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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脚步永不停息，稍纵即逝；

时代的号角嘹亮吹响，催人奋进。

“把蓝图变为现实，是一场新的长

征。”习主席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

议上谆谆告诫：“路虽然还很长，但时

间不等人，容不得有半点懈怠。”这是

期望，也是要求，让人深感“逝者如斯

夫”，亟须“迈步从头越”。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事业只

有干出来的精彩，没有等出来的辉煌。

激发“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紧迫

感，方能争分夺秒、一往无前；提振

“一日不为、三日不安”的责任心，方

能马不停蹄、乘风破浪。从小平同志乘

坐日本新干线“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

的意思”的感慨，到改革开放初期三天

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再到“把‘失

去的二百年’找回来”的急迫，我们正

是保持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一往无前

的奋斗姿态和迎难而上的拼搏常态，不

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才把一个个美

好愿景变成了美丽风景。

时间是最客观的见证者。回首过去

“极不平凡”的5年，国防和军队建设取

得了全方位、开创性的成就，推进了深

层次、根本性的变革。从恢复一些带根

本性的东西，到破解一些深层次矛盾，

再到取得一些开创性成果，有些是振聋

发聩的，有些是荡气回肠的，有些是惊

心动魄的。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

出艰辛。每一项成就都不是从天下掉下

来的，而是紧锣密鼓干出来的、夙兴夜

寐拼出来的，是快马加鞭冲出来的、奋

楫争先抢出来的。

可以说，没有革故鼎新、披荆斩

棘的魄力，没有不畏艰难、不惧阻力

的意志，没有中流击水、敢涉险滩的

勇气，人民军队就不可能体制一新、

结构一新、格局一新、面貌一新，也

不可能实现政治生态重塑、组织形态

重塑、力量体系重塑、作风形象重

塑。这再次证明，如果没有踏石留印

的韧劲、锐意创新的拼劲、敢为人先

的闯劲，安于现状、贪图安逸、乐而

忘忧，那就什么事也干不成，强军梦

也难以实现。

党的十九大科学规划的国防和军队

现代化的恢宏蓝图，感召着奋进的脚

步。一日无二晨，时间不重临。如期实

现这一宏伟目标，时间紧迫、责任重

大，使命在肩、刻不容缓，不能有任何

喘口气、歇歇脚的念头，不能有打好一

仗就一劳永逸的想法。“我们必须走在

时间前面，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如果

坐等观望、虚掷光阴，只能岁月蹉跎、

空留遗憾，到头来“一事无成惊逝水，

半生有梦化飞烟”。

风雨多经人未老，关山初度路犹

长。强军兴军的接力棒已经传到了我

们这一代人手上，以新气象拥抱新时

代，以新作为开启新征程，不仅要真

抓实干、埋头苦干，更要争分夺秒、

紧抓快干；不仅要撸起袖子加油干，

更要迈开步子加速干。唯有一步紧跟

一步行、开足马力使劲闯，三更灯火

五更鸡、莫向光阴惰寸功，方能当好

新时代的答卷人，形成千帆竞发、百

舸争流的生动局面。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

来。”时间顺流而下，强军逆水行舟。

踏上新时代的长征路，既有草木蔓发、

春山可望的美好景色，也有河出峡谷、

风过隘口的开阔天地，还有暗流涌动、

险象环生的困难挑战。行者方至远、奋

斗路正长，志士嗟日短、一刻值千金，

套用一下多年前的一个怀旧句式就是：

“还有 200多天，2018年就要过去了，

我将怀念它。”有了这样的紧迫感、危

机感，何事不可为，何业不能成？

怕走崎岖路，莫想攀高峰。山再

高，往上攀，总能登顶；路再长，走

下去，定能到达。乘着新时代的浩荡

东风，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高扬奋斗之

帆，紧握奋进之桨，不因胜利而骄

傲，不因成就而懈怠，不因困难而退

缩，加满油、把稳舵、鼓足劲，就一

定能够“让时间成为积极的存在”，胜

利实现强军兴军的目标。

（作者单位：河南省军区政治工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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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某教科书中曾有一篇课

文叫《勿贪多》，全文仅34个字：瓶中有

果。儿伸手入瓶，取之满握。拳不能

出，手痛心急，大哭。母曰：“汝勿贪多，

则拳可出矣。”

朴素的道理最深刻，洗尽铅华始见

真。“勿贪多”，可以说是一个“古老”的

话题，但从一位规劝稚儿的慈母口中说

出，便多了几分亲切与温暖，更具直抵

人心的力量。

古人讲：“食色性也。”但凡事有度，

过犹不及。月盈则亏，水满则溢。外在

之物，或许于人不可缺，但绝不可贪

多。这不仅是劝诫之言，更是醒世恒

言；不仅是为人处事之道，更是为官从

政之要。

“勿贪多”，因为多则无用。

电视专题片《永远在路上》里，外逃

贪官辽宁省凤城市原市委书记王国强

与女儿通话。女儿问道：咱家缺钱吗？

你跟我妈都是公务员，单位都不错，你

还是领导，缺钱吗？你到底要多少？

“到底要多少？”这是一个疑问句，

也是一个反问句：“一饱之需，何必八珍

九鼎？七尺之躯，安用千门万户？”人的

正常需求总是有限的，“良田万顷，日食

一升；广厦千间，夜眠八尺。”有度才有

福，多欲必多忧，跳出“贪多”的困局才

是人生之应求。

《语林》记载，石崇是西晋巨富，刘

实前去拜见，如厕时看到里面有绛纱帐

大床，上面的席子非常华丽，两个婢女

手持锦囊侍立在旁。刘实心中惴惴，

“良久不得”，只得如他厕。厕所，就是

一个方便之地，搞得如此豪华，又有何

意义呢？

曲阜孔府内宅门的墙壁上，绘有一

幅状似麒麟的壁画，这便是传说中想吞

下一切金银财宝甚至日月星辰的貔貅。

孔府之人将其绘于内壁，就是要告诫家

人：“勿贪多。”这也如郑板桥的自警之

言：“名利竟如何，岁月蹉跎，几番风雨几

晴和，愁水愁风愁不尽，总是南柯。”

“家有黄金数吨，一天也只能吃三

顿；豪华房子独占鳌头，一人也只能占

一个床位。”“天下第一村”华西村原书

记吴仁宝生前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并

一直坚持过“三不”生活：不住全村最好

的房子，不拿全村最高的工资，不拿全

村最高的奖金。

“勿贪多”，还因多则无益。

唐代柳宗元《蝜蝂传》中的“善负小

虫”，大多数人并不陌生。蝜蝂爬行时凡

是遇到东西，总是抓取过来，“背愈重，虽

困剧不止也”，结果越背越多。而且，“又

好上高，极其力不已，至坠地死”。

“其名人也，而智则小虫也。”有时

候，贪多之人与蝜蝂无异。汉文帝登基

伊始，为考察大臣，明辨贤愚，让大家到

国库里去搬绢，能搬多少就赏多少。孰

料，竟有几位大臣因为搬得过多，不堪

重负，摔成骨折。最终，这几人因贪婪

而无自制，也被弃用。

很多时候，贪多是一种病态心理，

已经够多还要拿，如蝜蝂负物；明知烫

手还要取，如飞蛾扑火。其实，贪多早

已超出了人的正常需求，不是为需而

取，而是为贪而贪。正如巴尔扎克所

言，“贪心好比一个套结，把人的心越套

越紧，结果把理智闭塞了”。

《郁离子·玄石好酒》里讲，玄石嗜

酒，“五脏熏灼，肌骨蒸煮如裂，百药不

能救”，于是决心“不敢复饮”。然而不

过一月，酒瘾难忍，开始只喝三杯，“明

日而五之，又明日十之，又明日而大

釂”。文末得出结论：“故猫不能无食

鱼，鸡不能无食虫，犬不能无食臭，性之

所耽，不能绝也。”

“今世之嗜取者，遇货不避，以厚其

室，不知为己累也，唯恐其不积。”千载

而下，这些训诫虽然遥远，但教训从未

失色。看看那些落马贪官，有的专门租

房堆放贿金，有的藏巨款于鱼塘暗道，

有的坐拥几十套乃至上百套房子，有的

家里现金之多，清点时竟烧坏几台验钞

机。这些坐在火山口上的守财奴，最终

自己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

“黄金带缠着忧患，紫罗襕裹着祸

端，怎如俺藜杖藤冠？”说到底，钱财

总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何必为了用不上、用不完的金钱，不择

手段、铤而走险？何必为了无休止、无

尽头的权力，画地为牢、难以自拔？何

必为了看不见、摸不着的虚名，苦心钻

营、斤斤计较？

“利欲炽然即是火坑，贪爱沉溺便

为苦海；一念清净烈焰成池，一念惊觉

船登彼岸。”消解贪欲，破开囚笼，悟

彻本真，不义之财不拿，不当之利不

得，不法之事不为，珍惜来之不易的事

业和人生，珍视知足常乐的生活和家

庭，头上的天就会越来越蓝，脚下的路

就能越走越宽。

勿贪多
■王福来 王惠宇

“洛阳纸贵，章丘无锅。”随着纪录片《舌尖上的

中国3》热播，手工打制的章丘铁锅一时间“一锅难

求”，不愿为订单而降低品质的制锅人态度坚决：

“三万六千锤，少了不行，没有这个功夫就出不了这

个产品。你糊弄它，它也糊弄你！”军队备战打仗同

样需要这种一丝不苟、敬终如始的工匠精神。

随着作战样式的深刻嬗变和战争形态的加速

演变，未来信息化战争进入“读秒时代”，越来越

成为复杂精细的系统工程，涉及的专业和技术种

类繁多，耦合性和关联性也更强。一丝一毫的偏

差、一分一秒的疏忽，都可能让一支军队付出沉

重代价。这就要求每一个节点都必须精而又精，

每一个过程都必须准确无误，每一名官兵都必须

本领过硬，正所谓“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

将工作打磨成“工艺”，把军品打造成“精品”，

把“手中活”练成“必杀技”，未来战场方能多几

分胜算。

“得之在俄顷，积之在平日。”任何精品的打造，

都非朝夕之功，不可能一蹴而就。游刃有余、百步

穿杨、轮扁斫轮之境界，离不开追求卓越的精品意

识、精进不止的完美标准、锲而不舍的恒心毅力。

如同每一口章丘铁锅的制成都要经过“十二道工

序，十八遍火候，大大小小十几种铁锤工具，一千度

高温冶炼，三万六千次锻打”一样，每一项军事技能

的练就，每一个创新成果的取得，每一次科技难关

的突破，都要经过反复磨砺、精雕细琢。试看，“专

家士官”朱桂全、“三栖精兵”何祥美、“铁甲精兵”贾

元友、“强军标兵”王锐，哪一个没有经历过“在清水

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的炼

狱过程，哪一个不是“顽强地劳动后获得的奖赏”？

强军是一场寂寞的长跑，战场是最严厉的审计

师。任何的“抢跑”“抄近道”“犯规”“作弊”，都将被

血火战场证明是自作聪明、自食其果。把打仗当成

全力以赴的主业、精益求精的专业、为之献身的事业，一丝不苟钻研战争，一门心思

准备战事，一腔热血投身战场，“即使做一颗螺丝钉也要做到最好”。如此这般，钟爱

事业“形若曳枯木”，痴迷研究“止若聚死灰”，把每项任务都完成圆满，在每个岗位都

干到极致，一步一动推进，一点一滴积累，就一定能够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跨越，成

为雄伟长城下的一块基石。 (作者单位：空军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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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跑着 800米，我们跑着 8公

里；当你在宿舍吃着瓜，我们在训练场

吃着沙；当你在饭店里吃鸡肉，我们在

丛林里喝鸡血。”这段顺口溜，道出了

特种兵——被网友称为“特别有种的

兵”的艰苦生活。

特种兵，被誉为“尖刀上的刀

尖”，“全能”“三栖”“绝杀”的代名

词。爬泥潭、扛圆木、滑降、潜水、格

斗、狙击，这些绝技让人望尘莫及；刘

珪、何祥美、武仲良、宋晓娜，这些名

字让人无比崇敬；蛟龙、雪豹、猎鹰、

雷神、天狼，这些代号让人心生敬畏；

《冲出亚马逊》《战狼》《红海行动》《利

刃出击》，这些影视剧让人热血沸腾。

军营是一个大舞台，每个人扮演着

不同的角色，由于岗位分工不同，担负的

任务也各异。驰骋大洋，需要有人掌舵；

伙食保障，需要有人掌勺；决战决胜，需

要有人掌兵。只要各司其职、各尽其能，

就能井然有序、攥指成拳，没必要个个都

是“老特”，也不可能人人成为“战狼”。

军队为战而存，军人为战而生。战

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虽然我们不可

能人人成为特种兵，但个个必须是“特

别有种”的兵。“特别有种”，不一定上天

入地、无所不能，但必须“一不怕苦、二

不怕死”；不一定一剑封喉、一招制敌，

但必须逢敌亮剑、敢打必胜。“特别有

种”，可以催生舍我其谁的豪气、敢打必

胜的底气，迸发攻无不克的锐气、宁死

不屈的骨气。正如雪豹突击队的队歌

所唱：“神圣的使命，重！重！重！机智

迅猛，勇！勇！勇！是铁拳是尖刀，

冲！冲！冲！”

其实，特种兵之“特”，不在于称呼，

而在于精神；不在于身处什么年代、手拿

什么武器，而在于有没有血性胆气。我

军战史上，飞夺泸定桥，22名勇士攀铁

索强攻对岸；偷袭腊子口，一名战士用一

根长绳攀上悬崖；夜袭日军阳明堡机场，

八路军夜战加近战；奇袭白虎团，志愿军

打蛇打七寸……这些官兵虽然不都是特

种兵，但个个都是“特别有种”的兵，“只

要还有一个人，就要同敌人血战到底”。

钢多气少的军队笑不到最后，没有

血性的军人喝不到祝捷的美酒。无论是

过去，还是现在，抑或将来，面对战场上

血与火、苦与累、生与死的考验，“特别有

种”都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有了这

种血性胆气，越是身在绝境、越是遭遇强

敌，就越是特别敢战斗、特别敢拼命、特

别敢胜利。

未来战场是钢铁与芯片的搏杀，

更是血性与勇气的较量，成不了虎狼

之师，就可能成为虎狼之食。惟有钢

多气更多骨更硬，方能决战决胜未来

战场。这是辉煌战史的忠告，也是决

胜未来的警告。

（作者单位：第80集团军某特战旅）

当一个“特别有种”的兵
■罗孝平

随着普通话的深入普及，部队官
兵的语言表达水平也大幅提升。但
也有个别干部难改家乡口音，在与战
士交流、大会发言尤其是讲话授课
时，让人听不明白、理解不透，造成不
必要的沟通障碍。

这正是：
台上侃侃而谈，

台下一片茫然。

非是水平不高，

只因满口方言。

李星浒图 郑建坤文

长城瞭望

长城论坛

基层心声

玉渊潭

回家！回到别离了60多年的祖国！

3月28日，在人民空军专机的护送

下，20具在韩志愿军烈士的遗骸回到

祖国的怀抱。

他们是谁？是那爬冰卧雪、浴血冲

锋、“像原木在移动”的年轻身影，还是

那白发慈母日思夜盼、年轻媳妇痴痴守

望的农家子弟？是拿脚板子与车轮子

赛跑、以“钢少气多”著称于世的最可敬

的战友，还是矢志保家卫国、捍卫世界

和平的最可爱的人？

在抗美援朝这场实力极不对称的

战争中，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长剑出

鞘，打出了国威军威，打出了许多年相

对和平的发展环境，18万名志愿军官

兵壮烈牺牲。

“黄沙血染英雄骨，碑碣永留万古

名。”无论有名还是无名，他们都有一个

共同的名字——中国人民志愿军；无论

有碑还是无碑，他们都有着远比一切石

碑更加坚实的“心碑”——一笔一画都

刻在人民的心里。

30多年前，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

周年时，甘肃会宁人民请邓小平同志为

会师纪念塔题写塔名。邓小平写下“中

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会师纪念

塔”18个大字，却没有署上自己的名

字。面对工作人员的提醒，他说，红军

长征途中牺牲了那么多同志，他们都没

有留下名字，我为什么一定要署名呢？

据统计，革命战争年代以来，约

有2000万烈士为中国革命献出了自己

宝贵的生命，目前有姓名可考、列入

各级政府编纂的烈士英名录的仅有

180万人左右。

“裹尸马革英雄事，纵死终令汗竹

香。”多少先烈的名字无人知晓，多少先烈

的遗骸不知所踪，多少先烈的芳华永远定

格，多少年轻的生命铺展成惨烈的晚霞，

多少悲壮的阵亡化作宁静的黎明……

每一个牺牲都是不朽，每一个英名

都值得永远铭记。

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有一

位叫金春燮的老人，义务为抗日英烈树

了77座碑；在山东莱芜崖下村，房家三

代守护烈士墓；在江西吉安超果村，村

民自发集资建造烈士纪念碑；在福建惠

安海边，老人难忘救命之恩，为27位战

士建起解放军庙；在贵州遵义的红军

山，有座女红军卫生员的雕塑，被当地

人称为“红军菩萨”……人们以各种方

式表达对英烈朴素而炽热的感情。

人民不会忘记，这是人民赋予革命

英烈的最高荣誉，也是人民最深厚、最朴

素、最伟大的一种情感表达。客观世界

没有不朽的东西，能够在一代又一代人

的心中驻留，才称得上是真正的不朽。

人民不会忘记，是先烈们用鲜血染

红了旗帜、染红了山河、染红了中华儿

女血脉深处的基因。缅怀先烈，就是感

恩先辈的馈赠；仰望先烈，就是净化自

己的灵魂。

1930年，年仅25岁的共产党人裘

古怀，在狱中英勇就义。临终前，他

给狱中的同志留下了一封绝笔信，信

中写道：“同志们，壮大我们的革命武

装力量争取胜利吧！胜利的时候，请

不要忘记我们！”

先烈们不怕死亡，却怕被遗忘。他

们不怕被遗忘那些坚强与痛苦、坚韧与

抗争，更不怕被遗忘自己的功与名、衔

与级，而是怕后人遗忘他们曾经为之殉

身的梦想、曾经为之奋斗的事业、曾经

为之坚守的初心。

然而，总有一些人打着学术研究、解

密历史、还原真相等幌子，歪曲事实，混

淆视听，搞历史虚无主义那一套。他们

能从李鸿章的一句“临事方知一死难”中

看出“人性光辉”，能从汪精卫的一句“饮

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中生发出“无尽

感慨”。然而，真正的民族英雄、革命先

烈，却成为他们质疑、嘲讽和抹黑的对

象。这些年，我们崇尚和熟悉的英雄，几

乎被某些别有用心之徒肆意抹黑了一

遍。难怪有学者大声疾呼：“我们不侵略

别人，但不能帮别人侵略自己。”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历史集体

记忆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宝贵财富，往

往“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如果听

任历史虚无主义者颠倒黑白，歪曲历史，

就会撕裂社会的主流价值，蛀空民族的

精神支柱，最终一个民族走向的不是自

由而是迷途，得到的不是清醒而是迷惘。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

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

锋。让我们呼吸英烈的气息，传承英

烈的精神，赓续英烈的事业，乘着新

时代的浩荡东风，以奋斗和实干为明

天奠基，用更加美好的未来告慰先

辈：这盛世，如你所愿！

英烈魂�清明祭①

每一位英烈都会被永远铭记
■辛士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