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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 渊 潭

长城瞭望

基层心声

谈训论战

长城论坛

“看九州方圆，普天同庆。”今年的

国庆“黄金周”，正值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0周年，到处是绚丽的鲜

花、灿烂的笑脸、欢快的歌声，铺展出

一幅歌唱新中国、奋进新时代的壮美

画卷。

“无论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还是

在世界历史上，这都是一部感天动地的

奋斗史诗。”从“一唱雄鸡天下白”，到

“东方风来满眼春”，再到“无边光景一

时新”，新中国的70年，在人类历史长

河中只是短暂一瞬，在中华民族发展史

上也是弹指之间，但发生的历史巨变和

取得的辉煌成就世所罕见。生活在这

个伟大的国度，我们有幸见证这些奇

迹，是无比自豪的。

“大江流日夜，慷慨歌未央。”在这

些张灯结彩的日子里，一系列庆典活

动陆续上演。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大型成就展上，一个个历史的高光时

刻，一幕幕辉煌的影像场景，展现了巨

大变迁，展示了崭新风貌。文献专题

片《我们走在大路上》里，伟大成就让

人无比自豪，感人故事更是催人奋进，

不少历史镜头将人们带回激情燃烧的

岁月。夜幕下的天安门，群众游行活

动如火如荼，小方阵连成大画卷，小场

景反映大时代，如织的人流汇聚成一

片欢乐的海洋。

“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

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

习主席在国庆之前，3次来到红色纪念

地，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追

忆峥嵘岁月，缅怀革命先烈，告慰革命

英灵，告诫全党同志不能忘记红色政

权是怎么来的、新中国是怎么来的、今

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强调勇于

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

争，坚决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

险阻。

这是一种政治清醒——“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

就能实现的”；这是一种忧患意识——

“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

会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

惊涛骇浪”；这是一种战略定力——“我

们千万不能在一片喝彩声、赞扬声中

丧失革命精神和斗志，逐渐陷入安于

现状、不思进取、贪图享乐的状态”。

这也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国家

为什么将“烈士纪念日”设于国庆节的

前一天？为什么国歌中“中华民族到

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歌词一直唱到今

天？这正是要时时警醒人们，越是国

泰民安的时候，越要牢记“安而不忘

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的千古

遗训。

树欲静而风不止。当今世界正经

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船

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关

键时期，历史机遇千载难逢，风险考验

也前所未有。总有一些势力见不得中

国欣欣向荣、越来越好，见不得中国日

益发展壮大，千方百计遏止我国的前

进步伐，迟滞中华民族的复兴进程。

毛主席当年曾说过，你打你的原子弹，

我打我的手榴弹。新中国一路走来，

应变局、平风波、战洪水、防非典、抗地

震、化危机，战胜一个又一个艰难险

阻。前进道路上，我们绝不能因一时

遇到困难而害怕退让，也绝不能为一

时取得成就而裹足不前，而要头脑特

别清醒、立场特别坚定，更加专注地做

好自己的事情，用实干和奋斗创造新

的历史伟业。

军强才能国安。没有一个巩固的

国防，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国家和

人民的安全就无法保障，发展进步就

无从谈起。新中国 70年之所以“风雨

不动安如山”，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

军队是坚强保证。这是因为，从世情

看，今天的世界急剧变化，要求建设

强大军队应对外部安全威胁；从国情

看，今天的中国由大向强，要求建设

强大军队提供和平安定环境；从军情

看，今天的军队变革转型，要求建设

强大军队实现现代化目标。把我军建

设得更加强大，民族走向复兴才能有

底气、有保证。

列宁曾说：“庆祝伟大革命的纪念

日，最好的办法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还

没有完成的革命任务上。”70年后再

出发，而今迈步从头越。不论昨天我

们经历过多少磨难，取得过多少成

就，都是为了开启一个更加美好的明

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自豪

而不自满，自信而不自矜，永不懈怠、

勇毅向前，终将顺利抵达强国强军的

梦想彼岸。

（作者单位：武警部队政治工作部）

70年后再出发，而今迈步从头越
■齐明宇

写材料是机关干部的基本素质，也

是分内工作。一位笔杆子深有体会地

说：不想写的材料最难写。短短一句话，

既有无奈，也有感慨，发人深省。

那么，“不想写”的材料有哪些呢？

据调查了解，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领

导“工作平平”又要“成绩出彩”的材料，

写得“平平”得罪领导，写得“出彩”欺骗

上级；二是跟领导下基层调研，“出发一

车子、开会一屋子、发言念稿子”，搞形

式、走过场，还要写出与官兵“五同”的

感人场面；三是通知刚下发，工作还没

展开，接着就要经验，还要写得有鼻子

有眼，等等。

仔细分析这些“不想写”的材料，有

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虚假。我们常说创

作来自生活，没有生活就没有创作。从

某种程度上讲，这个“生活”就是事实、真

实、现实。“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

水来。”有真情实感，才能思如泉涌。比

如诸葛亮的《出师表》、魏征的《谏太宗十

思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以及毛泽

东那些大气、深刻又幽默的文章，无不是

文随事出、情理交融。

存在决定意识，实践产生思想。材

料是用来指导工作的，最讲究接地气，也

最需要贴近基层。毛泽东同志在进行寻

乌调查时，到水田里帮农民插秧，并像小

学生一样虚心请教，到后来与农民无话

不谈，掌握了许多第一手资料；刘少奇同

志回到自己的家乡调研，坚持到老乡家

睡门板，到公社吃饭，在乡间小道上往

返奔波。可以想见，有了这样的真实感

受、躬身实践，写就翔实的调研材料自然

是水到渠成。相反，如果没有工作、经

验、事例，又想写出有理有据、生动翔实

的材料，无异于赶鸭子上架。这样的材

料，有谁“想写”，又怎么会不“难写”？

其实，这些材料最难写的原因不在

于笔杆子的能力水平，而在于“关键少

数”的表率作用，正所谓“玻璃杯养海

带——根子在上头”。个别领导干部不

重实效重包装、不看做的看写的，“工作

干得好不好，全靠材料汇总表”，甚至“兵

马”未动，“材料”先行。巧妇难为无米之

炊。上面干工作采华名、兴伪事，只能逼

着下面写材料时掺水造假、东拼西凑、无

中生有。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样的

材料基层反感透顶、官兵深恶痛绝，出了

问题还要问责，机关干部两头受气，“不

想写”也在情理之中。

邓小平同志南巡时，站在深圳国贸大

厦53层，感慨道：深圳发展这么快，是靠

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讲出来的，不

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实干出政绩，实践

出真知，“干得好”才能“写得好”。求真务

实、真抓实干，抓出实效、干出实绩，而后

总结上升为发展规律、经验材料。这样的

材料，机关干部想写愿写也不难写，更经

得起实践、实战和历史的检验。

不想写的材料最难写
■朱振庭 韩元亚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共和

国70年来的辉煌成就，是无数爱国者铸

就的。

中国，是每个中国人的中国。爱国

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

归。共产党人表达爱国之情、爱国之

志，重在付诸行动、勇于奋斗，以国家之

务为己任。

韩愈在《送许郢州序》一文中写道：

“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而能

与卑鄙庸陋相应答如影响，是非忠乎君

而乐乎善，以国家之务为己任者乎？愈

虽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谓之知己，

恒矜而诵之。”古代很多仁人志士，坚持

把国家的事务当作自己的责任，留下了

泽被后世、惠及千古的德业功业。

爱国传统，薪火相传。新中国成立

70年来，无数共产党人把祖国当作母

亲，把热爱祖国当作立身之本、成才之

基，在奉献祖国、奉献人民中书写了壮

美的人生篇章。

前不久，278名个人和22个集体被

授予“最美奋斗者”称号。这些“最美奋

斗者”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各地区各行

业各领域涌现出来的英雄模范人物。

归纳起来，他们的奋斗有一个共同目

的，就是以国家之务为己任，为了国家

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甘愿贡献智

慧和汗水、付出鲜血和生命。他们是真

正的爱国者，无愧于国家的脊梁、民族

的英雄、时代的楷模。

赤心爱国，至诚报国。事实上，每

个人的奋斗都是有方向的。这个方向

就是祖国需要的方向、祖国前进的方

向。“最美奋斗者”“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的巅峰时期，

他毅然服从国家需要，开始从事氢弹理

论的探索研究工作。75岁的孙家栋当

时接下了首任探月工程总设计师的重

担，对于别人的不理解，孙家栋只有一

句话：“国家需要，我就去做。”事实证

明，只有胸怀忧国忧民之心、爱国爱民

之情，以一生的真情投入、一辈子的顽

强奋斗来体现爱国主义情怀，让爱国主

义的伟大旗帜始终在心中高高飘扬，才

能成为“最美奋斗者”，让个人梦随中国

梦一起璀璨、一起光彩。

祖国不仅是我们赖以生存的依靠，

也是我们成长成才的支撑。每个人都

想事业有成，都想精彩出彩，但这一切

有一个基本前提，就是要把小我融入祖

国的大我、把个人发展融入民族复兴的

伟业。倘若忽视国家的事业，只想着个

人的前途，犹如沙上建塔、空中楼阁一

样，只能是一种设想，永远也实现不了。

有人曾说过，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

什么，而要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做人

最大的事情，“就是要知道怎么样爱

国”。爱国从来都是具体的、朴素的、自

觉的，当国家需要之际，特别是国家遭遇

困难、遇到攻击、受到伤害之时，我们必

须挺身而出、勇敢担当、无所畏惧。今

天，我们要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建设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这是祖国要干的大事，也是每个人的责

任和使命。共产党人只有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心怀祖国、坚守梦想，始终与民

族同命运、与祖国共奋斗、与时代齐发

展，努力成为新时代的奋进者、开拓者、

奉献者，才能创造出无愧历史、无愧时

代、无愧人民新的更大的业绩。

祖国终将选择那些选择了祖国的

人。“做一朵小小的浪花奔腾，呼啸加入

献身者的滚滚洪流中推动历史向前发

展。”这应是每名共产党员的自觉选择

和追求。

以国家之务为己任
■亓秉文

农村有句老话：“甘蔗没有两头

甜。”那么，吃甘蔗该从哪头始？《晋书》

记载，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每食甘

蔗，恒自尾至本，人或怪之。云：‘渐入

佳境’。”

很显然，甘蔗的根部最甜，“自尾

至本”而吃，味道就会由淡到浓、越

来越甜。学习理论不妨也学学“倒啖

甘蔗”，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循序渐

进、稳扎稳打，最后“渐入佳境”。正

如毛泽东给政治秘书林克的信中所

写：“你可看点理论书，你需要学理

论。兴趣有，似不甚浓厚，应当培

养。慢慢读一点，引起兴趣，如倒啖

甘蔗，渐入佳境，就好了。”

我们学的理论，主要是马克思主义

理论、党的创新理论，内涵丰富、思想深

邃，具有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相互贯通

等特点。“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这

样的理论，不是“快餐文化”，更不是“小

人书”，不可能“一口吃成个胖子”，一下

子学懂、弄通、做实。学这样的理论，

“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

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

习”。只有像“倒啖甘蔗”一样，从最基

本、最基础的立场、观点、方法开始，一

节一节地“啃理论甘蔗”，方能尝到理论

的甘甜、汲取理论的养分。

甘蔗的根部最甜，但愈往下愈坚硬

愈难啃。毛泽东曾教导广大党员干部：

“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

决并须着重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

这说明，要想尝到理论的甜头并非易

事，“倒啖甘蔗”同样需要“咬定青山不

放松”的坚定毅力。如果啃上两三口，

感觉不到甜味，就浅尝辄止；越往后越

难啃，就停滞不前，理论学习就不可能

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为什

么现在个别官兵“宁愿跑龙套，不愿坐

板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少学习的

刻苦精神。

“理论学习有收获”，是“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具体目标之

一。当前，第一批主题教育的理论学

习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理论武装

永远在路上。一些同志虽然已经尝到

了一些甜头，但离“有收获”还有不小

的差距，学不进去、深不下去，学用“两

张皮”等问题依然存在。在原原本本

学、专心致志读的基础上，联系实际、

开动脑筋，细嚼慢咽、学思践悟，切实

在把握创新理论的历史脉络中激发理

论自觉，在感悟创新理论的实践威力

中强化理论认同，在解决部队面临的

困难问题中增强理论自信，才能真正

做到入心入脑、学有所获。

（作者单位：32266部队）

不妨学学“倒啖甘蔗”
■李子建

赛场如战场，商场如战场，市场如

战场……我们时常会看到这样的比

喻。谈到战争时，也会这样讲：打仗和

备战打仗是军人的天职，就如工人要做

工、农民要种田一样。

如者，相似也。我们之所以频频用

到“如”字，是因为各种“场”与战场确有

一些类似之处。比如，赛场和商场都有

一定的对抗性，也讲求战略、谋略及战

术。再比如，做工、种田是工人和农民

的主责主业，都要倾心尽力，等等。

但是，“如”毕竟是相似，尤其与战

争相提并论时，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一位军事家说：“军人与工人不一样，

工人依据市场原则，以劳动换取金钱；

而军人依据价值原则，以生命换取国

家尊严。”农民有农闲期，工人造了次

品还能重来，而军人则不能，这是本质

的区别。因此，我们绝不能在“如”字

上心存幻想。

“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

的一种暴力行为。”这种“暴力”的残酷

程度是无以复加的，是任何比喻中的

“战场”无法比拟的。商场失利，无非

血本无归；赛场失手，无非丢失奖牌。

而军人面对的战场，是血与火的比拼，

是胜与负的博弈，是生与死的较量。

湘江一役，红军人数锐减。革命遭受

重大挫折，带血的数字，是最悲壮的记

录，也是最锥心的警示。

血火战场无亚军。商场失利，还可

东山再起；赛场失手，仍可从头再来。

然而，战败不仅意味着没有翻身的机

会，更有可能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自古以来，多少政权颠覆，多少国家衰

亡，多少文明湮灭，多少梦想破碎，都是

战争失败结下的苦果。一部中国近代

史，是一部屈辱史，也是一部战败史。

从鸦片战争，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

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失败，溃败，

惨败，一败再败，一步步地演变为国势

衰微、民族危机，最终导致生灵涂炭、国

破家亡。

战争，作为人类最残酷的发明，其

暴力性的本质永远不会改变。历史法

则如钢铁般冰冷，和平与发展并不等

于安全。美国历史作家詹姆斯·布拉

德利在纪录片《即将到来的对华战争》

中说：“当你从北京最高的大楼楼顶向

四周望去，你会发现太平洋、韩国、日

本都是美国的军备，关岛都快被导弹

压沉了，而所有这些军备都对着中

国。”这警示我们，中国周边强敌环伺，

战争危险现实存在，“今夜准备战斗”

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现实忧患。

历史证明，和平只是战争的间

隙。对于当代的广大官兵来说，战争

却是“最熟悉的陌生人”。说陌生，是

因为我军许多年没有打过仗了。说熟

悉，是因为战争从未离我们远去。据

不完全统计，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

70多年间，世界上爆发的大大小小的

战争就有500多次。放眼当今世界，阿

富汗战场硝烟弥漫，叙利亚战争阴云

密布，霍姆斯海峡剑拔弩张，很多地区

冲突不断。战火频仍，狼烟四起，一次

次把军队推向“罗马角斗场”，接受生

与死的考验。

然而，一些官兵仍在“如”字上想

当然，认为天下太平，战争一时打不起

来；有的感到当兵几年，不可能这么

巧，正好遇到战事；有的觉得就是打起

仗来，也不一定轮到自己；还有的认

为，信息化战争打的是芯片，是不见面

的战争，危险性、残酷性已大大降低。

“三军以戒为固，以怠为败。”“刀枪入

库”的悬崖下，必是“死于安乐”的深

渊。如果我们戒而不备、麻痹松懈，一

旦战争爆发势必陷入被动，关键时候

上不去、拿不下、打不赢，就可能被迫

吞下任人宰割的苦果，坑了国家，害了

民族，苦了百姓。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我们向往

和平的天空，但必须防止战争阴霾的

迫近。宁可备而不战，不可无备而

战。肩扛备战这座山，等待出征这道

令，强化忘战必危的忧患，砥砺敢打必

胜的刀锋，我军才可能平时慑战、危时

止战、战时胜战。

（作者单位：河南省濮阳军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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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贤
武

某连队为防止官兵因违规使用手
机导致失泄密，不定期进行检查抽查，
并要求取消手机锁屏密码或将密码贴
在手机背面。这一规定不利于保护官
兵隐私，手机丢失还可能造成经济损
失，必须及时进行改进，制订科学有效
的管理措施。

这正是：
手机管理是难题，

方法简单存争议。

疏堵结合讲科学，

规范使用防泄密。

何晓东图 黄钟越文

E-mail:jfjb81pl@163.com

只有胸怀忧国忧民之心、爱国爱民之情，以一生的真情投入、

一辈子的顽强奋斗来体现爱国主义情怀，让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

始终在心中高高飘扬，才能成为“最美奋斗者”，让个人梦随中国梦

一起璀璨、一起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