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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梦想就会了不起。奔梦路上，霞

光满天。

钟扬说，不是杰出者才做梦，而是善

梦者才杰出。钟扬，一生都做着“种子

梦”。他援藏16年，在青藏高原奔走50万

公里，采集上千种植物的4000万颗种子。

钟扬为什么能迸发出如此强大的能

量？根本在于他和很多中国人一样，具

有伟大梦想精神，坚信“山再高，往上爬，

总能登顶；路再长，走下去，必能到达”。

敢于有梦、勇于追梦，才能实现梦

想。梦想是一种初心，指引着人生前进的

方向；梦想是一种动力，驱动着不懈奋斗

的车轮；梦想是一种目标，规划着光彩夺

目的未来。伟大的事业，源于伟大的梦

想。我党我军今天的所有成就，皆是一代

代梦想者善梦追梦圆梦的结晶。

朱光亚一生做着“核武梦”。为了

强国强军大业，朱光亚放弃国外优渥的

条件，毅然回国逐梦筑梦。1964年 10

月16日15时，中国大西北传来“东方巨

响”，也圆了朱光亚的伟大梦想。这一

梦想让我国摆脱了核讹诈，真正立起了

大国威严。

宋文骢一生做着“航空梦”。为了

抵御外辱，“我们一定要有很好的飞

机”，宋文骢很早就立下了航空报国的

梦想。1998年3月23日，歼-10首飞成

功，中国终于有了自主研制的第三代战

机。今天，中国空军威武雄壮地战巡南

海、警巡东海、绕岛巡航、远洋训练，离

不开“宋文骢们”梦想的奠基。

这些梦之骄子秉持着伟大梦想精

神，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也让人生绽放

得无比璀璨，在强军征途留下壮美的风

景。也正是无数像他们一样的善梦者

不懈奋斗、勤奋耕耘，使中国梦强军梦

距离我们如此之近。

马克思说：“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

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

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

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在我们心中，

那些善梦者总是伟大的，他们的伟大就

在于他们的梦想不是发财的美梦、升

官的迷梦，而是与国家的梦、民族的梦、

党的梦、军队的梦融合在一起，把为祖

国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

作为毕生追求。他们的事迹告诉我们：

只有把个人梦与中国梦强军梦紧密联

系在一起，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

强军兴军的伟大事业中，才能使梦想的

价值得到升华、人生的意义超越小我，

在广阔舞台上演奏出辉煌的人生乐章。

“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

“宏大叙事”的中国梦强军梦，也是“具

体而微”的个人梦。对军人来说，最大

的梦想就是强军梦。所有军人的梦想

都瞄着强军兴军，就一定能凝聚实现梦

想的磅礴力量，把蓝图变成现实，把愿

景变成风景。

梦想开花结果靠实干。戴明盟有一

个“大国梦航母梦”，为了尽快实现航母

飞行，他“忍住痛，把步子迈得更大些”，

探出一条航母飞行的新路；李浩有一个

“无人飞行梦”，为了推进新型作战力量

建设，他愿做改革的闯将，实现了一次又

一次换羽重生；满广志有一个“强大蓝军

梦”，为了更好地磨砺“红军”，他打造出

足够专业的“草原狼”，让“红军”有了可

靠的“磨刀石”……他们因心怀强军梦，

个人梦也得以绚丽绽放。

然而，现实生活中，少数官兵参军

入伍就是想学技术、考学、退伍找个好

工作……诸如此类，热衷于“个人设

计”，轻视了保家卫国的梦想，靠什么建

功立业、锻造出彩人生？“先立乎其大

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只有把党和军

队的事业看得高于一切，把使命看得比

生命还重，才能与民族同命运、与祖国

共奋进、与时代齐发展，让个人在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共享

幸福和荣光。

梦想在前方，奋斗在脚下。党的十

九大擘画了更加清晰的强军路线图。广

大官兵只要始终发扬伟大梦想精神，不

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加满油，把稳舵，

鼓足劲，将实干进行到底，就一定能实现

中国梦强军梦，书写属于新时代的辉煌

业绩。

(作者单位：武警辽宁省锦州支队)

善梦者终将奏出辉煌的人生乐章
■宋士新

适应不适应新时代，一个很重要的

标尺，就看头脑是否保持开放性。

最近，加拿大在为一条“过马路”的

法律展开辩论，其内容是：放下手机抬

头看路。

可能有人会认为，这太小儿科了

吧！过马路不看手机还要立法。如此

思维，正说明你的头脑丧失了开放性。

信息化时代，很多常识已经发生了根本

性改变。鉴于低头族不仅容易造成自

身伤害，还会造成诸多交通事故，这条

法律势在必行。

时移世易，变法宜矣。立法工作如

果不适应时代，那就会导致很多问题的

发生。譬之若良医，病万变，药亦万变。

病变了而药不变，原来可以治好病，现在

可能会治死人。

古代有荆人袭宋、刻舟求剑、引婴投

江的寓言故事。这些故事说明，一旦时

间、空间、对象发生了变化，依然固执地

坚持陈旧眼光、惯常做法，必然与客观事

物格格不入，只会留下千古笑柄。

新时代，一些单位的官兵对管理规

定、决策部署、制度措施、工作模式等不太

满意，主要原因就是少数领导干部头脑丧

失了开放性，不能做到与时俱进。

“拔足再濯，已非前水。”今天，管

理对象是新时代的官兵，运行体制是

改革后的新体制，聚焦的重心是信息

化战争，面对的是高科技支撑的工作

环境……一切都在发生重大变化。如

果领导干部还是保持传统思维、习惯做

法、路径依赖，搞“穿新鞋走老路”那一

套，就很难踏上新时代的节拍，也必然

难以赢得官兵的认可。

纵观新体制下的部队，很多单位改

革活力和效能得到最大程度释放，官兵

士气高涨、精神振奋、面貌一新，一定程

度是因为领导干部尤其是决策者头脑

保持了开放性，能与新时代、新体制、新

使命、新要求、新目标同频共振、共融共

生。不论是管理规定，还是决策意见；

不管是生活学习，还是练兵备战，都紧

跟时代、紧贴形势、紧随官兵，而不是与

时代拧着劲，不是对旧习惯、旧做法“敝

帚自珍”。

时光演变，新故相推，日生不滞。领

导干部能不能成为弄潮儿，能不能始终走

在时代前列，与其头脑是否保持开放性至

关重要。有人讲，人才和精英的最大区

别，主要看其头脑开放的程度。精英的头

脑始终保持开放，永远充满求知欲望和问

题意识，因而总能引领时代。而人才的头

脑一旦缺少开放性，就难以保持永远的优

势。对部队官兵来说，就是要始终保持头

脑的开放性，成为永远的人才。

新时代展示新气象，最需要头脑开

放的官兵、头脑开放的领导干部。事实证

明，官兵有了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开放

性，才能更好地实现换羽重生、本领扩容、

能力升级，顺利地转变职能、转变作风、转

变工作方式，最大限度地释放改革活力和

效能，使新体制发挥新优势、产生新动能。

(作者单位：32144部队)

头脑永远不能丧失开放性
■戎 猛

虚文烨烨者，于本实必薄。崇尚虚

文的人，对实事必不用心。

天下事，以实则治，以文则不治。这

是历史的告诫。虚风太盛，实政必乱；务

真求实，政事日新。虚风的主要表现之

一就是虚文。搞虚文，就留不下实政，创

不下实绩。

康熙年间，有一次，广西巡抚陈元龙

给康熙奏报，“桂林山中产有灵芝，时有

祥云覆其上”，声称采到一枝高一尺余、

状如云气的灵芝，并引用《神农氏》中“王

者慈仁则芝生”的话。康熙在其奏折上

批道：“如史册所载景星、庆云、麟凤、芝

草之贺，及焚珠玉于殿前，天书降于承

天，此皆虚文，朕所不取。惟日用平常，

以实心行实政而已。”看来，就是封建时

代的统治者也明白，虚文太盛害实政。

何为虚文？就是图有形式而无甚

实际作用的话。它在行文中表现出来

不是以繁叙简、华而不实，就是不切实

际、满纸空文；不是人云亦云、长篇大

论，就是言之无物、故作高深。初读虚

文时，感觉似乎辞藻纷披、妙语连珠，细

品之后全是鲁迅讥讽过的“无比正确”

的废话。黄豆大的核，西瓜大的壳。满

纸都是空话、大话、套话，在华丽的文字

迷宫中转来转去，最后什么也说了，又

什么也没说透，更别说解决问题了。

《东轩笔录》中记载，宋仁宗朝翰林学

士彭乘写文华而不实，卖弄辞藻。有一边

疆大臣请求进京朝觐皇帝，宋仁宗已同意

他秋凉后上路。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彭

乘却煞费一番功夫，为批答之诏曰：“当俟

萧萧之候，爰堪靡靡之行。”如此虚文，让

人费尽思量，真是费力不讨好。

文章当为事而作，说清道实乃是第

一要义。晏殊奉命撰写《章懿太后神道

碑》，讲到宋仁宗为李氏所生，连用了几

个典故和比喻：“五岳峥嵘，昆山出玉；四

溟浩渺，丽水生金。”晦涩朦胧，说了半

天，还是云里雾里。翰林学士孙抃奉命

撰写《进祔李太后赦文》，则直书其事：

“为天下之母，育天下之君。”为此，晏殊

遭到宋仁宗批评，孙抃则受到表扬。

纵览历史，不难发现一个规律：创

建之初，为文多务实，政事多斐然，朝代

多兴旺。一旦到了后期，虚文渐盛，人

浮于文，离人亡政息也就不远了。

明太祖朱元璋就非常憎恨虚文，曾

告诫群臣：“虚词失实，浮文乱真，朕甚

厌之。自今以繁文出入人罪者，罪之。”

但虚文之作在朱元璋死后有所蔓延。

明世宗也曾下令：“诸司章奏，不许烦

词，第宜明白，开陈要旨，庶易省阅。”然

而，官不作为、江河日下，只好用虚文来

硬撑。明末时，已是弊端丛聚，积重难

返，崇祯皇帝只好命令进章奏的人把其

主要内容用不到一百字的话概括出来，

黏附在章奏后面，以便阅览。

当时，不少贤明之士已看出虚文之

弊。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就曾指出：

“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

于咸阳之郊所坑者。”然而这个久治不愈

的顽症却无人能除，甚至连统治者都不

得不在它的面前败下阵来，这种现象令

人深思。积羽沉舟，群轻折轴。谁给骆

驼压上沉重的稻草？明清两朝由盛及衰

的原因，不能说没有虚文的那根稻草。

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胜实衰。我

党深知虚文之害，从来都坚定不移地反

对之、杜绝之。1942年，正值抗日战争

最艰苦的时期，毛泽东写了一篇著名的

文章，叫《反对党八股》。从党八股身

上，毛泽东同志不仅看到了虚文之风，

更看到了党八股后面的教条主义和形

式主义两个弊病，会产生“不负责任，到

处害人”“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

去，祸国殃民”的巨大杀伤力。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支军队，如果

虚文盛行，绝非祥兆。而时下还有少数人

喜欢流于形式、华而不实、无病呻吟的文

风。有的写文章只重研究不重调查，脱离

实际，绕来绕去，不知所云；有的无的放

矢，不看对象，乱放一通，真是“空空”导

弹打“空”靶；有的以文件传达文件，以文

章宣传文章，常常是别人怎么叫，自己就

怎么喊。这些虚文对解决现实问题提不

出独到的思路，拿不出具体的办法，只能

是在那里自言自语说车轱辘话，玩文字

游戏，以漂亮的辞藻掩盖思想的苍白。这

些只图“显绩”不求“实绩”的虚文，势必

助长浮术、华名、伪事之虚风，政务又怎

能崇实充实？

邓小平曾说过：“拿笔杆是实行领

导的主要方法，领导同志要学会拿笔

杆。”拿笔杆子，重要的是要以事实为依

据，以简练为准绳，以精准为目的。领

导干部只有走出机关，深入基层，在实

际生活中“望闻问切”，才能写出一词不

虚设、一字不苟下的实文雄文来，才能

以实心行实政。

(作者单位：第79集团军某旅)

虚文太盛害实政
■刘海涛

前不久，中国空军出动轰-6K、

苏-30等多型多驾战机飞越宫古海峡，

成体系前出西太平洋开展实战化军事

训练；同时组织轰-6K、苏-30等多型

多驾战机飞赴南海，实施联合战斗巡

航。这是空军开展实战化练兵的又一

次务实行动。

强军必兴训，兴训必实训。实战化

训练是未来战争的预演，是最直接的军事

斗争准备，必须具备“越是艰险越向前”的

血性胆气，书写好全面提升备战打仗能力

的时代答卷。诚如参加前出岛链远洋训

练的空军航空兵某团团长陈亮所言：“无

论训练环境多么复杂，训练区域多么陌

生，飞行员们都勇往直前，一直保持临战

的思想、迎战的姿态、实战的标准，锤炼了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血性胆魄，提升

了备战打仗、能打胜仗的本领。”

的确，实战化训练要求“全疆域到

达、全时空突击、全方位打击”，始终与

危险相伴。如果不设险局困局，总是风

平浪静，那还叫实战化训练吗？

“听蝲蝲蛄叫，还能不种庄稼？”训练

越向远洋深海，就越会有潜在对手的伴

随、干扰和侦察。蝲蝲蛄叫得越凶，越要

把自家的庄稼侍弄好；对手越是在意，越

要大力提升我军实战化训练水平。我们

把训练搞强了，有了足够实力，才能形成

威慑能力，有效塑造态势、管控危机。

训练越接近实战，越需要应对风险

和挑战。近年来，无论是轰-6K第一次

战巡南海，还是运-9第一次飞向南海某

岛礁，抑或是中国空军编队首次飞越对

马海峡，都面临着气象、水文、地理、环境

等方面的诸多考验。唯有科学施训、大

胆前行，趟过去、战胜之，才能积累经验，

提高新时代打赢能力。倘若不能有效抵

达，靠什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可以说，只有飞机飞过、战舰驶过，

我们才能谈得上有力捍卫！

战场有伤亡，实战化训练也会有危

险。空军“金孔雀”余旭、海军“飞鲨”张

超在训练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

是中国军队实战化训练的先行者，他们

的牺牲必将激励更多的中国军人投身

实战化训练，用青春和热血锻造有我无

敌的实战能力。

纵览战争史，不难发现，凡是能打

仗、打胜仗的军队，从来都不会背离实

战化训练，也从来不会畏惧训练的艰苦

和风险。

岳家军能打吧？殊不知，岳飞带兵

一向从严，“滂沱雨、大雪降、狂风怒之

日,正是练兵之时；崎岖路、河溪沟、荆

棘处,正是练兵之地”。

解放战争后期，我军所向披靡、战

无不胜。其荣耀的背后，离不开刻苦练

兵、实战练兵。无论是夺取大城市，还

是飞越长江天险，抑或是打赢“一江山

岛战役”，哪一次不是经过严格的战前

训练、反复推演，才最终一举定乾坤。

倘若没有实战化训练，没有一遍又一遍

的演习训练，要想取得胜利，那是要付

出很大代价的。

俗话说，一流军队设计战争。今天，

实战化训练被赋予了设计战争的目的。

设计战争靠什么？唯有靠实战化训练。

如果没有反复的实战化训练，没有一次

次“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艰险探

索，我们怎能探索出新的战法训法？又

怎能设计好战争、陷敌于死亡之地？

现在有少数单位，有一种不好的现

象，就是练兵面前，安全第一。当然，练

兵要讲安全，但不是安全第一，而是打

赢能力第一。一味消极保安全，就难以

提升安全防护能力，更不可能提高练兵

备战能力。只有不惧风险，把兵练强练

硬，具备过硬的抗风险能力，才能既保

打赢，又保安全。那些只想保安全，不

敢涉险涉难训练的单位，一旦上了战

场，只会造成更大的不安全。

“不能打仗，国家要咱干什么？不打

胜仗，人民养咱干什么？”应对未来战争，

我军要全面提高基于网络信息体系的联

合作战能力、全域作战能力。这“两大”

能力，都是崭新课题，亟须尽快解决。只

有迎难而上，艰辛探索，多到大洋大漠、

远海远洋、高原高空开展实战化训练，全

方位多领域锤炼体系作战硬功，练出以

命相搏的杀气、敢打必胜的胆气、知己知

彼的底气、砺剑亮剑的霸气，才能有效履

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作者单位：郑州联勤保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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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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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大贤秉高鉴，公烛无私光。真正的

共产党人从来不以私利损公义，不用感

情代替政策。

周恩来同志就是这样的人。担任总

理以来，他谆谆教诲家乡干部，办事情

要顾全大局，不要只想着自己那块小天

地，不要有丝毫特殊化思想，要靠家乡

人民的聪明才智，自力更生、艰苦创

业，建设美好家园。他还严格要求自己

的亲属，给他们订立了“十条家规”，

从没有利用自己的权力为亲朋好友谋过

半点私利。

不仅周恩来，老一辈革命家大都这

样。亲友要毛泽东同志介绍工作，毛泽

东一概没答应。他认为，这样做，“人民

会说话”。邓小平同志一辈子没回家乡，

没给家乡谋取任何照顾。他之所以这样

做，是因为他怕政策的天平会因感情发

生倾斜，给党和人民造成不好的影响。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共产党人

不是不讲感情。1959年元月，周恩来

总理从广州飞往北京，快到淮安上空

时，特意走到驾驶舱中，从飞机上默

默注视淮安。可见，他对家乡的深

情，对家人的感情。共产党人讲感

情，讲的是正义的感情、公平的感

情、为民的感情，决不是破坏规矩、

破坏纪律、破坏政策的感情。一旦为

了感情而损害了政策，那就是自私自

利的感情，是不值得称道的感情。

今天，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那种“酒杯一端，政策放宽”的事少了，

那种只要收取好处就办事的情况基本

不见了。实际生活中，在少数党员领导

干部身上仍存在凭感情办事、给熟人谋

取好处的现象。他们认为，给陌生人办

事，也没有什么好处，办了等于白办。

而利用手中权力给熟人、给亲戚朋友办

事，既可以避免出事，也能落得个讲感

情的“好名声”。

“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

用。领导干部必须时刻清楚这一点，做

到公私分明、克己奉公、严格自律。”如

果领导干部凭感情办事，在政策上向亲

戚朋友倾斜，就会使公平正义的天平丧

失平衡，从而破坏党规党纪，损害党的

威信。从近年来被查处的领导干部看，

他们的违纪违法问题，很多都是用感情

代替政策，用手中权力为熟人办事引发

的。事实证明，只讲感情不讲政策，只

讲私利不讲原则，只讲面子不讲真理，

就会脱纲离谱、脱轨越界。

感情要讲，但不能破坏政策；亲友要

帮，但不能有损公义。要想营造风清气正

的政治生态，领导干部什么时候都要牢记

手中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用来为人

民服务的，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自觉接受

监督，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拒

腐蚀、永不沾，决不搞特权，决不以权谋

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共产党人。

（作者单位：国防科技大学信息通

信学院）

不能用感情代替政策
■乔鑫凯

前不久，某旅组织官兵参观驻地
科技馆，要求每名官兵结合见学感悟
撰写一篇心得体会。一名上等兵怀着
真情实感写下一首诗词作为心得体会
上交后，却被机关以未达到 3页为由
打回重写。后来，旅领导了解这一情
况后，立即叫停机关这一做法。

这正是：
心得体会贵真情，

长文要求太扫兴。

兵言兵语又何妨？

改进文风落于行。

罗 园图 辛宗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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