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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时评

一位哲人说，青春是大海上的航

船，也许会看到新风景，也许会发现新

大陆，但这一切的前提，就是要有搏击

风浪的真本领，然后才能扬起劈波前行

的风帆。

“要在增强综合素质上下功夫，教

育引导学生培养综合能力，培养创新思

维。”习主席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这一

论述，既是对教师的明确要求，也是对

学生的殷切期望。本领，是一个人生存、

成长、发展的基础和支撑。“绳短不能汲

深井，浅水难以负大舟。”无论是干事创

业还是攻坚克难，不仅需要敢于担当的

宽肩膀，更需要能够成事的铁肩膀。

青春的颜色五彩斑斓，哪一种更加

绚丽夺目？“只有承担过的青春才会更

加厚重。”升级素质，提升能力，扩容本

领，磨砺意志，青春的底色才足够闪

亮，青春的意义才不会褪色。刚刚结

束的雅加达亚运会上，16岁的王简嘉

禾获女子800米自由泳冠军，拿到本届

亚运会个人第3枚金牌；18岁的吴易昺

获网球男单亚军，创造了中国男子网球

队自1994年之后取得的亚运会单打最

好成绩……他们站在领奖台上，过硬的

本领激扬出的自信气质格外迷人。

“功名只应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

夫。”军人生来为战胜，第一身份永远是

战斗员，第一职责永远是备战打仗。这

本领，那本领，能打胜仗才是真本领。自

古以来，刀光剑影，马鸣风嘶，军人用

“莫遣沙场匹马还”的高超本领创造着

历史，用“纵死终令汗竹香”的战斗豪情

书写着历史。从“羽扇纶巾，谈笑间，樯

橹灰飞烟灭”的周公瑾，到“待从头，收

拾旧山河”的岳飞，再到“一年三百六十

日，多是横戈马上行”的戚继光，正是靠

着过硬的本领，驰骋疆场，精忠报国，写

就了军人的荣光。

打狼要有擒虎力。回望我军铁血征

程，南昌起义风雷动，秋收暴动惊九天，

井冈烽火映山川；首战平型关，夜袭阳

明堡，血战黄土岭；千里跃进大别山，百

万雄师过大江，挥师挺进大西南；大战

清川江，激战上甘岭，血战松骨峰……

三军将士把本领凝聚在枪口上、把本事

书写在军旗上，千百次浴血战斗、千万

人慷慨捐躯，攻克一个又一个“娄山

关”、抢占一座又一座“泸定桥”，最终撑

起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千秋伟业。

“听吧，新征程号角吹响，强军目标

召唤在前方。”如今，历史已经翻开新的

一页，时代正在发生空前巨变。但对于

一支军队来讲，有一条铁律永远不会改

变：有真本事才能有大担当，有真本领

才能够打胜仗。强军路上，荆棘坎坷在

所难免，血与火中淬炼出一把把无坚不

摧、战无不胜的“刀尖子”，苦与累里锻

造出一根根英勇无畏、坚强无比的“硬

骨头”，才能披荆斩棘、所向披靡。军旅

生涯，栉风沐雨乃是常态，到疾风骤雨

中增长真本领，在战风斗浪中练就硬功

夫，才能风雨无阻、展翅翱翔。

真本领从哪里来？“人才自古要养

成，放使干霄战风雨。”火热军营是成长

成才的熔炉，强军实践是精武强能的舞

台。融入实战演练环境，投身国际维和

战场，走向边境管控前沿，砺剑海上维

权一线，穿越联合军演硝烟，搏击大洋

护航波涛，拳头就会越练越硬，刀刃就

会越磨越利。跑出的骏马飞出的鹰，杀

出的威风练出的兵。锤炼真本领、具备

硬实力没有捷径可走，只有一丝不苟钻

研战争、一门心思准备打仗，真刀真枪

苦练、日复一日积累，才能练就一招制

敌、决战决胜的真本领、硬功夫。

软肩膀挑不起硬担子。历史上没有

一支本领低下的军队能够打胜仗。大多

数官兵面对“你怕不怕打仗”这个问题，

都会坚定回答“不怕”，但打胜仗光有胆

气还不够，还要凭能力赢得胜利。战场从

不怜悯弱者，胜战要靠实力说话。没有胜

敌一筹的本领，没有压倒一切的底气，没

有刺刀见红的血性，战场上消灭不了敌

人，也保存不了自己，不但成不了虎狼之

师，还可能成为虎狼之食。

“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

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

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强

军兴军呼唤过硬本领，军旅青春铸就非

凡业绩。用精武强能激扬青春风帆，用

赤胆忠诚点燃奋斗激情，用能打胜仗展

现劲旅风采，在强军战歌下向前、向前、

向前，八一军旗上一定能够闪耀属于我

们这一代的铁血荣光。

(作者单位：河南省军区)

让真本领成为激扬青春的风帆
—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系列谈④

■柴秀朝

蛇蝎美女、天使脸蛋、魔鬼身材，挥

刀、耍枪、腾空翻、空手道，样样在行，无

所不能……兴许是谍战大片看多了，在

多数人的印象里，间谍就应该是这样的

“高大上”。

然而，前两天央视《新闻联播》和

《焦点访谈》同时曝光的台湾间谍策反

大陆学生的专题节目，“剧情”虽然触目

惊心，“主角”却让人大跌眼镜。这出生

动的“现代版间谍策反大戏”里，既没有

“邦女郎”的性感魅惑，也没有“007”的

英俊潇洒，真正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却

是“知心姐姐”“无私志工”“暖男哥哥”

这样的形象。

案件中，许佳滢实际比大学生小哲

大了整整16岁，且长相平平;徐子晴的

面容也并不姣好，与影视剧中的间谍形

象相去甚远。为什么这些貌似平庸的

间谍能够频频得手？正是因为，其貌不

扬的外表、温柔体贴的个性、低调内敛

的气质、善解人意的品性，反而成了一

种“保护色”、一张“伪装网”，让人不设

防、不戒备、不警惕。

如果不是集中曝光了这么多如剧

情般的间谍案，很多人仍然认为间谍只

是个传说，至少不会离我们的工作和生

活这么近。这也警示我们：危情谍影并

非都惊悚离奇，间谍可能就在身边，策

反随时都会发生。正如一位网友所说：

别只防着“蛇蝎美女”，身边长成许佳滢

这样的，也可能是刺探情报的女间谍。

有一首歌唱到，赶上了盛世，咱享

太平。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人们

最容易放下的就是警惕和忧患意识。

明火执仗的敌人不见了，并不代表他们

消失了，而是面带笑容地隐藏在你我周

围，甚至可能成为朝夕相处的朋友。这

再次证明，在看不见的地方，你死我活

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只是更具

隐蔽性，更不容易被察觉。而且，这些

看似平凡的间谍活动，往往具有极强的

渗透性和诱惑力，对个人和家庭的生

活，对国家安全的破坏性更大。

有网友说，这次曝光的案例里，涉

事的学生没有一个是智商低的，没有一

个不是重点大学的硕士博士。聪明人

被拉下水，关键是脑子里少了一根弦。

这根弦，是国家安全之弦，如果不时常

去拨动，就可能随时出情况。祸患常积

于忽微。这些学生轻易被俘获，就是压

根没有意识到警惕的重要性，总感觉事

情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总感到自己所

学知识、所知情况没啥了不起。无数案

例证明，警惕的丧失，就是危险的开始。

国家安全是立国之本，是国家生存

和发展的根本保障。没有安全，一切都

无从谈起。每一个普通个体都是国家

安全的直接受益者。同时，维护国家安

全也需要普通民众的广泛参与。“国家

兴亡，匹夫有责”，这不是一句大话，只

有每个人都站在居安思危、安不忘危的

高度，提高防范意识，提高鉴别能力，时

时绷紧保密弦，处处拧紧安全阀，才能

织就一张完备而有效的国家安全网络。

军事机密向来是间谍人员最感兴

趣的内容，军事人员也是他们最想拉

拢策反的对象。军人不是生活在真空

里，时时处处面对各种诱惑。尤其是

随着军队走出去的步伐加快，对外接

触的机会明显增多，给间谍人员以更

多可乘之机。军人虽然经常接受防间

保密教育，对“明枪”大部分都能躲过，

但对不起眼的“暗箭”，也存在较大的

“中招”风险。

如今，军事信息安全保密形势更加

严峻，任务更加艰巨，危害也更加强

烈。每一名军人对央视曝光的间谍案

都不能有“看戏”“看客”心态，而应进行

更深刻地反思，更全面地检视，更彻底

地整改。从平时做起，从点滴改起，多

几分谨慎，多一些戒备，确保筑牢心理

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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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下系舟犹未稳，能几日、又中

秋。”秋分刚过，中秋将至。这是绵延千年

的约定，也是一年一度的邀请，更是亘古

不变的纪念。

月到中秋偏皎洁，人逢佳节多感怀。

“中秋节是桂子的清香，也是鸿雁的嗥

鸣”——这是物候学家的洞察。“中秋节是

丰收的节日，也是团圆的节日”——这是

民俗学家的感念。“中秋节是一块月饼，更

是一轮月亮”——这是诗人的浪漫。“中秋

节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这是哲人

的睿思。

“中秋”一词，最早见于《周礼》：“中秋

夜迎寒亦如之”“仲秋之月养衰老，行糜粥

饮食。”《长安玩月诗序》则诠释中秋的由

来：“秋之于时，后夏先冬。八月于秋，季始

孟终。十五于夜，又月之中。稽于天道，则

寒暑均，取于月数，则蟾魄圆，故曰中秋。”

从此，华夏有中秋，天涯共此时。

“云山行处合，风雨兴中秋。”岁月

不居，思接千载，中秋那一缕淡淡的月

光，早已被先人渗入灵魂、拢在怀里、噙

于口角、化作基因，不仅入口入味入肝

肠，还入诗入骨入相思。中秋的传统之

“脉”中，有着中华精神之风、中华民族

之根、中华文化之魂，托起中华儿女共

同的精神家园。

“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

随”，中秋意象在于一个“月”字。

月到中秋分外明。美丽神奇的月亮，

犹如一只高悬九天的玉盘，一副跃出东

海的冰轮，负载着悠久的历史，书写着瑰

丽的传说，孕育着深邃的文化。赏月，“花

在杯中，月在杯中”；祭月，“朝日以朝，夕

月以夕”；拜月，“愿得年年，花好月

圆”……中秋与月，浑然一体，中秋即月，

月即中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试看古往今来的中秋诗词，无不着

意于月，或咏月之明洁，或赞月之圆润，

或吟月之光亮，或诵月之神奇。从“圆魄

上寒空，皆言四海同”，到“秋空明月悬，

光彩露沾湿”；从“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

间”，到“动摇随积水，皎洁满晴天”，月随

中秋而动，月为中秋增韵，永远定格在古

老的中华文明之中。

“八月十五天门开，天上人间共团

圆”，中秋意境在于一个“圆”字。

爱完整，怕残缺；乐团圆，伤离别，这

是中国人最重要的民俗信仰。《帝京景物

略》称：“八月十五日祭月，其祭果饼必

圆。”田汝成著《熙朝乐事》中说，中秋日

“民间以月饼相遗，取团圆之意”。天上一

轮圆月，地上一张圆桌，圆圆的月饼，圆

圆的石榴，天圆地圆人圆。

八月十五月儿圆，这一个“圆”字，在

炎黄子孙的心目中，内涵隽永，意味悠长，

像一个心灵的容器，盛满了对故土的依

恋、对美好的向往、对幸福的追求。“西北

望乡何处是，东南见月几回圆。”乘仲秋月

圆，寄美好夙愿，祈求大地丰稔、谷盈囤

圆，期盼事遂人愿、和和美美。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

家”，中秋意念在于一个“思”字。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中秋是

一个团圆的节日，但总有游子的脚步在

异乡徘徊，有的“天涯遥望唯梦回”，有的

“他年此日应惆怅”，有的“此夕羁人独向

隅”。但是，华夏儿女无论走到哪里，天上

一轮月，故乡如影随；无论离家再远，月

是故乡明，心中总是拴挂着中华民族最

纯真、最本源的文化图腾。

如今，中秋遇上了流动时代，“记得

住乡愁”成为一种最艰难的守候。工作

忙、离家远、压力大，这些现代社会无奈

的伴生品，赋予中秋更多的内涵：团圆的

象征、心灵的港湾，情感的寄托、文化的

纽带。“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只要

有展望明天的信念，有拥抱未来的胸怀，

定会“团圆”可期、“圆满”可待。

“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遥山皆有

情”，中秋意蕴在于一个“清”字。

“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中秋佳节

之意蕴，在于“情”字，也在于“清”字。中

秋赏月，当赏其清明、清爽、清丽，这不仅

是对天伦之乐的向往、对时序更替的感

喟，更有一份对人生价值的思考、对精神

境界的追求。正如苏轼于《赤壁赋》中所

感叹：“唯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

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

“入吾室者，但有清风；对吾饮者，惟

当明月。”风清可醒脑，月明可鉴心。在这

个“皓彩皆同普”的日子，如果利益输送

大行其道、公款送礼屡禁不止，月光何来

“山中夜来月，到晓不曾看”的韵味，中秋

哪有“天将今夜月，一遍洗寰瀛”的纯粹？

“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

节。”明月如镜，照见昨天，也照见今天和

明天。佳节逢盛世，清风伴明月，让我们一

起接受月光的邀请，感念故人、家庭，心怀

故乡、祖国，阔步新时代，共圆中国梦。

月到中秋偏皎洁
■张顺亮

一位带兵人讲，连队战士过生日
时，大家为沟通感情、活跃气氛，纷纷
发微信红包送祝福。红包虽然金额不
大，但容易引发攀比之风，带坏部队风
气，影响内部团结。中秋、国庆双节将
至，在此提醒广大官兵，切勿让红包玷
污纯洁的战友关系。

这正是：
红包虽小坏风气，

相互攀比伤情谊。

以心换心胜千金，

八项规定须牢记。

张学士图 刘含钰文

未来信息化战争中，什么是最致命

的打击？想必多数人都会说，卫星和全

球定位系统遭敌破坏。其实，早在十几

年前，美军就针对这一“最糟糕情况”进

行太空演习，检验能否重建太空平台，

以做到有备无患。也许正是这种强烈

的危机意识，使得美军把实战化训练搞

得实而又实。

我们常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但一

支真正强大的军队想要证明自己，一个

很重要的标准就是“在逆境中逆袭”，在

最糟糕的情况下反败为胜。既有过辉

煌胜利，也有过惨痛失利，历战弥坚，愈

挫愈勇，这样的军队才更加成熟。相

反，如果只能适应顺境和胜时，经不起

失败和挫折，这样的军队再强大，也是

外强中干，如同纸老虎“看起来样子很

可怕，但一下雨就烂了”。

我军就是勇于在逆境中逆袭的一

支劲旅。从南昌起义失败，到第五次反

围剿失利，再到湘江一役损失过半，多

少次血流成河、濒临绝境，又多少次力

挽狂澜、绝处逢生。就连彪炳史册的三

大战役，也多是“夹生饭”，背后常常险

象环生。被称为“一次严重作战”的济

南战役，更是3次攻城均告失败，兵团

甚至来电要求“不打了”。但由于准备

充分、应对及时，这一个个“急”“难”

“险”，都被我军指战员急中生智、攻坚

克难、化险为夷。

战争是充满不确定性的领域。毛

泽东说：“部分地改变的事差不多每一

作战都是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间

或有的。鲁莽家不知改变，或不愿改

变，只是一味盲干，结果又非碰壁不

可。”面对战争中出现的“改变”甚至“困

境”，如果对困难估计不足，对险情应对

不力，以小变应大变、以迟变应快变、以

假变应真变，缘木求鱼、刻舟求剑，结果

必然是碰得头破血流。

解放战争之初，国民党军队兵强马

壮，又有美国撑腰，摧城拔寨，步步紧

逼。但真正硬碰硬的时候，他们稍遇失

利或挫折便溃不成军。正如粟裕所评

价的：“只能打胜仗，不能打败仗；只能

在有利条件下打仗，不能在不利条件下

打仗。”话虽不多，但一针见血。莱芜战

役结束后，陈诚怒骂国民党将领：“就是

送5万只鸡到莱芜去，让共军也要捉两

天。”一些人无奈地说：“打了败仗以后，

人比鸡好捉。”的确，溃败之军不如鸡，

鸡不懂话，到处乱跑，人只要一喊，立刻

缴枪站队。

“善用兵者，防乱于未乱，备急于未

急。”如今，我军几十年没有打仗了，“最

糟糕情况”似乎已不复存在。其实不

然。未来信息化条件下，战场态势瞬息

万变，作战节奏急剧加快，战争的不确

定性、突然性、残酷性更为凸显，危情、

险情、灾情随时发生。把轻松、安逸留

给今天，就是把艰难、危险留给明天。

只有基于“最糟糕情况”，做好“最坏的

打算”，把每一日当作“艰难的一日”，未

雨绸缪、超前制变，才能为明天战场添

一分胜算、增几分信心。

（作者单位：陆军政治工作部）

勇于在逆境中逆袭
■王永奎

今年，第一批00后上大学了，随之

而来的是一阵“空手到”旋风：两手空空

报到，一身轻松入学，行李、生活用品直

接快递到校。有的学校包裹日均单量近

万件，电冰箱、席梦思、扫地机器人……

没有寄不到，只有想不到。

同是00后的另一批年轻人，没有

踏进大学校门，而是选择走进了军营大

门。没有五花八门的包裹，没有亲朋好

友的远送，取而代之的是崭新的军装、

整齐的步伐、响亮的口号。似乎，不同的

“门”把他们分成了不同的人。

其实，“门”不是魔术棒，可以点石

成金。军装也不是隐身衣，可以立即隐

去00后身上的时代特征。这些“网生一

代”“拇指一族”，热衷于“指尖生活”“微

语沟通”，思维活跃、个性张扬。同时，生

活自理“偏科”现象严重，穿靠“网购”，

吃赖“外卖”，出有“滴滴”……有的甚至

说：“一会离开网，心里直发慌”“三天不

上网，世界变了样”。

习惯的养成不会朝夕可就，习惯的

改变同样不能一霎一时。这些生活在

“掌上时代”的年轻人，不可能一脚走进

军营，就立刻脱胎换骨，成为一名合格

的军人。军装下面那颗心，跳动的仍是

“网上”的节奏。诸如“空手到”之类的习

惯，不经历一个凤凰涅槃、雄鹰换羽的

过程，是不可能改变和消除的。

因此，对于“空手到”现象，带兵人

切不可作“壁上观”。一定要清醒认识

到，这些00后虽然走进了军营，表面上

看与地方大学生有着天壤之别，但生活

习性没有太多不同。那些曾经的习惯，

那些过去的喜好，不会立刻销声匿迹，

反而会有很长的“潜伏期”，时不时就会

表现出来。

军营是一所大学校，也是一座大熔

炉。“进来是块铁，出去是块钢”，说起来

易，做起来难。“内心的琴弦是对心灵真

正的回应。”拨动“内心的琴弦”，既需要

外部刺激，也需要内在启发。面对这一

块块特征鲜明的“铁”，带兵人切不可

“强摁牛头喝水”，落得个“口服而心不

服”，最终“铁还是那块铁”。

浇树要浇根，带兵要带心。带兵人

要突出一个“情”字，用好一个“心”字，

思想上多一些理解，生活上多一些关

心，工作上多一些帮助，心灵上多一些

信任。如此这般，以热心换心热，以真情

换真心，被焐热的“铁”就会变成“钢”，

融入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

莫对“空手到”作“壁上观”
■贾玉省

长城瞭望

基层心声

谈训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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