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军人修养 E-mail:jfjbshyxy@163.com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３０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徐文耀 张国强 张萱

一次跟一位退休的老领导聊天，

老领导回顾了自己30多年的军旅生

涯后，送给我一句话：“趁年轻多在事

上练。”意味深长，颇受启发。何为“多

在事上练”？我理解，就是要珍惜岗

位，珍惜时间，主动谋事、大胆干事、努

力成事，在工作中长本事强能力，在干

事创业中砺意志定心性，在投身强军

实践中见水平勇担当。

多在事上练，贵在锻炼能力。“练”

这个字对军人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

可谓军人职业生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这是由军人的职业特点所决定

的。有道是“武艺练不精，不是合格

兵”，再科学的理论、再先进的武器，不

实践不训练，也只能是摆设。实践证

明，那些平常研究深、练得勤，经常参

加重大任务的部队，适应严酷陌生环

境的能力也强，在对抗演习中总能取

得胜利。分析那些被称为尖兵、能手、

骨干的官兵成长历程，他们背后经历

过的大事难事、参加过的重大任务比

一般人更多。今天的累和苦，就是明

天的花和果。提倡“趁年轻多在事上

练”，就是要告诉年轻人，多在实践中

摔打，在一项项重大任务中锤炼，在一

次次攻坚克难中磨砺，不断实现能力

提升、事业进步。努力必有回报，回报

有可能迟到，但不会缺席。

多在事上练，贵在磨炼心性。现

实中，相信不少人都有这样的体会，有

的干部平时工作看着还不错，可一遇

到点急事难事就乱了方寸、不知所措；

还有的干部取得点成绩就飘飘然、忘

乎所以，一遇到些挫折就丧失信心、意

志消沉。归根结底，还是缺乏心性的

历练，定力不够。正所谓，易定者无

感，易感者无定。日本“经营之父”稻

盛和夫曾讲，工作是最好的修行。提

倡“趁年轻多在事上练”，就是要告诉

年轻人，在工作中要敢于任事、大胆干

事，在不断试错中找到正确的方法，在

经受委屈和批评中、在等待与煎熬中、

在希望与失望中、在成功与挫败中坚

韧心性，健全心理，做到“每临大事有

静气”“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

于左而目不瞬”。要能够集中注意力，

排除一切外界干扰，全力以赴去做那

些自己认定的事情。

多在事上练，贵在锤炼意志。过

硬的战斗作风和顽强的意志品质是军

人的必备素质。人民军队历来以敢打

硬仗、善打硬仗著称，涌现出邱少云、

黄继光等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

物。顽强的毅力、坚韧的作风并非与

生俱来，而是通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

军事行动磨砺摔打出来的。然而，长

时间相对和平的环境，使得有些官兵

滋生出不少和平积弊，吃不了苦、受不

了累，干工作拈轻怕重，抓训练浅尝辄

止，甚至投机取巧，弄虚作假。长此以

往，不仅影响个人成长进步，更是危害

部队长远建设。当前，全军上下大力

纠治和平积弊，大抓实战化训练，掀起

练兵备战的热潮，为官兵搭建起成就

强军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大舞台。

提倡“趁年轻多在事上练”，就是要告

诉年轻人，要立足自身岗位，敢于担当

作为，在强军实践中不断砥砺前行，磨

砺出打不垮、压不烂的过硬作风，摔打

出一往无前、舍我其谁的意志品质，在

成就事业中升华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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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党的创新理论，惟有保
持“为伊消得人憔悴”的钻研精神，
倾注精力、投入时间，坚持深耕深
植，方能从理论中获得知识、智慧、
力量

突出政治训练，重点是学习理论特

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学习党的革命历史和优良传统。

在这个事情上，要舍得花时间、花精力、

下功夫。这是加强政治训练、抓好理论

武装的应有态度。

科学理论严谨而深邃，学习需要

耐心和定力。《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

马克思说：“我使用的分析方法至今没

有人在经济问题上运用过，这就使前

几章读起来相当困难。”列宁提醒：“想

认真考察和独立领会它的人，都必须

再三研究，反复探讨，从各方面思考，

才能获得明白透彻的了解。”不言而

喻，浅表化、装潢化甚至功利式学习，

肯定学不到理论的精髓要义。今天，

党的创新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一个完整

严密的理论体系，内涵丰富深刻，要想

真正学通弄懂，必须深耕深植、深钻细

研，一步步深入把握其精神实质和深

刻内涵，深入领会真理的时代价值和

指导实践的巨大威力。

党的创新理论中有信仰，深钻细

研有益凝神固魂。毛泽东对《共产党

宣言》读了不下一百遍，每读一次，他

都有新的启发。古人云：“书读百遍，

其义自见。”学经典求真理往往并不

能一下明晓其真义，需要不断参悟、

深刻领会，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不可撼

动的理想信念；需要如切如磋、如琢

如磨，将心得感悟转化为正确的价值

追求。能否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

路，用信仰之力开创美好未来，始终

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地学习理论

至关重要。

党的创新理论中有情怀，深钻细研

有益砺志奋斗。“工人阶级的圣经”《资本

论》里，有马克思对工人阶级炽热而坚定

的情感立场，更有他同工人阶级战友并

肩战斗的革命情怀。学习习主席的著

作，里面有习主席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

赤诚之念，更有他对基层群众的深厚感

情。有什么样的情怀，就会有什么样的

从政理念和治理之道。学习党的创新理

论，必须深刻领会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

义立场观点方法，不断增强对它的政治

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

特别是要深刻领悟其中的人民情怀、公

仆情怀、国家情怀，牢固树立纯粹的人

民至上的价值观，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保持共产党员本色，努力做好

“人民的勤务员”。

党的创新理论中有智识，深钻细

研有益担当作为。科学的理论蕴含着

科学的内在逻辑，只有掌握科学理论

的人才能用智慧的眼光从纷繁复杂的

现象中看清事物本质。面对“红旗到

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毛泽东以“星星

之火，可以燎原”作出自信的回答；面

对“姓资”“姓社”的争论，邓小平以“南

方谈话”冲破了思想的枷锁。面对日

趋复杂的发展问题，习主席以“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等

治国理政思想体系，引领党和国家建

设事业砥砺奋进。能不能以宽广的视

野、深远的眼光来思考把握未来发展

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重在不断提

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不断提高运用科学理论指

导我们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

克服重大阻力、化解重大矛盾、解决重

大问题的能力，持续赢得优势、赢得主

动、赢得未来。对个人而言，更要注重

从学习党的创新理论中，认清个人在

推进民族复兴伟业中的使命责任，勇

敢肩负起自己应有的担当，或在吃劲

的岗位大显身手，或在平凡的岗位艰

苦奋斗，努力成就最好的自己，努力作

出更大的贡献。

党的创新理论中有根脉，深钻细

研有益固本承源。习主席善于运用经

典，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赋

予其新的时代内涵，闪烁出新的思想

光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理论创新

的丰沃土壤，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

理论创新的根脉。学习党的创新理

论，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经

典著作中汲取营养，博古知今、通今

达古、洞鉴古今，继承发展马克思主

义理论，弄懂昨天和今天怎么会是这

样而不是那样，搞清楚未来要往哪里

走，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不断增强

“四个自信”，自觉在思想和行动上强

化“四个意识”。

荀子曰：“学不可以已。”“不登高

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

厚也。”学习党的创新理论，惟有保持

“为伊消得人憔悴”的钻研精神，倾注精

力、投入时间，坚持深耕深植，方能从理

论中获得知识、智慧、力量。

理论学习要有钻研精神
■欧阳秉秋 李光辉

●黄继光舍生取义的精神感动
和激励着我们，是革命军人传承不
息的红色基因

66年前，在枪林弹雨、漫天炮火的上

甘岭战役中，一幕气壮山河的情景永远定

格在我军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上——英

勇的志愿军战士黄继光用自己的胸膛堵

住敌人枪眼，为部队冲锋开辟了胜利通

道。1952年10月25日，15军召开党委会

议，秦基伟将军强调，15军的人流血不流

泪。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伤亡再大也要

打下去。正是因为有了像黄继光、邱少

云、胡修道、孙占元等一大批英模人物的

英勇战斗，才造就了朝鲜战场上一次又一

次的胜利。英雄的壮举穿越时空，英雄的

血性代代相传。黄继光舍生取义的精神

感动和激励着我们，是革命军人传承不息

的红色基因。

黄继光生在旧中国一个贫农家庭，

地主的残酷剥削让他从小受尽了苦难折

磨。新中国成立后，黄继光一家分到了

房屋和土地，这给他们带来了温暖和幸

福，从此结束了牛马般的生活。“常思奋

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1951年，为了

保卫和平、保卫祖国，黄继光毅然参加了

志愿军奔赴前线。在前线阵地，黄继光

观看了影片《普通一兵》，苏联红军战士

马特洛索夫用身体堵住敌人枪眼的壮举

在他的心中种下了英雄的种子。朝鲜战

场上的许多英雄事迹，鼓舞教育着他，他

感到战斗在保卫祖国前线上的英雄是万

分光荣的，一定要以他们为榜样。

时针回拨到1952年10月19日的夜

晚，上甘岭597.9高地战斗正酣，在已经

向敌人发起了5次冲锋、许多战士都壮烈

牺牲的情况下，敌人的火力点仍未被摧

毁。黄继光在关键时刻站了出来，向上

级请缨，请求把任务交给他。在身体7处

负重伤、弹药用尽的情况下，为了战斗的

胜利，黄继光顽强地向火力点爬去，靠近

地堡时，一跃而起，张开双臂，向敌机枪

射孔扑去，用自己的胸膛死死地堵住了

敌人正在喷射火舌的枪眼，壮烈捐躯。

在黄继光壮举的激励下，部队迅速占领

阵地，全歼守敌，取得了战斗胜利。上甘

岭战役打出了国威军威，后来有人说：

“美国人真正认识中国人，是从上甘岭开

始的。”志愿军能够打退拥有世界上最强

火力的侵略者，主要原因在于有无数黄

继光这样的英雄舍生忘死地战斗。

列夫·托尔斯泰说：“英雄主义是在

于为信仰和真理牺牲自己。”黄继光就是

这样的人，以身许国，危急关头为了人民

利益勇于献身。黄继光愤然跃起的那一

瞬间，是革命英雄主义最集中展现的一

瞬间；黄继光扑向枪眼的那一刻，是诠释

我军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缘由的一刻。

“粉身碎骨寻常事，但愿牺牲保国家”。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不同，为人民

利益而死，比泰山还重。“生，亦我所欲

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

而取义者也”。人的生命是宝贵的，但当

他把祖国的荣誉、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

一切的时候，宝贵的生命也可以舍弃。

黄继光以及无数革命先烈，都是把祖国

的荣誉和人民的利益看得重于一切，他

们虽死犹生，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前辈的功勋彪炳史册，英烈的精神

永垂不朽。黄继光舍生取义的献身精

神，是我们战胜一切敌人和艰难险阻的

力量源泉。过去，面对血与火的战场，生

死悬于一线，有了它，我们才能拖不垮、

打不烂，愈挫愈奋，越战越强；有了它，我

们就会攻必克、守必固，所向披靡，无往

不胜。铭记历史、纪念先烈，是民族精神

的延续，更是后来者的历史责任。而今，

有黄继光精神在我们这支人民军队代代

相传，在新时代强军兴军的征程中，我们

敢打必胜的信心更加坚不可摧！

英雄主义在于为信仰而牺牲自己
■甘 勇

“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
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
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
益其所不能”。孟子的这句名言，阐
述了吃苦与进步的关系，告诉人们只
有吃得了苦、受得了累，才能担大任、
成大业。

现实中，那些出类拔萃的人无不
是靠着任劳任怨、肯吃苦，扛得起急
难险重任务，而一步一步成长起来
的。正是因为在完成急难险重任务
中冲在前、能吃苦，而磨炼了意志，提
升了能力，挑起了单位建设的大梁，
成为了上下认可、组织看重的“香饽
饽”。不经冬寒，怎知春暖。面对繁
重工作任务，甘于吃苦的人不会选择

逃避，因为他们知道，有耕耘才有收
获。当看到别人收获成功的时候，我
们更应知道，成功的背后，饱含着无
数个日夜的拼搏和默默的艰辛付出。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人生
的大舞台上，我们都有自己的角色定
位。有的人对工作恪尽职守，成为众
人关注的“台柱子”，有的人干工作浅尝
辄止，成为可有可无的、跑“龙套”的
人。是当“台柱子”还是跑“龙套”，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是否甘于吃苦，能否经
受磨炼。“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
鼻香”。我们要想让自己吃香，成为部
队建设需要的栋梁之材，必须敢于吃
苦、勇于吃苦，以苦为乐、以苦为荣，在
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业绩。

肯吃苦才能吃香
■武警三门峡支队 代练兵

现实工作中，一些人存有小进则
满的心态，取得了一点成绩，获得了
一些荣誉，便会觉得自己已经成功，
从而放松对自身的要求，甚至不求作
为，只想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既
不利于单位建设又影响个人发展。
“不断的奋斗，就是走上成功之路”。
眼前的成功绝不是终点，只有鼓足干
劲不懈努力，才能不断取得成功。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实际工
作中，完成任务、获得表扬、赢得荣
誉，都只是阶段性的工作得到了肯
定，这样的成功固然令人欣喜，但如
果因为“得到了”，就不再努力、不想
付出、不思进取，只会使自己裹足不
前，最终被时代潮流甩在后面，湮没
于历史尘埃之中。成功的果实是有

“保鲜期”的，不会让人一劳永逸。
只有用“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精
神，将成功视为再次出发的起点，用
奋斗姿态消除放松心态，以提升能
力夯实进步基础，才能不断成长，获
得更大成功。

对新时代革命军人而言，练兵备
战需要攀登一座又一座高峰。取得
多少次第一、攻下多少次山头、赢得
多少次胜利，都只代表过去；要想实
现能打胜仗的目标，必须着眼未来，
苦练精兵。只有不断研究作战理论、
创新战法训法、解决矛盾问题、总结
成功经验，才能最大程度提升打赢能
力，夯实胜战基础，真正做到召之即
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为实现中国
梦强军梦提供有力保证。

视成功为新起点
■31605部队 周 磊

“本色出演”是功夫巨星李小龙
的一贯原则。凭借丝毫不输于今天
电影特效的一身绝技，他为观众奉献
了大量经典作品，赢得了全世界的尊
重。这种“本色”的背后，是他日复一
日刻苦训练练就的本事。

成就出彩的本色，离不开本事的
积淀。我军历史上，“神炮手”赵章
成、“神枪手”张桃芳、“尖刀连长”刘
珪……他们光彩夺目的成绩背后，是
付出数倍于常人的艰辛。勋章是用
伤疤换来的，没有谁能随随便便成
功。我们在为“本色出演”喝彩的同
时，更要向埋头苦干者学习，向坚韧
不拔者致敬。

本事如果“掺了水”，本色就会

“打折扣”。徒有其表的“花架子”注
定经不起实战检验。“纸上谈兵”的赵
括难逃全军覆没，“船动靶不动”操练
的北洋水师最终一败涂地。可见，本
事不过硬，本色便失色，战斗力便成
了无源之水，难有胜利可言。

军人赢得尊崇，靠的是每名官兵
“本色出演”。实战化训练为广大官
兵提供了舞台，每名官兵都应常怀
“本领恐慌”，查问题、补短板，努力突
破能力素质“天花板”。既要卡住“硬
杠杠”，在本职岗位上打牢素质基础，
做到“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又要增
强“软实力”，不断学习思考，让思维
和身体同步进入新时代，勇立改革潮
头，在锤炼本事的过程中尽显本色。

本事之中显本色
■71602部队 张鑫生

那些拔地而起的巍峨高山，无疑是人

们眼中壮观的风景。而那些坡塌地裂的峡

谷深沟，同样能够给人心灵震撼的美感。

因此，许多地方的大峡谷，总是游人如织。

如果说人生事业的成功是一座风景

壮丽的高山，那么人生事业的低潮就是

气象万千的峡谷。在这样的峡谷里，有

痛苦，有悲愤，有彷徨，有奋争。正是低

谷里的苦难与挫折，给人奋斗的动力。

有道是，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当你

一旦走出峡谷，登上高峰，回眸过去，那

些不幸的经历何尝不是一种风景？

恩施地缝——

峡谷也是风景
■朱金平 摄影并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