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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里，英雄们没有奔赴团圆路，

依然征战在强军路。他们奉献的不只是

身体，还有精神。”

1月29日，空军一架飞机在贵州境

内飞行训练时失事，机上人员不幸牺

牲。长空砺剑洒热血，万里云天祭忠魂。

追悼会新闻发布后，万千网友在网上垂

泪留言，表达敬意。

祖国无战事，军人有牺牲。军人的

奉献，日复一日，但因为发生在春节前

后而更令人敬仰；军人的奉献，年复一

年，但因为有了牺牲而更撼人心魄。

当时间一分一秒奔向腊月底，当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的歌声响在街

头，回家的念头，不可遏止地涌上每个

中国人的心头。的确，浓浓除夕夜，谁不

想跟家人一起吃顿热腾腾的年夜饭？暖

暖团圆日，谁不想跟亲人一块唠唠军营

里的难忘事？

然而，对于绝大多数官兵来说，岗

位需要是最大的价值，在位率是不能碰

的铁律。面对熙熙攘攘回乡大军弹奏的

春节序曲，面对大街小巷张灯结彩的浓

浓年味，不能回家的每一名军人，都会

依然像铆钉一样奉献在战位。

在空气稀薄的雪域高原，边防军人

爬冰卧雪，昼夜巡逻；在波涛汹涌的蓝

色国土，海军官兵驾鲸蹈海，劈波斩浪；

在祖国领空的九天国门，蓝天将士展

“翅”翱翔，一飞冲天；在各类关键的执

勤哨位，忠诚卫士时刻警惕，守卫安

宁……人民子弟兵用无怨无悔的奉献，

守卫着新春佳节的宁静祥和，守望着人

民群众的万家灯火。

军人也是人，也是血肉之躯，也有

妻儿老小，也懂儿女情长。不能回家，并

非真无情，只因有大爱，所以哪怕奉献

的背后有叹息和泪水，付出的背后有遗

憾和愧疚，坚守的背后有隐痛和疤痕，

大家也会把思念装进行囊，也会把泪水

悄悄隐藏。

近日，一段边防官兵在12级大风中

巡逻的新闻视频火爆朋友圈。“过年不

能回家，你们咋想的？”“不管我在哪里

站岗，家始终是我牵挂的方向。”“亲人

不在身边，但永远在心尖。”“对军人而

言，守岁就是守卫平安”……大风把官

兵的回答刮得断断续续，但他们奉献祖

国的心始终坚如磐石！

“走心！”这几天，一段关于勇敢者

测试的视频看得许多人眼窝发潮。测试

中，面对诸多考题，49名被测试者依次

下场，当最后5名“最勇敢者”走到前台

时人们发现，他们有一个相同的身

份——军人。军人为什么勇敢？旁白给

出了答案：“勇敢，不只关乎胆量，奉献

和牺牲也是另一种注解。”

奉献，是军人不变的道德情怀，是

军人永恒的价值取向。对军人来说，坚

守奉献，就是坚守职责，就是坚守使命，

就是坚守崇高。奉献的日子里，军人只

有眷恋，没有伤感；只有忠诚，没有遗

憾。阖家团圆的日子里，夜空绚烂的烟

花之中蕴藏着军人对亲友的思念，黎明

清脆的爆竹声里寄托着军人对祖国的

深情。正是因为有了广大官兵节日里巡

逻在大漠边关，驰骋在万里海疆，翱翔

在浩瀚碧空，人民群众才能和和美美吃

饺子、看春晚、逛庙会，才能高高兴兴走

亲戚、访朋友、去拜年。

祖国没有忘记奉献祖国的军人，人

民不会忘记服务人民的官兵。正如一位

网友所说，“从军人身上，我们看到了一

种美，这就是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之

美；从军人身上，我们感受到了一种力

量，这种力量催人奋进；从军人身上，我

们学到了一种责任，这种责任让人敢于

担当。”

“报春花开满心欢，心在一起就是

年。采撷一朵送给您，祝福祖国天下

安。”在“冰雪梅中尽，春风柳上归”的春

色里，在“但令身未死，随力报乾坤”的

使命里，让我们以无限忠诚作曲，以无

私奉献填词，唱响祖国迎春曲，迎接神

州大地又一个生机盎然的春天……

（作者单位：郑州联勤保障中心）

奉献，一首唱给祖国的迎春曲
——感悟军营“年味儿”③

■王继新

“经世之道，识人为先”“为治以知

人为先”……识人的重要性，在古今中

外的典籍里有很多记载。尽管“十步之

间，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俊士”，但

如何识得“茂草”“俊士”，却非易事。正

如一首诗中所写：“周公恐惧流言日，王

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

真伪复谁知。”司马光在研究了我国数

千年历史治乱的得失后也感慨：“知人

之道，圣贤所难也”。

识人准，事业兴。商汤从陪嫁奴隶

之中识得伊尹，商汤从此走向强盛；周

文王于渭水河畔识得太公，开辟文王一

代霸业；刘邦在乱世之中选出“汉初三

杰”，赢得楚汉相争先机。相反，如果不

能识人，轻则如鲁庄公之于管仲、项羽

之于韩信，因不识人才而事业难成，重

则如玄宗毁于安禄山、汉文帝惑于邓

通，因识人不准而导致国家动荡。要是

古代有《雾里看花》这首歌，那在面对识

人之难时，求贤若渴而又不能甄辨出人

才真伪者一定会唱道：“借我借我一双

慧眼吧，让我把这纷扰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真真切切……”

怎样才能识准人？古代先贤总结出

了一些方法，比如战国时期的李悝总结

出“识人五法”，《吕氏春秋》提出了“识人

六法”，诸葛亮有“观人七法”。然而，“人

心像天体一样难识”，“人物难知”也是

“为官三难”之首，到底如何破解识人难

这一古今治理的难题，尽管至今还没有

“最优解法”，但历史上的一些识人之道，

还是能给我们一些启发。

宋朝的吕元膺在东都任留守时，一

次与一位掌管钱粮的下级下棋。吕元

膺外出去处理一件紧急公务时，这位钱

粮官偷偷换了一颗棋子，并最终赢了那

盘棋。当时，吕元膺虽有所察觉，但并

未吭声。过了一段时间，吕元膺借故把

此人调离身边，并预言此人会因贪污而

获罪，后来果然不出所料。

公元前348年，听到即墨大夫很多

“坏话”后，齐威王亲自到即墨大夫任职

的地方看了看发现，那里“田野辟，人民

给，官无事”，到处是安居乐业的景象，于

是在感慨“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

后，封赐即墨大夫享用万户俸禄。之后，

他又到总能听到“好话”的阿地大夫的领

地看一看，结果眼前却是“田野不辟，人

民贫馁”，到处一片萧条，于是在感叹“是

子厚币事吾左右以求誉也”后，煮死了阿

地及替他说好话的左右近臣。从此，齐

威王在任用重要大臣前，都“察必躬”。

战国年间，齐宣王欲称霸诸侯，便

请孟子为他在识人用人方面支招。孟

子告诉他：“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

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

之见贤焉，然后用之。”齐宣王照此做法

识人用人后，“得贤才甚众”，齐国从此

走向强大。

吕元膺识人准，准在观其私下时；

齐威王识人准，准在亲自考其绩；齐宣

王识人准，准在善于用公论。“何代无

贤？但患遗而不知耳。”庐山仙人洞附

近的崖壁上有一处“仰观俯察”的石

刻。意思是说，欲识庐山真面目，不能

拘于一域之见，要多角度、全方位地观

赏。实践还告诉我们，要想识人准，就

得多用制度识人，因为制度“在于至公

至明而已矣”；就得多用群众识人，因为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就得多用行动

识人，因为“欲审知其德，问以行”；就得

多用时间识人，因为“操千曲而后晓声，

观千剑而后识器”。

“得人之道，在于识人。”练就出一

双识人的“火眼金睛”，便不会被“口惠

而实不至”的“双面人”蒙蔽，从而识得

庐山真面目，辨出真才与伪才。

得人之道在于识人
■汪月忠

“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

古贤。”春节前夕，一位领导把这句诗

送给了面临进退走留的官兵，教育大

家克服浮躁之心，面对人生大事力争

做到心静如水，泰然处之。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官兵

多有浮躁，鲜有静气：有的遇变不知

所措，耐不住性子，自乱阵脚；有的

遇事心急火燎，沉不住气，急躁冒

进；有的遇事怨天尤人，不求破解，

等等。这些浮躁症，不是小毛病而是

大问题，不是虚症而是实症，虽非疑

难杂症，但也是积久难治的痼疾，若

不根治，必将伤害身体，影响工作，

败坏形象。

静气是一种淡泊名利的心态，是

一种虚怀若谷的胸怀。“非宁静无以

致远。”静能明志，静能生慧，静中修

身。涵养几分静气，就是要多一些沉

潜、少一些浮躁，多一些从容不迫、少

一些进退失据。当一个人有了“咬定

青山不放松”的信仰、“功成不必在

我”的境界、“让他三尺又何妨”的胸

襟，就自然会在静气中只顾攀登不问

高，全身心投入部队建设。

“是故有道之君，其处也若无知，

其应物也若偶之，静因之道也。”齐白

石说自己的成功之道是“作画是守静

之道，涵养静气，事业可成。”杨利伟

说自己太空操作之所以能万无一失，

是因为“平日里心平气和地把每个动

作练成了习惯性动作。”没有静气，难

有成功。只有不浮不躁、踏踏实实，才

能活得充实，走得更远。正如《尚书》

中所说，“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

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

“不奋发，则心日颓靡；不检束，

则心日恣肆。”涵养静气，重在自律。

青年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求学时，专门

来到喧闹的街上读书，以锤炼意志，

让自己能够胸怀静气，心绪不受外界

所扰。不仅如此，他还给自己定下“静

坐”的“日课”，坚持每天静心读书，以

培养自己“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

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的定力，为以

后沉着应对各种复杂情况打下了坚

实基础。

涵养静气重在淡泊名利。陷于名

缰利锁，何得心灵的自如？背负外物

重负，怎会全心投入练兵备战？实现

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需要始终做

到不为诱惑所动、名利所累、俗事所

扰，用静气驱散浮躁，在精神镇静、头

脑冷静、心态平静中，把主要心思和

精力放在主责主业上，如此方能不负

时代，不辱使命。

用静气驱散浮躁
■傅凌艳

心理学上总结各种容易重蹈的心

理陷阱：锚定陷阱——初始信息会像锚

固定轮船那样造成先入为主的印象；经

验易得陷阱——情况紧急时只能凭着

经验作出决定；自我验证陷阱——只愿

采纳与自己预期相符的信息而忽视与

预期相悖的信息；沉没成本陷阱——明

知决策错误仍然一意孤行地执行，等

等。这对提高指挥员的决断力不无启

示。

战场上的较量，也是作战双方指挥

员心理素质的博弈，是欺骗与反欺骗、

干扰与反干扰、诱惑与反诱惑的比拼。

研究表明，指挥失误的背后，往往有着

更为深刻的心理机制，不能以骄傲轻

敌、鲁莽蛮干等简单作出结论。正如拿

破仑所说：“主将的第一条件便是头脑

冷静，如此方能认识事情的真相。”

“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

生于狐疑。”指挥员的心理状态，不但会

直接影响到指挥决策的质量，而且会直

接或间接地感染整支部队。指挥员勇

敢，部队就不会退缩；指挥员坚定，部队

就不会动摇；指挥员灵活，部队就不会

死板；指挥员沉着，部队就不会慌乱。

反之，指挥员决策时畏惧强敌、爱惜生

命、瞻前顾后、犹豫不决、朝令夕改，部

队的战斗精神必将荡然无存。

置身于激烈搏杀、残酷角逐的战

场，犹如“坐漏船之中，伏烧屋之下”，

“三思而后行”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对

指挥员的心理素质和决断能力提出更

高要求。尤其是全域、多维、联合的信

息化战争，给指挥决策带来了更多的

挑战：海量信息会让指挥员产生真假

难辨、无所适从的感觉；精确制导武器

的大量使用，对生命的威胁时刻存在；

作战节奏不断提速、决策时间不断压

缩，让人高度紧张；连续作战成为常

态，不断突破官兵的生理和心理极限；

信息战、心理战、舆论战、网络战等新

战法，带来的干扰与震撼无处不在。

这都需要指挥员拥有一颗强有力的

“大心脏”。

“练将贵乎练心。”指挥员快速而正

确的决断，表面看似乎只要“眉头一皱，

计上心来”，其实是“台上一分钟，台下

十年功”。提高指挥员的决断能力，需

要不断提升自己的军事素养和心理素

质，锤炼自己的决策风格和谋略水平。

军事实践是培养和塑造指挥员决断能

力的最好“试验室”。指挥员应在遂行

诸如实战实训、抢险救灾、维和护航等

军事实践中，主动设定心理训练的目

标，观察心理变化的规律，在做好防范

心理陷阱的同时，精心设置和利用这些

陷阱，引诱敌人作出错误决策，牢牢掌

握战场主动权。

（作者单位：陆军步兵学院石家庄

校区）

指挥员要跳出心理陷阱
■王晨旭 滕佳明

“排查清理下线恶搞视频，并召

集优酷土豆、腾讯、爱奇艺等 17家

主要互联网文化单位召开监管通气

会，明确排查范围……”前几天，

经典革命歌曲 《黄河大合唱》 被恶

搞的视频传播开来后，广大网友口

诛笔伐，文化部也雷霆出击，立即

责令相关网站对其清理。文化部官

网显示，截至 2月 2日，恶搞经典革

命歌曲的3898条视频、165首音乐已

被清理下线。

在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中，我党

我军创作了一大批歌曲、戏剧、小

说等红色经典作品。这些红色经

典，不仅在当时激发出强大的精神

力量，而且已成为我们民族的集体

记忆，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和价值取向。尊重这些红色经典，

既是对历史的尊重。尤其应该看

到，这些红色经典所表现的家国情

怀、社会责任和理想信念，是宝贵

的精神遗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需要从这些红色经典

中汲取宝贵的精神营养。

经典需要保护，绝对不容亵渎。

任何一个社会，其身份认同、历史认

知、情感寄托都必须建立在稳定的价

值根基上。红色经典被恶搞，绝不是

无关痛痒的小事，乍一看只是博取了

笑声，实则解构了崇高、玷污了经

典，传播了历史虚无主义。倘若对这

种做法不制止、不惩罚，不仅会“贻

笑于大方之家”，还会“黄钟毁弃，瓦

釜雷鸣”，最终消解价值根基，伤及共

识底线。正如一位网友所说，“不是所

有东西都可以拿来娱乐消费，一个民

族如果记不得曾经的痛，就唤不醒今

天的梦”。

正是认识到经典作品对本国民族

文化传承的重要性，世界各国都非

常注重对经典作品的保护。法国专

门为那些创作了经典文化的名人建

立先贤祠，并将其视为全国的思想

和精神圣地；俄罗斯则出台多部

法规，“抵制西方文化入侵”“力促

俄罗斯文化复兴”。我国近年来在高

度重视保护、开发红色资源的同

时，对恶搞红色经典和英雄的做法

重拳出击，并为捍卫红色经典和英

雄划出法治底线。

保护红色经典并不是否定一切形

式的创新。“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

新。”正如习主席所强调的：“传承中

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

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实现中华文化

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某省卫

视组织多名艺人在黄河边合唱《保卫

黄河》广受好评的案例告诉人们，在

文化多元化的今天，只有既保护与传

承经典，又不断在弘扬主旋律上推陈

出新，才能让红色经典焕发新的生机。

在回应为何恶搞 《黄河大合唱》

时，恶搞者一句“我们并没有恶意，

只是觉得这样好玩”的话，让人一点

也轻松不起来。其实，对红色经典的

无知与无意识，更值得警惕。“人们感

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

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

以及为什么不思考。”缺乏基本的历史

素养和价值认知的社会现象，提醒我

们在道德教育、历史普及等方面要做

得更好，在潜移默化中培育对红色经

典的敬畏之心。

保持对红色经典的敬畏之心，离

不开红线的约束和底线的规范。为防

止类似恶搞经典事件再次发生，文化

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将高举法律

“杀威棒”，严查价值导向偏差、含有

法律法规禁止内容的互联网文化产

品，并要求其严肃对待经典革命题材

文化作品，尊重历史、敬重经典、礼

赞英雄。相信随着法律制度的不断完

善，全社会一定会更加敬畏红色经

典、传承红色经典。

对
红
色
经
典
常
怀
敬
畏
之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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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瞭望 八一时评

长城论坛

玉渊潭

跨界思维

据《中国国防报》报道，近日，驻滇
某旅战士段萧发现有人在市场兜售假
冒军装后，立即将此情况报告给了连
队干部。当地有关部门接到连队干部
的反映后，按照《军服管理条例》对私
制、销售军服者进行了处罚。

这正是：
戎衣本为军人装，

沿街叫卖太猖狂。

铁规一旦被触碰，

严惩不贷没商量。

苏玉军图 蔺 雨文

奉献，是军人不变的道德情怀，是军人永恒的价值取向。对军人来

说，坚守奉献，就是坚守职责，就是坚守使命，就是坚守崇高。奉献的日

子里，军人只有眷恋，没有伤感；只有忠诚，没有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