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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 心 录

忆传统话修养

言简意赅

前不久，走进有“西陲第一哨”之

称的斯姆哈纳边防连，我被营区前一

棵浓荫覆地的巨大胡杨树所吸引。

它的树干粗如牛腰，绿荫足有半个篮

球场大，被官兵们称为“扎根树”。树

旁的牌子上，刻着首任教导员的一句

话：“树能活，人就一定能扎下根。”这

句话深深地刻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上世纪50年代，边防连（当时称

为边防站）首任站长施秋根和教导员

杨亲锁，率领 17名官兵牵着三峰骆

驼，带着一口铁锅，一路向北，走了七

天七夜，来到了这里。看到这棵傲骨

挺拔、迎风斗沙的胡杨树，他们停下

了跋涉的脚步。站在树下，杨教导员

抚摸着树干对大家说：“胡杨树在这

里能活，人就一定能扎下根。”从此，

他们便在帕米尔高原扎下根来，战天

斗地，奋发图强。

多年来，老一辈戍边人吃苦不言

苦，苦中有作为，克服重重困难，忠诚

履行使命。正如参天的胡杨树，不曾

惧怕过雨雪风霜，在茫茫戈壁上，自

能深深扎下根须，长出一片遮天蔽日

的绿荫。他们从一砖一石砌起，一草

一木植起，以坚定信念和顽强毅力，

硬是在荒滩上建设成一座美丽军

营。“赤胆染绿洲，湖水碧如蓝，日落

观美景，伴马迎朝阳……”歌美如画，

描摹出连队今日的胜景。

梦想能让一个民族迸发出伟力，

梦想也能让个体生命放射出光芒。

作为边防军人的我们，只有像胡杨那

样历经磨练，才能扎根大地，进而枝

繁叶茂，葳蕤成林。就好比拾级而上

的阶梯，哪一级都不可或缺，每一步

都至关重要。大家用心去呵护、悉心

去浇灌，责任使命的种子就会深深地

在边关扎下根来，长成参天大树。

既然选择了这身军装，就意味着

肩上的责任重如山。作为一名革命

军人，面对艰苦不能有丝毫退缩，唯

有安下心、扎下根，不怕苦、敢吃苦，

才会有所作为。老一辈戍边人在“荒

山孤岛”扎下根，用生命守卫祖国的

寸寸土地，捍卫国家的领土主权，坚

决完成上级赋予的各项任务。作为

新时代革命军人的我们，又有什么理

由不接过先辈的钢枪呢？

今天的青年官兵大都没有经历

过血与火的洗礼和复杂斗争的考验，

多是吃着薯片、看着大片、伴着芯片

长大的，对我军的发展历程缺乏切身

感受。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责

任缺位的一代。投身火热的边关军

营，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颗报效国家、

卫国戍边的心。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实现

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我军全面

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新征程同革命先

辈曾经走过的万里长征一样，也有许

多“雪山”“草地”要跨越，有许多“娄

山关”“腊子口”要征服。使命在肩，

号角催征。新时代的戍边军人，只有

把根深深地扎在边关，齐心协力攻坚

克难，才能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把

中国梦强军梦由蓝图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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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指出，威武之师还得威武，
军人还得有血性。有血性，是革命军人
的重要特质，有血性的革命军人有胜战
的意志，能够以“一不怕死、二不怕
苦”的战斗精神做到不辱使命。军人血
性的培养是一个综合过程，需要全方位
加强锤炼。

用信仰为血性“立根”。军人的血性
源于信仰的坚定。狼牙山五壮士英勇跳
崖、董存瑞舍身炸碉堡，他们在危急时刻
之所以能视死如归，是因为他们是党培养
出来的信仰坚定的革命战士。信仰坚定，
就能为认定的目标而不惧牺牲，自觉把能
打仗、打胜仗作为奋斗目标，平时刻苦训
练，战时全力争胜。这就要求我们平时注
重加强理论武装，打牢信仰根基，为血性
注入理性因子，强健精神脊梁。

靠任务为血性“淬火”。培育血性，
任务是最好的平台。唯有把战斗精神培
育和完成急难险重任务结合起来，在完
成任务中锤炼本领，激扬斗志，才能做到
“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阵之时，则忘其
亲；击鼓之时，则忘其身”。在强敌面前，
才能敢于亮剑，把强大的战斗精神转化
为强大的战斗力量，最终赢得胜利。

以文化为血性“砺气”。要注重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中汲取精神营养，传承红色基
因，激发战斗意志，自觉培育豪气、锐气、
霸气，坚决戒除娇气、奢气、暮气，真正把
自己培养成为当兵不怕苦、训练不怕累、
打仗不怕死的“小老虎”，把部队建设成
随时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的“刀尖
子”。

全方位培养军人血性
■武警工程大学 张子明

汉字很有意思，相近的字很容易看
出关联，比如“官”字与“管”字。从字义
看，“官”一般指担负领导工作的人，承担
着一定“管”的职责；从字形看，“管”字上
下结构，下面便是“官”，从“官”到“管”，
还需冠之以“竹”。这启示我们，“官”要
想做好管理工作，应当在自己头顶种一
棵“竹”——一方面，先“管”住自己；另一
方面，常向竹子“取取经”。

修竹一样的信念，思想改造不放
松。“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
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
风。”无论环境多么艰难, 竹子都能牢
牢地扎根，在逆境中顽强生存。面对多
元多变的“八面来风”，有了竹子“任
尔东西南北风”一般的信念，思想的
“根”就能深扎在青山岩石中，“任凭风
浪起，稳坐钓鱼船”。面对严峻的现实
考验，习主席指出：“每个同志都有改

造自己、提高自己的职责，打扫思想灰
尘、祛除不良习气、纠正错误言行永无
止境，永远都是进行时。”深刻阐明了
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加强思想改
造、强化理论修养的重要性、紧迫性。
当前，要自觉加强理论武装，特别是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增
强“四个自信”，以理论上的清醒保证
政治上的坚定、思想上的过硬。

修竹一样的名节，管住权力不逾
矩。“未出土时先有节，及凌云处尚虚
心”，这句诗赞美竹子在成长之初，就
能有品有节；成长过程中，能始终昂扬
向上；长成之后，仍能保持谦虚谨慎。
竹有节，能挺立；人有节，能自立。领
导干部手中都有一定的权力，越是位高
权重，面临的诱惑考验越多。领导干部
修竹之名节，就是无论任何时候、任何

情况下，都能始终做到慎独、慎初、慎
微，保持高风亮节。习主席强调领导干
部“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管得住自
己，也管得住身边人”，这就要求领导
干部要做到心有戒尺，不断加强人格修
养，坚守道德高地，处事公道正派，用
权公平公正；做到常怀如履薄冰、如临
深渊之心，经常自查在行使权力方面存
在的问题；树立法治思维，把握权力边
界，让权力在法规制度范围内行使；还
要主动自觉地把自己置于监督之下，做
到“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修竹一样的品质，甘于奉献不计
较。“竹头虽微餐餐灶底炊肴馔，器皿虽
小户户厨中要斗筲”。这副对联形象赞
美了竹子奉献的一生：竹笋可作食材，笋
衣可缝制成鞋子，竹茎可制竹席、竹筷、
竹工艺品等，竹叶可以扎成扫帚，就连竹
沫、竹头等也可在灶底燃烧，发挥光和

热。领导干部修竹之品质，就是要像竹
子一般，少一些个人得失的算计，多一
些舍我其谁的担当；少一些为己的私
心，多一些为民的大义。习主席深刻指
出：“当共产党的‘官’要造福于民，
就得讲奉献，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
天下之乐而乐。”这告诉我们，领导干
部要正确处理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
系，对个人之事不可患得患失，对党的
事业必须至虔至诚，要像竹子那样甘于
无私奉献。当前，“脖子以下”改革蹄
疾步稳、有序推进，一些领导干部要面
临进退去留等现实考验。越是涉及个人
利益，越能显示担当和无私。领导干部
应涵养“计利当计天下利”的宽广胸
襟，随时做好牺牲“小我”成全“大
我”的准备，在改革大考中，向党和人
民、向历史交出合格答卷。

（作者单位：92038部队）

在头顶种一棵“竹”
■刘 丰

●找准理想与现实的对接点，
告别“学生腔”，练就“好把式”，训
练场上比一比，大项任务冲在前，
勇于叫响“看我的”“跟我上”。千
万不能像老话讲的那样，“夜里想
着千条道，白天还照老道行”

人立于志，志立于行。没有行动

的志向，只能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

阁。习主席在北京大学考察时激励广

大青年：“要知行合一、做实干家，面

向实际、深入实践，严谨务实、苦干

实干，在新时代干出一番事业。”新任

职排长经过了院校的系统培训，立志

在军营成长成才、有所作为。但是，

在一些年轻同志身上，存在立志容易

践志难的现象。如何实现人生目标、

践行军旅志向，是摆在每名同志面前

的一个重要实践课题。

欲成事，先成人。《礼记·大学》中

讲，要“修齐治平”，应做到诚意、正心，

说的也是这个道理。对于新排长来讲，

践行军旅志向，起步之初就要谨记手握

戒尺走正道，心存敬畏行更远，牢固树

立靠素质立身、凭实绩进步的正确价值

导向。身处奋进的新时代，特别是国防

和军队改革的深入推进，为广大官兵建

功军营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条件，新排长

只要端正心态、扎实奋进，就一定大有

可为，也一定能大有作为。要坚决剔除

功利主义思想，抵制庸俗关系学的影

响，相信组织、依靠组织；要奋斗不要钻

营，想进步先看业绩，把全部心思和精

力用在干好工作、提升素质上。脚踏实

地、埋头苦干、增长才干，就能在岗位实

践中崭露头角、脱颖而出，为实现远大

志向奠定坚实基础。

理想与现实之间永远横亘着一条

河流，等着人们去跨越。践行人生志

向同样如此。远大志向犹如一幅蓝

图，要想将它变为现实，还需要制定

详细的“施工图”，找到切实可行的方

法路径。要坚信“条条大道通罗马”，

更要认识到每个人的起点不一样，选

择的道路就不尽相同，关键是与自身

实际情况相符合。否则，只能是南辕

北辙、渐行渐远。特别要把实现个人

的军旅志向与部队建设实际特别是本

单位、本部门和自身岗位的工作实际

结合起来，干一行、爱一行、钻一

行、精一行，安心本职、努力工作，

向着既定目标奋力前行。在感到毕业

分配不理想时，切不可怨天尤人，心

猿意马，不思主责主业，而是要正确

对待岗位分工，不驰于空想，不骛于

虚声，紧贴实际规划个人“成长路线

图”，找到适合自己的“船或桥”，这

样才能书写精彩的军旅人生。

邓小平同志讲：“世界上的事情都

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

都没有。”天下之事，为之则难者亦

易，不为则易者亦难。实现军旅人生

志向，关键在于强化执行力。千万不

能像老话讲的那样，“夜里想着千条

道，白天还照老道行”，而要坚持想到

就要做到，从现在开始，从小事着

手，从点滴做起，告别拖延，行动起

来，勇于尝试，紧抓快干，把远期规

划化为一个个“小目标”，养成善始善

终、善作善成的好习惯，把小事做精

致，把大事做精彩，在不断探索中积

累经验、砥砺信心，一步一个脚印地

向前迈进。

远大的志向，绝不是轻轻松松就能

实现的，而是通过长年累月、日复一日

的艰辛付出，心之所向、无问西东的默

默坚守和不懈努力换来的。国学大师王

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用三句诗词概括

了人生三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

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为第一境界，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为第二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

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为第三

境界。这也启示我们，从立志到践志，

到最终取得成功，都需要一个艰苦历练

的过程。新任职排长践行军旅志向，就

要有一种“衣带渐宽终不悔”的进取精

神，不怕挫折，不惧艰苦，在军营火热

的实践中摔打磨练、砥砺奋进。要扑下

身子、埋头苦干，迈开双腿去了解本单

位的情况，同士兵打成一片，做到谦虚

好学、不耻下问，积极向经验丰富的老

同志学习请教，找准理想与现实的对接

点，告别“学生腔”，练就“好把式”，

训练场上比一比，大项任务冲在前，勇

于叫响“看我的”“跟我上”。充分施展

才华，尽情挥洒汗水，方能不负韶华、

圆梦军旅。

（作者单位：中部战区陆军某部）

寄语新排长：践志
■王永彬

训练场上，为赢得最终胜利，每

个人都步调一致、拼尽全力，哪怕条

件严苛、困难重重，都不敢有一丝一

毫的松懈。

俗话说：“ 一人难挑千斤担，众

人能移万座山。”一个团队要催生出强

大的战斗力，每个人都至关重要。就

像一台高效运转的机器，任何一个零

部件都不可或缺。个人一时的松懈，

只会增加别人肩上的负担和压力，影

响的是整个团队的战斗力。

“万人操弓，共射一招，招无不

中”。一个坚如磐石的团队，需要每个

人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牢牢

坚守住自己的岗位，竭尽全力，不丢

下任何一个人。在困难面前，众志成

城的团队精神就是一股能无坚不摧、

实现超越的不竭力量。

众志成城—

团结就是战斗力
■朱万福/摄影 施豪挺/撰文

●强军兴军呼唤专注精
神。专注于升华思想觉悟，专注
于增强打赢本领

梁启超所著《王安石传》中有这

样一则逸闻：“荆公燕居默坐，研究经

旨，用意良苦，尝置石莲百许枚于几

案，咀嚼以运其思，遇尽未及益，往往

噬其指至流血不觉。”无论治学还是

治事，能够像王安石一样达到“噬指

不觉”的忘我境界，着实让人叹服，而

这也正是他成就功业的重要原因。

“噬指不觉”未必是实，但它倡导

的是水滴石穿的专注。这种精神，是

人生追求的极致体现，能够最大限度

地发掘个人潜能。然而，现实中这样

的人却往往被人认为是“痴”，甚至受

到冷嘲热讽。可恰恰是这样的“痴人”

屡屡改写历史：王阳明面对竹子“格物

致知”七天七夜，传为笃学佳话；陈望

道专注于翻译《共产党宣言》，误把墨

水当成糖水喝，品出的是“信仰的味

道”；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地震时，爱因

斯坦沉浸于物理研究的世界中，竟丝

毫没有觉察到危险。反观一些先天条

件不错的人，却因为内心浮躁、朝秦暮

楚，终致“泯然众人矣”。古今中外，有

才华者不乏其人，唯有“噬指不觉”的

“痴才”最能成大器。

审视当下，投机取巧在一些人心

中仍有市场，利益诱惑更是让一些人

迷失自我、丢掉初心。很多时候我们

需要静下心来扪心自问：我的理想是

什么？我该如何实现理想？我该如

何“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显

然，“三分钟热度”不行，碰到“硬骨

头”退缩不行，没有“坐十年冷板凳”

的思想准备更不行。只有具备了“噬

指不觉”的专注，心怀“没有最好，只

有更好”的追求，我们才能心无旁骛

地投入到事业中去，在百舸争流中奋

楫前行，奋力冲向理想的彼岸。

强军兴军呼唤专注精神。加强

练兵备战、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

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为每一名

革命军人提供了施展抱负的广阔舞

台。要立足岗位成长为新型军事人

才，就必须保持定力，专注于升华思

想觉悟，专注于增强打赢本领，既要

纠治徘徊观望、不思进取的守成心

理，又要戒除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的

浮躁心态，少纠结个人利益得失，多

着眼战斗力生成，以实际行动为强军

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

多些“噬指不觉”的专注
■常永志 张鑫生

●决定我们党的战斗力的，不
是党员的数量，而是质量。列宁说
过：“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
我们也不要。”

回望中国共产党 97 年的光辉历
程，无数优秀儿女汇聚在党的旗帜下，
用行动诠释着党的性质宗旨，他们也因
忘我的奋斗而闪烁人格光芒。一位参
加过长征的老红军讲：“组织要我一次
把血流完，我就一次流完，组织要我一
滴一滴地流，我就一滴一滴地流。”开国
少将张玉华说：“我有三个妈妈，生我的
母亲，养我的人民，育我的党。”从母亲
那里得到生命，从人民那里收获成长，
从党那里厚植信仰。

暖心的记忆，总会产生直达心灵的
力量，激励我们向着目标奔去。老将军
甘祖昌和他的妻子，“在世一天，就要为
党员争光”；塞罕坝林场坚守望火楼的
夫妻，当被问及“条件这么苦,为啥还要
在这里”时，他们只是说“总要有人
干”。就是这样单纯而朴素的想法，没
有求名逐利，更多恬淡心安，却更好地
诠释了什么叫初心不变。

然而也有一些人，入党之初尚能记
住誓言，按照共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
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利益诱惑面
前慢慢就乱了阵脚，迷失了方向，淡忘
了前行的初衷和共产党员的身份，不是
把岗位当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舞
台，而是当作谋求个人私利的手段，理
想滑坡、道德败坏，最终触犯党纪国法，
落得可耻下场。

决定我们党的战斗力的，不是党员
的数量，而是质量。列宁说过：“徒有其
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我们
中的一些人，需要擦拭被庸俗蒙蔽的灵
魂，梳理被凡尘凌乱的思绪，需要点亮一
盏心灵之灯，因为，行动是唯一能够反映
出我们精神面貌的镜子。我们不能做
“徒有其名”的共产党员，选择进了党的
门，就要听党的话、跟党走，党叫干啥就
干啥，常想“入党为什么、当官做什么、身
后留什么”，心存敬畏不妄为，始终保持
党员本色、公仆作风，用实际行动为“把
党建设好”贡献自己应有的力量。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要对照党
章找差距，盘点走过的路，时常问问自
己，奔涌的热血是否还那么滚烫？问问
自己，是否守诺如初、践诺不辍，是否不
忘初心、奋斗不止？只有这样，才能激
励自己坚定一心追随党、矢志不渝忠于
党、全心全力为党的事业而奋斗。

共产党员不能“徒有其名”
■范 晶

●修竹一样的信念，思想改造
不放松；修竹一样的名节，管住权力
不逾矩；修竹一样的品质，甘于奉献
不计较

书边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