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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法 谈

生活寄语

●对革命军人来讲，遵守纪律
是无条件的，要说到做到，有纪必守

1927年 10月，毛泽东带领部队长

途行军上井冈山，有的战士因粮食得不

到补给十分饥饿，挖了老百姓田地里几

个红薯吃。毛泽东非常清楚，革命军队

要在井冈山站稳脚跟，要得到老百姓的

拥护，必须做到秋毫无犯。他让人在红

薯地里插上竹牌，上写：因我军肚子饿

了，为了充饥，把你的红薯吃了，违反了

纪律。现在把两块钱留下，请收下。

1935年7月，红五军团某部官兵历

经艰险翻越高寒缺氧、气候无常的夹金

山后，正准备与兄弟部队会合，突然接

到军委命令：迅速重返夹金山南麓，阻

击尾随之敌。该部官兵毫不迟疑地掉

过头，忍着饥饿、寒冷和极度疲劳，重新

翻越雪山，胜利完成了阻击任务，使党

中央和红军主力摆脱了敌军的追截。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血雨腥风的

革命战争年代，正因为我军将士始终像

“挖几个红薯也要留钱补救”“即使过了

夹金雪山也毫不犹豫地重返阻敌”那样

守纪如铁，把遵守纪律和执行命令看得

重于一切，才打下了深厚群众基础，使

我军最终于千难万险中赢得一个又一

个伟大胜利。

纪律之于军队，犹如水、空气之于

生命。守纪如铁是一支军队赢得群众

广泛拥护、爱戴的重要前提，也是一支

军队保持凝聚力和战斗力、战胜各种困

难和风险考验、不断争取胜利的基本保

证。毛泽东同志深刻指出：“加强纪律

性，革命无不胜。”今天，全军官兵奋进

在强军兴军的征途上，积极传承革命先

辈守纪如铁的红色基因，时刻牢记和严

格遵守部队各项纪律和规章制度，仍然

是我军担当新使命、夺取新胜利的法宝

和铁律。

我军是用坚定信念、革命理想和铁

的纪律组织起来的新型人民军队，纪律

严明、秋毫无犯是我军的优良传统和政

治优势，也是我军赢得人民群众拥护和

支持的根本原因之一。过去有一段时

间，有的官兵降低自身要求，没有用我

军铁的纪律去规范自身言行，更有甚

者，胆大妄为，肆意践踏军纪军规，损害

了人民军队的形象。俗话说，“脱离框

子的玻璃容易碎”。要担当强军使命，

赢得未来战争，就必须杜绝纪律松弛的

恶习，坚持从严治军不放松。

守纪律、讲规矩，令行禁止、步调一

致，是我们这支军队的一个鲜明特征。

自觉以身作则，敢于身先士卒，是革命

先辈的带兵之道。教育家马卡连柯说：

“遵守纪律的风气的培养，只有领导者

本身在这方面以身作则才能收到成

效。”“从官重公慎，立身贵廉明”，领导

干部立身正、讲原则、守纪律，就是一种

教育和导向，就能形成一级带一级、一

级抓一级的示范效应，营造遵规守纪、

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不断增强军队的

凝聚力、战斗力。

陈云同志说过，“遵守纪律不是在

口头上，而是在实际行动上”。执行力

是纪律的生命。再铁的纪律，如果执

行不力，也会形同虚设。上海战役打

响前，第三野战军颁布《入城守则》，要

求官兵严格遵守群众纪律。战斗结束

后，官兵露宿街头，无一人擅闯民宅，

在群众中树立了守纪如铁的好形象。

对革命军人来讲，遵守纪律是无条件

的，要说到做到，有纪必守。纪律不是

“橡皮泥”“稻草人”，决不能把纪律束

之高阁，当成一纸空文。要在别人看

不到的时候，也能十分谨慎；在别人听

不到的时候，也能十分警惕；在别人管

不到的时候，也能十分自律。新时代

革命军人传承红色基因，就要以我军

先辈先烈和英雄模范为榜样，自觉做

到军令如山、守纪如铁，雷厉风行、令

行禁止，不断提高服从命令听指挥的

思想自觉，以严明纪律激浊扬清，凝聚

起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磅礴力量，实

现一个又一个新的目标，夺取一个又

一个新的胜利。

（作者单位：武警青海总队政治工

作部）

守纪如铁，才能无往而不胜
■赵振鸿

●坚持“首长要首训、领导
要领训、常委要常训”，始终把
自己摆进备战方阵之中，率先务
战研战，带头真训实练，努力当
好备战打仗的“领头雁”

近日读报，看到一则消息：陆军战

役首长机关举办“五会”集训，对陆军

13个集团军军长组织首次战役指挥

能力大考。练兵先练将，激起千层

浪。“考军长”犹如一股振荡波，辐射到

座座军营，引来官兵热议。一场考核，

缘何产生如此反响？原因就在于这次

指挥员军事考核，扭住“关键少数”，突

出“重点考生”，回应了统帅发出的胜

战之问，体现了除弊去疴的问题导向，

切中了备战打仗的关键和要害。

习主席指出，军队能不能打仗、能

不能打胜仗，指挥是一个决定性因

素。从某种意义上讲，军事上的博弈

和较量，就是双方指挥员的比拼和角

力。战争一旦打响，指挥员不仅要运

筹帷幄，还要出征沙场，指挥员的能力

素质、决心意志、谋略水平和指挥艺

术，直接影响作战的进程和结果。革

命战争年代，我军指挥员危急时刻总

是带头冲锋，战斗中敢喊“跟我上”，他

们在战争实践中学习作战、指挥作战，

涌现出一批能打仗、会打仗的优秀指

挥员，创造了战争史上一个个经典战

例。这告诉我们，若要在战场上赢得

主动、取得胜势，指挥员必须走进军事

训练这个大课堂，紧贴使命任务练指

挥、练技能，在实践中锻造和培塑指挥

打仗的能力。

对军队领导干部而言，指挥员与

战斗员这两种角色，就像是一枚硬币

的两面：既是训练的领导者、组织者，

也是训练的参与者、示范者。如果指

挥员只抓部队、不抓自己，训练中只当

“先生”、不当“学生”，只做“裁判员”、

不做“运动员”，军事素养就难以升华，

指挥才能就难以淬炼，也就不能胜任

指挥之责。现实中，一些指挥员训练

指导思想不够端正，带头研练的责任

意识不强，自身训练落实存有诸多偏

差和不足。有的缺乏指挥打仗的“能

力危机感”“本领恐慌感”，“五个不会”

问题的差距不小，抓训练的劲头却不

大；有的演训中习惯于念稿子、背台

词，不论是情况判断，还是决心意图，

都要机关拿方案、出材料，无形中滋长

官僚主义作风；有的抱着和平思想过

日子，心思不在战场，备战不在状态，

成了训练工作的“旁观者”“局外人”，

等等。这些现象是和平积弊的现实表

现，严重影响了练兵备战的质量效益，

必须坚决清除。

指挥员是决定和主导战争胜负的

关键。要获得指挥打仗的“资格证”，

就必须先把自身搞坚强，把本事练过

硬。为此，就要紧盯未来战争需要和

克敌制胜短板，找准练兵备战的主攻

方向，研究探索现代战争制胜机理，着

力开阔战略视野，增强谋略能力，强化

作战指挥，练强军事素质，不断提高领

兵上阵、带兵打仗的实际本领。只有

树立“既当指挥员，也当战斗员”的思

想，坚持“首长要首训、领导要领训、常

委要常训”，始终把自己摆进备战方阵

之中，率先务战研战，带头真训实练，

努力当好备战打仗的“领头雁”，关键

时刻才能顶得上去、拿得下来，做到不

辱使命。

（作者单位：73819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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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反复强调干部要有担当。在
担当任事问题上，有些干部恰恰缺乏担
当意识，更缺乏敢担当的精神，他们“只
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
想出彩不想出力”。这是要不得的。

敢担当是一种品质、一种情怀、一
种责任。为官从政，就是要有敢担当的
责任意识。不敢担当，不去谋事，那就
做不成事，做不好事。“有多大担当才能
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
就”。领导干部为官一任，带领群众开
拓进取，干出一番业绩，是职责所系。
如果没有敢担当的责任意识，墨守成
规、不思进取，就不可能有所创新、有所
发展。担当决不是喊喊口号那么简单，
而要有几股“气”作支撑。

担当要有正气。担当应是发自内
心的，是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心底
无私天地宽”，一个没有私心的人，就
能正气在胸，从骨子里具备敢担当的
品质。有了敢担当的正气，就具备了
成就事业的基本条件。以正气担当，
就是时时处处把党的事业和群众利益
放在首位，处理事情敢抓敢管，公平
公正，自觉遵守纪律规矩，一切按照
规章制度办事，该较真时敢较真，该
亮剑时敢亮剑，该得罪人时敢得罪
人；而不能明哲保身、当老好人，也
不能得过且过、不思进取，更不能存
私心杂念、歪心邪念，打自己的“小
算盘”，假公济私、损公肥私。

担当要有勇气。担当任事，即意
味着有风险，会遇到种种困难、障
碍、挫折，可能会产生失误、遭遇失
败。要做事，特别是做那些有违所谓

“常规”的事，做别人不愿做的事，做
那些得罪人的事，风险可谓无处不
在。所以，担当没有一些勇气是不行
的。为官从政就是要有不畏艰难险阻
的勇气，有不计个人得失的勇气，有
敢于承担失败后果的勇气，有不畏打
击报复的勇气，有即便跌倒了还要再
爬起来前行的勇气。事情认准了，方
向认对了，就要“明知山有虎，偏向
虎山行”，这样才有可能把事业干得风
生水起，立于不败之地。

担当要有底气。敢担当不是乱担
当，而是担当那些应该担当的事情，具备
担当的能力素质。首先，要站稳政治立
场，把好政治方向，遵守政治纪律，保持
政治定力，听党的话，顾全大局；其次，要
善于甄别，对要做的事情有科学判断，有
充分论证，千万不能盲动、乱动、瞎动，更
不能为一己私利而动；第三，做事要全力
以赴。“话说千遍，不如一干”，纸上谈兵，
于事无补。只有殚精竭虑、夙兴夜寐、全
心全力，才能把事情做到尽善尽美。最
后，还要讲求方法，特别是要善于发挥集
体的力量。“众人划桨开大船”，充分调动
和激发整个集体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体
现着一名领导干部的能力水平。领导干
部要能集众智、聚众力，做到众志成城，
厚积担当的底气。

担当还要有点儿“傻气”。许多时
候，事情做成了当然皆大欢喜，但如果
做不好、不成功，就要承担相应的责
任。有时即便成功了，对于个人来讲也
未必会有好的归宿。林则徐“虎门销
烟”利国利民，却因所谓“引起战祸”被
朝廷流放新疆。然而他无怨无悔，依然
尽忠职守，造福一方。在大是大非面
前，为官从政就是要有股不计个人得失
的“傻气”，不能总是“一团和气”，你好
我好大家好；不能抱着害怕“吃力不讨
好”的心态，精于算计。有时冒点儿“舍
我其谁”“甘之如饴”的“傻气”，只要真
是在干事、干正事，不必在意一时得失，
要相信一切自有公论，公道自在人心。

担当须有几股“气”
■秦宇忠

几只名叫蓝喉蜂虎的小鸟在枝上

栖息，姿态从容，倏忽之间，它们就能

振翅飞起，跃离枝头。

站在树枝上的鸟儿，从来不会害

怕树枝断裂，因为它相信的不是树枝，

而是它自己的翅膀。

每个人也都有一双隐形的翅膀，

能力素质有多强，这双翅膀就有多

硬。与其担心未来某一天会失去树

枝，不如努力抓住现在，提高自己的能

力素质，在奋斗中练就强健的翅膀。

成长的路上，只有奋斗才能带给你最

大的安全感。

枝头振翅—

翅硬自能高翔
■展 辉/摄影 谢 英/撰文

谈及牛顿，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他提

出的“万有引力定律”和开创的“力学

三大定律”。殊不知，牛顿还有这样一

句名言：“假使你要获得知识，你该下

苦功；你要得到食物，你该下苦功；你

要得到快乐，你也该下苦功，因为辛苦

是获得一切的定律。”牛顿一生和时间

赛跑，工作起来经常灯火不熄、彻夜不

眠，用自己的刻苦勤奋证明了这一“辛

苦定律”。

现实工作中，当领导对部属安慰说

“辛苦了”时，部属就是辛苦一般也不

言苦，很多人会谦虚地说“不辛苦，应

该的”。回答虽谦虚，却说明一个道

理：事业和吃苦总是伴随在一起的，要

想干事业，就得做好“辛苦”的准备，

如果不能吃苦、不敢吃苦、不善吃苦，

是很难有所建树的。

有道是，吃过饥寒之苦，使人更为坚

实；吃过风雨之苦，使人更为坚强；吃过

挫折之苦，使人更为坚韧；吃过屈辱之

苦，使人更为坚定。古今中外有所成就

的人，也多是能够吃苦耐劳者。白居易

读书20多年间，“昼课赋，夜课书，间又

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

肘成胝”，写出了流传千古的诗作。爱迪

生一生勤学苦钻，大约每15天就有一项

新发明，他说：“所谓天才是假话，艰苦的

工作才是实在的。”姚雪垠一生走过89

个春秋，从事创作达70余年，撰写了650

万字的文学作品，他说：“耐得寂寞的人，

就能勤学苦练，从而做出成绩来。人们

也就会承认他、记住他。”安徒生总结自

己一生的经验，也是“一个人必须经过一

番刻苦奋斗的生活，才会有些成就”。

这些道理，也许谁都会讲，然而苦

累一旦降临到自己头上时，有些人便成

了“好龙”的“叶公”。学习不刻苦，

工作怕辛苦，训练怕艰苦，遇到一点苦

累，就经不住考验，甚至萎靡不振、打

退堂鼓；遇到一点困难，就知难而退，

不愿下苦功，放弃和改变自己的理想和

目标，最终一事无成。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

来”。军旅生涯，往往是鲜花与汗水相

随，荣誉和艰苦同在。强军路上，我们

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挫折，甚至是常人难

以忍受的艰苦。唯有吃得岗位磨炼之

苦、学习训练之苦、艰苦环境之苦，方

能成长、成才、成功。追梦路上，无论

环境多险恶、无论条件多艰苦、无论道

路多曲折、无论任务多繁重，我们每个

人都应树立“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

思想，做好“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

打算，把能吃苦作为一种职业要求，把

敢吃苦作为一种人生追求，把善吃苦作

为一种精神境界，在问题面前不回避，

在压力面前不躲闪，在困难面前不推

托，在挑战面前不畏缩，让吃苦的过程

成为追求幸福、体验幸福的过程。

“辛苦是获得一切的定律”
■王庆厚

故事是历史的生动载体，一个个革
命故事，承载着我党我军的精神财富和
光荣传统。感人至深、可歌可泣的革命
故事，是理想信念的精神火种，是我们传
承红色基因、保持初心不移的内生动力，
是我们常补精神之“钙”的良方妙药。

回溯我军璀璨的历史天空，一段段
珍贵的红色记忆中，处处散发着信仰的
味道、释放着信仰的魅力，蕴含着共产
党人取之不竭的精神宝藏。潜心翻译
《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把墨汁当成红
糖水蘸粽子吃下，品出了信仰的甘甜。长
征时，红军在进入草地不久就陷入断粮
境地，红军战士周广才怀着革命信仰和
必胜信念，忍饥挨饿，将吃剩下的半截
皮带留了下来，准备带着它去延安见毛

主席，留下了“半截皮带”的佳话。现
实中，当我们感到彷徨时，不妨静下心
来品读一段革命故事，悉心感悟革命人
的初心。人们常讲，人活一口气。气从
何来？对我们来讲，来自革命先辈用鲜
血与生命捍卫传承的浩然正气，这股气
就贯注于那些震撼人心的革命故事之中。

革命故事浸润铁血担当。战斗英雄
韦昌进在左眼球被弹片打出后继续战
斗，死死守住阵地。正是《英雄儿女》故
事的耳濡目染，让他在思想中深植了“一
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点燃了
把生死置之度外的战斗意志，敢于喊出
“为了祖国，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铿锵
呼声。纵观军史，人民军队从来不缺英
雄，从战争时期的陈树湘、董存瑞、黄继

光，到新时代的满广志、王锐、航天员群
体等灿若星河的强军先锋，他们的铁血
担当、他们的英勇事迹无不在激励我们
不惧牺牲、奋勇向前。

身处改革中，当有些人还在为单位
撤了、岗位变了、进步慢了等情况而患得
患失、斤斤计较时，应该多向革命先辈的
牺牲奉献精神看齐。淡泊名利得失，铆
在岗位干好本职，一定能干出一番不平
凡的事业来。只要我们把这股力量内化
为担当干事的“激情燃料”，即使面前有
再多的“娄山关”“腊子口”，都无法阻挡
我们敢于胜利的豪情壮志。

革命故事诠释英雄气概。 1934
年，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干部江善忠，在
一次战斗中打完最后一粒子弹之后，用

鲜血在衬衫上写下“死到阴间不反水，
保护共产党万万年”，而后笑着纵身跳
崖，壮烈牺牲。试想，在历史上的那一
刹那，换作一个贪生怕死之辈，他也许
会选择苟且偷生，得一时安稳。然而，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天空，正是因为一茬
茬像江善忠那样的共产党人为了信仰而
奋不顾身、舍生忘死，所以他们的故事
才能流芳世间，激励后人。

时代变迁，沧海桑田。革命先辈的
感人故事却能够穿越时空，口口相传，产
生精神力量。奋斗无止境，事业无穷期，
行进在强军路上，唯有常用浸染鲜血、写
满忠诚的革命故事不断激励自己，改造
思想，提纯灵魂，方能不忘初心，永葆奋
进的力量。

在革命故事中悟初心固本色
■许玉琪

●为官从政，就是要有敢担当
的责任意识。不敢担当，不去谋事，
那就做不成事，做不好事

●要想干事业，就得做好“辛
苦”的准备，如果不能吃苦、不敢吃
苦、不善吃苦，是很难有所建树的

●感人至深、可歌可泣的革命
故事，是理想信念的精神火种，是
我们传承红色基因、保持初心不移
的内生动力，是我们常补精神之
“钙”的良方妙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