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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思维

长城瞭望 八一时评

长城论坛

玉 渊 潭

守初心、有恒心，才能得民心、得胜

利。这是我们党探索的颠扑不破的客

观真理，也是人民军队克敌制胜的成功

法宝。

“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

命运、心连心，是党的初心，也是党的恒

心。”习主席的这一重要论述，告诫共产

党人、革命军人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服

务人民，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群众，任

何时候都要永葆本色、永不褪色。

初心与恒心，本质上是一体的。初

心转化为恒心，才能永不蒙尘、永远闪

光；恒心里有不变的初心，才有时代价

值、时代魅力。如果说确立初心好比扣

好人生第一粒扣子，那么恒心则是随着

时代发展赓续初心，就像接续扣好每一

粒扣子、走好每一步。初心扎根为恒

心，使命在肩成担当。共产党人、革命

军人不忘初心、坚守恒心，方可告慰历

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胜

利，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当下，很多人重走长征路，领悟老

区精神，赓续红色基因，一个重要目的

就是回望来路，重温党的初心，永葆党

的恒心。

先辈们的初心熠熠闪光、照亮征

程。在长征路上，半条棉被的故事家喻

户晓。当年，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名

女红军借宿于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

时，红军战士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

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老人动情地说，

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

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今天，徐解秀的后人仍在传颂着当年的

红色故事，传播着党的初心和恒心。历

史证明：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

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长征胜利

的根本保证。

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共产党

的军队，从来都有一颗不变的初心，始

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一切

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像出家人念

阿弥陀佛一样念叨“为人民服务”。

革命战争年代，准备过年的新四军

某部突然奉命开拔。原来淮北地区很

穷，老百姓过年才能有点好吃的。如果

在老乡家过年，群众势必要把自己平时

难得吃到的水饺、白面馒头、猪羊肉慰

劳子弟兵。于是，部队决定，从腊月二

十九起，在野外露营三天。后来，群众

知道部队为让他们过好年，寒冬腊月露

宿野外，饥寒交迫，无不感动得流泪。

这就是革命军人的初心和恒心。

为了践行这一初心和恒心，张思德默默

奉献一生，董存瑞选择牺牲自我，“狼牙

山五壮士”舍身跳崖，“刘老庄八十二烈

士”战斗到最后一刻……他们无愧于子

弟兵的光荣称号。

人民是阅卷人，他们总是用真心选

择、用行动投票。正是在我党我军初心

的感召下，才有了当年苏区“八子参军”

的壮烈故事，有了“最后一碗米送去做

军粮”的鼎力支持，有了胶东300多名乳

娘养育1223名革命后代的深情大爱，有

了小推车推出解放战争胜利的伟大壮

举……如此鱼水深情感召后人：谁把人

民放在心上，人民就会把谁举过头顶。

“我们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党，追求老百姓的幸福。路很长，我们

肩负的责任很重，这方面不能有一劳永

逸、可以歇歇脚的思想。”纵观历史，很

多朝代在创业阶段尚能“坚守初心”，一

旦功成名就、承平日久就会忘乎所以，

不能做到敬终如始、恒心如常。这也警

示共产党人、革命军人，初心恒心不可

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长期修炼、时时

擦拭的“保鲜”过程，无论时间多长都不

能淡忘，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能退

缩，无论面临什么风险都要保持定力。

实际生活中，仍有少数党员干部、

革命军人，不经常擦拭初心恒心，让初

心蒙了尘、恒心断了线。有的喜欢当官

做老爷，甘当“光荣而饱者”，相信权力

的力量，不相信群众的力量；有的对群

众缺少敬畏，缺乏关爱，严重脱离群众，

不知官兵所思所想所盼；还有的个人利

益至上，追求舒适安逸，只想自己的“得

失比”，不把官兵冷暖放在心上。诸如

此类，都是缺少宗旨意识、背离党性操

守的表现，实质就是初心的动摇、恒心

的失守。

“依靠人民才能打胜仗”，过去如

此，今天依然如此。现代战争是一体化

联合作战，需要激发更多的战争潜力，

需要汇聚更多的体系力量。革命军人

以恒心守初心，始终相信人民，紧紧依

靠人民，充分利用群众的智慧力量，就

一定能形成众志成城、打败顽敌的战争

伟力。

初心不改、恒心常在，根基就在，精

神就在，胜利就在。共产党人、革命军

人只有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

本宗旨，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坚守初心，

以真挚的人民情怀滋养初心，以牢固的

公仆意识践行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

新，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知重负重、攻

坚克难，才能真正做合格党员、当时代

先锋、创优秀业绩、为人民造福。

初心与恒心：赢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牢记初心使命、担当强军重任”系列谈①

■刘 翔

有人讲，语言是有模型的。有些时

候，我们觉得劝说不了别人，语言没有

多大用，这往往是因为对语言的作用有

模型上的误解。

什么叫模型上的误解呢？平时我

们通过语言做思想工作，心里想的模型

是啥？正如“话是开心锁”，所对的是钥

匙和门锁的模型。如果我的话劝不动

你，说明我的钥匙打不开你的锁，这就

是我思想政治工作的失败。

但是，语言真正起作用的模型，不

是钥匙模型，而是种子模型。一句话说

给一个人听了，就像种下一颗种子。它

不见得马上有收获，但如果是一颗好种

子，它是会慢慢生长的，也许某一天就

开花结果了。就比如，我们经常会遇到

有人对我们说：“你当年的一句话，对我

影响很大。”这就是种子模型的力量。

由此，联想到带兵人做思想工作。

带兵人需要有一张“婆婆嘴”，但也需要

重视语言表达的效果。要提高实际工

作成效，既要注重语言的钥匙模型，更

要注重语言的种子模型。

现实生活中，有些带兵人总是考虑

语言的钥匙模型，而不注重语言的种子

模型。他们总想一把钥匙打开一把锁，

有针对性地做思想工作。殊不知，在信

息异常发达的今天，官兵的思想是易变

善变的，有时苦口婆心地劝说一通，很

快就会被一条短信、一个电话、一个事

件消解。也难怪，很多带兵人感慨，思

想工作难做。

官兵思想具有多变性、差异性、独

立性，是一种客观现实。如果带兵人总

想着语言的钥匙模型，那得需要多少把

钥匙呀？有时甚至准备得很好的钥匙，

也不一定能打开官兵的心结。这时，带

兵人不妨换个思路，多重视并建立语言

的种子模型。

“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建立

语言的种子模型，就应不过分拘泥于具

体事，而多掌握官兵的思想、心理、行为

特点，多研究官兵的心理渴求、成长追

求、生活需求，多从世界观、价值观、成

才观的角度引导官兵向上向好向善。

如此一来，就等于给官兵的心田种下一

颗颗种子。这种语言运用，不仅管一

时，也管长远；不仅解决现实问题，还解

决成长成才等实际问题。

语言是一门艺术。带兵人多注重语

言的种子模型，必然能更好地发挥思想

政治工作教育人、引导人、激励人、塑造

人的作用。当然，这里的种子模型一定

是一颗良种。否则，“言不直而行不正”，

一旦种下一颗恶的种子，就会适得其反。

（作者单位：渭南军分区）

多重视语言的“种子模型”
■郑 宏

倘若在一艘航船上，有人看到船漏

而不告知，其后果可想而知。

《资治通鉴》中，司马光专门批评了

贡禹进谏避重就轻的问题：“忠臣之事

君也，责其所难，则其易者不劳而正；补

其所短，则其长者不劝而遂。孝元践位

之初，虚心以问禹，禹宜先其所急，后其

所缓。然则优游不断，谗佞用权，当时

之大患也，而禹不以为言；恭谨节俭，孝

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而言之，何哉！

使禹之智不足以知，乌得为贤！知而不

言，为罪愈大矣！”

贡禹明明知道“谗佞用权”的大患，

却不报告，只进谏那些让人不费力就可

追求的“恭敬、谨慎、节俭”之类的美德，

岂不是避重就轻，不敢担当？

苟悦在《申鉴·政体》中说：“治世所

贵乎位者三：一曰达道于天下，二曰达

惠于民，三曰达德于身。”对为官者来

说，重要的是利国利民，发现危机就要

及时处理。一旦自身处理不了，就要知

无不言，向上反映，寻找解决之道。如

果知而不言，放任危机发酵、危险发生，

不仅有违于为官的职责政德，也不利于

国家的长盛久安。

古之为官者，很多人都敢于进谏、

敢于讲真话，留下了千秋大义、凛凛正

气。唐代宰相魏征，信奉“有言在喉而

不吐，不忠；有危以乱而不奏，亦不忠

也”。他常犯颜苦谏，“逢上怒甚，神色

不移”。前后陈谏三百余事，一生谏诤

多达“数十万言”，被后人赞誉为“千秋

金鉴”。魏征去世后，唐太宗对众臣说：

“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

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

逝，遂亡一镜矣。”

宋人范仲淹也是一位知无不言之

人。他性情耿直，不畏权贵，坚守为官

良知，敢于直言上谏。他在《灵乌赋》中

写道：“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在《睦州

谢上表》中又言：“理或当言，死无所

避。”这充分表明了他心怀社稷，以天下

为己任，坚持正义，置生死于不顾的赤

诚之心。

古代官吏能够以大局为重、真心真

言，今天的共产党人更应如此。我们党

是一个整体，每名党员干部都是党的细

胞，党兴旺发达，个体才能永葆活力。

98年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从小到大，

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离不开一

大批对党忠诚，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

党为党、在党兴党的优秀共产党人。

1948年，牺牲在渣滓洞、白公馆的

革命烈士，给我们党留下了著名的“狱

中八条”。这八条意见，彰显了革命烈

士、共产党人对党的无限忠诚，也给后

人留下颇多思考和警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深入开展

作风建设，很多党员干部坚持“无话不

可对党言”，为党的自我革命作出了贡

献。然而，也有少数党员干部，搞起了

“为官不为”那一套。为官不为的一个

重要表现就是“看透不说透”，多一事不

如少一事，明哲保身，少说为佳。在这

些人眼里，尽管看到身边同志身上有这

样那样的问题，看到单位建设有这样那

样的不足，却总是避重就轻、轻描淡写，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殊不知，雪崩时，每一片雪花都有

责任。投身党的自我革命，做好“提领

扯袖”的工作，直言党员干部以及我们

党身上存在的问题，是每名党员干部的

责任和义务，也是我们党兴旺发达的重

要支撑。倘若心中无党、心中无民、心

中无责、心中无戒，就不配为党的人，也

定会被党所淘汰。

现在，我们党依然面临着“四大考

验”“四种危险”，依然面临这样那样的

风险和挑战。这就要求党员干部知无

不言、言无不尽，积极为党工作、为党奋

斗，努力消除各种危险危机，不断把我

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作者单位：武警湖北总队）

知而不言也是不担当
■吴保民

理论之光穿越古今，理论之力克敌

制胜。高度重视和加强理论修养，是马

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的题

中应有之义。

一位军校教员，有一套学习理论的

好方法：既学习书本，又学习样本。他经

常到“大功三连”、山西右玉县等理论学

习“样本单位”调研，实现了书本和样本

的紧密对接，收获了很好的学习效果，也

提升了理论修养和理论自信。

实践性是理论的重要品格，也是学

好理论的重要法宝。“要知道梨子的味

道，就得亲口尝一尝。”同理，要懂得“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道理，最好走一

走青山绿水，也看一看残山污水，这样的

观察最真实，体悟也最真切。这就是“样

本学习”的独特魅力。

理论学习是一种政治训练，既需要专

门的政治课堂，更需要特殊的政治情景，

将课堂引向社会，将思考指向现实，让书

本与样本互为验证、彼此启发、共同升华，

达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如果止步

于书本的观点，远离生动的实践，书本是

书本，样本是样本，知行脱节，就可能导致

理论武装在消化吸收中失真走样。

有理论专家说，不能盯着书本学理

论，不能处于局部看理论，因为这两者

都无法深刻把握理论的精髓和要义。

客观实际总是错综复杂、千变万化，隐

藏在现象背后的规律从来不是那么容

易把握。让理论联系更为广泛的实际，

让认识融于更为众多的实践，搭起知行

桥梁，是我们认识事物、分析问题、探索

规律的重要方法。唯有让书本对接样

本，保持左右对视、上下通视，方能得其

本质、窥其本相。

学习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样本学

习”讲究的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贯

彻的是深入一线解剖麻雀的群众路线，

应当既识“天气”，又接地气；既有利于

发现问题，又有利于解决问题。因此，

搞好理论学习，决不能满足于书本上的

思想观点掌握了多少条，卷面上的理论

要点考了多少分，版面上的心得体会发

了多少篇，而是要更多地解剖分析成功

的样本甚至失败的案例，把理论学习成

效体现到增强党性、提高能力、改进作

风、推动工作上来。

“理论学习有收获”，是全党“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要达成的具

体目标之一。实现这一目标，重点要深

化理论武装，学深悟透、融会贯通、真信

笃行。如果仅满足于书本学习，不注重

结合实践开掘认识深度，难免今天装进

脑子的东西，过不了多久又还给书本。

这就要求党员干部要重视和加强“样本

学习”，始终保持那么一种实地验证真

理的自觉，坚守那么一份感知理论伟力

的使命。

（作者单位：河南省军区）

让书本和“样本”对接起来
■李光辉

近日，《有多少地方在“假装治污”》

这篇文章引起笔者注意。文中提到，在

国家铁腕治污的政策压力下，很多地方

从政府文件到各种会议，说起环保总是

“高度重视”，宣传口号随处可见，可效果

却被中央环保部门的督查结果啪啪打

脸。

由此想到部队少数单位的实战化训

练，也有类似的情况。现在实战化训练

热起来了，但发展尚不平衡。有的真枪

实弹、真训实练、真考实评，而有的贴标

签、喊口号，热衷于拉拉横幅、做做灯箱，

搞得热热闹闹。可效果怎么样？不禁让

人在心里打个问号。

实战化训练并不是一句简单的口

号，对全军来说，是强军兴军的战略决

策；对每名官兵来说，是锻造胜战利刃的

淬火之旅。和平时期，我军无法与敌人

在战场上真刀真枪地较量。靠什么把军

威亮出来？答案只有一个：实战化训练。

调研发现，面对实战化训练任务，个

别单位喜欢用各种花式“表态”来体现忠

诚、代替落实。对待上级指示不是体现

在行动中，而是体现在会议上、文字上、

标语上，把一些基础训练、战术训练、技

术训练课目等同于实战化。这种麻醉自

己、乱贴标签的行为，是对部队战斗力建

设最大的不负责，危害甚重。只有让一

枪一炮都遵循战斗力标准，让一场一景

都贴近战场设置，让一招一式都符合现

代战争要求，才算是实战化训练，才能有

效提高新时代打赢能力。热衷于贴标

签、喊口号，短期内有一定的光鲜度，但

在越来越“不看广告看疗效”的环境下，

终究经不起时间和实践的检验。

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我们已不

缺少豪言壮语，最缺少的是实实在在的

行动。热衷于“表态”，糊弄的是组织和

官兵，到头来吃亏的是自己。战争是最

严酷的审计师。作为和平时期最接近实

战的一种综合性、高层次训练行动，实战

化训练水平的高度，最能反映一支军队

的建设质量、作战效能和战争潜力。如

果仍存在抓训练喊口号、搞演习图彩头、

练对抗讲热闹等做法，讲得多、做得少，

虚的多、实的少，总有一天会在战场上付

出血的代价！

纵观战争史，不难发现，凡是能打胜

仗的军队，从来都是不骛于虚声、不图于

空名，除了胜利一无所求，为了胜利一无

所惜；凡是能胜战的军人，从来都把忠诚

刻在打赢的标尺上，敢于在思想深处动

刀子，破除名和利的羁绊，破除按部就班

的套路，从内心深处提升对实战化训练

的认同感，用心用力去谋划打赢。19岁

的上等兵郭豪用“理想高于天，越苦越向

前”的誓言表达了对实战化训练艰险的

无所畏惧，他用冲锋的姿态，倒在了高原

演习场上，走完了自己短暂的一生。同

样值得我们铭记的还有余旭、张超、王成

龙……他们都正值色彩斑斓的青春年

华，却以实干与付出、用鲜血和生命塑造

了实战化训练冲锋者的光辉形象。

近年来，实战化训练成效显著。官

兵普遍反映，训练强度大了，训练考核

严了，训练内容难了，假把式越来越少

了。“跨越”“火力”“蓝鲸”“金头盔”等系

列演习，对抗性一年比一年强，火药味

一年比一年足。同时我们还要清醒地

看到，由于我军多年没有打仗，实战化

训练成效还有待战争检验，仍然存在实

不起来、深不下去、联不顺畅等突出问

题，特别是同一些世界强国军队相比差

距还很大。

古人云：“刃不素持，必致血指；舟

不素操，必致倾覆。”没有贴近实战的一

次次练兵，战斗精神就培养不起来，训

法战法就不知如何运用，人与装备就很

难实现最佳结合，“能打仗、打胜仗”就

成了一句空话。唯有以只争朝夕的紧

迫感，把精力聚焦在练兵备战上，抓紧

解决“五个不会”等问题，深度研究军

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积极营造浓厚

的实战氛围，树立鲜明的为战导向，紧

贴打仗设计训练内容，加强战法训法创

新验证，才能逐步引领实战化训练向更

深层次拓展，真正做到料敌于先、明敌

之变、知敌之招、胜敌一筹。

实
战
化
训
练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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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部一名干部将过多精力用在讲
评发言的“漂亮话”上，实际工作却开展
得无亮点可言，许多问题得不到有效解
决。面对官兵的抱怨，该名干部及时调
整工作方法，坚持盯着问题理思路、想
对策，定措施、抓落实，单位各项建设得
到稳步提升，赢得官兵点赞。

这正是：
绞尽脑汁撰美言，

洋洋洒洒不解难。

不如多做“漂亮事”，

紧盯末端谋抓建。

胥萌萌图 张志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