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２０１８年３月８日 星期四 军人修养 E-mail:jfjbshyxy@163.com 责任编辑/徐文耀 张国强

●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牢记共
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保持更加旺盛
的革命精神，把理想信念融入实践
创造中

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

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主席强调，周恩

来同志是不忘初心、坚守信仰的杰出楷

模。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

蕴含着强筋壮骨、攻坚克难的强大力量，

它既是个人安身立命、修身立业的“压舱

石”，更是指引我们党事业长青、胜利前

行的“灯塔”。因此，习主席在重要讲话

中告诫广大党员：“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

党人，不要忘记我们是革命者，任何时候

都不要丧失理想信念。”

回顾我们党97年的奋斗历程，为什

么能够历经苦难挫折而不断奋起，战胜

千难万险而淬火成钢，夺取中国革命、

建设和改革中的一个又一个胜利，“归根

到底在于千千万万中国共产党人心中的

远大理想和革命信念始终坚定执着，始

终闪耀着火热的光芒”。周恩来同志的一

生就是共产党人不忘初心、坚守信仰的

生动缩影。他在确立共产主义信仰时就

说过：“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

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他终身遵奉

自己的誓言，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不

论是南昌起义、万里长征中战火硝烟的

生死考验，还是白色恐怖下的地下工

作、抗战期间的常驻虎穴，亦或是解放

后应对党和国家事业面临的严峻挑战，

周恩来同志始终保持着坚定的革命理想

和旺盛的革命精神，“以誓死不变的精神

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把自己的一切献

给了党和人民。

革命者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质？周

恩来同志用光辉的一生为共产党人立起

了标杆。他怀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

初心，带着“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的

愿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胜利

和民族独立、为国家建设和民族复兴操碎

了心，践行了一生的志向和追求。1966年

5月，周恩来同志到大庆视察，完成了一天

的工作，回到办公室已经是凌晨两点多，大

家都劝他休息，他说，我都快70岁了，多给

我点时间，多为人民干些工作不好吗？邓

小平同志曾在接受国外记者采访时回忆：

“周总理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小时，

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这种作

风，源于周恩来同志始终不忘初心，始终对

党的事业、国家前途、民族复兴充满必胜信

心，在他心中，信仰信念坚如磐石。

丢掉了初心是最根本的背叛，理想

信念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一些党员

干部堕落成腐败分子，成为党和人民的

罪人，归根到底是因为忘记了初心，理

想根基动摇、信仰大厦坍塌。正如失去

航向的船只能随波逐流、任凭风吹浪

打，失去理想信念的人必将为物欲所

役，在利益的驱使下迷失自我。对于一

个国家、一个社会而言，如果一味追求

物质上的满足，而鲜谈精神追求；如果

利益至上成为通行法则，而理想信念变

得寸步难行，那么这个国家、社会就会

成为一盘散沙，最终瓦解。可以说，理

想信念是否坚定不仅决定着个人的前途

命运，更关系着事业的兴衰成败。

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是“建立在对

科学理论的理性认同上，建立在对历史

规律的正确认识上，建立在对基本国情

的准确把握上”。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

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社会发

展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以及经济发展

和社会转型带来的多元价值选择、多样

文化碰撞，难免会对人们的信仰产生一

定程度的冲击，对一些人的思想言行产

生影响。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坚守政

治灵魂，越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

装头脑，准确掌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当代

中国基本国情，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筑牢理想

信念的思想根基。

理想信念的价值在于对事业坚定不

移，理想信念的力量在于脚踏实地躬身

实践。今天，我们国家和民族的面貌与

周恩来同志面对的国情已不可同日而

语，我们党所面临的形势任务也发生了

深刻变化，但是我们党的性质、宗旨没有

变，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没有变，我们依

然是有着坚定理想信念的革命者，“为共

产主义奋斗终身”依然是我们对党的庄

严承诺。置身新时代，我们站在更高起

点，拥有更多施展才华、担当作为的机

会，理应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牢记共产党

人的初心使命，保持更加旺盛的革命精

神，把理想信念融入实践创造中，一锤接

着一锤敲，一任接着一任干，为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

远大理想而努力奋斗。

“不要忘记我们是革命者”
——学习习主席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①

■文 章

影中哲丝

“周恩来，这是一个光荣的名字、不朽的名字。”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
120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主席指出，周恩来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人
的一面不朽旗帜，对他的崇高精神作了“六个杰出楷模”的高度概括，号召全
体党员学习这位中国共产党人杰出楷模的崇高精神，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征程上奋勇前进。

认真学习领会习主席重要讲话，《军人修养》专版从今天起推出一组系
列文章，敬请读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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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军兴军是和我们每个人
都息息相关的宏伟事业，需要每名
军人都“跳一跳”

最近，一款名为“跳一跳”的微信小
游戏风靡网络，话题热度居高不下。游
戏本是一种休闲方式，偶尔玩一玩无可
厚非。然而，有人沉湎其中难以自拔，
消耗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更有甚者，为
了成为朋友圈名次靠前的高分玩家，开
辅助“外挂”刷分，使娱乐变了味。

游戏可以开“外挂”，但干好工作不
可能走捷径、靠“外挂”实现。从游戏联
系到工作，从“跳一跳”的字面展开联
想，不由得想起一句俗语——跳一跳，
摘到桃。这句俗语指有些目标不是伸
手就能完成的，必须奋力跳起来才能够
得着，真正实现愿景。
“跳一跳”不只是游戏，更是一种进

取精神、工作方法和实际行动。“跳一
跳，摘到桃”，已成为很多行业和领域引
领发展的工作理念。“跳”是使命也是举
措。桃子就挂在树上，站在原地不一定
摘得到，需要“跳”才能够得着。犹豫
者、懈怠者、畏难者安于现状，不想跳、
不敢跳、不愿跳或者不愿奋力跳，只想
不费力便可坐享其成“吃桃子”，注定一
无所获。只有想跳、敢跳、会跳，才能品
尝到甘甜的果实。“桃”是目标，任何形
式的“跳”，都以“摘到桃”为前提。如果
是俯身可拾的“桃”，得来毫不费功夫，

就是不尊重发展规律；如果是可望而不
可即的“桃”，怎么跳都够不到，就是空
中楼阁，虚无缥缈。

定目标、下指标，过低过高都不是
实事求是，这就要求我们谋划工作时，
既不能起点太低，也不能好高骛远、不
切实际，而应尊重规律，科学论证，使大
家跳一跳就能够得着。每到岁末年初，
一些官兵会定下一些“小目标”，基于自
身现实，切实可行，只要不懈努力就可
以实现。试想，一个个够得着的“小目
标”不断实现，积小胜为大胜，实现最终
目标还会远吗？
“摘”是承接“跳”与“桃”的具

体行动。驰于空想，桃树底下做梦永
远摘不到果实，装样子地微微一跳也
没有活力，不得章法地乱跳一通最终
也无效果，唯有“干”是实现目标最
厚重的本色。

新的一年当有开局之势，谋篇之
术，迈出新步伐，实现新作为。追求苦
干实干巧干的务实之风，应是革命军人
应有的作风。从实际出发，不玩套路，
平心静气，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方能
在不断的“跳一跳”中收获丰硕的果
实，找到新时代的归属感，发挥最好水
平，得到“最高分”。

强军兴军是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
相关的宏伟事业，需要每名军人都“跳
一跳”。当然，“跳”不仅是为了摘“桃”，
即使没有摘到“桃”，但只要有利于事业
发展，都应以积极进取、主动作为的姿
态，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攻坚克难、勇
攀高峰，永不懈怠、永不停滞，真正把梦
想变为现实。

“跳一跳，摘到桃”
■张凤强 姚 立

一条红飘带似的河流，蜿蜒在黄

土高原的崇山峻岭间，就像一条连接

着母亲与婴儿的脐带。它就是中华

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上游的一

段。这条举世闻名的长河，从远古走

来，延绵着历史的血脉。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像河流一样

血脉相连，有其历史、现在和未来。

考察任何一种事物或现象，都必须运

用唯物辩证法中关于联系的观点，既

不能割断历史，也不能脱离现实。如

此，人们才能够认清事物发展的来龙

去脉。

所以，当看到某种现实结果时，

要认识到这是有历史原因的。

蜿蜒的河流——

血脉永相连
■朱金平 摄影并撰文

●“一个人最大的需求，就是
被需求。”按组织需要作出了选
择，更要按组织要求努力工作

1931年9月19日，一名刚刚考入

清华大学历史系的新生，找到大学物

理系主任，想从历史系转到物理系，并

且态度非常坚决。尽管他以前非常热

衷于历史研究，在入学考试时历史得

了满分，可物理只得了5分。当被问

及改变初衷、弃史学理的缘由时，他的

回答是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九一八”事

变，开始侵略中国，自己一定要学好物

理，为国家研制性能更好的飞机、大

炮，早日把侵略者赶出国门。系主任

最终被他的爱国情怀所打动，破例让

他试学一段时间。虽然在物理方面基

础差、底子薄，但他刻苦学习，极度用

功，终于后来者居上，在毕业考试时成

为物理系成绩最好的学生，后来成为

我国著名的力学家、应用数学家、教育

家和社会活动家，为新中国的国防、科

技和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他就是钱伟长，一个心系祖国需

要、不计个人得失的大写之人，一个勇

于挑战自己、敢于胜利的有志之士。

虽年华似水、岁月悠悠，但他高尚的爱

国情操、至强的钻研精神、无私的奉献

情怀却如不熄的火炬，熠熠生辉，正能

量满满，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值得

我们仰望学习。

当前，“脖子以下”改革深入推进，

作为一名军人，尤其是党员干部，如何

以实际行动支持和拥护改革，以怎样

的姿态在组织需要与个人意愿之间作

出取舍？钱伟长改专业的事例给了我

们最好答案，那就是以组织需要为第

一选择，抛开心中“小算盘”，胸怀国防

和军队建设“大棋盘”，做到小我服从

大局，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

当改革真的改到我们头上、组织

需要我们成为改革的三十万分之一

时，怎么办？不但要在思想上正确认

识，还要在行动上坚决服从，强化大局

意识和奉献精神，把离开作为热爱部

队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要深刻认识

到，改革强军人人有责，兵不在多而在

于精；认识到“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部队既然是所大学校，就会有毕业那

一天，不妨用在部队学到的本事，到地

方闯出一番新天地。更要牢记军人以

服从命令为天职，“革命战士一块砖，

进退去留任党搬”，以军人的过硬作风

和党员干部的责任担当，落实指示不

打折扣，执行命令不讲条件，搞好自我

调节，做好工作交接，展示良好形象，

留下美好印象，真正“潇洒走一回”，做

到来也光荣、走也荣光。

“一个人最大的需求，就是被需

求。”当组织需要我们留下时，我们应

有所担当地留，既不能“人在曹营心在

汉”，也不能“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而要珍惜机遇，善待岗位，在其位、谋

其政、尽其责，对组织赋予的各项任务

和本职岗位应做的事情，尽心尽力，尽

职尽责，高标准完成，力争在平凡岗位

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不负组织厚望，

不让官兵失望。诚然，因为调整改革，

有的同志可能调离熟悉的岗位，告别

原来的工作生活环境，还可能担负更

加繁重的工作任务，但无论如何，都应

正确看待，积极面对。

马克思说：“最先朝气蓬勃地投入

新生活的人，他们的命运是令人羡慕

的。”按组织需要作出了选择，更要按

组织要求努力工作，把使命当生命，把

他乡当故乡，把职业当事业，顺应潮流

而不墨守成规，开拓创新而不固步自

封，拼搏进取而不懒散懈怠。这样，方

能矢志强军终不悔，不辱使命不误责，

紧跟改革强军步伐，在新的岗位立起

新样子、拥有新气象、创造新业绩。

（作者单位：沈阳联勤保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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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子传媒日益发达的今天，我
却偏偏喜欢纸墨飘香。可能自以为只
有手捻纸张沙沙作响，才会更有读书
的乐趣吧。浸染墨香的纸张，可以带
来熏陶心灵的温度，是冰冷的电子屏
幕无法替代的。

偶尔逛街，书店是必去的地方，看看
有没有可以买的书。朋友说，网购图书
方便也便宜，还有等待快递的乐趣。只

是，惟有读书，我不愿意等待，有中意的
书，还是到书店即买的好。

床头柜上总有几本书。夜幕四合的
时候，沏上一杯茶，翻阅几页书，可以舒
缓些许奔波一天的疲惫，“书卷多情似故
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
胸次全无一点尘”。如果，在一个窗外雪
花飞舞的深夜，室内暖气开得足足的，一
段音乐若有若无，两个人，各自捧一本自

己喜欢的书，安静地阅读，然后，偶尔，会
为对方朗读一个精彩的片段，我以为，那
一定是最惬意、最浪漫、最温馨的事情。

有时也会去图书馆。其实，如果真的
读得进去，读书就与地点无关。很赞同一
种说法：读书是一种优雅的生活方式，人
生因读书而精致，而丰富，而有内涵。法
国人夏尔·丹齐格在《为什么读书》一书中
说：“阅读并非生活的对立面。阅读就是

生活。在功利主义的世界里，阅读维系着
超脱，而超脱有利于我们的思考。”

读书的确是一件关乎生活品质的大
事。业余时间，喜欢读书，喜欢用书中的
精彩缓释心中的疲惫；喜欢文字，喜欢用
笔下的文字承载心中的悲喜。于我，读
书的境界是云裳有意意弹筝，阙阙行行
皆有数。读书，是放松，是沉淀，是乐趣；
读书，是一种快乐而高雅的人生境界。

人生因读书而精致
■王 辉

●坚持严管控与重教育结合，
分时段与抓常态结合，严管理与重
关爱结合

“木桶原理”启示我们，木桶储水

的多少取决于短板的长度，短板越长，

储水就越多；如果只顾补短板，而不加

固底板，也会出现因储水过多而压垮底

板的现象。当前，一些同志抓工作与之

类似，一味强调补“短板”，而不固

“底板”。从局部看，确实能够解决一些

问题；但从全局和长远看，却治标不治

本，往往随着时间推移，潜在的问题隐

患再度显现，甚至引发事故案件。那

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坚持严管控与重教育结合，把抓

“短板”融入到抓“底板”的渗透教育

中。现实中一些同志抓工作，偏重于管

控环节，要么明确“几个严格禁止”，

要么规定“几个必须做到”。表面看管

理严格，实际效果却并不尽然，官兵多

趋向于被动服从，而不是主动支持。这

就要求我们在抓好严格管理的同时也要

搞好教育疏导。站在全面从严治军的高

度，教育引导官兵增强法纪意识、荣誉

意识和形象意识，时刻严格要求自己；

站在驾驭风险、防微杜渐的角度，教育

引导官兵积极预防各类风险，增强应急

处置能力，妥善解决各种矛盾问题；站

在深入反“四风”、正作风的前沿，教

育引导官兵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经常反思落实制度规定方面存在的薄弱

环节，自觉打牢思想根基。

坚持分时段与抓常态结合，把抓“短

板”纳入到抓“底板”的制度机制中。有

的同志抓安全管理不可谓不实、不可谓

不严，从阶段性效果看，起到了一定作

用，但从长远看，却难以取得长效。其根

源在于，缺乏行之有效的制度机制做保

证。对此，只有把补“短板”纳入固“底

板”的制度机制范畴，才能形成有力抓手

和根本保障。比如，要着眼贯彻执行党

和国家大政方针政策遇到的新情况新问

题，结合本单位实际分析研究，系统梳理

矛盾隐患，评估潜在风险，有针对性地定

制度建机制；着眼国防和军队改革步伐，

结合深化军官职业化制度、文职人员制

度等重大政策制度改革以及干部退役、

老兵复退等时机，摸清官兵思想情况和

倾向，联系实际制定促进安全稳定工作

的措施办法。还要善于总结经验教训，

从相关制度机制中查找薄弱环节，把“废

改立”落到实处，促进补“短板”与固“底

板”形成合力。

坚持严管理与重关爱结合，把抓“短

板”嵌入到抓“底板”的组织关怀中。开

展工作既要依纪依法、大胆管理，又要刚

柔相济、春风化雨，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

效果。然而现实中，有的片面强调“刚性

管理”，导致出现逆反心理和排斥意向，

往往越是严格管理，越是隐患不断；有的

抓管理“生搬硬套”，不注意方式方法，不

坚持循序渐进，结果发生了原本可以避

免的问题。实践表明，坚持严管理与重

关爱结合、激励与约束并重，才是做好工

作的正确方法途径。为此，要设身处地

为官兵着想，尤其对那些家庭发生变故、

生活遇到困难、工作受到挫折的同志，要

想方设法为他们解难题、办实事，给予真

情关怀和帮助；要强化科学施训的理念，

坚持按纲施训、分类指导、从严治训，不

断提高官兵实战能力，也要防止因为怕

出训练事故，对新装备、新技术、新战法

不敢实训、严训，甚至漏训等问题发生，

影响到新质战斗力生成。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联合勤务学院）

既要补“短板”也要固“底板”
■马 力

方 法 谈

生活百味

●读书是一种优雅的生活方
式，是一种快乐而高雅的人生境界

书边随笔知行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