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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论坛

长城瞭望

玉 渊 潭

八一时评

谈训论战

喜欢读书，写点文字，偶尔拿去发

表或出版，书总在身边来去，如潮退潮

进，在心里起伏澎湃。

平时有空就去搜书、淘书，垒满几

壁还要去寻寻觅觅。要是哪本书被人

借走，总是心心念念，拐弯抹角催着人

家归还。有时想送出一些，拣出一沓，

却发现都很重要，又放回原地。曾经送

人一部布面的《聊斋志异》，一年后竟又

要了回来，说来实在可笑。

读书本是件轻松和愉快的事儿，若

使心累得不行，就背离了读书的初衷。

有一次，下决心卖掉一批旧书，收购人

说书上最好不要盖章，他可以当七成新

的书卖出，价格还能给我提高一点，但

盖了章的卖不上价。我觉得很有道理，

抓紧读了一批，需要的留下，不需要的

直接卖了。但是一年下来，留下盖章的

却没几本。我发现，好多书其实不重

要。为什么？因为只有读，才会知道一

本书的分量，也清楚了哪些书当初是不

必买的。

书是用来读的，只有读才会感受到

难以言说的妙趣和轻松。我很感谢这

个收书人，加快了我读书的新陈代谢。

这是说读书要勤快，不要欠账。

我又想，要是他没有出现呢，我那

些书什么时候才舍得丢开？归根结底，

我还是太倚重那些藏书了，觉得都重

要，把所有的书都看得太重，书把我围

困了。

书读多了，对有些事、有些理就有

了自己的见解。但不是读得越多，心里

就越开阔，有的时候读清醒了，就喜欢

较真，心里反而愈加壅塞，烦恼不断。

如何看轻一本书？贾平凹在其散

文《读书示小妹十八生日书》里说：“任

何一个大家，你只能继承，不能重复，

你要读他的作品时，就将他拉到你的

脚下来读。这不是狂妄，这正是知其

长，知其短，师精神而弃皮毛啊。”

贾平凹以自身体验，讲解读书真

谛。可那时我并没有完全懂他的意思，

怎么能把书拉到脚下来呢？后来明白，

没那个经历、没那个积累，你是没有力

量把书拉到脚下来的。

书，还是要老老实实去读，功到自

然成，看轻一本书的时候，思想就升华

了。过去总一个劲地为书里的内容动

情不已，不知不觉中，自己跟着书飘远

了，读得再多，还是忘记了自己。现在

读到某句话、某个观点时，往往会有自

己的感觉，甚至会思谋，我来写一遍，怎

样布局、如何铺陈，觉得兴许立意还要

高一点。

夜里寒凉，读史可法的《复多尔衮

书》，常常周身发热。多尔衮的《与史可

法书》是别人捉刀之作，引用《春秋》微

言，文压武欺，步步诱降。史可法面对

清军压境，从容镇静，同样以《春秋》大

义，层层驳斥，正义凛然，如一支绑着应

战书的响箭。史可法是进士出身，携笔

从戎，手不释卷，他把书读活了，胸填山

河，睥睨万军。

读书应该这样，阅卷越多，越要有

傲骨，敢于轻视万物；如果力量不够，就

不妨心静一点，从容一些，不为一卷所

累。

我又想起一本书来。一起写字的

朋友万兄，曾经得到贾平凹的签名钤章

散文集，我兴奋不已，借阅后没有归还，

辗转带在身边二十多年，前不久偶然翻

出，直笑自己当年的痴迷。我给他发去

微信图片，说要退还，哪知他说：这算什

么，送给你了兄弟！我想不到他变化会

这么大，应是悟得读书之味了。

世间的一切繁华都在书里，一本

书是可以看轻的。人生如无字之书，

不一定要去翻哪本书了，咀嚼过去，

也是一种味道。慢慢地，我也开始给

朋友们送书了。我觉得，书送给人比

卖给人有味道，不但轻松了，还有一

份温情。

看轻一本书
■邓跃东

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一个细节往往

能酝酿一场蝶变。

在国家博物馆二楼，“伟大的变

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

第四展区的一件展品勾起了笔者的一

段记忆：2016年元旦前夕，习主席在军

报记者微博微信平台轻按键盘，发出一

条向全军官兵问候新年的微博，迅即引

爆互联网……就是这个键盘，见证了我

军军事新闻单位改革历程。如今，新成

立的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正推动各类

媒体深度融合发展，朝着政治上更强、

传播上更强、影响力上更强阔步迈进。

这是国防和军队改革成果的一个

缩影。走进国家博物馆展览现场，人们

心潮激荡，情感交融。安徽小岗村18

位农民按下包产到户“红手印”的雕塑、

深圳蛇口出口加工工业区破土开建的

照片、天宫号空间站等模型、北京天桥

百货商场的今昔对比图……一张张详

实的图片图表，一个个逼真的实物模

型，一段段丰富的视频资料，再现了改

革开放 4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发生的伟大变

迁，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逐步

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时间，将非凡成就铸成光辉历史，

将深刻启示照进美好未来。

6年前，习主席在这里参观《复兴

之路》展览时，首次提出“中国梦”的伟

大愿景：“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

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

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

盼。”这次展览向人们呈现的诸多伟大

成就，无疑是对那次号召的最好呼应，

它展现了13亿多中国人民在追逐中国

梦征程上谱写的璀璨历史篇章。

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的背后，

隐藏着的是震撼人心的精神图景。漫

步展区，人们在时间与空间的审视中看

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不朽奇迹清晰地

展现出来，一个政党立党为公、执政为

民的丰碑巍峨矗立。杨善洲为兑现为

人民服务的承诺，把“生命最后的霞光，

化为家乡大亮山永恒的春天”；林俊德

以冲锋的姿态与时间赛跑，直到生命的

最后一刻；“心有大我”的黄大年呕心沥

血，点亮科技报国的明灯；“新愚公”李

保国扎根太行，用比山还坚定的意志帮

助群众脱贫致富……为了民族复兴，为

了人民幸福，一批批共产党人前赴后

继、不懈奋斗。

历史的足音穿越时空、启示未

来。回顾走过的路，我们党正是凭借

着“那么一股劲”“一种拼命精神”，与

人民一道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

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

而没有办成的大事。“一切为了人民、

一切依靠人民”，这是共产党人笃定的

内心独白，也是党带领人民创造中国

奇迹的必然逻辑。

精神的种子一旦萌芽，就有顶起巨

石的力量。国歌奏响、红旗飞扬时，我

们看到很多人眼含热泪、澎湃激昂；神

舟飞天、高铁奔驰时，我们看到同胞自

信满满、深感自豪；侨胞遇险、军队驰援

时，我们又听到“祖国万岁”的呼喊……

一处处激动人心的场景、一个个难以忘

怀的瞬间时刻在提醒人们，奋斗者、创

业者的精神力量早已融入血脉，化为我

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诚然，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人民

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

史诗。但新时代中国面对的“问题清

单”上，风险与挑战同样更加纷繁复

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

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置身于气势

恢宏的成就展现场，这句铿锵有力的话

语更显意味深长。在现实发展与改革

历史的交相辉映中，我们更加真切地感

受到，实现伟大的理想，没有平坦的大

道可走；迈向更加光辉的未来，奋进的

步伐一刻也不能停息。

“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

旧在那儿！经历了5000多年的艰难困

苦，中国依旧在这儿！面向未来，中国

将永远在这儿！”我们相信，有改革开

放40年来的发展积累，有党的坚强领

导和人民的奋进开拓，“中国号”巨轮

一定能鼓荡起继续奋进的澎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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磊

近日，在火箭军某旅群众性练兵比

武总结表彰大会上，“吊车大王”李殿

灵、“士官导弹专家”朱红军等10名身

怀绝技的师傅披上了“十大传艺标兵”

的绶带，接受全旅官兵的掌声。旅领导

在表彰大会上说，能带出有绝活的高

徒，是更高的绝活，应该大力倡导。

绝活，是独家所有的技巧。艺人有

了绝活，可以赢得更多的客户；工人有了

绝活，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而军人有了

绝活，就可以在未来战场上出奇制胜。

正因为如此，我军历来提倡官兵人人有

绝活，并鼓励官兵给大家分享绝活。叶

剑英元帅曾指出，要“使尖子成为种子，

使种子到处生根、发芽、长苗、开花、结

果”。这意思就是让大家相互传授绝活，

让更多官兵掌握绝活。

然而，在一些关键技术岗位，绝活就

是“铁饭碗”，要让师傅把“独门绝技”变

为“共享资源”并不容易。有的担心“教

会徒弟，饿死师傅”，不愿“授人以渔”；有

的为了能在比武考核等关键时刻“露一

手”，在传授技艺时有意“留一手”；还有

的认为物以稀为贵，有绝活的人多了会

贬值，不愿传授绝活，结果在自己退役

时，使绝活成了“绝唱”，很是可惜。

哲人有言，一个人胸怀有多宽，既

取决于本领有多大，也取决于眼界有多

广。囊中羞涩的人，才会护紧口袋；登

高望远的人，必然满目春光。打赢是官

兵的共同追求。对有绝活的官兵来说，

向敌人保密绝活是职责，但如果对战友

还把绝活捂着藏着，就有点狭隘了。应

该看到，绝活只有在共享和交流中，才

能实现传承和复制，才能发挥最大威

力。著名泌尿外科专家李汉忠，每当有

年轻人进入自己的团队，都毫无保留地

把自己的绝活传授给新人，使他所领导

的科室人才济济，其团队在国内始终保

持领先。某部技师张兴诗把自己“一摸

准、一听灵”的绝活传授给一个又一个

战士，使部队的保障能力连年攀升。

未来信息化作战是体系对抗，一个

节点发生问题，就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

效应。这就要求更多的官兵身怀不同

的绝活，从而让“明星”汇成“银河”，实

现作战效益的最大值。在平时训练中，

只有把“我”融入到“我们”中，才会乐于

看到别人在自己帮助下“功成名就”。

如果只惦记自家得失，哪里还会传授绝

活？大力倡导痴迷绝活、锻造绝活、共

享绝活的良好风尚，让更多“看家本事”

“秘密武器”成为大家的绝活，我们的军

队就会群星灿烂，英雄辈出，事业辉煌，

前途无量。

（作者单位：96731部队）

带出高徒是更高的绝活
■殷进保

“自古军旅多艰险，从来为武少安

闲。”当兵是要吃苦的，不吃苦当不了好

兵。当看着一个个成长在物质充裕时

代、手上很少有老茧、脸上稚气尚在的

00后新兵走进营门，不少带兵人心里会

打鼓：“这些新兵愿意吃苦吗？吃得了

苦吗？”

的确，如果只看这些新兵入伍前的

经历，这样的顾虑并非多余：武警某部

对1400多名新兵调查问卷后统计发现，

74%的新兵“入伍前身体上没有受过大

苦”；海军某部新兵团的调查显示，86%

的新兵家长“最担心自己的孩子因吃不

了苦而打退堂鼓”。

然而，没吃过苦并不代表不愿吃

苦。比如，在陆军某旅新兵营，90%的新

兵认为“自己有吃苦的思想准备，不怕

吃苦”。某基地新兵营的200余名新兵

还在决心书中请求新训骨干生活上不

要给他们当保姆，训练上“不要手下留

情，对我们严一点，狠一点”。

一位哲人曾说：“尽管苦是人生的

补药，但因为这种药太苦了，因而不少

人在心里还是很不愿意吃苦的。”毋庸

讳言，在这些“很不愿意吃苦的”群体

中，也包括部分新兵。在这些新兵中，

有的怕苦，听到操课号就叫苦叫累；有

的躲苦，3公里能少跑一回是一回，俯卧

撑能少做一个就少做一个。

一名学者要渡过无涯学海，需要

“苦作舟”；一个登山者要登上山巅，

需要“苦作梯”。同样，新兵要实现从

地方青年向合格军人的转变，也需要

“苦作伴”。所不同的是，学者和登山

者如果在苦面前投降，换来的顶多是

人生平庸和看不见壮美风景，而军人

在吃苦面前没有选择，必须“掉皮掉

肉不掉队”。这是因为，“兵者，国之

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平时不

吃苦，训练不刻苦，上了战场是要丢

命的，是难以有效履行“执干戈以卫

社稷”的使命的。

00后新兵被称为“强国一代”“强军

一代”。是的，蓬勃的信息化发展浪潮、

肥沃多样的成才环境，“机会多多”的新

时代火热军营，给这批新兵提供了走向

“强”的众多机遇和宽广舞台。但应该

看到，不经荒凉，难抵繁华，“没有人能

随随便便成功”，“强”不是等来的，也是

等不来的。不流汗，不付出，不吃苦，沉

湎于昨天，沉醉于今天，势必会沉没于

明天。

网上曾流行这样一句话：“请不要

在最能吃苦的时候选择安逸。”新兵正

值青春年华，就是“最能吃苦的时

候”。这个时候不吃苦，到了将来就会

吃亏。其实，这时候的吃苦是吃补，

补的是精神、信念、品格和才能，能

为即将的蜕变以及未来的成长、成才

和成功奠定坚实的基础。毛泽东在青

年时期不但乐于吃苦，还常常“自讨

苦吃”：盛夏，他赤背将自己置于骄阳

下做“暴晒浴”；寒冬，他穿着薄衫在

山谷中做“冷风浴”；雨天，他光着上

身做“雨淋浴”。可以说，正是坚持不

懈地主动吃苦，才铸就了一代伟人超

凡的革命意志和坚定信念。

令人欣喜的是，在新兵中，以苦为

乐者越来越多。前不久，入伍前体重为

186斤的某部新兵高卓儀，周末在朋友

圈分享了自己两张体形巨变的照片。

谈及从肥胖到强壮的过程，高卓儀自嘲

道：“‘特别能吃苦’这5个字，我当兵前

只做到了前4个字。如今我不仅全做到

了，还想告诉广大新兵战友，酷从苦中

来，想酷先吃苦。”

“我是一粒小小的树籽，心怀长大

成材的梦想。无论是被播撒在富饶的

平原水乡，还是被种植在荒凉的高山顶

上，我都不放弃长成大树的渴望……”

这段时间，歌曲《树籽的梦想》在网上很

流行。新兵来到军营，就好比树籽落入

土壤，想破土而出，成为参天大树，就必

须经受风吹日晒之苦。这些苦，都会

“落在春的泥土里”，在将来“开出下一

个花季”。

去年9月，在与战友连续奋战3昼

夜排除堰塞湖险情后，一名战士对采访

他的记者说：“看到乡亲们脸上的笑容

时，我不但不觉得苦了，还感到很幸

福。”军人吃苦是为己，更是为国。新兵

来到部队，多想想军人的使命，多想想

肩上的责任，就会“天寒地冻何所惧，笑

向苦累觅甘甜”，自觉苦中砺志、苦中长

才、苦中建功。

（作者单位：68302部队）

关注00后新兵·吃苦

没有汗水浇灌，梦想之花怎能绽放
■刘亚彬

某部在开展“传承红色基因、担当

强军重任”主题教育中，力求教育方法

对路、注重解决实际问题，教育卓有成

效。面对众多前来取经者，该部领导

说，课堂尽量设在现地、讲时多些现身

说法、瞄准解决现实问题，就能让官兵

感受到红色基因的魅力，主动做红色基

因的新传人。

思想政治教育是“在人的头脑里搞

建设”，首先要搞清抓什么才是不瞎抓，

怎么抓才能不抓瞎。能不能紧跟时代、

紧扣中心、紧贴官兵，因事而化、因时而

进、因势而新，是学问，有门道。该部现

地、现身、现实的方法，给人启示，值得

借鉴。

年初以来，某旅在主题教育中充分

利用驻地红色资源丰富的优势，多次把

课堂设在纪念馆、我军经典战斗发生地

等场所，很多官兵直言这样的教育很解

渴。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说：“现地教

学最大的优点在于，它能让人感受到教

学内容是真真切切存在的。”在我国近

2000个革命传统教育场所中，有的标

注着红色基因的起源，有的记载着红色

血脉的故事，有的见证着红色基因的传

承，多把主题教育的课堂设在这些地

方，就能让官兵在感知红色基因中认同

红色基因，在触摸红色基因中传承红色

基因，从而让大家知道从哪里来，到哪

里去，该怎么做。

陆军某“红一连”在主题教育中，把

4名从连队走出去的老红军请来授课，

官兵们听完课赞叹：“老红军就是鲜活

的红色基因。”开展主题教育，免不了讲

故事。让身边人、熟悉的人用自己的经

历为例证，对官兵进行讲解，是教育的

最优解之一。总讲过去的、别人的、不

认识的，官兵心里难免打问号，甚至会

让官兵“老不信”。多一些现身说法，多

与官兵分享自己的故事、自己的感受，

才能达成共识，引起共鸣。

效果是主题教育的重要价值取向，

也是主题教育的基本评价标尺。教育

之效，在于解决现实问题。主题教育

中，思想底数摸得越清，就越能找到症

结、立起靶标；现实问题抓得越准，就越

能有的放矢、对症下药。虚假的教育比

不教育危害还大。多做实实在在管用

的事，少用忙忙碌碌收效甚微的功，不

干辛辛苦苦不打粮食的活，沉到末端了

解官兵思想动态，找准教育要解决的突

出问题，才能确保教育精准发力、精准

落地。

（作者单位：信息工程大学）

现地 现身 现实
■范承达

11月初，某防空旅在组织实弹考
核时，航模操作手有意降低飞行高
度、速度，“帮助”受考单位打出了“满
堂彩”。该部领导发现问题后，立即
取消了受考单位的成绩，对相关责任
人进行教育批评，重申所有考核必须
严格依照大纲标准进行。

这正是：
航模有意低慢行，

即使中靶也是零。

训练唯有严实硬，

未来战场方能赢。

周 洁图 刘含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