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邯郸学步”典出《庄子·秋水》，讲
的是一个燕国人到赵国都城邯郸，见当
地人走路姿势很美，就跟着学起来。结
果不但学得不像，反而把自己原来走路
的步法也忘记了，最后只好爬着回去。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脱离自身实际，生
搬硬套别人经验，不仅学不到别人的长
处，反而会丢掉自己的本事。

现实中，“邯郸学步”的现象并不鲜
见：有的单位为了尽快摆脱落后面貌，
急于求成套用他人经验，亦步亦趋加以
复制；有的信奉“外来和尚会念经”，片
面推崇其他单位经验，不顾自身实际，
盲目模仿、照搬照抄；有的借鉴经验只
顾学“一招一式”，没有把握特点规律，
不能结合自身实际做好经验“嫁接”，导
致“水土不服”……凡此种种机械“学
步”法，往往会事与愿违，容易导致“爬
着回去”的结局。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别人的成
功经验是在实践中反复探索、不断总结
的，有其科学性合理性，有可学可鉴之
处。善于学习借鉴，有助于我们少走弯
路、少受挫折，是走向成功的一条捷
径。然而，学习任何成功经验都必须注
重思路方法与对象特点相适应、同客观
实际相结合，在一个单位行之有效的方
法不一定适合其他单位。因此，面对别
人的成功经验，我们既不能漠然视之，
也不能盲目跟从，应结合自身实际具体
运用、有选择地借鉴。该学习的学习，
该舍弃的舍弃，该转化的转化，如此才
能保证自身特色不改、优势不丢，才能
真正为我所用、促进发展。

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
枳。任何成功经验的取得，都是因地制
宜、从实际出发的结果。学习经验既要
学普遍规律，更要认清个性差异。坚持
紧贴自身实际学。立足本单位实际搞
好分析研究，在全面掌握单位建设现
状、发展优势、建设瓶颈的基础上，系统
分析建设需求，辩证看待和有选择性借

鉴别人的成功经验，适合的要虚心学
习，与自身发展实际不相适应的要果断
舍弃。注重把握精髓创新学。透过经
验做法把握抓建思路，从具体方法中提
炼出可以为己所用的建设规律，在工作
实践中创造性地转化运用，结合具体情
况改造完善，在学习中创新、在实践中
转化，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新鲜做法。
聚焦实践发展辩证学。坚持“实践是检
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借鉴中注意观
察实践效果，对符合实际、行之有效的
要持续深入学习，对见效甚微甚至产生
负面效应的要及时调整，积极探索适合
自己的方法路径，在常学常思常检验中
及时发现老经验与新情况不相适应的
地方，敢于自我否定，不断调整完善抓
建模式。总之，学习经验决不能盲目照
搬照套，必须紧密结合自身实际进行
“磨合”和“再加工”，将外来经验具体
化、本地化、共享化，形成最适合自己的
经验做法。
（作者单位：武警山东总队济南

支队）

学经验切忌“邯郸学步”
■刘士伟

论苑漫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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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观澜

群 言 集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周年，也是我们党在全国执政

第70个年头。新中国70年发展史表

明，大事喜事之年，往往也是热点频

出之年，需要我们从理论上为广大官

兵把握大势、明辨方向引航指路。由

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

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

2019》，日前印发全军，可谓正当其

时。本书以通俗的语言、鲜活的故

事、朴素的道理、清新的文风，为全

军官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

想，全面准确理解军事政策制度改革

等热点问题，提供了重要辅助教材。

用科学道理对接热点问题。问题

是时代的声音，也是理论的缘起。本

书紧扣时代脉搏，紧跟强军兴军步

伐，紧贴官兵关心关注热点，梳理出

17个“怎么看”、67个“为什么”，进

行系统解答，形成了一个体系完备、

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如开篇的“当

新年一号令下达”，把备战打仗的现实

紧迫感，练兵先练官、强军先强将的

道理，从历史、现实和未来多个维度

作了立体回答，读后使人耳目一新。

在国际大事方面，近年美国频出花

样，让人眼花缭乱。“美国优先”是现

在才有的吗？到底优的什么“先”？美

国接二连三“退群”意欲何为？会给

世界带来什么影响？本书拎出的4个

话题并作出回答，让人拨云见日、茅

塞顿开。“怎么看新中国成立70年来

军人的爱国奋斗”“怎么看防范化解重

大风险”“怎么看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

战略机遇期”等，每篇标题醒目抓

人、很有分量，每个观点、事例、结

论做到精雕细琢、精准到位，上承创

新理论、中联大政方针、下接官兵实

际，析事析理透明透彻、走实走心。

用通俗方式解答思想困惑。本书

注重关照官兵心声，用拉家常的方式

与官兵交心谈心，用官兵喜闻乐见的

语言叙事说理，形成了特色，创出了

品牌。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官兵持

续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本书突出军

事政策制度改革这个重点，设置8个

篇目，涵盖“一大体系、四个板块”

等内容。从标题提炼、内容安排，到

语言运用都匠心独具。当看到书中

“决胜，军改‘第三大战役’打响”

这个篇目时，你一定会立即联想到已

经阅读过的《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

2016》中“攻坚，从‘脖子以上’开

始”和 《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

2017》 中“挥师，军改向‘脖子以

下’挺进”这两个篇目，可谓别具炉

锤、浑然一体。至于军官制度、兵役

制度、军人待遇保障制度、荣誉体

系、退役军人保障等，每一个“为什

么”都紧扣官兵的关注焦点。通过本

书“故事化”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

解答，让官兵听懂了改革、理解了政

策，增强了拥护、支持、参与改革的

信心决心。此外，本书的知识链接、

图片图说、官兵微评等栏目，广泛涉

猎政治、经济、历史、统计、艺术等

学科知识，化繁为简、化难为易，其

实是在运用另一种形式立体、生动、

形象地阐释理论、解疑释惑。书中扫

描推荐阅读旁的二维码就能全文阅读

拓展文章，俨然是一个精彩无限的电

子“图书馆”，让学习者着实体验到

了真理的味道、时代的魅力、学习的

快乐。

用强烈担当凝聚军心士气。理

论掌握群众，不仅要给人“怎么

看”的慧眼，更要强化“怎么干”

的担当。本书坚持让有信仰的人讲

信仰、有担当的人讲担当、有奉献

的人讲奉献，把典型引领、以身示

范、情感激励等贯穿全书。这些典

型模范中，有功勋卓著的老前辈、

保国安民的大英雄、成果丰硕的名

专家，也有我们身边的普通人。如

程开甲、杜富国，牢记初心使命，在

各自岗位做出卓越贡献，无不给以人

强烈的思想震撼和情感冲击；而60

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不改本色的张

富清、与天涯孤岛相伴数十年如一日

的王继才、矢志强军打赢的“爱军精

武标兵”郝井文等，从默默奉献做

起，从职责坚守干起，同样给人润物

无声的熏陶感染。本书既讲“大道

理”又有“小道理”，把时代强音娓

娓道来、直抵人的心底，堪称“思想

传播者”“理论好导师”。

《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19》

以广博的内容、多样的形式、通俗的

文风，直击军营理论中的诸多热点话

题，是官兵掌握党的创新理论、了解

天下大事、干好本职工作不可不读的

好教材。相信本书一定能够再次成为

被基层官兵“翻得最烂”“用得最

多”的案头书。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军队政

治工作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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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曾有一幅漫画：百年前一些

国人躺着吸鸦片，百年后一些国人躺

着玩手机，姿势、神态颇为相似。

漫画无疑有些夸张，但却生动地

反映出人们对手机的过度依赖，甚至

把玩成瘾。部队官兵使用手机时间是

有限的，但沉溺于手机，因手机而影

响读书学习、实践锻炼、官兵感情交

流的情况并不少见，特别是机关干部

和基层年轻干部，因为工作生活需

要，大都手机随身携带，这就更容易

为手机所“绑架”。

手机的原始功能是一种可移动通

信工具，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手机

功能越来越多，它不仅是各种信息的

载体，也是生活的助手、信息传递的

介质、开展工作的工具。正因为手机

有着如此多样的功能，人们便越发离

不开手机。然而，任何重要的东西都

应使之在需要的时候和环境下发挥作

用，而不应成为生活的全部，占据不

该占据的时间和空间。时下有的人就

是这样，因为视手机重要，手机便占

据太多的宝贵时间，常常被空耗在与

己无关的信息、没有意义的聊天、废

话连篇的帖子、让人痴迷的游戏中，

精神上有时处于虚幻和迷茫的状态。

如此天长日久，对开展工作和个人成

长进步乃至实现人生价值是没有任何

好处的。

放下手机，腾出时间，可以做的

事情有很多，这里笔者特别想说的

是，还是应捧起书本、专注阅读，读

急需读的书，读增长本领的书，读增

进文化修养的书，切实用科学理论和

科学知识武装自己，用理论和知识夯

实人生的底子。必须懂得，信息时代

是一个知识更新十分迅速的时代，是

一个需要终生学习的时代，除了知

识，没有东西能够帮助我们成长成

才，也没有东西能保证我们永远不落

后于时代。

有人可能会说，手机里也有许多

知识，从手机中阅读也能学到很多

东西。这一点不能完全否认，但

是，必须明白，更多的好书还是在

书店里、书库里、图书馆里，乃至

个人书架上。有人对此作过统计，

目前通过手机能阅读到的名著原著

连库存书籍的十万分之一都不到，

而适合自己阅读的书就更微乎其微

了。特别是一些新书的出版，大都

不会在第一时间进入互联网。由此

可知，我们要学习知识，特别是系

统地学习一种理论和专业知识，研

究某一个领域的问题，只能捧起书

本老老实实地学习。手机中固然也

能阅读到一些需要的知识，但大都

是碎片化、零散性的，有的还经过

了“二传手”，对书籍内容不乏误读

和曲解。阅读这样的东西不仅不能

对我们有所裨益，有时还有害。更

重要的是，一个人要真正增长学

问，成为某个领域的行家，必须系

统地学习专门知识，从而形成系统

的思维和独到的见解。而这些知识

显然是难以从手机中得到的。试

想，手捧经典、品闻书香，是人生

何等的乐事。

也有人会说，一天训练、工作下

来太疲劳，玩玩手机主要是调剂精神

生活。这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不

可否认的是，有的同志并没有把握好

度，一玩起来就没完没了，所谓“调

剂精神生活”只是沉湎手机的一个借

口。如此这般，就有点自欺欺人了。

其实调剂生活的方式有很多种，其中

一种就是读书学习、思考问题。长征

爬雪山过草地累不累？一旦停歇下

来，毛泽东同志就看书。打仗行军苦

不苦？一有间隙陈毅同志就写诗。读

书、写作、思考、绘画、对弈等也是

一种休息，而且是高雅的、增长知识

的、丰富人生的休息，选择这样的休

息方式不是更好吗？

“深厚的知识培植出来的灵魂远

比知识碎片包装的更丰满。如果你想

获得你想要的东西，那就得让自己配

得上它。”这是《穷查理宝典》中的

一句话，它可谓道出了成功人生的真

谛，也充分说明了系统学习知识的重

要性。让我们放下手机，腾出时间，

到书海中遨游，读更多的书，学习更

多的知识吧。

（作者单位：武警安徽总队）

深厚的知识培植出来的灵魂远比知识碎片包装的更丰满

放下手机 捧起书本
■卢凌保

新年伊始，新疆军区河尾滩边防连
官兵高唱《我和我的祖国》的一段视频
在网上热传，感动了无数网友。站立在
祖国西端喀喇昆仑山海拔 5418米的巡
逻点位上，在这个寸草不生、高寒缺氧
的“生命禁区”，这群年轻官兵手持钢
枪、顶着寒风，依偎在鲜艳的五星红旗
旁，用略带沙哑的嗓音，用“战士范儿”
表达着对祖国母亲的新春祝福。70年
栉风沐雨，70年春华秋实，人民军队用
忠诚和奉献守护着每一寸国土，书写了
矢志不渝、爱国奋斗的壮丽篇章。

革命军人为什么更

要有家国情怀？

习主席视察北疆三角山哨所时，听
过这样一个真实感人的故事：1984年，边
防连连长李相恩在执行巡逻任务时突遇
山洪，危急时刻他一把将身边的战友推
开，自己却被卷入洪流中壮烈牺牲，年仅
29岁。第二年，妻子郭凤荣来到哨所，和
他的战友种下了一棵樟子松，取名“相思
树”。30多年来，钢铁哨所挺立边陲，相思
树迎风傲雪，枝繁叶茂。它饱含着一位军
嫂对牺牲丈夫的深深眷恋，更见证了一名
边防军人戍边卫国的赤诚之心。

家国情怀，就是以国为家、国重于
家的情怀。人民军队诞生于国家民族
危亡之时，建军伊始就把忠于党、忠于
祖国、忠于人民镌刻在自己的旗帜上。
“为了新中国，前进”的无悔抉择，“一人
辛苦万人甜，一家不圆万家圆”的牺牲
奉献，“你们好好过年，祖国有我们守
护”的郑重承诺，都是革命军人家国情
怀的生动体现。这种情怀，源于对国家
富强、民族复兴的理想追求，源于执干
戈以卫社稷的神圣职责，源于对祖国和
人民的深情大爱。

抗美援朝长津湖战役中，为了切断
美陆战 1师南逃退路，我志愿军 20军 58
师 172 团 3连连长杨根思带领一个排，
奉命坚守下碣隅里外围的小高岭。疯
狂的美军在飞机重炮掩护下对阵地发
起猛烈攻击，重磅炸弹和凝固汽油弹如
倾盆大雨般落在巴掌大的阵地上，小高
地顷刻间化作一片焦土。在连续打退
敌人 8次进攻、弹尽粮绝之时，孤守阵地
的杨根思抱着 5公斤的炸药包，一跃而
起，冲入敌群，拉响了导火索，与 40多个

敌人同归于尽，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革
命军人以身许国的大义担当。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

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
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
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毛泽东的经典
论述，道出了革命军人家国情怀的鲜明
特质。2015年 5月 13日，海军航空兵学
院姜涛、鲁朋飞驾机飞行训练时不幸牺
牲。飞行参数记录仪上的信息真实还原
了那个壮烈的瞬间：当时发动机局部失
火，拉力急剧下降，飞行员判定难以维持
飞行，为避开人群密集区域，果断操纵飞
机右转规避。从发现飞机出现故障到坠
毁的短短 17秒内，他们选择的不是跳伞
求生，而是牺牲自己保护群众。2019年
3月 12日，同样的一幕在任永涛、粘金鑫
两位烈士的身上再度上演。生死关头把
人民高高举过头顶，这样的事迹在人民
军队的历史上不胜枚举。王杰、李向群、
邱光华、刘景泰、申亮亮……每一个催人
泪下的名字背后，都对应着高尚的灵魂、
钢铁的意志和坚定的行动，涌动着人民
军队为人民的赤子深情。

为什么说军人牺牲

不止在战场？

一说军人，人们想到的首先是战
争。在炮火硝烟的年代，为了夺取胜
利，军人攻山头、夺险隘、拔据点，前仆
后继，血洒沙场。身处和平时期的军
人，也许少了“刀光剑影”的洗礼、“马革
裹尸”的壮烈，但牺牲离军人依然并不
遥远。在我军的各个岗位、各条战线
上，官兵们用热血和奉献谱写了一曲曲
感天动地的奋斗者之歌。

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开拓者、“两弹
一星”功勋科学家程开甲，在英国留学
期间与导师玻恩共同提出了“程-玻恩
超导电性双带理论”模型，在学术上已
经成就斐然。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
他主动放弃了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
所令人羡慕的研究员工作和优厚待遇，
毅然回国。1960年，一纸调令，程开甲
进入中国核武器研制队伍。从此，他隐
姓埋名，在学术界销声匿迹。1962年，
程开甲再次服从组织安排，44岁穿上军
装，进入“死亡之海”罗布泊，主持中国
核试验技术工作。在戈壁滩上工作生

活的 20多年中，他和大家一起战风沙、
喝苦水、攻难关，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
的各种困难，连续成功主持我国的核试
验，被誉为“中国的核司令”。程开甲常
说：“如果我不回国，可能会在学术上有
更大的成就，但绝不会有今天这样幸
福，因为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和祖国
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排雷兵，是和平年代离死神最近的
人。“‘你退后，让我来！’六个字铁骨铮
铮，以血肉挡住危险，哪怕自己坠入深
渊。无法还给妈妈一个拥抱，无法再见
妻子明媚的笑脸，战友们拉着手蹚过雷
场。你听，那嘹亮的军歌是对英雄的礼
赞。”这是感动中国 2018年度人物颁奖
典礼上，组委会给扫雷英雄杜富国的颁
奖词。当他举起断臂敬礼的那一刻，无
数人潸然泪下。为人民扫除雷患，为战
友血染雷场，杜富国生死关头的舍命一
挡，常人也许难以理解，但对他而言却是
必然的选择。他常说：“当兵就要上战
场，扫雷行动机会难得，就应该站出来顶
上去。”平日里，他磨损最严重的是防雷
靴，汗渍最多的是防护服，最光亮的是排
雷工具；每次作业，他总是第一个进场、
第一个布药、第一个引爆、第一个搜
排……八年的军旅生涯锻造了一名优秀
军人，艰险的岗位淬炼出一名钢铁英雄。

有奋斗就会有牺牲。为了祖国和人
民的利益，在边关冷月下饱尝孤寂，在深
山阵地上枕戈待旦，在平凡岗位上默默
奉献，在灾难来袭时挺身向前，在改革调
整中听令而行，这些都是革命军人牺牲
精神的最好明证。面对“小我”与“大我”
这道时常出现的选择题，我们的官兵往
往把“小我”融入“大我”，甚至是作出“忘
我”的选择。正是靠着每个官兵股股涓
流，最终汇聚成磅礴洪流，支撑起一个国
家和民族挺拔的精神脊梁。

新时代我们怎样才

能无愧为“最可爱的人”？

半个多世纪前，一篇《谁是最可爱
的人》写活了一群战士，树起了一座丰
碑，激励了几代人。从战友们踏入军营
的那一天起，你可曾意识到自己已经身
处这一光荣的群体之中？你可曾想过，
如何通过努力，让“最可爱的人”在新时
代熠熠生辉呢？

1929年，一名红军战士在《红旗》刊
物中写到：“我们红军是有主义的军队，
有政治训练的军队。我们不仅懂得怎
样打仗，特别懂得为什么要打仗。”虽然
我们已无从考证这名战士叫什么，但我
们确切地知道他信仰什么。在民族危
难的时候，当年的“90 后”“00 后”不为
官、不为钱，毅然扛起了救国救民的旗
帜。也正是有了这种报国为民的信仰，
人民军队才有了灵魂。今天，在强国强
军的新征程上，我们这一代军人，也应
像前辈们那样弄明白“为谁扛枪、为谁
打仗”的问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
众声喧哗的年代里不犹豫、不彷徨，始
终把主义装在心中，把责任扛在肩上。

老百姓常说，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
兵。殊不知，这个称呼的背后还有一段
鲜为人知的故事。1937 年 10 月，八路
军 359旅到河北平山布置扩军任务，短
短一个月就有 1700名平山子弟参军，经
过整训正式编为 359旅 718团，即“平山
团”。抗日战争中，仅有 25万人口的平
山县就有 7万余人参军参战，父子兵、兄
弟班、亲戚排、户户军属，成为晋察冀抗
战史上的一段佳话。聂荣臻司令员在
嘉奖“平山团”时，称它为“太行山上的
铁的子弟兵”。“人民子弟兵”由此而来，
并迅速传遍大江南北。几十年来，人民
军队之所以受到人民爱戴，就在于他来
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无论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小事小节，
还是誓死捍卫人民利益的大忠大爱，都
彰显着人民军队爱人民的政治本色。
前进道路上，我们必须始终践行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保持同人民
群众的鱼水深情，真正成为人民信赖、
人民拥护、人民热爱的子弟兵。

爱国是一种情怀，更是一种能力。
2018年评选的 100名“改革先锋”中，空
军航空兵某旅旅长蒋佳冀是最年轻的
一位。他痴迷于飞行，研究摸索出 20多
套实用管用的实战战法，创造三代机部
队首次整建制入藏驻训、首次实弹训
练、首次进驻即组织战斗升空等多个空
军第一，成为首个三夺“金头盔”奖的飞
行员。人民军队永远是战斗队，是祖国
的钢铁长城、人民的“守护神”。我们要
强化战的意识、立起战的标准、找准战
的位置，把全部心思和精力放在精武强
能上，用过硬的本领守护好祖国的每一
寸土地，让五星红旗永远高高飘扬。

（执笔：潘舰萍、刘小薇）

只为那抹国旗红
——怎么看新中国成立70年来军人的爱国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