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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死沙场、马革裹尸历来
是军人生死观的最高境界。军人
能打胜仗，对党忠诚的铮铮铁骨
不可无，敢于冲锋的雄风锐气不
可少，不惧生死考验的牺牲精神
不可丢

回望10位全军挂像英模走过的人

生历程，尤其是生死时刻释放出的那股

能量，犹如一颗颗“精神原子弹”，让天

地动容。在那一刻，军人的荣誉、生命

的价值、人生的意义，得到了最为完美

的诠释，升腾在万里苍穹，激荡在人们

心中，化作了永恒的山脉，化成了不朽

的军魂，化为了顶天立地、照耀千古的

民族精神。

从为人民利益而死的张思德、舍

身炸碉堡的董存瑞、在烈火中永生的

邱少云，到倒在抗洪一线的李向群、隐

姓埋名为强国的林俊德、逐梦海天的

张超……10位全军挂像英模虽然生于

不同年代，担负着不同使命，奋战在不

同战线，但在面临生死的那一瞬间，无

一例外，都毫不犹豫、义无反顾地放下

小我，用生命和热血践行着对党的事业

的无限忠诚。他们并非不珍惜生命、不

热爱生活、不留恋亲人，他们也是血肉

之躯、也有丰富情感，只不过在他们的

心里，还有比生命更为宝贵、更为崇高

的东西，那就是国家的尊严、人民的利

益，军人的荣誉、使命和责任。虽然没

有豪言壮语，他们却用最为执着的信

念、最为坚定的行动、最为无畏的选择，

演绎了一个个感天动地的英雄故事，构

建起中华民族的精神大厦。

生与死是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重

大问题，生死观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

值观的重要体现，正如司马迁所说的

“人固有一死”，但到底是“重于泰山”

还是“轻于鸿毛”，彰显信仰追求，体现

精神境界，检验气节品质。军人因打

仗而存在，因使命而崇高。无论是战

火纷飞的革命岁月，还是铺锦叠彩的

和平年代，军人随时随地都要面临血

与火、生与死的考验。这种考验，经常

表现为一种狭路相逢、一种自我选择、

一种条件反射。也正是那一个个刹那

间的生死抉择，诠释了军人生死观的

深刻内涵，铸就了崇高与伟大，谱写了

最为壮美的英雄史诗。

“什么也不说，祖国知道我，一颗博

大的心哪，愿天下都快乐……”英雄的

情怀、英雄的本色、英雄的精神，难以与

生俱来、一蹴而就，而是几十年如一日

的执着坚守和不懈奋斗，是融在灵魂深

处的大爱情怀和高远追求，是对生死观

的深邃思索和身体力行。林俊德26岁

走进罗布泊，扎根大漠深处一辈子，参

与了我国的全部核试验，用生命的光和

热，为共和国创造出“太阳”和“惊雷”；

张超常年驾机翱翔于海天，曾在超气象

条件下探路迫降，挑战过“世界上最危

险”的着陆区……他们之所以不畏风

险、不惧生死、不怕牺牲，因为他们对这

片土地爱得深沉，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

把军人使命看得比生命还重。在他们看

来，生命诚可贵，为了正义事业而献身则

更加高尚，人生的真谛、军人的价值就在

这种牺牲奉献中得以实现。

战死沙场、马革裹尸历来是军人生

死观的最高境界。军人能打胜仗，对党

忠诚的铮铮铁骨不可无，敢于冲锋的雄

风锐气不可少，不惧生死考验的牺牲精

神不可丢。阔步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

队的伟大征程，我们应积极从全军挂像

英模身上汲取丰厚精神营养，深切感悟

他们不忘初心、勇于牺牲的使命担当和

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让英

雄的血性基因在身体里流淌，把生死观

作为军旅人生的重大课题和重要考验，

全力锻造绝对纯洁、献身使命的忠诚品

质，涵养心怀大我、心向胜利的大爱情

怀，培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

神，坚决做到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

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以

青春之我击水中流，以奋斗之我奋楫争

先，以奉献之我强国兴军，把青春热血

洒向军营沃土，推动强军事业劈波斩

浪、扬帆远航，驶向更加辉煌的未来，在

献身使命中谱写更加精彩的人生篇章。

（作者单位：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

军人生死观展现着心中的大爱
■周燕虎

影中哲丝

方 法 谈

深秋时节，路旁那一棵棵高大银

杏树的叶子日渐变黄，最后变得灿烂

无比，在阳光照耀下呈现出一片辉煌

色彩，成为路人眼中美丽的画卷和手

机里留藏的美景。倘若没有深秋的

寒冷，这些银杏树叶恐怕就没有这么

惊艳了。

在自然界里，没有寒秋就没有

银杏树叶金黄色的灿烂。而对于一

个人来说，不经历艰难困苦的磨练，

就难以承担大任，实现人生的辉

煌。《孟子·告子下》里说：“天将降大

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

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古今

成大器者的经历都说明：苦难造就

辉煌。

世上没有一帆风顺的成功，当我

们的人生遇到坎坷与挫折时，要明白

这是命运的考验。挺过去，成功就在

眼前。这正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

暗花明又一村。”

深秋的银杏——

苦难造就辉煌
■朱金平 摄影并撰文

●“熟能生巧”的同时，也容易
形成“行为习惯”，从而被习惯束缚
住手脚

●一个有伟大英雄的民族，
才是伟大的民族。我们应该像张
超一样，锻造一颗勇敢的心，纵百
折而不挠，历万难而不屈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

鸿毛。为人民的利益而奉献生命的人，

其生也伟大，其死也光荣。英雄之所以

称之为英雄，不仅是因为他们有过人之

智勇，也不仅是因为他们有惊天动地之

举，更是因为他们有着非同寻常人的坚

韧品质，作出了不平常的选择。“筑梦海

天的强军先锋”张超就用自己平凡的人

生和不平凡的选择，向我们诠释了何为

英雄，何为死得其所。

“飞行舰载机虽然危险，但我有信

心驾驭它……”轻轻一句便是他的承

诺，也是中国军人为了党和人民的利

益向死而生的承诺！在遴选舰载战斗

机飞行员时，他第一个递交了申请表，

在他的眼里，在他的心里，国家利益永

远在第一位。遇到急难险重的训练课

目主动请缨的，是他；总是把最危险的

活儿往自己身上揽的，还是他。这便

是张超，与蓝天搏斗，以无畏支起梦

想，他是新时代中国军人的骄傲！

“人民海军想要飞向远海大洋，就

要有一群不畏风雨的雄鹰，哪怕是付出

生命的代价，也要振翅高飞”，这是他的

第一次选择。像雄鹰离巢，他选择了参

加海军部队，离开了温馨舒适的家。正

是因为这次选择，他与家人聚少离多，

连隔着荧屏相见一次也显得弥足珍贵，

陪伴他的常是单调且高强度的军事训

练。但他从未后悔，从未有半刻回头，

因为他意志如钢，既然选择了远方，便

只顾风雨兼程。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

悔”。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本有充足时

间逃生的他，选择拼死一搏保全战机，

这是他的第二次选择。从战机报警到

跳伞离机的 4.4秒里，他只有一个动

作，那便是使尽全身力气推杆到底，没

有丝毫犹豫，没有丝毫不舍，只有报效

国家的毅然，只有为国捐躯的决然，即

便这是生命最后一刻，不能忘却的依

然是国家利益。人固有一死，为国家

而死，为梦想而死，便是重于泰山，死

得其所。

奥斯特洛夫斯基曾说：“勇敢产生

在斗争中，勇气是在每天对困难的顽

强抵抗中养成的。我们青年的箴言就

是勇敢、顽强、坚定，就是排除一切障

碍。”张超就是这样的青年，“喜欢挑战

是我的性格，再危险也得有人飞……”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一直奋

斗在自己热爱的事业上，一直在与蓝

天搏斗，以勇敢的心支撑起自己的梦

想，更是以大无畏的行动支撑起中国

军人的担当！纵使是跳伞后坠地身

受重伤，他留给战友的最后一句话仍

然是：“我是不是要死了，再也飞不了

了……”没有丝毫埋怨和后悔，有的只

是没能继续圆梦的不甘，是再也不能

回到蓝天的遗憾。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

人死了，他还活着”。虽然张超的生命

之花凋零在29岁，但他永远活在人民

心里。他化成了和煦的春风，守候着

我们的家园，只要春风吹过的地方，到

处都展现着勃勃生机。一个有伟大英

雄的民族，才是伟大的民族。我们应

该像张超一样，锻造一颗勇敢的心，纵

百折而不挠，历万难而不屈。愿英雄

永生，激励我们奋勇前行。

锻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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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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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
黄
家
波

古代文人高士多爱竹、喜画竹。郑
板桥“四十年来画竹枝”，长期与竹为
伴，仔细观察竹子，对竹子各种形态变
化了然于胸。他认为，画竹绝不能局限
于胸有成竹，而应讲究“胸无成竹”，
“浓淡疏密，短长肥瘦，随手写去”，如
此才能“自尔成局”。

通常情况下，事前进行通盘考虑，
周密筹划，做到胸有成竹，是干好工作
的基本方法，也是重要前提。很多工作
从深入调研到周密计划，从充分“彩
排”到严密实施，如此“按图行进”，
大多可收获期望成果。可也因为“早有

定局”，而很难有所突破，产生“惊艳
之笔”。

有句话说得好，“熟悉的地方没有
风景”。熟谙了“一枝一叶”，熟练了
“一招一式”，自然可以“熟能生巧”；
但事物都有两面性，“熟能生巧”的同
时，也容易形成“行为习惯”，从而被
习惯束缚住手脚。如果不能突破既有模
式，便可能掉进“能力陷阱”，在环境
和条件发生变化时遭遇“滑铁卢”。

事实上，受认知能力的局限、信息
迷雾的干扰、复杂多变的环境等影响，
想要把握事物全貌，掌握具体细节，往

往并不容易。美国一家咨询公司对世界
500强企业信息化项目进行了连续 6年
的调查，发现只有 26%的项目完全成
功，就是因为计划没有赶上变化。相
反，掌握“胸无成竹”之法，完善“自
适应”技术，随机应变，相机而动，更
有利于取得成功。

当然，“胸无成竹”并不是胸中没
有“竹子”，而是深刻把握“竹子”的
形态特点和变化规律，能够灵活掌
握，运用自如。手枪射击中，有“有
意瞄准，无意击发”的射击要领，与
“胸无成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唯有

实现从有形到无形的转变，掌握创新
的核心要义，达到“运用之妙，存乎
一心”的境界，才能够以不变应万
变，以无招胜有招。

从“胸有成竹”到“胸无成竹”，
是技艺的升级，更是境界的升华。做
到“胸无成竹”，并非轻而易举之事、
一朝一夕之功。安心者能修得大艺，
专心者能成就大事。对事业抱有一种
痴迷态度，经过长期的修习，把技能
练成一种本能，把技术练成一种艺
术，方能实现从“胸有成竹”到“胸
无成竹”的跃升。

“胸无成竹”自成局
■陈大昊

近些年，高龄群体中有两种现象时

常引起人们关注。

一种是高龄入党现象的增多。2012

年7月4日，红色娘子军老战士王运梅

以102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2018年

1月19日，101岁高龄的抗战老兵周广

田面向党旗，庄重地举起右手，实现了

心中的夙愿。

另一种是一些老共产党员在生命的

最后时刻交纳大额特殊党费。有着75

年党龄的老兵周智夫，病重之际委托家

人向党组织交纳12万元“这辈子剩余

的和下辈子的党费”；有着77年党龄的

老兵李华均，生前拿出10万元作为最

后一笔党费……

高龄人群阅尽人生成败得失，他

们的选择体现了人生最坚定的信仰。

高龄群众一心向党，“我要入党”的追

求是那么迫切与真切；党龄长的老共

产党员，此生许党，回报党恩的愿望

是那么深沉与深切。那些浸入骨髓的

信仰，正是这些高龄群体心底最坚定

的力量。

是什么驱使他们在本该安享晚年时

作出“我要入党”这一选择？在83岁

的老艺术家牛犇眼里，身边的共产党员

给了他一双清澈的眼睛，让他看清了未

来的自己该如何选择，该走一条怎样的

路……探寻他们的心路历程，可以清晰

地看出，“共产党员”几个字的分量沉

甸甸，那份执着的坚守，那双“清澈的

眼睛”，辉映着不变的初心，蕴含着信

仰的力量，早已在内心选择了跟党走的

方向。

是什么驱使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时

刻作出交纳“下辈子的党费”这一选

择？他们更多的回答是“党的深情无

以回报”。有着 78年党龄的李中权将

军生前拿出积攒的 20万元，委托空

军党委代他交纳党费，他说：“对党

的深情，并没有因为年龄的增长有所

改变，我就像一棵小草，永远难报党

的恩情。”岁月不会在真正有信仰的

党员灵魂里留下皱纹，不断增长的党

龄刻下的只有他们对党的真挚情感、

真心拥护和真情回报。这样的选择源

自朴素信仰的归属感和党员身份的认

同感。

入党有什么好处？一名老共产党员

曾说：“要说好处，我看只有一条，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才会拥护

你。”阅读这些高龄党员的故事，字里

行间深切感受到，经过岁月沉淀后的信

仰却愈加清晰坚定。无论党龄长短，他

们乐享这“好处”带来的幸福。

党性与年龄大小无关，也不取决

于党龄长短。个别领导干部虽然党

龄长，所作所为却没有共产党员的

样 子 。 究 其 原 因 ， 就 是 丧 失 了 信

仰，丢掉了初心。信仰危机带来的

是信任危机，信仰的脊梁散了架，

群众势必会戳脊梁骨。因此，对党

员领导干部而言，职务高更要觉悟

高，党龄长更要党性强，加强党性

修养时刻不能放松。

无论是高龄入党的新党员还是党

龄长的老党员，都是党课教育的生动

教材，更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作为

党的普通一员，今天，我们不妨对照

他们反躬自问：是否记得入党初心？

是否记得党员身份？是否能被“一眼

看得出来”？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就

要坚守信仰，不忘初心，做一朵奔腾

的浪花，做一粒发芽的种子，做一团

跳动的火苗，为了党的事业，生命不

息，奋斗不止。

有感于高龄群体心向党
■丁麒文 张凤强

谈 心 录

●高龄人群阅尽人生成败得
失，他们的选择体现了人生最坚定
的信仰

●某种意义上说，“静”也是
一种能量，而且是一种很强大的
正能量。越是丰富多彩、选择多
样的快节奏社会，越需要我们涵
养“静能量”

身处五光十色的快节奏社会，常
会进入一种“静不下来”的状态，许多
人可能都有类似感受。这种浮躁与
急躁情绪的蔓延，甚至成了一些人的
“通病”。

诸葛亮有言：“夫君子之行，静以
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
宁 静 无 以 致 远 。”某 种 意 义 上 说 ，
“静”也是一种能量，而且是一种很强
大的正能量。越是丰富多彩、选择多
样的快节奏社会，越需要我们涵养
“静能量”。

涵养“静能量”，有助于培养专注
力。在荷兰一个小镇上，有一位年轻
人每天都专注于磨一面镜子，不管别
人说什么，他总是不停地磨呀磨，一直
磨了 60年。后来他发明了世界上无与
伦比的精细显微镜，他就是著名科学
家万·列文虎克。做人做事，贵在专
注，成在专注，你有多专注，就能多深
入。只有静心做事，专注思考，才能倾
听内心的声音，坚守自己最初的理想
抱负，在专注中坚定信念，坚持钻研，
激发自身强大的潜能，把事情一做到
底，干出一番成绩。

涵养“静能量”，有助于提升创新
力。隐姓埋名、坚守大漠默默奉献 52
年的林俊德，参加了我国全部的核试

验任务，至死不忘使命，为铸就大国核
盾做出了卓越贡献。“板凳要坐十年
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倘若林俊德等
科研工作者挡不住诱惑、耐不住寂寞、
守不住清贫、坐不住“冷板凳”，怎能有
今天中国在核心技术方面的突破？只
有修炼耐得长久的守静之功，心无旁
骛地投入工作，才能在日积月累中迸
发出创新的灵感，攀上创新的高峰，开
创一片新天地。

涵养“静能量”，有助于增强决策
力。清朝名臣翁同龢写过一副对联：
“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今时无古
贤。”意思是说，古今圣贤都具有大气
度，遇重大事件时，能够沉着淡定，举
重若轻，果断决策，应对自如。诸葛
亮面对强敌临城，淡定操琴，吓退司
马懿大军，上演了一出空城计，这种
临大事时冷静决断的从容，令人赞
叹。人类脑科学研究证实，长期守静
有利于各类海量繁杂信息在脑细胞
中的存储、分辨、比较与联系，有利于
提升观察力、分析力、判断力，最终实
现正确有效的决策。因此，唯有修得
静气，方能以冷静的头脑应对错综复
杂的外部环境，准确研判形势，抓住
事物本质，做到以静制动，从容应变，
正所谓“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
而后能得”。

修炼静气，是追求一种平衡，营造
一种和谐，积蓄一种底蕴，成就一种境
界。心有静气，面对纷繁变幻的外部
世界，就能做到不骄不躁，不卑不亢，
不偏不倚，就能在涵养“静能量”中提
高综合素质，实现人生的崇高理想和
价值追求。
（作者单位：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

队）

亦需涵养“静能量”
■徐 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