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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花台最后一位烈士”成贻宾写

给未婚妻的信中，列举“新生十条”；黄

继光在战场写给母亲的信中，誓言“不

立功不下战场”；赵一曼行刑前写给儿

子的信中，直呼“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

牲的！”……近日，央视播出《信·中国》

节目，革命先辈尘封已久的书信被展

读。那些“彩笺尺素”，或许早已纸面泛

黄、字迹斑驳，但其中饱含的精神力量，

能唤醒我们心中的理想，催动我们前行

的步伐。

又到清明。无论是为烈士墓碑扫

一扫尘土，还是到网上灵堂献一瓣心

香，都是与逝者进行灵魂的对话。但清

明的意义，不只在于感受先烈的崇高，

更在于承继先烈的遗志、续写未竟的事

业。须知，把缅怀追思的心迹化作勇毅

前行的足迹，乃是更为永恒的铭记。

一位名叫毛振华的红军战士，在长

征即将到达胜利终点时，不幸牺牲于一

次突袭，没能看到长征的胜利，更没看到

新中国的灿烂黎明。然而，千千万万像

毛振华这样的烈士，不是“因为看到而相

信”，而是“因为相信而看到”，就好比水

滴在牺牲的瞬间，虽然未能看见努力的

成效，但其价值，体现在无数水滴前仆后

继的粉身碎骨之中，体现在终于穿透磐

石的成功之中。先烈的眼睛永远注视着

我们。如何继承他们的遗志、告慰他们

的英灵？这是我们必须答好的考题。

如今，升平日久，杨柳依依，不见“烽

火扬州路”。因此，有人忘记了“我们唱

着东方红”的这片土地，曾是“一寸山河

一寸血”；在个别人眼里，一心为公、舍生

取义的烈士成了“傻”的代名词、“假”的

同义语；还有人犯嘀咕，董存瑞要炸的碉

堡没有了，黄继光要堵的枪眼没有了，无

畏牺牲的精神哪还有用武之地？

应当清醒看到，当今世界“灼热的历

史依旧在燃烧”，战争的阴霾从未彻底散

去，和平的格局从未彻底稳固。倘若忘

记了国歌中所唱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

险的时候”，对我们而言才是最危险的。

湔雪旧耻、守护安宁，让中国的疆土“不

再给任何国度的军人提供创造荣誉、建

立功勋的机会”，需要我们明白从哪里

来、知道向哪里去，严肃面对先烈的理想

信念，认真调整自己的人生坐标，倾力完

成从历史到未来的矢志奋斗。

强国强军，是先烈对未来赤诚的夙

愿；强国强军，是我们对英烈最好的

告慰。今天，我军已经告别“钢少气多”

的过去，展现“气多钢优”的英姿，更有

信心、更有能力护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巨轮乘风破浪前行。我们要心里装

着国家的安危、肩上扛着军人的责任，

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

用劲；传承先烈的英雄气概，涵养训练

不怕苦、战场不怕死、使命敢担当的革

命豪情；培养全球视野和世界眼光，了

解国际大势和战略格局，真正把“打什

么仗、怎样打仗”等问题搞清楚、弄明

白。

中国进入新时代，这是一个讲奋

斗、比奉献的时代，也是一个呼唤英雄、

造就英雄的时代。不管什么身份、什么

岗位，只要肯做身体力行者、勇敢担当

者、无私无畏者，你就能成为“身边典

型”“最美人物”“时代楷模”，你就是在

继承先烈的遗志，就是在续写英雄的故

事。

“想到那些死难的烈士，我们没有权

利不努力工作，没有权利不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让我们牢记周恩来同志说过的

这句话，以先辈为镜、和英烈“对表”，以实

际行动为民造福、为国兴利。这样，我们

就能在烈士的灵前问心无愧地致奠：“先

烈回眸应笑慰，擎旗自有后来人。”

（作者单位：武警上海总队政治工

作部）

先烈的遗志将会被永远承继
■谢 军

长城瞭望

谈训论战

一位领导同志检查部队训练，看到训练

场上龙腾虎跃，弥漫着浓浓的实战化训练气

息，而没有了过去那种红旗招展的场面。当基

层干部为这“不好看”局促时，这位领导说：我

就爱看这样的“不好看”！

战争是残酷的血肉拼搏、生死较量，没有

什么好看不好看。训练作为未来战争的预演，

也浸透着苦与累，没有什么好看的。打赢能力

是在真刀真枪中练出来的，战斗力水平也是在

“艰难一日”中逐步提高的。“好看”练不出硬功

夫，泥里来、水里去，才能锻造出真本领。平时

演训“不好看”，上战场才能被“看好”；平时搞

得太“好看”，打起仗来必定要难堪。

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明天的打赢。

如果说，机械化时代的作战与训练，铁流滚滚，

硝烟四起，还多少带点雄伟与壮美，那么，信息

化时代的作战与训练，则有所不同，变得不那

么好看了。许多演训往往是“静悄悄”的，网上

来网上去，常听键盘响，不见硝烟起，只见荧光

闪，不闻喊杀声，阵势跟过去相比确实小多

了。一位指挥员说，现在检查训练，必须目不

转睛地盯住荧屏。稍不留神，眼睛一眨，键盘

响处，一串指令倏然闪过，对错胜败就已经定

了。这个感受，形象地说明了信息化条件下训

练的典型特征。这“静悄悄”的变化、“不好看”

的背后，折射的是训练场上的革命和战争的巨

大变革。如果今天还有人一味求好看，上了战

场是必然要吃大亏的。

训练的“不好看”，使一些人觉得成绩无法

直接体现，于是挖空心思在表面的“好看”上做

文章。现在，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的场面虽然不

见了，但秀看点、装门面、争彩头的事仍然存在，

训练中的形式主义还没有完全根绝。

坏事每因“要好看”。清代思想家王夫之

分析指出南宋军队荏弱的原因，就在于军队的

训练不求实效，“教之者，戏之也”“而无一生一

死、相薄相逼之情形”“士戏于伍，将戏于幕，主戏于国，相率以嬉而已……斯其所

以为弱宋也”！戚继光训练士卒讲求实用，反对“花枪”。因为“花枪”虽然看起来

漂亮，却不堪实用，真到“有事”之时是派不上用场的。

“好看”不是未来战争所需要的。谁在战斗力建设中追求“好看”，谁就会在未

来战争中遭到无情的惨败。王夫之所说的，也正是我们时常所警惕的：演训不是

演戏，儿戏必遭失败。军事上一旦吃了败仗，对国家和民族的影响将是致命的。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级喜欢看什么，具有鲜明的示范和导向。领导喜欢

看表面上的“好看”，下面就会展示形式上的美观；领导喜欢看那些“不好看”的，就

会逼着下面把劲往实处使、把工作往实里做。所以，纠正演训场上的不实之风，需

要上级机关和领导多去不常去的地方，多看那些“不好看”的，这样才能形成实战

化训练的鲜明导向。

演训不怕不好看，就怕太好看。有人在参观以色列军队的夜间演习后，说什

么都没有看见。以军人员说，夜间行动本来就是不让人看见，夜训“训”的就是夜

间的战斗能力。如果什么都看见了，就说明演训是失败的。一位外军飞行员说

过：战斗飞行与航展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是为了“好看”，一个是为了实战。如果把

二者弄颠倒了，那是很危险的。

为了胜利，一定要区分“演习”与“演戏”的不同；为了打赢，就要让那些“中看

不中用”的远离练兵场。 （作者单位：77675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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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过错是暂时的遗憾，而错

过则是永远的遗憾。过错有大有小，但

有些错过往往会造成难以追悔的大

错。所以，有时候，错过本身就是一种

过错。

成功与进步，往往在于抓住机遇、

乘势而上；失败与落后，常常由于错失

良机、滑向衰落。1793年9月，英国特

使马嘎尔尼从万里之遥来到北京，给乾

隆皇帝送上先进的仪器和兵器，还有装

载110门大炮的战舰模型。而当时大

清的军队，用的大多是冷兵器。这完全

是发展的“时代差”。如果这些先进的

设备为我所用，可能就不会有后来的一

次次惨败。可这些先进的装备，却被当

作“蛮夷小技”，摆放在圆明园里当作玩

器供人赏弄。可就是因为这一“错过”

而铸成大错。时间过去不到50年，第

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侵略军凭坚船

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迫使清政

府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尤其是军事

领域，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战争形态、

作战样式、组织结构等一系列革命性变

化。这每一次变化都是一次机遇。抓住

了就能乘势而上，错过了就会丧失机遇，

回头赶上就没有那么容易了。“敌人留给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只有任何时候都保

持这样一种紧迫感，才能赶上时代、引领

时代，做新时代的开创者、建设者。

勿因错过铸大错
■车金芃

一点e见

玉 渊 潭

翻阅古籍，可以发现这样一个有趣

的现象：但凡智者，都希望自己“愚钝”些。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把自己

住处附近的山叫做“愚山”，附近的水叫做

“愚溪”；苏东坡老来得子，赋诗一首：“人

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

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为什么这些公认的智者都渴望自

己“愚钝一点”？世人皆向往的“聪明”，

有那么可怕吗？

明代思想家吕坤在《呻吟语》中写道：

“精明也要十分，只须藏在浑厚里作用。古

今得祸，精明人十居其九，未有浑厚而得祸

者。”意思是说，聪明是个好事，但必须在淳

朴敦厚中才能有用。古往今来，惹祸上身

者，绝大多数都是自恃聪明的人，很少见到

因为厚道淳朴给自己带来灾祸的。

《孟子·尽心章句下》记载：盆成括刚

到齐国做官，孟子就断言他的死期到了。

弟子问他：“先生怎么知道盆成括会被

杀？”孟子说：“他为人有一点小聪明，但没

有贤人的大智慧，自然会酿成杀身之祸。”

果然，不久之后，盆成括就被杀了。

关于盆成括的死因，史书上并没有

详细记载。但从孟子短短的几句话中可

以知道，盆成括的死，与他的“小聪明”有

直接关系。可以说，正是人人求之若渴

的“聪明”，给盆成括招来了杀身之祸。

如果他能够牢记孟子的警示，把聪明藏

在“浑厚”里，可能就会是另一种结局。

《三国演义》中的杨修，也是因聪明

而“得祸”的典型。曹操在花园门上写

一“活”字，杨修便知其嫌门阔了；曹操

怕有人暗害自己而故意梦中杀人，杨修

偏偏指出“丞相非在梦中”……杨修终

究因言获罪，以鸡肋之名，身死于刀斧

之下，留给后人无尽的慨叹。

辅佐曹操的另一位谋士荀攸，虽然

智慧超群、谋略过人，但始终谨言慎行、

避招风雨，在朝二十余年，一直能够从

容处理上下左右的复杂关系。曹操这

样评价荀攸：“公达外愚内智，外怯内

勇，外弱内强，不伐善，无施劳，智可及，

愚不可及，虽颜子、宁武不能过也。”

杨修与荀攸，都因才智过人而被曹

操重用。他们之所以一个身首异处、一

个得以善终，根本区别就在于对才智的

运用：一个恃才放旷、一个外愚内智。

大智常常如愚，大巧往往若拙，修

身者应当铭记。《菜根谭》有云：“聪明人

宜敛藏，而反炫耀，是聪明而愚懵其病

矣，如何不败？”意在告诫那些聪明有才

华的人应该掩藏自己的才智，如果才智

用错了地方，就跟愚蠢无知的人没有什

么区别，也会成为招灾引祸的根源。

古语云：物极必反。聪明到极致，

就是愚蠢。太过精明的人通常也是爱

计较之人，容易钻进对一事一物的纠缠

中，看重小利而忽视大利，斤斤计较却

不知轻重，精于算计而本末倒置，而更

重要的是，所谓聪明人，往往钝于谋公

而精于谋私。好比《红楼梦》中的王熙

凤，“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

命”。所以说，聪明之过，不在聪明这一

特质本身，而在于把聪明用错了地方。

当然，浑厚也分真假，不是所有的浑

厚都不会得祸。从古代的和珅，到当今社

会那些锒铛入狱的贪官们，往往表面上浑

厚、内心里精明，人前装傻、人后使坏。他

们以为凭借所谓的浑厚，即使干一些见不

得人的勾当，也会神不知、鬼不觉。这样

的“浑厚”，其实是假浑厚。一旦暴露真实

面目，小则让人反感，大则身败名裂。

周恩来说过：“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是

最老实的人，因为只有老实人，才能经得

起事实和历史的考验。”如果说美的最高

境界是“美而不自知”，那么聪明的最高

境界就是“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大辩若

讷”。修身之道，当牢记“未有浑厚而得

祸者”，抱一份朴实、守一份拙计，以一身

拙气养来浩然正气。唯此，方能守住事

业名节，收获人生最美的风景。

（作者单位：北部战区陆军政治工

作部）

未有浑厚而得祸者
■王 宁

某部在调整改革之际，住房一时不能满足来

队家属需要。但机关想尽办法，解决来队家属临

时用房。官兵高兴地说：这事开始压根儿“没想

过、没敢想”。但部队领导说：官兵“没想过”，我

们不能“没想到”。

一个是“没想过”，一个是不能“没想到”。不

同的想法，反映了相同的境界。“没想过”，体现了

官兵克服困难、体谅部队、顾全大局、支持改革的

思想觉悟；不能“没想到”，反映了党委和机关为

官兵排忧解难、主动作为的思想作风。

改革深入推进，改革措施落实落地，必然会

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些现实困难和问题

会相对集中。广大官兵讲服从、讲牺牲、讲奉献，

“忘其家、忘其亲、忘其身”，有的把困难藏在心

底，也不给组织添麻烦，表现出很高的思想觉

悟。越是这样，党委和机关越要把问题想在前

面，把工作做在前面，想方设法主动帮助官兵克

服困难。组织多一点温度，官兵就增一分温暖；

组织多一点关怀，官兵就增几分理解，就会更好

地处理局部与全局、眼前与长远的关系，推动改

革巨轮破冰除障、奋力前行。

改革推进之际，许多单位出台关爱官兵的具

体措施，起到了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效果。但也

有个别单位讲服从多、讲服务少，讲奉献多、讲关

怀少，强调客观原因多、主动帮困解难少，对官兵

现实困难和问题研究解决不够，工作做得不够到

位。问题集中之际，正是需要组织之时；推进改革

越是有力度，思想工作越要有温度。只有“解决群

众的一切问题”，群众才会“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

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实践证

明，领导和机关解决一个难题，就赢得一分信任、

拉近一分距离、增进一分感情。把工作做到位、做

到家、做到每个人的心坎上，有些问题即使一时不

能解决，也会得到官兵的谅解与理解。

“真诚的关心，让人心里那股高兴劲儿就跟

清晨的小鸟迎着春天的朝阳一样。”关心关爱对

情绪、思想和行为的影响直接而持久。组织从细

微之处关怀官兵，官兵也会在工作中给以真情回报。怕就怕官兵“想过了”，领导

却“没想到”，对一些举手之劳的小事视而不见，对官兵的意见呼声充耳不闻。在

改革进程中，官兵还会遇到住房、家属随军、孩子上学等诸多问题。困难面前，关

爱不能缺位，更要让官兵感到“党是咱靠山，组织在身边”。

个人对组织讲服从，组织对个人讲负责。关心和关爱，其意义有时不仅仅

在于解决多少问题，更在于传递一种“跟你在一起”的决心意志，树立一种

“请你跟我做”的示范导向。领导机关和干部服务基层越主动，广大官兵献身部

队建设的热情就会越高涨。因而，“没想过”与不能“没想到”，这两种思想和

作风，都应该提倡和发扬。

你
﹃
没
想
过
﹄
我
不
能
﹃
没
想
到
﹄

■
益
西
平
措

长城论坛

扶贫攻坚，贵在落实。但在一些地

方，扶贫落实在统计表格上、工作表面

上、会议表态上。这种现象，被老百姓

讥之为“表态式扶贫”。表态式扶贫，其

实质就是“表态式落实”。

从工作部署，到取得成效，中间一

个重要的环节就是落实。光有部署没

有落实，再科学的筹划、再美好的愿景，

都是镜花水月、虚无缥缈的。扶贫攻坚

是这样，部队各项工作也如此。尤其是

关系备战打仗的事，哪一件落实不好，

哪一个环节没有落实到位，都会留下隐

患和漏洞。上了战场，补都来不及。对

部队而言，落实是关系生死存亡、生命

安全的大事，而非可紧可慢、可抓可放

的小事。落实就进步、就上升，不落实

必落空、必落后。就像一位部队领导所

说的：“落实了心里才踏实。”

“表态式落实”的现象，在少数单位

还不少。态表了、话讲了、文发了之后，

就没有下文、没有音信了。从文件上

看，件件都落实了，实际一检查，一件也

没有落实。只有落实的措施，没有落实

的行动。这种纸上、嘴上、文件上的“落

实”，就等于落空，等于没落实，是一种

典型的形式主义、表面文章。

落实才能踏实，不落实就始终悬在

空里。部队要随时准备打仗，打胜仗的

能力不是嘴上喊出来的，而是抓训练落

实抓出来的，最终要在实践中来检验。

因此，打仗的事只能落实不能落空。今

天在落实中欠了账，明天在战争中就要

吃败仗。落实只有逗号没有句号，只有

“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只有永不停

歇、永不懈怠，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

声，一步一个脚印，把工作抓紧抓实抓

到位，才能为打胜仗奠定基础。

（作者单位：湖南省株洲县人武部）

落实了心里才踏实
■刘长锋

基层心声

前不久，一位领导在检查基层
官兵手机使用情况时，发现不少士
兵的手机里，没有一条微信，未发
一条短信，相册和朋友圈里的聊天
记录都是空白。这位领导觉得奇
怪，一问才知道，个别干部为防手
机失泄密，对官兵手机反复清查，
官兵不胜其“查”，干脆“清空手

机”。找出问题所在后，立即纠正
了这种做法。

这正是：
泄密问题应严防，

清空手机欠妥当。

网络媒体时代物，

疏堵结合是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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