难不被

踩在脚下？

“钝感”并不拒绝敏感，两者往往

不可分。敏感是“见事早、行动快”，

“钝感”是沉下心来钻、沉住气来干。

离开“钝感”，敏感就可能沦为一时冲

动；离开敏感，“钝感”就会造成过于

滞后。把两者有机结合，则既能远离

见异思迁的陷阱，又能保持专注、提

高效率。

现在，新军事革命的大潮风起云

涌。在争夺战略主动权的竞争中，人

人奋先、千帆竞渡。你搞“流星锤”，他

搞“追云剑”，战法战术层出不穷、眼花

缭乱。这个时候，“两耳不闻窗外事”

不行，人云亦云、亦步亦趋也不行。我

们只有对各种变化保持敏感、洞若观

火，对各种干扰保持“钝感”、笃定前

行，搞出符合我军特色、符合打赢需要

的那一套，才能在军事斗争中有效塑

造态势、管控危机、遏制战争、打赢战

争，凭过硬本领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

发展利益。

刘伯承元帅曾说：“与其有百发

一中的枪百枝，倒不如有一发一中的

枪一枝。”既保持敏感、又保持“钝

感”，在本职岗位上做到视野开阔、专

注深研，我们就能底气更足、把握更

大。朝着这个方向用力，人人成为强

军制胜途中“一发一中”甚至“百发百

中”的精兵、尖兵，我们的军队就能无

往不胜。

有敏感还应有“钝感”
■杨雄勋

名者，名节、声名；例者，成例、惯例。

两者不是一回事，却有着关联。观诸文

史，有的革例得名，有的畏例忘名，有的缘

例求名。其间高下清浊，自有分别。

陈其元的《庸闲斋笔记》中记载，五

茸的叶桐山任河间通判，负责发送粮

饷，到继任者来交接，余资已累至三千

金。按照过去的惯例，桐山本可在离任

时拿走这笔钱，可他悉置不问。继任者

得知，遣人拿着钱追至途中，“以成例

请”。桐山说：“不受羡，即吾例也。”并

命其把钱带回去。

桐山在任时并无多少积蓄，回乡后

常常连稠粥都喝不上。一次捕鱼，童子

张网弄丢了一条大鱼，桐山大为叹息，

妻子说：“三千金你都不要，一条鱼值几

个钱？”桐山听罢抚掌大笑。从拒重金

到叹失鱼，从很洒脱到很计较，这个重

名节、远成例、苦营生的形象生动又真

实，可敬之余还有几分可爱。

成例相沿成习，多寓于人情世故之

中。这种“例”，不仅仅是真金白银，还有

很多是只可意会的“道”。《阅微草堂笔记》

点评冯树楠：貌合而情疏，外关切而心漠

视。这里的“貌合”和“外关切”，同样是一

种“例”，冯树楠常常藉此以博长者名。

冯树楠之所以落拓京师、穷愁抑郁，

罪在心术。鬼神对他进行了深刻解剖：

遇上好事，明知别人力有未逮、实现不

了，必再三怂恿，以使人感激他的鼓励；

遇有恶人，明知其罪大恶极、不会获免，

必再三申雪，以使人感激他的救助。无

论是“再三怂恿”还是“再三申雪”的事，

冯树楠都是身在局外，但凡稍稍涉及于

他，则退避惟恐不速，坐视其人之焚溺，

即便是举手之劳也不愿去做。这种人恩

皆归他，怨必归人，“机巧已为太甚”。

例既为成例，自然是约定俗成的、

广为通行的，它就像一种环境，置身其

中，很难不受影响。这些例，有的积极

健康，与主流价值观相融相合，有的庸

俗腐朽，近乎潜规陋俗。特别是在面对

后者时，如何自处、如何应对，可看出一

个人对名节的态度、对原则的坚守。

张集馨所著《道咸宦海见闻录》，充

满了对晚清官场庸俗成例、腐朽弊政的

痛恨和无奈。但细察书中所记，不难看

出，看重名节的他同样为例所困、为例所

变。道光二十年，张集馨奉旨补授陕西

督粮道。他之所以能得此缺是因为素有

操守，道光帝还勉励他“汝今此去更要坚

持，老而弥笃，人臣所以励晚节也！”

“陕西粮道，夙称优缺，人人视之为

利薮”“今得此缺，向来著名，不得不普

律应酬”。张集馨住京四个月，旅费告

罄。为了出京留别，他借贷了一万七千

余两。然而，仅仅任粮道一年，张集馨

不但本利全部清偿，还寄回仪征老家一

万多两银子。巨额贷还之数，可见其中

悲喜和运转。

张集馨所居官邸，有一副对联：“问此

官何事最忙，冠盖遥临，酒醴笙簧皆要政；

笑终岁为人作嫁，脂膏已竭，亲朋僮仆孰

知恩？”这是前任粮道留下的一幅“自画

像”，行句之中虽明是非黑白，却有随成例

而名节难顾的无奈。张集馨录入书中，或

是因为与自己的处境、心境相符吧。

面对庸俗腐朽的成例，叶桐山选择

“守吾例”来全名节，已是不易。然而，

还有的官员选择“革除”，则更令人钦

佩。明代嘉庆时期，各地衙门往往厚过

客而薄百姓。这里所谓的“过客”，主要

是过往的官员。海瑞在《兴革条例》中

详述了这一现象，并提出要革除这种

“取民财，事弥缝术”的成例。

当时各地衙门之所以厚过客而薄

百姓，是因为许多官员深谙其中要害：

“百姓口小，有公议不能自致于上；过客

口大，稍不如意辄颠倒是非，谤言行

焉。”不悯惜百姓不要紧，如果招待不

周，让过往的官员不如意，事就大了。

厚过客而薄百姓，这何尝不是博取名声

的一种手法？“过往之厚，私厚也，私厚

之惠小；待民之薄，公薄也，公薄之罪

大”，在海瑞看来，为官者较毁誉于外，

不如多一些爱民厚民。

“例”是变化的，不同时代、不同地

域会不一样。“名”则相对稳定，忠诚、干

净、担当，这样的名节、名声在任何时候

都是为政者应有的坚守。只要人人都

坚守这些品质、保持这些品行，那些庸

俗腐朽的事就难以成“例”。

名 与 例
■铁 坑

听一位领导讲，下基层就怕遇
上“要啥有啥”的干部。他们汇报
情况不是实事求是、有啥说啥，而
是察言观色、要啥有啥。上级领导
来视察，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反映
并解决问题，而是将其看作露脸钓
誉的机会，千方百计投其所好、想

方设法琢磨应对。
这正是：
上级调研听实情，

切勿虚言巧语迎。

强军事业无小事，

实事求是显忠诚。

周 洁图 张 旭文

跨界思维

内心格局大，人生的方向感便强，担当精神就足，面对逆境

挫折就能挺胸向前。“谋大事者首重格局。”我们共产党人立身

处世、干事创业，内心必须要有大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