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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

采写这篇稿件，记者想起 《三国

志·吴志·吕蒙传》——

吴国将军吕蒙，十五六岁就跃马沙

场，后来升为中郎将。但他能武少文，

给吴主孙权写信都要请人代笔。孙权耐

心劝告他读点书。于是，他发奋读书，

收益很大。一次，鲁肃路过他的防地，

他提出五条应付蜀国大将关羽的计策。

鲁肃听后惊喜：“我还以为老弟只有武

略呢！”

“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

坤。”吕蒙读书的故事给我们颇多启示。

习主席在新一届中央政治局第一

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精神，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全党来一次

大学习。这个伟大号召，既有深厚的

历史底蕴，又有现实的紧迫要求，更

有深邃的战略考量。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主席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读书

修身的重要性。

当今时代，学习能力就是生存能

力。学界流行的“知识折旧律”显示：

一年不学习，你所拥有的知识就会折旧

80%。早在70多年前，毛主席就告诫全

党：“我们队伍里有一种恐慌，不是经

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

慌。”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的“八个本

领”中，学习本领排在第一。

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有句名言：

“知识贫乏的军队能在第一次浪潮战争

的白刃肉搏中英勇作战，在第二次浪

潮中也能打败敌人，但在第三次浪潮

中，他们将像没有文化的工人无法从

事第三次浪潮工业生产一样，不知何

去何从。”

当以武器装备为主导的硬实力达到

一定水平后，军队和军人的文化素质等

软实力就成了硬实力的黏合剂和倍增

器。这背后，就是通过读书学习去增长

知识，掌握现代战争技能，加速战斗力

生成。所以，对军人来说，信息化战争

首先从书桌上打响，学习力也是战斗

力，知识优势也是制胜优势。

战争的“脸”一直悄悄在改变。从

根本上讲，我军过去之所以要用“小米

加步枪”对抗敌人的飞机与大炮，是家

底太薄、“器”不如人。历史走到今

天，我们的“钢”多了，各种新装备让

我们“底气”更足了。但有一种认识必

须更加清醒：决定未来战争胜负的关键

因素还是人。我们在学习进步，对手也

没有在偷懒睡觉。时下，各国军人都在

“翻书”，谁在学习上孜孜以求，打赢的

天平就向谁倾斜！

学习，是为了更好地出发。党的十

九大报告确立了全面推进军队四个方面

现代化和“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

流军队”的奋斗目标。良好的学习态度

和成效，则是推进强军事业的强力引擎

之一。

胜利总是偏爱“学习型”军队。新

的时代、新的挑战，每一名有灵魂、有

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

人，自然会争分夺秒学习，不断提高自

己的读书层次，提高与强军兴军相适应

的能力素质，勇于挑起重担，不负使命

重托。

谁在学习上孜孜以求，打赢的天平就向谁倾斜
■本报记者 刘建伟

人间四月天，莫负春光好。在第 23 个“世界读书
日”到来之际，“读书”这个话题，又一次萦绕在我们心
头。

毛泽东曾说，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所“大学校”。
今天，我们生活在知识爆炸的新时代，“大学校”更彰
显出它的深远意义。

习主席指出，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
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

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
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
事业靠本领成就的观念，让勤奋学习成为青春远航的动
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

重视学习、坚持学习、善于学习，是我们党和人民军
队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

强军兴军，时光正好。站在全面建设世界一流军队
的新的历史起点上，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通信站党委深

刻感到：一流军队由一流军人组成，一流军人靠一流素
质支撑；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桌是军人的另一个
“战场”，知识是军人的另一种“武器”。

一个重视读书的民族才有前途，一个重视读书的军队
才有未来。在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网络时代，我们该如何
认识读书的价值？怎样安排读书学习生活？强军兴军路
上，又如何让书籍助力我们前行的脚步？在这个以读书命
名的节日里，这篇新闻调查或许能为大家提供有益启示。

“你有多久没读完一本书了？”
这简单一问，曾经把沈阳联勤保

障中心某通信站不少官兵问得脸上
“火辣辣”。

受领中心“读书筑梦”群众性读
书活动试点任务后，一项有关官兵阅
读行为的专项调查，让该通信站领导
眉头紧锁——

有 21%的官兵觉得工作忙，“读书
少”成为一个“光荣的缺点”；有
52.5%的官兵“看书只翻皮，阅读只看
题”，感到读书是“软指标”，比武能
拿名次才是“硬杠杠”……

读书是在繁忙的工作之外，成本
最低、最直接、最简捷的学习知识的
方式。可今天官兵们离书籍远了，电
子化、碎片化、快餐化的阅读习惯，
对传统阅读带来很大的冲击。不少基
层一线带兵人忧心忡忡：现在的战
士，好像都习惯于在网页上“跳来跳
去”地浏览信息，读书对于他们来说
成了“苦差事”。

改革强军对官兵能力素质提出了
更高要求，而阅读学习则是强筋壮
骨、精武强能的重要途径之一。调查
数据和基层一线带兵人的担忧，引起
了通信站领导的深刻思考：“未来战场
比拼的是智能。读书学习对于战斗力
建设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一支有学习力的军队往

往具有极强的战斗力——

胜利之师必然是好

学之师

一项成功的探索实践，常常以深
刻反思作为开端——

站在向世界一流军队进发的历史
新起点上，读书学习比任何时候都显
得更加迫切。而一些官兵对读书重要
性的认识上不去，无疑是开展群众性
读书活动最大的“拦路虎”。
“脑子‘通窍’，行动才能‘通

路’。”通信站党委一班人认识到，
读 书 求 知 得 先 打 响 “ 头 脑 中 的 战
争”，当务之急是要把官兵心中的问
号拉直！
“时代就像呼啸的列车，是挡不住

的。”那天，通信站礼堂座无虚席，全
站官兵专注地聆听主任赵洪伟“读书
要与时间拼脚力”的授课辅导。
“与时代变迁加速关联，知识更新

也在不断加速。”赵洪伟开门见山：据
统计，18世纪，知识更新速度为 80至
90年；19世纪末 20世纪初，知识更新
速度为 30年；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知
识更新速度为5至 10年……

数字总是能给人带来最直观的冲

击力。赵洪伟拖动鼠标点出这样一组
数据：有专家声称，人类今天掌握的
全部知识，到 21世纪中叶，真正有用
的可能只剩下1%。

台上讲得丝丝入扣，台下听者兴
致盎然。“不与知识同步就会被知识
淘汰，不与时代同步就会被时代抛
弃。”课后讨论，四连上等兵宝光
说：“过去总觉得当兵学不学习、读
不读书无关紧要，听了这一课我才如
梦方醒。”
“一支有学习力的军队往往具有

极强的战斗力，胜利之师必然是好学
之师。”在通信站“读书筑梦”群众
性读书活动中，一段红军军史被反复
提及——

长征时，红军将士“认字就在背
包上，写字就在大地上，课堂就在大
路上，桌子就在膝盖上”。多年后，一
位老红军感慨地说：“为了摆脱敌人追
击，那么多好不容易缴获来的辎重装
备都丢了，唯有识字板没有丢。”

远远回望历史纵深处，许多片断
和场景会让人从岁月沧桑中得到深刻
感悟。

军人与读书、学习与胜利，就这
样奇妙地联系在一起。回味这段历
史，一个道理在该站官兵头脑中日益
清晰：不打赢书本上的战争，就可能
会在未来战场上输给对手。

危机感催生紧迫感。学历不高的
四级军士长宋长青，主动走进信息化
知识强训班，成了一名兵龄最老的学
生。他说：“就怕‘一觉醒来落伍
了’，心中有了这样的紧迫感，学习就
有了动力。”

对军人来说，天天都是“读

书日”、日日都是“学习节”——

让读书成为生活工

作中必不可少的“第五

元素”

采访中，一个现象引起了记者注
意：在该通信站，不管你是干部还是
战士，是来自基层还是来自机关，是
组织推荐还是毛遂自荐，只要你行，
你就可以登台上读书公开课。

这一举措，饱含着通信站党委
的良苦用心：他们仿照电视台“读
书 会 ” 做 法 ， 开 设 “ 聆 听 经 典 讲
述、分享人生智慧”公开课，站里
官兵轮流上台谈荐经典，不仅让一
人成果变成众人收获，也让大家有
了本领恐慌意识。

经典在于挖掘，读书贵在分享。
很多官兵都把能否“登台露一手”作
为一种能力较量，视为一种荣耀。为
了备战公开课，图书室成为官兵光顾
最多的地方。
“要过火焰山，须有芭蕉扇。”该

通信站还与驻地新华书店建立合作关
系，成立“图书流动站”，每季度更新
图书，从根本上解决了书源供需失衡
问题。
“没想到，战友们给我准备的生日

礼物就是自己计划要买的书籍!”一连
上等兵朱春雪对记者说，前不久她过
生日，指导员王蔷和战友给了她这样

一份惊喜。
如今，赠书、奖书已成为该站

推进官兵阅读学习的一项常态化机
制之一。“站里自下而上建立‘读书
之星’、读书‘状元、榜眼、探花’
评比体系。”排长刘志振告诉记者，
站 里 还 每 半 月 组 织 一 次 强 军 故 事
会，让大家沉浸在引人入胜的历史
情境里；每季度举行一次品书会，
让大家陶醉在心灵浸润、思想交汇
的时空对话里；每半年搞一次读书
成果展评，让大家拥有硕果累累、
信心满满的获得感。

植物的生长规律有一个“群落效
应”——只有多样性的树木草藤构成
的群落，才能生长得茂盛。采访时，
记者听到一个颇为风趣的比喻：“读书
已经成为继阳光、空气、食物和水之
后的‘第五元素’。”

未来唯一持久的优势，就

是比你的对手更善于学习——

“脖子以上”厉兵秣

马，是一场没有终点的

赛跑

在人才创新潜力开发规律中，有一
条“培植线”值得关注：知识更新——
技术补充——思维变革——观念更
新——潜力开发。
“我们今天讲学习，不能简单地啃

书本。建设学习型军营，就要沿着这
个‘培植线’，不断挖掘官兵的创新潜

能。”循着这样一条思路，该通信站开
展群众性读书活动有了新出路。

中士艾浩就是受益者之一。“读书
筑梦”活动中，连队干部安排学历不
高的他参加网上理论知识竞赛。为了
不让战友小瞧自己，艾浩研究起了理
论书籍，在竞赛中他一路过关斩将，
取得第一名的好成绩。

求知善读实际上是一种觉醒。
从那时起，艾浩给自己制定了新目
标。除了捧读一系列专著外，艾浩
还积极参加新闻点评，主动参与读
书辩论赛。一年多后，他不仅个人
被评为“读书之星”，还在比武中屡
破 纪 录 ， 所 带 台 站 也 被 上 级 评 为
“红旗台站”。

这是该通信站在强军路上交出的
时代答卷：去年，站团委被共青团中
央评为“全国五四红旗团委”，站党委
被中心评为先进团党委，通信站被评
为十佳“读书之家”，百余名官兵实现
成才梦想……

“‘脖子以上’厉兵秣马，是一
场没有终点的赛跑！”沈阳联勤保障中
心政委黄天信认为，树人工程不是一
朝一夕就能取得成效的，需要持之以
恒的努力，在所属部队持续推广“读
书筑梦”活动，目的是让读书成为官
兵坚定信念的“加油站”、立身做人的
“航标灯”、成长进步的“催化剂”。

今天从昨天走来，今天向明天走
去。站在营门回望，聆听这座铁血军
营中的朗朗读书声，记者仿佛听到了
军人心声的回响……

版式设计：梁 晨

读书筑梦：打赢“书桌上的战争”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通信站开展群众性读书活动新闻调查

■本报记者 刘建伟 通讯员 于兴生 赵 雷

习近平谈读书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中这

样写道：“近平很喜欢读书，也喜欢

写东西”。年轻的习近平留给陕北梁

家河村老乡们的印象之一就是“爱

读书”。多年以后，已是国家主席的

习近平依然提倡和鼓励大家读书。

在习近平的大量讲话或文章

中，都有关于读书的论述。在第

23个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让我

们一起分享习主席的读书心得。

●一物不知，深以为耻，便求
知若渴。上山放羊，我揣着书，把

羊拴到山坡上，就开始看书。锄地

到田头，开始休息一会儿时，我就

拿出新华字典记一个字的多种含

义，一点一滴积累。我并不觉得农

村7年时光被荒废了，很多知识的

基础是那时候打下来的。现在条件

这么好，大家更要把学习、把自身

的本领搞好。

——2013年 5月五四青年节参
加主题团日活动时的讲话

●学习是立身做人的永恒主
题，也是报国为民的重要基础。梦

想从学习开始，事业从实践起步。

当今世界，知识信息快速更新，学

习稍有懈怠，就会落伍。有人说，

每个人的世界都是一个圆，学习是

半径，半径越大，拥有的世界就越

广阔。

——2013 年 10 月在欧美同学
会成立 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现在，我经常能做到的是读
书，读书已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

式。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

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

之气。

——2014年 2月接受俄罗斯电
视台专访时的讲话

●读法国近现代史特别是法
国大革命史的书籍，让我丰富了

对人类社会政治演进规律的思

考。读孟德斯鸠、伏尔泰、卢

梭、狄德罗、圣西门、傅立叶、

萨特等人的著作，让我加深了对

思想进步对人类社会进步作用的

认识。读蒙田、拉封丹、莫里

哀、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

大仲马、乔治·桑、福楼拜、小

仲马、莫泊桑、罗曼·罗兰等人

的著作，让我增加了对人类生活

中悲欢离合的感触。

——2014年 3月在巴黎出席中
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时的讲话

●“为学之道，必本于思。”
“不深思则不能造于道，不深思而

得者，其得易失。”

——2016年 5月在哲学社会科
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要坚持学而信、学而思、学
而行，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不可撼动

的理想信念，转化为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用理想之光

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之力开创美

好未来。

——2016 年 10 月在纪念红军
长征胜利 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曹可轩整理）

记者手记

左图：业余时间到图书室读

书，已成为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

通信站官兵的习惯。

上图：“读书之星”量化评比，

大大激发了战士们读书学习的兴

趣。 赵佳庆摄

“4·23”世界读书日·特别策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