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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瞭望

玉 渊 潭

八一时评

长城论坛

谈训论战

“一路锦簇娇艳花，满城国旗似彩

霞。”伴随着清爽的秋风，国庆节即将

来到我们身边。值此时节，那些美丽

的鲜花触碰着我们的心尖，令人格外

动容：

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祝福

祖国”巨型花篮静静地矗立在人民英

雄纪念碑前。花篮设计师王绥枝说：

“这个花篮是庆祝祖国的，更是敬献

英雄的。”

湖南岳阳，“逐梦海天的强军先

锋”张超老家，海军某部4名官兵将一

个花篮送给张超的父母：“中央军委已

经批准张超为全军挂像英模。张超不

在了，我们就是你们的‘张超’。”

喀喇昆仑，海拔4820米的康西瓦

烈士陵园，常年担负219国道守护任务

的武警某部官兵，把用山花扎成的花

篮轻轻地放在这个“离天堂最近的灵

堂”后，列队、默哀、敬礼。

……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

染红了它；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

的生命开鲜花。”英雄，是一个民族的

精神脊梁，是不容改变的红色基因；

英雄，是社会应有的价值认同，是强

国强军的时代呼唤。正是一个个英雄

的巨大牺牲，才使我们“站起来”；正

是一个个英雄的无私奉献，才使我们

“富起来”；中华民族要“强起来”，还

有赖于一个个英雄勇于担当，接续奋

斗。国庆之际，当我们向英雄敬献花

篮的时候，其实是向苍松翠柏掩映下

的忠骨致敬，是对家国情怀的传承。

最美的花篮献给英雄，因为英雄

为民族和国家牺牲的太多太多。

到贵州遵义调研，习主席下飞机

后直接来到红军烈士陵园，向红军

烈 士 纪 念 碑 敬 献 花 篮 ； 赴 宁 夏 考

察，习主席冒雨向红军长征会师纪

念碑敬献花篮……从在烈士纪念日

向英烈敬献花篮到多次指示弘扬英烈

精神，从要求照顾好英烈后人到关心

身边活着的英雄，习主席深深的家国

情怀，浓浓的英雄情结，感动着我

们、激励着我们、温暖着我们。

最美的花篮献给英雄，因为英雄

在全国人民的心里最重最重。

“这个花篮多少钱？”“如果你是去

看望英雄的，不给也行，要给就意思

点吧。”有人问郑州烈士陵园不远处

“阳光花卉”店的老板，为啥对献给英

雄的花篮就不定价，老板说：“埋在这

陵园的英雄，很多都是20多岁就为国

丢命的，跟他们的牺牲相比，一个花

篮算个啥？”

一位哲人说，所谓信仰，就是一

种传承的欲望。没有传承的欲望，就

谈不上什么信仰。“英雄雨打风吹去，

太平岁月易蹉跎。”不见“烽火扬州

路”的今天，我们将最美的花篮献给

英雄，就是“将记忆从幽冥中召回”，

不忘英雄千古流芳的家国情怀，传承

他们的基因，为强国强军不断汇集磅

礴力量。

家国情怀是一种“情”，更是一种

“行”。“行”因情而“坚定”，“情”因

“行”而真挚。

“要做就做最前沿的！”科研先锋

马伟明把家国情怀体现在为国锻造制

胜深蓝的国之重器上，实现了科技创

新的一次次飞跃；“打得赢是军人最

大的爱国！”铁甲精兵王锐把家国

情 怀 体 现 在 提 高 实 战 化 训 练 水 平

上，在火热练兵场上演绎出一个个

传奇。英雄们用他们正在做的工作

告诉我们，英雄精神不仅体现在刹那

间的生死抉择，而且体现在经年累月

的执着坚守。崇尚英雄并不是要让我

们去做“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在日

常工作中恪尽职守，在普通岗位上埋

头苦干，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

英雄”，每个人都能捧到属于自己的

鲜花。

行程万里，礼赞英雄从来都是最

动人的乐章。守护英雄铸就的精神坐

标，激荡崇尚英雄的时代风尚，让我

们“做个好汉子，热血热肠热”，团结

奋斗，勠力奋斗，不断奋斗，把一个

更加美丽富强的中国作为最美的花

篮，献给英雄的你、我、他！

（作者单位：武警原交通指挥部）

最美的鲜花献给英雄的你
—国庆之际感悟家国情怀②

■高 强

第18届雅加达亚运会的记忆渐渐

淡去，但有一幕感人肺腑的场景至今难

以忘怀：中国女篮经过几番鏖战，在击

败朝韩联队问鼎后，全体队员恭敬地向

对手主教练行了鞠躬礼。这种尊重对

手、和谐共进的风范，深得观众赞赏，也

令人感怀人生。

现实生活中，处处充满竞争，有竞

争就有对手。高考乃至考研，有成绩的

竞赛；就业应招应聘，有能力的角逐；职

位升迁晋级，有业绩的比拼；科研创新

发明，有智慧的较量；经商做大做强，有

谋略的博弈。大千世界，竞争无处不

在、无时不有、无人不遇。有哲人说，对

手是人生打拼的伙伴，善待对手会助你

事业出彩。细细品味，此言蕴含着深邃

的人生哲理。

对手，乃胜者成功的良师。古语

说：师强者而强。“因为有你，我会更

强。”把强势对手视为成功的示范和动

力，是“眼放长空得大观”的宽阔视野，

亦是奋发进取的人生境界。当年，刘

翔获得国际田径锦标赛 110米栏冠军

时，与前世界跨栏王者约翰逊紧紧拥

抱。赛后，刘翔说，约翰逊是强劲对

手，也是我追崇的偶像，是他推着我不

断追赶，终于让我“翻越了远方的山”。

体育竞技如此，其他行业何尝不是

这样。上学时，善于汲取同窗对手的优

长，能让你战胜自满，冲向“胜人一筹”

的高地；工作中虚心学习同岗对手的优

势，能让你弯道超车，冲向“我会更好”

的目标；创业中学会破解同行对手的高

招，能让你勇于创新，冲向“人有我优”

的超越。生活智慧告诉我们：人生有比

肩对手，是一种鞭策、一种推力，他可激

发你的危机感、提振你的精气神、砥砺

你的进取心，促你争气而不斗气，在比

拼中尽显生命的光彩。

对手，乃输者反超的教练。常言

道，胜败乃兵家常事。有竞争，就会有

输赢。其实，在事业的比拼中，高下无

定势，输赢常轮回，登榜有先后，出彩各

千秋。上一回落败，你倘能研透对手之

长，善补自身之短，卧薪尝胆练绝招，定

可转为下一场的赢家。

一代画师齐白石，进京经营艺术人

生之初，因其木匠出身且仅读了半年私

塾，颇受“文人画界”的白眼，后来他悉

心听取名家陈师曾指教，博取众多文人

画家的优长，毅然进行“衰年变法”，使

其大写意花鸟画生机盎然，终于在京城

画界声名鹊起。

有名家说，竞争中失败不是永远，必

经的挫折和失利却能成为一道反超的加

法，你将比拼中的经验和教训累积升华，

你就抓住了来日超越对手的机会。

对手，乃智者包容合作的舞伴。一

个人走向社会，就是在与他人一道出演

一幕幕生活和事业的剧目。包容是一

种大格局，厚道是一种大智慧。智者胸

有乾坤，把同行对手当作同一剧组的伙

伴，宽厚大度、互利共赢；愚者鸡肠小

肚，心胸狭隘，将对手视为不共戴天的

死敌，嫉贤妒能、锱铢必较。结局每每

是，前者人格魅力赢心，朋友肝胆相照，

事业如鱼得水；后者人际关系紧张，单

枪匹马苦斗，处事四面碰壁。

现实中，“聪明反被聪明误”者大有

人在。君不见，经商中违法排斥同行，巧

取豪夺而破产者有之；职场评奖中造谣

伤害对手，最终自食恶果者有之；从政中

为谋取一官半职，损人害己者也有之。某

地政府一贪官，人称“告状专业户”，心

术不正、一脑恶水，只要看到自己不顺眼

的、阻碍其仕途升迁的，在对手晋职晋级

的“关口”，立马伺机射出诬告“暗箭”，

最终得到的是法律的严惩。正所谓，“机

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当今时代，在我军强军兴军进程

中，机关之间、部队之间、个人之间，彼

此既是同一战壕的战友，也是争先创优

的对手。以积极健康的心态对待争创

的对手，学人之长、补己之短，包容对

方、互利共赢，帮人之难、和谐共进，必

当成为比学赶帮超的主旋律、和谐内部

关系的主音符。确立这样的价值观、进

取观，部队就会呈现生机勃发、龙腾虎

跃的奋进局面。

尊重对手助你人生出彩
■马祖云

俗话说，两副担子一肩挑，看你会挑

不会挑。在干部调整中，一批政治强、业务

精的技术干部，走上了教研室、科研室、技

术室、医疗科（室）和军代表室（处）领导岗

位，其中大多挑上了科（室）主任与党支部

书记两副担子。如何做好“一岗双责”的工

作，让“一肩挑”挑出“双丰收”，是一个迫

切需要解决的现实课题。

客观地说，不少科室领导过去一直埋

头于业务，没有做过党务工作，对科室党支

部的职能、制度规定、工作程序等知之不

多。再加上科室的行政、业务工作千头万

绪，让科室领导管好党务，确实需要分散一

定的精力。难免有个别科室领导不会抓、不

愿抓、抓不好党务工作：有的摆不正抓业务

工作与抓党支部工作的关系，视抓业务为

“正业”、抓党务为“副业”，把“一肩挑”变成

“一头沉”；有的喜欢“个人说了算”，事无巨

细样样管，大权小权统统揽，把“一肩挑”变

成“一言堂”；还有的过组织生活，讲工作多

讲思想少，甚至把党内生活变成工作汇报

会、讲评会，把“一肩挑”变成“一锅煮”。这

些现象不克服，长此以往，不但党建工作抓

不好，业务工作最终也会“塌方”。

邓小平同志曾说：“连队工作的好坏，

首先取决于党支部工作的好坏。”对科室党

支部来说，同样如此。一个单位党组织坚强

有力，各项工作和建设才能上得去、过得

硬。实践证明，一个单位，凡是党建强的时

期，一定是业务强、完成任务好的时期；凡

是党建弱的时期，要么业务上不去，要么冒

了尖但问题也不少，有的甚至栽了跟头。抓

好业务与管好党务，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促

进。作为科室党支部书记，既要是党务上的

明白人，也要是业务上的带头人。

“一肩挑”的科室党支部书记应牢固树

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

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正其位、思其

职、负其责，下决心补上管党务这个能力短

板。要加快知识更新，加强实践锻炼，掌握

党支部书记开展工作的基本方法，不断提

高领导单位思想政治建设的能力和团结带

领科室人员完成中心任务的能力。各级党

委和机关应针对党务工作的特点规律，完

善考核激励机制。在考核干部、考评单位建

设时，把业务工作与党支部工作统一考核，

全面讲评。表彰和重用那些业务工作出色、

政治工作活跃的科室党支部书记，培养一

批既会抓业务又善管党务的行家里手。

一位指挥家说过：“我所能做的，就是

让不同的演奏产生共鸣。”对“一肩挑”的

科室党支部书记来说，能否让党务和业务

产生“共鸣”之美，关键要围绕中心，搞好

统筹。无论是业务工作，还是支部建设，都

要围绕中心，服务中心，中心工作进行到

哪里，两副担子就要挑到哪里，延伸到哪

里。要通过科学统筹，使业务建设与支部

建设做到齐头并进而不是单兵突进、做到

同频共振而不是顾此失彼。

（作者单位：武警河南省总队）

让“一肩挑”挑出“双丰收”
■周 勇

“熄灯后不允许组织任何训练”

“腿上绑沙袋等做法不能有”“不能私

自加快训练进度”……9月22日，陆

军某旅在出台“新兵训练 8条禁令”

后明确要求，新兵训练要一步一动，

循序渐进，向科学组训要效益。

新兵是部队的新鲜血液，是军队的

未来。新兵弱则部队基础弱，新兵强则

部队战斗力强。然而跟这个旅一样，个

别单位在组织新兵训练时用力过猛，总

希望新兵尽快蜕变。有的对体能弱的战

士在上“大课”后开“小灶”，搞计划

外训练；有的私自提高训练标准，比如

3000米跑大纲规定14分20秒之内就算

合格，可个别单位非要改为14分整才

算合格；还有的对身体差异考虑不够，

“一锅烩”的起步训练搞得过多，而针

对性的分班训练组织得偏少。

俗话说，欲速则不达，一口吃不

出个胖子。没有量的积累，难有质的

飞跃。希望新兵尽快向合格军人转

变，这样的想法当然是好的，但应该

认识到，越是组训科学，越是尊重规

律，转变得才越快。因此在新兵组训

时，既应有战略，也应有策略；既应

有明确目标，更应有科学指标。如果

急于求成，搞“疲劳战”“车轮战”，

不但难以“拔节”，还很可能“拔

断”，造成不必要的训练伤。

《考工记》里说，打造一把良弓，

需要历时一年，完成“冬析干而春液

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体，冰

析灂”等六个过程。如果省去任何一

个步骤，制作出来的弓就会有“斫挚

不中，胶之不均”的毛病，容易被折

断。训练也如打造良弓，更需要把每

一个步骤的训练都搞得更扎实。今

年，陆军全面推行新兵“先训后补”

模式，新训时由3个月延长至6个月，

其目的就是让新兵下连就是合格战斗

员。在新兵组训中，只有进一步端正

政绩观，尊重科学、尊重规律，严格

按纲施训，严格训练标准，才能使新

战士通过新训实现完美蝶变，走好军

旅人生的第一步。

（作者单位：国防科技大学）

新训，用力过猛难“拔节”
■赵帝植

“三军受号令，千里肃雷霆”。军号，

其形不过一尺来长，但其声高亢嘹亮。

在军人心里，它是燃烧不熄的火炬，是

划破清晨的闹钟，是沸腾生活的节奏。

如今，它回来了！9月中旬，中央军

委训练管理部发布消息称，我军司号制

度恢复和完善工作全面展开，计划分两

步组织实施：2018年10月1日起，按现

行规定全军恢复播放作息号；2019年8

月1日起，全军施行新的司号制度。

“军号一响，士气高涨！”“这既是号

声，也是心声！”……消息一出，很快成

为网上新闻热点，一天不到点击量就达

“百万＋”，不少网站还主动将此消息置

顶。微信里，“军号样式大全”“影视中的

经典军号声集锦”等内容循环转发；跟

帖里，满目“点赞”的留言、“致敬”的帖

子，喷涌而出的是对军号声的期待之

情、欢迎之喜。

在各类“好声音”节目充斥荧屏的

当下，军号的回归为何能引起人们如此

巨大的关注？中国军网上，人们说的很

多：它让红军的音容笑貌“穿越”为新的

时代回声，它让号令意识有了“活的载

体”，它让红色基因重新流光溢彩。

军号作为饱含军人气节、血性、精

神的“军旅强音”，它再次回到军营、飘

向社会，更重要的意义是对“军号”形象

所代表的血性文化的一次加温、对国防

文化的一道加筑。正如军委训练管理部

一名负责人所说，军号在强化号令意

识、传承红色基因、推进正规化建设、促

进战斗力提升和提振军心士气等方面

具有独特作用，恢复军号，必将使战斗

精神这一人民军队的“符号”更加鲜明

光亮。

战争年代，军号有着极其重要的作

用。从南昌起义到长征路上，从抗日烽

火到横渡长江，军号为保障战争胜利发

挥了巨大作用。其中在通讯联络方面，

作用尤为突出。有位红军营长曾这样感

慨：“牺牲一个排长，可由班长代理排

长，但失去一个司号员，我就成了聋子

和瞎子。”

那时候，吹军号的军人叫司号员，

这个岗位可不是谁都能干的，不懂得音

律不行，记性不好也不行。战争年代，

它是高风险职业，也是很有前途的岗

位。在我军司号员队伍里，走出不少

开国将军。据不完全统计，光是当过

司号员的开国中将就有张国华、聂凤

智、王辉球、邱创成、李成芳、蔡顺

礼、刘西元等。

“只要司号员将号嘴贴到唇边，那

便是战场上最有力的鼓动，伤了的胳

膊，能拔山填海；折了的刀剑，能切

云断虹。生命，会迸发惊人的勇气，

连呼喊都带着殷殷血腥……”在各种

军号声里，最让人血脉偾张的是冲锋

号，只要冲锋号一响，不管前面是刀

山火海，还是枪林弹雨，所有指战员

都会毫不犹豫地对敌人发起猛烈的冲

击。朝鲜战争中，美军第八集团军总

司令李奇微在其《朝鲜战争回忆录》

写道：“这是一种铜制的乐器，能发出

一种特别刺耳的声音。在战场上，只

要它一响起，共产党军队就如着了魔

法一般，全部不要命地扑向联军，每

当这时，联军总被打得如潮水般溃

退。”美军官兵也普遍反映：“听到中

国军号嘶鸣，我们个个胆战心惊。”

随着时代发展和战争形态演变，军

号的功能定位也在不断完善，这次恢复

的军号制度以部队管理为主，兼顾指挥

通信和军事文化建设功能。全新的功能

定位、号谱种类设置、使用时机和形式以

及工作领导管理制度，使军号在新时代

的文化功能更加凸显。

“号令明，军威肃。”10月1日起，让

我们伴着悠扬的作息号声，激扬豪情，

建功军营，在强军征程上铿锵前行。

熟
悉
的
军
号
不
变
的
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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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旅组织训练考核，要求建制
连队参考率不得低于在位率的
85%。为了能够在考核中取得好成
绩，个别连队干部在考核时安排训
练成绩不达标的同志承担岗哨、帮
厨等公差勤务。为此，该旅引导官
兵树立“人人都是战斗员”意识，积
极开展结对帮扶活动，不断提高单

位整体训练水平。
这正是：
训练考核砺精兵，

有意钻空偏准星。

唯有人人都过硬，

方能战场当先锋。

周 洁图 谭 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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