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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前的11月29日，国家博物馆，

习主席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深情

阐述“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

大的梦想。”

6年后的今天，同样是在国家博物

馆，“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

周年大型展览”上，一件件带着时光印

记的展品，生动见证了中国人民不断抵

近“中国梦”的足迹。

反映上海陆家嘴建设成就的实景

沙盘，展现深圳从落后小镇崛起为现代

都市的电子屏幕，标注科技创新实力的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蛟龙”号载人潜水

器等模型……参观展览，抚今追昔，不

凡的成就令人自豪，伟大的变革激荡人

心。正如习主席在参观展览时指出的，

“中国人民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用双手

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四十载弹指一挥间，我们实现了从落后

时代到大踏步赶上时代、引领时代的历

史性跨越，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

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凡属伟大的成就，没有唾手可得

的。回望来路，我们研发长征运载火箭

“上九天揽月”，不难吗？制造深海探测

装备“下五洋捉鳖”，不难吗？哪一项改

革目标的实现、发展成就的取得，是轻

轻松松、顺顺当当的？但是，“有梦就有

远方”。梦想的可贵之处在于，越是面

对极度的困难，越能激发非凡的力量。

正是靠着千千万万中国人的为梦想奋

斗，我们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

克的难关，铸就了一个又一个足以彪炳

史册的奇迹。

这几天，100名“改革开放杰出贡

献拟表彰对象”名单，正在全国范围内

公示。细读名单不难发现，多名军人位

列其中，包括战斗英雄韦昌进、“两弹一

星”元勋程开甲、“英雄航天员”景海鹏、

“矢志打赢的模范飞行员”蒋佳冀、“航

母战斗机英雄试飞员”戴明盟，等等。

此外，歼-15舰载机研制现场总指挥罗

阳、“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于敏等

人也入围该名单。

在这个百人名单中，为国防和军队

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占了相当比重，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梦蕴含强军

梦，强军梦支撑中国梦。入围名单的那

些优秀榜样、光辉典范，为广大官兵立

起了接续奋斗、追梦圆梦的航标。当

前，改革正向纵深推进，我们面临的困

难和问题，绝不会比上一代人少。那

么，我们能否抓稳历史的接力棒、跑好

自己的这一程，托举起更多“大国重

器”，续写出更多“中国传奇”？答案就

在我们的行动中。

不可否认，现在有少数人信奉“奋

斗无用论”“奋斗不必论”，对奋斗的意

义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但实际上，奋

斗之于个人是一个重要的“变量”：对现

状不满，依靠奋斗或许能改变现状；对

现状满意，不奋斗则未必能维持现状。

与其守候在静止的岸，不如做一只飞驶

的舟；与其当一块被动的靶，不如做一

支呼啸的箭。对部队官兵而言，在实现

强军梦的征途上留下的足迹，本身就是

奋斗的史诗。

时序轮替中，始终不变的是奋斗者

的身姿；历史坐标上，始终清晰的是奋

斗者的步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是我们人生难得的

际遇”。在这个大江奔流的新时代，只

要敢于奋斗，生命就不会褪色，人生就

更有质感。把爱党为民之心、强国强军

之志、拼搏奋斗之行统一起来，勇于奋

斗、永久奋斗，就一定不会辜负伟大时

代、不会虚度军旅年华，奏出优美雄壮

的人生乐章。

（作者单位：31603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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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某公司在招聘面试时，向

应聘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有一

个月的空闲时间，可以专门去研究一个

问题，你会研究什么？结果，有的应聘

者被问蒙了，半天答不上来；有的却能

从容应答，而且列举出多种方案。这两

种人的表现，体现的正是“自定义任务”

的能力差距。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严格执行

上级交付的任务，是使命所系、职责所

在。但这并不是说，在“被定义任务”之

外，就完全没有“自定义任务”的空间。

试想，一个只知道“要我做”什么、不思考

“我要做”什么的人，能把工作做到位、做

出色吗？就如同一只被动旋转的陀螺，

一旦离开鞭绳的抽打，还能转得起来吗？

另一方面，即便是执行上级交付的

任务，也应是灵活、高效的执行，而不是

机械、僵化的执行。结合本单位的实

际，提出落实的具体方案和管用办法，

这本身也是一个“自定义”的过程。正

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领导干部的

责任，就是要把中央的指示、上级的指

示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不能当‘收发室’，简单

地照抄照转。”试想，如果没有“自定义”

的能力，又与“收发室”有什么区别？

现在有的干部，遇事不愿拍板决

定、不敢担当负责，脑子里只装着“请

示”二字。哪怕事情火烧眉毛，也往上

级领导那里推，然后坐等上级指示。这

种做法，其实是把风险和矛盾上交；貌

似尊敬上级，实则是为了逃避责任。一

旦出了问题，他会理直气壮地讲：“这件

事我请示过了！”这种做法，不正是毛泽

东所说的“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

示怠工的最妙方法”吗？

军队是要打仗的，如果上了战场，

指挥员只会被动接受指令、不会“自定

义”任务，是要付出代价的。在伊拉克

战争中，美军某武装直升机团对伊军进

行纵深攻击，竟然在装备占据绝对优势

的情况下，遭受惨重损失。原来，他们

在作战前，并没有得到攻击目标的明确

数据，缺乏足够燃料以及有效压制敌人

防空系统的协同手段。但接到命令后，

他们没有提出异议，而是鲁莽进攻，因

此失利也就在所难免。

由此可见，指挥员有没有“自定义”

任务、临机决断处置的能力，直接关系

到战场的胜负、战士的生死，绝非小事。

现在，很多干部对“五多”问题深恶

痛绝。然而，是否能从另一个角度想一

想：如果上级不再组织那么多会议、下发

那么多文电，给自己发挥主观能动性提供

足够的空间，到那时，对于该抓什么工作、

怎么抓好工作，自己心里到底有没有数？

（作者单位：71345部队）

提升“自定义任务”能力
■聂 然

近期，一档新的音乐类节目《声入

人心》受到关注。它主打“小众得不能

再小众”的美声唱法，可谓阳春白雪。

然而，这档节目非但没有“曲高和寡”，

反而在收视率和口碑上都取得不俗的

成绩。

“高雅”艺术何以能不“高冷”？原

因就在于，这档节目通过多元、新鲜、时

尚的表现形式，让普通受众不再感到美

声唱法“听不太懂、欣赏不来、不感兴

趣”，进而理解、接受、喜欢上这种艺

术。可见，美声不论多“美”，只有进入

受众的审美情境，适应受众的实际需

求，才能赢得关注、受到欢迎，正所谓

“声临其境”才能“声入人心”。

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宣讲与艺术

传播有相通之处。当前，一些基层官兵

感到理论“高大上”，学习起来不容易理

解。那么，如何让大道理避免“曲高和

寡”，真正接上地气、走进官兵？能否从

《声入人心》这档节目中得到启示？

高雅艺术的普及化，关键在如何

“化”；高深理论的大众化，同样如此。

“化”，即搞好“理论翻译”，充分运用官

兵喜闻乐见的形式阐释理论，把虚的变

实，将远的拉近，将繁的化简，真正让基

层官兵听得懂、学得进、悟得透。

然而，一些单位组织理论学习的

过程中，对“化”的问题不够重视。有

的对中央政策精神不研究、不熟悉，满

足于当文件材料的“搬运工”、上级精

神的“传声筒”；有的只会埋头念稿子、

不敢抬头讲新话，硬是把生动的理论

讲得干瘪，把鲜活的道理讲得晦涩；有

的对官兵的疑惑和关切心里没数、答

不上来，甚至找不到理论学习和日常

工作之间的联系。

凡此种种，皆是理论教育“不临其

境”的表现。须知，“桥和船”的问题

不解决，“过河”就是一句空话。如果

总是居高临下地说教、照本宣科地传

达、一厢情愿地灌输、脱离实际地空

谈，官兵自然会不认同、不买账，更遑

论 深 入 人 心 。 久 而 久 之 ，不 但“ 和

寡”，甚至可能出现“不和”或是“唱反

调”的现象。

有人说，世上最难的事有两件：将

别人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将自己的思

想装进别人的脑袋。要想让理论教育

达到“声入人心”的效果，从来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但唯其艰难，才需要努力想

办法，这原本就是我军的优良传统。

翻开古田会议决议，提及“教育”二

字多达35处，并明确了搞好教育的10

种教材和18种方法。在那战火纷飞的

年代，理论教育经常是在战斗间隙进行

的，加之官兵成分复杂，思想形形色色，

连识字的都不多，但官兵视党的理论为

信条真理，党怎么说就怎么做。

而如今，微博、微信、客户端、网络

视频、网络直播等新媒体蓬勃兴起，为

理论武装工作提供了新的“十八般武

器”，广阔天地大有可为，关键在于会不

会运用、能不能用好。学者米尔斯曾强

调社会学研究需要“想象力”，实际上，

搞理论武装同样需要“想象力”。只要

不拘泥于陈旧套路，不断更新理念方

法，想把理论讲实、讲活、讲新，也未必

那么难。

真知深知，才能厚实基础；了然于

胸，才能运用自如。面对思想观念多

元多样、改革强军深入深化的现实，理

论教育者要想成为合格的思想“播火

者”，就要心存敬畏、心有高标，要求别

人真学真信，自己先要真懂真用。如

此，才能不断增强教育的时代性和感

召力，让党的创新理论如春风化雨，直

抵官兵心田。

（作者单位：中部战区陆军某训练

基地）

“声临其境”才能“声入人心”
——让党的创新理论走进基层官兵③

■刘晓天

据记载，拿破仑有一个特长：将不

同想法和思绪进行有效区隔。他将自

己的大脑比作一个有很多抽屉的储物

柜，不同事务、不同问题被放在不同抽

屉之中。“不想继续思考某事时，我就关

上一个抽屉，打开另外一个。想睡觉

时，只要关上所有的抽屉，就睡着了。”

拿破仑在1812年博罗季诺战役前

夜，还抽时间为巴黎郊外一家女子学校

写下规章；在跟俄军进行激烈战斗时，

还有心思给法兰西喜剧院拟定新的制

度……他之所以能游刃有余地处理大

量不同事务，或许正是得益于“一次只

打开一个抽屉”的方法——确保在任何

一个时间点，注意力只集中于一个主

题，让事务和事务之间、情绪和情绪之

间互不影响。

“一次只打开一个抽屉”，突显的是

“专注”的重要性，这对于我们具有一定

的启示意义。保持专注，就是要把时

间、精力和智慧聚焦于关键目标，“攻其

一点，不及其余”，从而将问题各个击

破。

这种办法听起来不难，做起来却未

必容易。特别是在“注意力”成为稀缺

资源的今天，有为数不少的人，手头忙

着这件事，心里却惦记着另一件事，习

惯于“双线操作”甚至“多线操作”，恨不

能一下子打开所有“抽屉”。他们以为，

这样能节省时间、提高效率。殊不知，

同时追两只兔子，就一只也逮不到；同

时坐两把椅子，会从中间掉下去。正所

谓“欲多则心散，心散则志衰，志衰则思

不达也”，如果心浮气躁、心猿意马，别

说同时做好几件事，可能连一件都做不

好。

对于基层干部来说，“上面千条线，

下面一根针”，每天需要面对的工作除

了训练、战备、教育、管理，还有各种会

议、文电、检查、评比，“抽屉”不可谓不

多。但正因为“好忙”，才更应当“忙

好”。如果眉毛胡子一把抓，就容易把

“千条线”抓成“一团麻”，忙中生乱、乱

中出错，忙而低效、忙而无功。因此，打

开一个抽屉时，就不要老想着别的抽

屉，集中精力、心无旁骛，如此，才能办

一项了一项、干一件成一件。

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讲，“抽屉”也分

为应当打开的和不应打开的。作为新

时代革命军人，打仗是天职，“抽屉”里

装的理应是与打仗有关的事情。如果

心思不在中心工作上，频繁打开杂七杂

八的“抽屉”，就可能在浮躁中蹉跎了时

光、靡费了才干，又何谈能打仗、打胜

仗？只有保持冷静之心、沉着之气，不

做无用之功、不为无益之事，才能为强

军兴军伟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单位：77675部队）

一次只打开一个抽屉
■戴志国

上世纪 80年代，台湾的茶业被

一股“化肥热”席卷。茶农们将化肥

直接施于土壤表层，肥力之效立竿见

影——腊月里新栽的茶树，年还没过

完，就爆出密密麻麻的新芽。但好景

不长，一场大旱之后，施了化肥的茶

树接二连三地枯死。

原来，浅表土壤中的化肥已足够

多，茶树丧失了向下生根的动力，树

根长得很短。一旦遇到干旱天气，茶

树无法从深层土壤中汲取水分和养

料；遇到强台风，还容易被连根拔起。

茶农们由此得出一个教训：浅肥

伤根。看上去更丰沛的给予、更充足

的肥力，对那些正处于成长期的茶

树，反而不利于根脉的生长、根基的

稳固。于是，他们回归传统的施肥方

法：在茶树旁边挖出深坑，将少量的

肥料撒进去，再掩土埋好。茶树只有

努力地生长根须，才能“够得到”那

些肥料。

茶树是如此，人也是如此。成长

之痛，谁也不能避免；前进的路，谁

也不能代步。一个人的成长字典中，

如果缺少了“艰苦”“挫折”“失败”

等词语，未必是好事。过得太舒服、

太滋润，不肯吃大苦、流大汗，就会

像那些施了浅肥的茶树一样，在顺境

中看似能够“野蛮生长”，一旦遇到大

旱灾、强台风，就很难撑得过去了。

不妨作个对比——

一个是唐太宗李世民。他由一个

世家贵族子弟一跃成为“一代英主”，

除了顺乎历史潮流以外，一个重要原

因在于，他父亲李渊有意地磨砺他、

锻炼他，让他参与谋划和领导晋阳起

兵，又让他指挥了好几场关键性战

役，使他在实战中培养出坚实果敢的

胆识、驾驭全局的能力，为日后成就

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另一个是后主刘禅。他小时候曾

被诸葛亮称赞智量甚大，“过于所

望”，可见人是很聪明的。问题在于，

刘备在世时没让他在“浪花淘尽英

雄”的大环境里接受考验、经受锻

炼。刘禅始终得到过度的呵护，帝位

也继承得轻松容易，以致“根不牢”，

自然“扶不起”。

由此推想，长辈对晚辈那种无微

不至的溺爱，上级对下级那种流于浅

表的关怀，不正如伤根的浅肥吗？对

于被关怀者而言，有了这样的浅肥，

为适应环境而必经的磨砺、为绝境求

生而必经的挣扎，都似乎显得不重要

了，如此一来，势必会“头重脚轻根

底浅”，又怎能以无畏的姿态挺立天地

之间？

明代的陆容在《菽园杂记》中记

载，某地的民俗很特别：学生读书，

只有木榻没有长凳，学生只能坐不能

卧，名曰“没得睡”。“没有困难，那

就自己制造困难”，这样的风俗真可谓

自讨苦吃。但其背后的道理，却值得

深思。

相较之下，现在有些单位，对待

新干部、新战士的“关爱”似乎有些

过度，批评张不开口、训练狠不下

心、工作放不开手，甚至“抱着”“背

着”他们爬坡过坎。虽然说干部关爱

士兵、上级关爱下级是我军的优良传

统，但是“爱”须有尺度、“帮”须有

限度，如果掌握不好分寸、把握不好

火候，就如同给茶树施浅肥，很可能

会事与愿违。

从另一个角度看，不贪慕浅肥

之利、不回避眼前之苦，才是对自

己负责的表现。只有敢于多流点儿汗

和泪、多经点儿苦和难，才能让自己

的“根”深深地扎进土壤之中，不畏

旱灾来临，也无惧风吹雨打。一个人

习惯了在逆境中积蓄前行的力量，

或许会发现，原来自己比想象中要

强大得多。

须 知 浅 肥 易 伤 根
■魏 寅

据报道，某部战士为快速增长肌
肉 ，网 购 蛋 白 粉 等 营 养 品 作 为 辅
助。然而，蛋白粉的摄入并非“多多
益善”，长期或过量食用会增加肝肾
负担，甚至诱发患病风险。为此，该
部及时组织教育，提醒官兵慎用“快
餐式”增肌方法，坚持科学训练、刻

苦训练。
这正是：
营养摄入须有度，

增肌岂能光靠“补”？

强身健体无捷径，

扎实训练是正途。

洛 兵图 汪 聪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