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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养视点
忆传统话修养

生活画语

习主席在参观第71集团军某旅

王杰生前所在连队荣誉室时，对身边

官兵动情地讲：“‘一不怕苦、二不怕

死’是血性胆魄的生动写照，要成为革

命军人的座右铭。”

长期以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的战斗精神犹如冲锋的号角、不倒的

旗帜，始终激励我军将士在困难面前

不退缩，在挫折面前不认输，在死神面

前不低头，战胜一个又一个强敌，取得

一个又一个胜利，成为我军宝贵的精

神财富和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无论

是现在还是将来，这个法宝永远都不

能丢。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担当强

军重任，履行神圣使命，更须牢记习主席

的教导，传承好革命前辈的优良传统

和作风，大力发扬以苦为乐、视死如归

的大无畏精神，真正把“两不怕”精神

刻在心灵深处，落到工作实处。

对每名军人来讲，牢记“两不怕”的

座右铭，首要的是视党的事业高于天、

重于山，矢志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不

怕苦累、奋斗无悔。对党发出的号召，

不讲条件，不打折扣，积极响应，竭力践

行；对组织赋予的工作任务，尽心尽力，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

上，遇到急难险重任务，更要以“下定决

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的豪情坚决完成。

毛泽东同志说：“人总是要死的，

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为人民利益而

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

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

鸿毛还轻。”我军的性质和宗旨，决定

了我们要以人民利益为根本，在服务

人民中勇于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

死”精神。在感情上求真，勿忘我们来

自人民、为了人民，要视人民群众为亲

人，胸怀大爱，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

血肉联系。在行动上求实，当人民需

要我们时，要义不容辞地挺身而出，不

辞劳苦，不怕困难，哪里有险情，哪里

就有“绿色的身影”；哪里有需要，哪里

就有“闪闪的红星”，让人民群众在关

键时刻找到“主心骨”、吃上“定心丸”。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

回？”战争是残酷的，而军队是要准备打

仗的，打仗就有可能遇到各种恶劣环

境，苦累自不必说，伤亡也在所难免。

但军人生来为战胜，神圣使命要求我们

不能贪图安逸，更不能贪生怕死，必须

发扬“两不怕”精神，“明知山有虎，偏向

虎山行”，以军人特有的血性和胆识敢

于直面血与火的洗礼、生与死的考验。

平时，要瞄准最复杂战场环境、紧盯最

难对付强敌，在提升能力素质上下苦功

夫、真功夫。战时，要除了胜利，别无所

求；除了向前，别无他向，有不胜不归的

决心和有我无敌的气势，不畏千难万

险，不怕流血牺牲，敢打大仗、硬仗、恶

仗，直至取得胜利。

邱少云在烈火烧身的情况下，忍

受剧痛纹丝不动，直至壮烈牺牲，在严

守纪律上为我们树立了“一不怕苦、二

不怕死”的光辉典范。“加强纪律性，革

命无不胜”，每名军人要成为军队纪律

的严格执行者、坚定捍卫者，也要把

“两不怕”精神践行到守纪行动中。无

论平时还是战时，对纪律法规必须严

格遵守、无条件执行，哪怕面临生死抉

择也不能在守纪上打“退堂鼓”。领导

干部在抓好自身守纪的同时，还要强

化纪律担当，坚持从严执纪，敢抓敢

管，敢查敢究，对违纪行为绝不姑息迁

就，切实维护军队法规纪律的严肃性

和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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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习主席的教导，传承
好革命前辈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大
力发扬以苦为乐、视死如归的大无
畏精神，真正把“两不怕”精神刻在
心灵深处，落到工作实处

奋斗是成就事业的必备品质，也是
幸福生活的不竭源泉。做新时代的奋
斗者，内在动力从哪里来？

奋斗的内在动力，一方面来自使自
己保持优秀的习惯。优秀的人不允许
自己把能够做得更好的事情，做成“过
得去”，不允许自己停留于“比上不足比
下有余”，而是追求“过得硬”，瞄准一流
追求卓越。他们要求自己做事“臻于至
境”，要求自己“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
小”，要求自己出类拔萃、独树一帜。另
一方面，则来自从奋斗中得到乐趣。俗

话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
乐之者。几乎所有成为大家的人，不论
是人文大师，还是科学巨匠，他们在已
经功成名就之后，还能持之以恒地为着
事业而努力奋斗，那确实不可能是处于
痛苦煎熬之中，而只可能是在享受无边
无际的快乐！

有人说，读书是门槛最低的高贵举
动。而奋斗，则完全没有门槛。不管你
身在何处，随波逐流是放弃，逆转身来
就是奋斗。我们不是要到达某个高度
才可以奋斗，而是通过奋斗才可以到达

某个高度。对于多数人而言，奋斗的目
标不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
世开太平这样的宏旨，也不是成名成
家，而是踏踏实实将自己的工作做到最
好。一个厕所清洁员，马马虎虎走过
场，那是谋生；将马桶清洁到敢于自己
从中舀一杯水喝下去，才叫奋斗。

有人说，奋斗不一定成功。是的，
但不奋斗一定不会成功。奋斗者追求
成功，但成功不是唯一的目标。有的目
标，明知不可能在自己手里实现，但仍
然要奋斗，这就是“功成不必在我”的胸

怀；并且，你不奋斗，怎么知道能不能成
功？奋斗或许不会成功，却可以不给人
生留下遗憾和后悔。

还有人说，人生苦短，该及时行乐。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在追求快乐的人生，
但享受快乐也需要素质和能力。比如，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但若不去研究它、熟
悉它，即使置身文化的宝库，你又怎能享
受其中乐趣？再如，你要享受音乐之美，
如果没有相应的音乐素养，哪怕是天籁
之音，你又怎能领略其中奥妙？

奋斗是生命的张扬。从悬崖壁上滑
落的雏鹰，如果不张开翅膀搏击风雨，就
无法翱翔在蓝天之上；大海虽然广阔，但
如果不搏击惊涛骇浪，又怎能成为开辟
新航路的航海家……追求吃饱喝足，那
是低层次的快乐，精神上的真正的快乐，
只能来源于永无止境的奋斗。
（作者为国防科技大学信息通信学

院副教授）

奋斗是一种快乐体验
■吴敏文

习主席谆谆告诫广大青年，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只要精诚团结、共同奋斗，
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实现梦想的步伐。新时代为什么要奋斗？怎样抓住大好时光奋发进
取，做一名新时代的奋斗者？最近的来稿中，许多同志不约而同地把主题词定在“奋斗”二字上。从中可以
看出，习主席的号召已经深入广大官兵心间，“做新时代的奋斗者”业已成为上下共识和行动的方向。这一
期“修养视点”围绕奋斗的主题，从众多来稿中撷取几篇，与读者作一交流，以共识求共勉。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
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回溯历史，让中国
人民站起来的，是先烈们“敢教日月换新
天”的牺牲奋斗；让中国人民富起来的，
是改革先锋“杀出一条血路”的顽强奋
斗；让中国人民强起来的，是众志成城同
心干的接续奋斗。“芳林新叶催陈叶，流
水前波让后波”。在一代又一代人的不
懈奋斗中，我们站在了今天的历史方位
上。奋斗，是奋斗者的座右铭；奋斗，是
当代中国最激昂的旋律。历史的接力棒
传到我们手中，以奋斗的“正确打开方
式”开拓进取，方能抵达胜利的彼岸。

奋斗，就要坚韧不拔。从来好事天
生俭，自古瓜儿苦后甜。奋斗不是轻而

易举的，美好生活也不会从天而降。
习主席强调：“奋斗是艰辛的，艰难困
苦、玉汝于成，没有艰辛就不是真正的
奋斗，我们要勇于在艰苦奋斗中净化灵
魂、磨砺意志、坚定信念。”进入新时代，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深化国防和军队改
革……每一项任务都繁重艰巨，需要我
们付出艰苦努力。行百里者半九十。
今天，我们越是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越是要坚守初心，以坚
韧不拔的毅力开拓进取，书写新时代奋
进者的荣光。

奋斗，就要真抓实干。世界上任
何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
克思主义都没有”。时下，有的人过

于看重外部条件限制，认为“干了可
能也白干”；有的人遇到挫折就退缩，
经常半途而废；还有人认定“靠奋斗
不如靠背景”，催生出消沉失望、无所
作为等表现。其实，拼这拼那，不如
拼搏。奋斗最需要“真抓的实劲、敢
抓的狠劲、善抓的巧劲、常抓的韧
劲”。只要我们坚持真抓实干，不驰
于空想，不骛于虚声，就一定能创造
出不平凡的业绩。

奋斗，就要持之以恒。宏伟的大
厦，需要一砖一瓦的堆砌；美好的蓝图，
离不开一招一式的努力。为事业而奋
斗不能期望一蹴而就、一劳永逸，也不
允许“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只有日复

一日、年复一年地持续用心用力，立足
本职岗位，从每一件具体事情做起，把
每一项具体工作干好，才能积小胜为大
胜、积跬步至千里，取得骄人的成果。

奋斗，就要舍得付出。雷锋、焦
裕禄、谷文昌、杨善洲、廖俊波、黄大
年……在人生的调色板上，这些优秀
的共产党人把奋斗的底色定格在为
党尽责、为国奉献、为民造福上。以
英模人物为榜样，就要乐于牺牲和奉
献，多做工作、少计报酬；多想他人，
少想自己；多些奉献，少些索取，把人
民始终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多为人民
群众做好事、办实事，在奋斗中体味
奉献的快乐。

奋斗新时代，是我们的使命；扬帆
新征程，是我们的荣光。历史并非全
是岁月静好，只有奋斗者才能留下痕
迹；时间不等人，惟有只争朝夕才能抓
住机遇。加满油，把稳舵，鼓足劲，合
着时代的节拍，迈出奋斗的步伐，才能
成就无悔人生。

（作者为军队转业干部）

选择奋斗的“正确打开方式”
■向迎佳

“青年是国家的希望、民族的未
来”。青年时代是一个人走向社会、规
划人生的“第一站”，也是实施理想抱
负、实现价值追求的黄金时期。青春
是用来奋斗的，抓住机遇，珍惜时光，
苦干实干，才能成就一番事业。青年
时期的习近平志在基层、心系群众，奋
斗在基层第一线，不满 16岁的他甩开
膀子、撸起袖子、做好样子，扎根梁家
河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用 7年时间
从基层、从群众身上感悟青春之责并
坚定了人生的奋斗方向。

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上，成就

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我们不能坐
而论道、空喊口号，关键要看实际行
动。对每一名革命军人来说，就是要
大力发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
争做“行动最快的那一个，工作最投入
的那一个，备战最积极的那一个，坚守
到最后的那一个”，在投身强军事业中
干出气势、干出新风、干出实绩。

奋斗在强军路上的青春最美丽、
最精彩。“八一勋章”获得者、一级军士
长王忠心 30年如一日扎根基层，无怨
无悔、兢兢业业，成为名副其实的“兵
王”。在即将脱下军装之际，他说：“当

兵 30年，这次是真的要走了。当然舍
不得，但我走得踏实放心，因为我没有
辜负习主席的嘱托，我的身后站起了
一群响当当的兵！”“八一勋章”获得
者、试飞英雄李中华 23 载矢志苍穹、
搏击蓝天，一次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一
次次接受严酷的挑战，把青春年华全
部献给了祖国的飞行事业。他们胸前
挂着的那一枚闪闪发亮的“八一勋
章”，是军人崇高荣誉的象征，是用青
春追逐梦想、矢志强军兴军的最好诠
释，更是青年官兵学习的楷模。

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

元。”我们年轻人从祖国四面八方来到
部队这个大家庭，就要珍惜这身国防
绿，想部队的事，干强军的事，志在军营
写春秋，对照优秀士兵标准，努力使自
己达到“政治思想强、军事技术精、作风
纪律严、完成任务好”的要求，做有灵
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
命军人。王杰同志说过两句发人深思
的话：“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在人们认
为没有前途的地方，一样会出英雄人
物；在人们认为有前途的工作岗位上，
也不见得成为英雄。”每名官兵都有不
同的岗位、不同的专业，只要我们“咬定
青山不放松”，铆足劲头苦干实干，就能
在本职岗位有所作为。

因为年轻，我们奋斗；因为奋斗，我
们永远年轻。奋斗着，是呐喊的青春；
奋斗着，就有不灭的希望；奋斗着，就是
精彩的人生。
（作者为第101医院100临床部四

级军士长）

无奋斗，不青春
■毛秀国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已年近不

惑。追忆童年、回味青春，很多往事已变

得朦胧和模糊。唯独没有淡忘的，是父

母经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你们弟兄几

个不管长大能干啥，都要走正道、干正

事，种田也好，打工也罢，只要务正业我

们就不怕！”这是他们跟我唠叨最多的人

生道理，也是他们教给我的成长逻辑。

我的父亲是上世纪70年代初的退

役军人，脱下军装便种田，与黑土地打了

一辈子交道。虽说父母都不是文化人，

但骨子里从来不乏精气神，他们本真善

良，本质淳朴，本分勤劳，不但自己以身

作则，也要求我们从小就参与劳作、自

强自立。他们用自己的言行，践行正道、

正业和正事，以言传身教感染影响着我

们，还为我们制定了“三条铁规”：不说谎

话、不交恶友、不偷东西。这些精神上的

基因，在我的心灵深处播下了向善的种

子，是我一生受用不尽的财富。

在我上学时，家乡教育条件还十分

落后，村子里尊学崇学的风气也不浓

厚。当时，很多家长对子女教育并不抱

多少希望，可我的父母却鼓励哥哥和我

好好读书，入学时还将我的名字改成了

“崇学”，表达了他们望子成才的期盼。

这源于他们的一个朴素观念：“到什么年

龄、是什么身份，就应该干什么事。”在父

母看来，我们弟兄几个进了校门、好好读

书，就是走正道、务正业、干正事，这跟农

民种田、工人做工、医生看病一样，应该

用心尽好自己的本分。因此，父母对我

的要求是严格的，正是这种严格的家教，

让我树立了正道成长、进取向上的处世

态度，继而萌生了从军报国的人生理想。

17年前，我依依惜别母校装甲兵工

程学院，带着奋斗的激情投身火热的军

营，开启了自己的事业追寻之旅。走上

工作岗位，成为共和国军官，父母虽感到

欣慰，但仍然像教育孩子一样时常叮嘱

提醒我。“为人处世要厚道”“把分内工作

做好”“平时多干事、少计较”“不要干错

事、犯错误”，等等，这些父母的老生常

谈，本质上讲的还是“走正道、务正业、干

正事”的道理。

“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

这些年，我任职经历5个单位、8个岗位，

不论在基层带兵，还是在机关工作，都始

终铭记父母的朴实话语，以此告诫自己

守正立身、严正律己、公正处事。不仅如

此，我还把这种价值理念延伸和辐射到

部队教育中，通过开设“经典讲坛”、分享

“红色故事”等途径，引导战士们做一个

进取的人、当一个合格的兵。

家庭是最好的学校，父母是最好的

老师，家训是最好的教材。“走正道、务正

业、干正事”，是引领我成长的“道德经”，

是激励我前进的“正气歌”，简约的话语

背后，蕴含着丰厚的精神价值，我将永远

印刻于心、践之于行。

走正道 务正业 干正事
■郭崇学

生活中，一些同志常常会发现，几
年不见，过去熟悉的朋友有的立功受
奖、有的创业成功，许多当初起点并不
高的人，却悄悄赶了上来，甚至开始“领
跑”。这使我想到这样一道算术题：1.01
的 365次方≈37.8，而 0.99 的 365次方≈
0.03。其实，大多数情况下人与人的差
距，恰恰是在平常最容易忽略的“一点
点”中拉开，正是日积月累产生的“化学
作用”，让微小的量变跃升为质变。

在 100米短跑运动中，冠军和亚军
也许就差那么零点零几秒；在跳水和体
操运动中，输与赢也许就体现在一两个
动作质量上的细微差别……虽然只是
短短一瞬、一毫一厘，背后却是数年如

一日的辛勤付出。而在战场上，特别是
在敌我双方实力相当时，一点点的差
距，往往就是胜与败的分水岭。

时间是一杆公平的秤。再不起眼的
努力，付出了时间和精力，都会效果显著；
再小的差距，不投入心血和汗水，都不可
能有效缩短。工作中要想成为领先者，惟
有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重视细节上的严
抓细抠。输给别人一点点，不是去寻找借
口为自己开脱，而应该认真想一想，自己
的付出和别人有什么差距，然后确立合理
的目标，摆正心态多学一点，咬紧牙关多
拼一点，在工作中抓小、抓细、抓实，脚踏
实地逐步积累，在“一点点”的提高中弥补
差距、增加胜算、积蓄强军力量。

差距源于“一点点”
■马朝翰

做新时代的奋斗者
编

者

按

言简意赅

老好人易做，应耻于做；正直人难当，要敢于当。

李吉光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