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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瞭望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

道。”立德树人，关键在于求知，使真理

明于人、道理晓于人、事理达于人。

人有知学，则有力矣。一个人只有

经过学习求知和社会实践，通过深刻思

考和深切感悟，才能认清事物发展的规

律、明白做人做事的道理，做到善恶有

辨，择善而行。

“要在增长知识见识上下功夫，教

育引导学生珍惜学习时光，心无旁骛

求知问学，增长见识，丰富学识，沿

着求真理、悟道理、明事理的方向前

进。”习主席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

指示，为我们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

指明了方向。

强军之道在得人，得人之要在树

人。打赢未来信息化战争，夺取战场

“制脑权”，离不开一支信念坚定、学识

丰富、认知敏锐的高素质人才队伍。新

时代的革命军人，应对新军事变革的挑

战，首先要用知识武装头脑，不断追求

真理、悟透道理、明辨事理，在持续的学

习中提高自身能力，为战场制胜做好本

领储备。

李大钊说过：“人生之最高理想，在

求达于真理。”真理之于知识，如灯塔之

于航船，闪电之于夜空。作为新时代革

命军人，追求真理，就要真学真信真用

马克思主义，把党的创新理论作为成长

成才的“指路灯”。

追寻真理之路，往往漫长而曲折。

1922年，已是滇军少将旅长的朱德看到

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毅然脱掉马靴、摘

下军衔，开始追寻革命真理。他几经周

折，先是在上海找到陈独秀，提出入党

要求，后来又决定去欧洲留学，接触原

汁原味的革命真理。在德国柏林，朱德

遇到了比他小12岁的周恩来，再次提出

加入共产党的请求，最终走上践行马克

思主义真理的道路。

朱德入党，只是当年先辈们探寻

真理的一个缩影。“宁可冻死饿死，绝

不背离信仰”的罗瑞卿、“行乞”千里寻

找党组织的漆鲁鱼……为追求真理，

无数仁人志士不管道路多么曲折，都

选择坚定地走下去。这就是真理的魅

力，这就是真理的力量。革命军人唯

有矢志不渝追求真理，不因路途遥远

而惰、不为困难挫折所阻，方能求得真

学问、练就真本领。

“道理，道之理也，是非曲直也。”真

理需要去追，道理也需去悟。大道至

简，这四个字写下容易、说出简单，而真

正悟懂悟通悟透，却需要长时间读书学

习实践，甚至需要终生去感悟。

悟道理，就是认识和把握事物的客

观规律。把握得越准确，适应规律越自

由。不懂得按客观规律办事，即使一时

获益，最终也将招损。阿尔卑斯山上的

意大利人，为了培植山北坡上的松树，

砍光了山南坡的松林。但没想到，这样

竟把高山畜牧业基础给毁了；更没料

到，这会使山泉在大部分时间内处于枯

竭状态，雨季的山洪又更加凶猛地倾泻

到平原上。凡事不悟道理，盲目蛮干，

势必会遭遇走不出的泥淖、交不完的学

费。只有深入学习，掌握正确的道理，

才能形成正确的行动。

“若夫天地气化，盈虚损益，道之理

也。法之正事，事之理也。”道理为天地

自然之理，事理则指社会人文之理。懂

道理，明事理，才会人情练达、事半功倍。

“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明事理，

就是要学习社会人文知识、懂得做人

做事的道理。钱学森常说一句话：“事

理看破胆气壮，文章得意心花开。”这

位在自然科学领域德高望重的科学

家，在做人做事上同样达到了十分高

的境界。他心怀祖国，看淡金钱和荣

誉，一心扑在事业上，成为中国知识分

子做人做事做学问的杰出典范。作为

新时代“四有”革命军人，就要像钱学

森那样立德立身立言，明事理于事业，

融小爱于大爱，在不懈追求强军梦中

实现人生价值。

求真理、悟道理、明事理，三者既相

互依存又互为补充，既相互融合又互为

支撑。如果不求真理，立德树人就失去

了方向；如果不悟道理，学习求知就失

去了目标；如果不明事理，人生就失去

了意义。只有将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才

能成为强军事业需要的高素质人才。

“道有时，事有势，何贵于道？贵合

于时。何贵于时？贵顺于势。”因其时，

顺其势，行其道，事业就会一帆风顺。

立德树人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

大工程，只要我们不懈地追求真理、悟

透道理、明晓事理，强军兴军的征途就

将洒满阳光。

（作者单位：军委办公厅）

求真理 悟道理 明事理
——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大家谈②

■刘德成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

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

宝藏，流浪！流浪！”

伴着这首雄浑高亢、悲愤哀婉的

《松花江上》，又一个“九一八”纪念日向

我们走来。一曲悠悠，诉尽国殇；历史

回响，永志不忘。唱起这首歌，我们仿

佛又回到那段山河破碎的屈辱历史，感

受无数仁人志士同仇敌忾的血性豪情，

从历史中汲取奋发前行的力量。

每一个中国人都不应忘记这个历

史瞬间：87年前的9月18日夜，南满铁

路柳条湖段的一声巨响，拉开了日本侵

略中国的序幕。为执行蒋介石“不抵

抗”政策，张学良电令时任东北军参谋

长荣臻保存实力。结果，不足800人的

日军，仅几个小时就攻陷了近7000人

驻守的东北军北大营，不到24小时，沈

阳全城陷落。短短4个月之后，美丽富

饶的东北全境沦陷，3000万同胞成为

亡国奴。

国之伤痛，歌以记之。“九一八”事

变后，东北军官兵被迫携家带口、流亡

关内，他们有家不能回、有仇不能

报，心头郁结着浓浓的悲苦怨愤。在

西安，音乐家张寒晖耳闻目睹了这样

的惨景，以此为素材创作出歌曲《松

花江上》。它不仅唱出了东北同胞的悲

惨遭遇和悲愤之情，更唤醒了无数国

人曾经沉睡的心灵，点燃了中华大地

熊熊的抗日烽火。

“宁教白山黑水尽化为赤血之区，

不愿华胄倭奴同立于黄海之岸。”面对

日益深重的民族屈辱，于沉睡中惊醒

的中华儿女，从心底里发出了“不愿

做亡国奴”的呐喊，毅然奋起，英勇

抵抗。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从白山黑水到

南国丛林，从长城脚下到太行山上，

历经苦难的中国大地上，不断汇聚起

救亡图存的滚滚洪流。

战斗的歌曲震撼人心，时代的呐喊

催人警醒。在那战火连天的岁月里，每

当《松花江上》歌声响起，人们就像听到

集结号一样，从农田边、弄堂中、工厂里

聚集起来，团结一心、共赴国难。1937

年除夕，周恩来同志在《现阶段青年运

动的性质与任务》一文中，曾专门提到：

“一支名叫《松花江上》的歌曲，真使人

伤心断肠。”上世纪 60年代，《松花江

上》还被编进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

红》，在神州大地上广为传唱。

忘了昨天，就会迷失在明天。今

天，国土在敌人铁蹄下践踏的历史早已

远去，“可爱的家乡”也早已从敌人手中

夺回。然而，这首《松花江上》却仍在耳

畔回荡，以深沉的哭诉和悲壮的呼号提

醒我们，不要忘记过去的历史，更要珍

爱今天的祖国和家乡。站在今天这个

时代，去审视中华民族“碧血横飞，浩气

四塞”的那段历史，更应明白“前事不

忘，后事之师”的道理。

铭记历史，方能在沧海横流中积累

出砥砺前行的力量。我们纪念“九一

八”、将“十四年抗战”概念全面写入各

类教材，就是为了更好地还原历史、纪

念历史、以史为鉴，也是为了更好地珍

惜当下，奋勇前行。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

不忘乱。”今天，沐浴在和平的阳光下，

我们不妨经常唱唱那首《松花江上》，

在歌声中感受一种情怀，感悟一种忧

患，获取前行的精神动力。身为军人，

更应在激昂的旋律中感受历史的警

音，时刻保持枕戈待旦的备战状态，锤

炼能打胜仗的过硬本领，激发英勇顽

强的战斗意志和不怕牺牲的革命精

神，把战争的阴影挡在身后，决不让悲

剧重演，决不让屈辱重现。唯此，才是

对历史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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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

八一时评

基层心声

据媒体报道，地方少数单位设意见

箱时，或者把它放在鲜为人知的角落，

或者挂到两米高的地方，或者在附近安

摄像头，导致这些意见箱里要么空无一

物，要么一堆杂物；还有的单位虽然设

立了网上意见箱，却长期缺少维护，甚

至是“空头链接”。以上诸多问题，“冷”

了意见箱，也“寒”了百姓心。

邓小平指出，“一个革命政党，就

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

雀无声。”无论是地方还是部队，意见

集中的地方，就是作风改进的重点；

反映最多的问题，就是亟待补齐的

“短板”。“千夫诺诺，不如一士之谔

谔”。只有善听“谔谔之音”，才能够

拉近与官兵的距离，找到解决矛盾问

题的办法与途径。

意见箱里有意见并不可怕，可怕的

是意见箱里无意见，或者有意见没人

提。各级应畅通线上线下沟通渠道，及

时全面地收集和掌握真实的兵心兵意。

对收集到的意见，应做到“及时回复、限

时处理、按时反馈”，确保官兵意见“件件

有回音、事事有着落”，使意见箱真正成

为领导机关和基层官兵的“连心桥”。

（作者单位：武警河南省总队）

意见箱里为何“空空如也”
■栗志敏

“上级又来调研通知，了解官兵意

见先做调查问卷”“又是调查问卷，反

正以前反映的问题很少有回音，随便

填填算了”……在一些基层单位，调

查问卷在大家的眼里正在逐渐变味，

失去应有的功用。

一遇到征求意见、反映问题、掌握

官兵思想情况，就做调查问卷，这是各

级机关干部习惯的一种工作方式。少数

机关干部认为，搞个问卷，方便省劲，何

乐而不为？其实，确有必要的调查问卷

未尝不可，过多过滥则实属干扰。况且，

有时一波又一波的调查问卷过后，基层

官兵的意见并未得到反馈。这种徒有形

式、没有结果的调查问卷，其实是“五

多”面孔的一种新呈现，让人疲于应付。

改革转型期的工作千头万绪、纷繁

复杂。很多基层官兵反映，相对于“是什

么、为什么”，更希望领导机关告知“怎

么办”。这就需要各级机关多发挥主观

能动性，以真心换真心，建立反馈机制，

不仅实施调查，也要研究对策；不仅听

取呼声，也要解决困难。

（作者单位：武警广西总队玉林支队）

问卷调查不可过多过滥
■王清洁 左风军

眼下，新兵已陆续走进军营。问起

入伍的动因，一些新战士坦言，羡慕军人

的“酷”。这种想法可以理解，但有一点

必须清楚，军人为战而生，“酷”从“苦”中

来，想“酷”先吃“苦”。

“犀渠玉剑良家子，白马金羁侠少

年。”可以说，爱“酷”之心人皆有之，每一

颗年轻的心都有一个酷酷的梦想。无论

是步履铿锵、威武雄壮的阅兵场，还是硝

烟弥漫、铁流滚滚的演兵场，军人的阳刚

之气、血性之美、雷霆之威，都会让年轻

人深受触动、心向往之。一些适龄青年

正是从历次大阅兵、大演习，以及《战狼》

《空天猎》《红海行动》等电影中领略了军

人之“酷”后，才萌生和坚定了参军报国

之志。

“一个人的脸就是一张履历表。”军

人之“酷”，不是装出来的，也不是演出来

的，而是外在力与美的结合，是内在气质

的展现，背后隐含着无数次的摔打磨练、

流血流汗。国旗护卫队在央视《挑战不

可能》节目中完成了“两个一百步”精准

挑战，惊艳全场，掌声如潮。可谁能想

到，“中国男子第一天团”平时吃过的

“苦”有多少？升旗降旗25000多次，从

未有过失误；每天挺立86400秒，保持纹

丝不动；冬天，-6℃“不穿棉”，夏天，地

表60℃“不穿单”……没有背后的千辛

万苦，哪来外在的傲人之酷？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

来。相对来讲，军营的味道是“苦”

的，既有生活之苦，又有训练之苦，还

有思念之苦。新战士带着一颗追“酷”

之心走进军营，有些人还没有做好吃大

苦、耐大劳的思想准备。如果想象中的

“酷”，与猝不及防的“苦”迎面相撞，

很可能让一些新战士难以接受、心灰意

冷，甚至打“退堂鼓”。

军人生来为战胜，必然要面对血火

考验，甚至流血牺牲。不吃苦中苦，哪来

硬功夫。吃苦是新战士必须迈过的第一

道坎。入伍第一课，带兵人不妨以“苦”

为主题，讲好“苦”与军人的关系，“苦”对

打赢的意义，引导新战士以苦为乐、以苦

为荣，苦中作为、苦中建功。“艰难困苦，

玉汝于成。”只要坚持“苦其心志，劳其筋

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就一定能使他

们早日成为“酷”似“战狼”的优秀战士。

要当“追酷”的兵
先做“吃苦”的人

■张映宇

长城论坛

人生在世，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

改过。“改过”其实也有境界高低之分，

有主动被动之别。“知一重非，进一重

境。”要想达到至高境界，则需日积月

累、坚持不懈。

明朝思想家袁黄在《了凡四训》一

书中告诫道：“务要日日知非，日日改

过；一日不知非，即一日安于自是；一日

无过可改，即一日无步可进。”意思是

说，真正的改过，一定要经常为之，一天

改一条过失，就是进步；否则，就是虚度

光阴，甚至是退步。

袁黄有一个小本子，每天把自认为

做得不好的事记在上面，找出问题的根

源，并逐步改正。刚开始，本子上记得

非常多，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做错的事

情越来越少，本子上记得也越来越少。

正是在这样的“改过”中，袁黄一生从

政、著书都颇有建树，深受百姓爱戴。

知非改过，既是一种自身审视，也

是一种自我调节。人的境界、修为都

与改过有关。只有持之以恒地改过，

才能在不断完善自我、不断超越自我

中实现更高目标、提升人生境界、推动

自我进步。

北宋官员赵概曾在案头摆放一个

瓶子和黑白两色的豆子，“起一善念，投

一白豆于瓶；起一恶念，投一黑豆于

瓶”。刚开始，黑豆颇多，白豆寥寥。他

每日自省、改过自新，过了一段时间，黑

豆白豆各占一半。他再接再厉，律己更

严。久而久之，瓶中白豆半满，黑豆屈

指可数。赵概凭着这样持久的自我修

炼，终于成为高洁之士。

知过非难，改过为难。王阳明的

《心学》中有一句话：“悔悟是去病之药，

然以改之为贵。若留滞于中，则又因药

发病。”意为悔悟是消除疾病的良药，但

重要的是改正错误，如果仅仅停留在悔

悟上，则又会因药而生病了。正因如

此，袁黄、赵概等人才会以记录、投豆等

方法，在不断审视自身、不断完善自我

中逐渐提升自己的修养和境界。

学习悟道有“顿悟”和“渐悟”之分，

对待错误也有“逐日改过”和“幡然猛

醒”之别。“浪子回头”固然可贵，然而错

误有时自己看不见，幡然猛醒者毕竟是

少数，因此才需要时时警醒。曾国藩写

日记，实录劣迹、无情解剖，示之于人、

倒逼整改。正是靠着近乎苛刻的自律，

才使得这位年少时也曾“满身恶习，举

止轻浮”的人，最终成为一代名士。

“行百里者半九十。”改过，是一生

的功课，不能半途而废，亦不能浅尝辄

止。唐玄宗李隆基在位前期，十分善于

自我反省、虚心纳谏，选拔任用了姚崇、

宋璟、张九龄等敢于直言上谏、为人耿

直的贤才。然而到了后期，他开始自我

满足，看不到自己的过错，不再接受下

属的批评，任用了李林甫等口蜜腹剑的

奸臣，最终造成“安史之乱”，使盛极一

时的唐朝从此走向衰落。

勇于改过，必承其痛。春秋时的晏

子，曾把自己喻为一根弯弯曲曲又有无

数疙瘩的木头，想成为有用的器具，就必

须用斧子劈、刀子削、刨子刨、锯子锯。

改过是一个长期、动态的过程，还是一种

“千刀万剐”的锤炼，如果舒舒服服、轻轻

松松，必然改不好，也不会有所提高。

能够认识错误、直面错误、改正错

误，持续不断地自我保洁，是共产党人的

优势所在，也是共产党始终能顺应民心、

赢得民意的关键。有一次，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李立三化名李敏然，在给基

层讲党史时，深刻剖析“立三路线”的成

因及教训，现场有人问：“你怎么知道当

时犯错误人的心理？”他的回答令全场十

分惊讶：“我就是李立三。”尽管“立三路

线”只推行了三个月，他却做了三十多年

的自我批评。只有真正的共产党人，才

能如此深刻地审视自我、解剖自我。

闻过则喜，知过不讳，改过不惮，我

们党就是这样在“刀口向内”的自我革

命中打造和锤炼自己的。党员并不是

生活在“无菌区”，也不是天生就具有

“免疫力”。倘若有了过错熟视无睹，养

痈遗患，不仅祸及自己和家人，更会损

害党的形象。从很多落马官员的人生

轨迹中可以看到，正因为他们忽视了日

常的党性修炼，讳疾忌医、文过饰非，最

终一失足成阶下囚。

“错误同真理的关系，就像睡梦同清

醒的关系一样。一个人从错误中醒来，

就会以新的力量走向真理。”身为党员干

部，就要勤于自警自省、自我锤炼，时常

擦拭心灵之窗，时刻筑牢心灵堤坝，不断

检视自己、反省自己、完善自己。

（作者单位：陆军步兵学院）

日日知非 日日改过
■罗包庚

玉渊潭

前不久，某部组织了一场群众性
练兵比武活动。修理专业赛场上，修
理工为提高训练成绩，将离合器压盘
上的原装螺丝钉换成短了 1厘米的螺
丝钉，不仅导致车辆无法正常启动，还
给装备留下安全隐患。结果考核组增
加了试车环节，发现了这个问题并对

当事人进行了严肃处理。
这正是：
赛场偷换螺丝钉，

考风不正令人忧。

虚花怎能结实果，

从严从难谋打赢。

姜 晨图 张 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