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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兵强军，笨功夫是前提，
真功夫是目的，没有笨功夫，就不
可能有真功夫，而没有真功夫，是
不可能打胜仗的

近日，中科院院长白春礼在中国

科学院大学 2019级新生开学典礼上

致辞说，希望同学们在科学道路上

“肯下笨功夫、精通真功夫”，用实力

回应“国之疑难”，用时间检验“强国

一代”。

世间功夫有多种，真功夫，假功夫，

实功夫，虚功夫，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假功夫、虚功夫看着很热闹，实则花拳

绣腿，纯属“天桥把式”，一动手就要露

馅。《水浒传》里的洪教头就是典型的假

功夫，平日里以武师身份在柴进庄上骗

吃骗喝，把自己的功夫吹得神乎其神，

可是一遇到有真功夫的林冲，一棒就被

打得露出原形，落荒而逃。

没有真功夫，在任何行业都难以立

足。工匠需要精雕细刻、炉火纯青的真

功夫，不然就会出废品次品；教师需要教

书育人、点石成金的真功夫，否则就是误

人子弟；科学家需要刻苦研究、大胆创新

的真功夫，不然就永远拿不出有价值的

成果……总之一句话，干什么都要有真

才实学，都离不开真功夫。

相比较而言，最需要真功夫的职

业还是军人。其他行业如果没有真功

夫，失去的可能是钱财、名声、地位等，

而对军人来说，如果没有真功夫，上了

战场不仅会吃败仗，付出血的代价，还

会损害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打仗

比拼的是真刀真枪，真炮真弹，谁技

高一筹，谁就会克敌制胜；技不如人，

就会挨打受制。就拿炮战来说吧，如

果你第一炮没有击中目标，对方是不

会给你校正时间的，可能一排炮弹就

跟着轰了过来。革命战争年代，红军

著名神炮手赵章成，练就无瞄准具、

无炮架、无座钣情况下进行迫击炮射

击的真功夫，特别是掩护十七勇士强

渡大渡河的战斗，以仅剩的 3发炮

弹，命中敌人核心阵地，受到中央军

委嘉奖，传为美谈。

现代战争对军人的真功夫要求更

高、更严、更细，既需要高超熟练的军事

技能，灵活机动的战术素养，更需要指挥

若定的丰富作战经验，随机应变的思维

能力。而这些真功夫不是天上掉下来

的，也不是嘴巴吹出来的，需要长期积

累，滴水穿石，耐心打磨，不断升华，才有

可能功夫在身。也就是要下狠劲、有长

劲、使笨劲，一步一个脚印埋头苦干，扎

扎实实把功夫练好。

精兵强军，笨功夫是前提，真功夫是

目的，没有笨功夫，就不可能有真功夫，而

没有真功夫，是不可能打胜仗的。真功夫

来自笨功夫，笨功夫养出真功夫，肯下笨

功夫，精通真功夫，我们就会无往不胜。

笨功夫与真功夫
■陈鲁民

●不平凡的业绩往往不是一
蹴而就的，需要“咬定青山不放松”
的定力和“一锤接着一锤敲”的努
力才可实现

前不久，中宣部、中央军委政
治工作部联合发布 9位“最美新时代
革命军人”，这则消息在网上刷屏，
赢得无数人由衷点赞。他们中，有
苦练精飞的蓝天骄子、潜行大洋的
技术能手，还有务战研战的巾帼先
锋、处突维稳的忠诚卫士……他们
之所以能够获此殊荣，正是因为他
们聚力强军打赢忠实履行使命，在
平凡岗位干出不平凡业绩。他们用
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革命军人的
担当与奉献，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的
人生价值。

对于革命军人而言，每一个平凡岗

位都是谋打赢的战位，用心去做终会把
人生点亮。海岛边关有像王继才一样的
人默默坚守，舍小家为大家；雪线巡逻
有像陈杰一样的人日复一日穿梭于边防
线上；边境雷场有像杜富国一样的人忠
于职守，关键时刻叫响“让我来”。正
是无数官兵在平凡岗位上的坚守和奉
献，才有了百万雄师的铁甲洪流，才有
了钢铁长城的固若金汤。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尼都塔

生， 15 岁离开家乡玉树远赴昆明，
在 国 家 民 族 政 策 的 支 持 下 学 习 成
长，22 岁从云贵高原重回青藏高原
上的家乡，一身戎装担负起保家卫

国的使命。他在骑兵连连长这一平
凡岗位上履职尽责，着眼新时代使
命任务，带领官兵挑战双刀劈刺、
乘马越障等高难课目，并参与探索
出适合高原环境的雪地侦察、草地
伪装、快速出击等 10 余 种 训 法 战
法，提升了全连的军事训练水平，
骑 兵 连 的 传 统 训 练 课 目 实 现 了 转
型。对照尼都塔生，我们应当反思
自己，是否可以像他一样，扎根基
层 ， 蹲 苗 锤 炼 ？ 是 否 可 以 像 他 一
样，摒弃杂念，一门心思谋打赢？

习主席曾勉励年轻干部：“要沉
下心来干工作，心无旁骛钻业务，干

一行、爱一行、精一行。要信念如
磐、意志如铁、勇往直前，遇到挫折
撑得住，关键时刻顶得住，扛得了重
活，打得了硬仗，经得住磨难。”不
平凡的业绩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需
要“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定力和“一
锤接着一锤敲”的努力才可实现。广
大基层官兵切勿好高骛远，贪图虚
名，而要从自身做起，以“最美新时
代革命军人”为榜样，在本职岗位上
履职尽责，脚踏实地，牢记初心使
命、勠力强军兴军，用真才实学、苦
干实干，创造历史、书写人生，担当
起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神圣使命。

在平凡岗位干出不平凡业绩
■贾 乾

●行动是最真的担当，也是
最现实的考验。以舍我其谁的
政治勇气，自觉担当，敢于担责，
用实际行动向党和人民交出合
格答卷

担当的重要体现是行动。用行

动诠释担当，是共产党人践行党的宗

旨的鲜明特征。革命战争年代，共产

党人纵使流血牺牲也毫不畏惧，始终

勇往直前；和平建设时期，共产党人

即使“摸着石头过河”也要干下去，勇

敢闯出一片新天地。可以说，98年

来，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

革的历史，就是一部用行动铸就担

当、激励后人的奋斗史。

从当年邓小平同志强调“不干，

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到今天

习主席指出“行动最有说服力”，强

调的都是担当作为。“县委书记的榜

样”焦裕禄在县委书记的岗位上，每

当风沙最大时，他都查河口、控流

沙，每当雨下得最大时，他都冒雨涉

水、观察洪水流势和变化；“献身国

防科技事业的杰出科学家”林俊德，

忍受着病痛折磨，在生命最后一刻

仍心系国防科研事业；“逐梦海天的

强军先锋”张超，在飞机出现重大故

障的危急关头，为保住战机竭尽全

力，最终英勇牺牲。这种不怕困难、

勇于牺牲的奋斗精神，生动体现了

共产党人一脉相承的对事业和责任

的担当，像一座座丰碑，令人敬仰，

催人奋进。

行动是最真的担当，也是最现

实的考验。当前，深化改革、备战打

仗任务繁重，前进道路上，必定会有

艰险需要跋涉，有高山需要翻越，困

难回避不了，抉择无处不在。这就

更加需要我们挺起共产党人的钢铁

脊梁，始终保持当年出发时的初心，

时刻谨记我军统帅的殷切嘱托，以

舍我其谁的政治勇气，自觉担当，敢

于担责，用实际行动向党和人民交

出合格答卷。

担当，就要有敢于行动的魄力。

习主席指出：“人民把权力交给我们，

我们就必须以身许党许国、报党报

国，该做的事就要做，该得罪的人就

得得罪。”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

身负重任，要有一副“铁肩膀”。在大

是大非面前、在与不正之风斗争之

中、在解决各种复杂矛盾和棘手问题

时，决不能退避三舍，明哲保身，必须

发扬斗争精神，敢于坚持原则，勇于

挑重担、啃“硬骨头”、接“烫手山芋”，

用攻坚克难的过硬业绩、备战打仗的

一流战绩彰显最真担当。

担当，就要有坚决行动的定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

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特别是在

“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

的关键时候，我们不仅要做好充分的

思想准备，更要有具体的实践步骤；

既要有敢于担责的勇气，更要有不达

目的不收兵的政治定力。抓工作，一

件接着一件干；搞建设，一任接力一

任建。特别是在身处险局、危局之

时，更要敢于闯关、善于破局，用最坚

决的行动闯出一片新天地。

担当，就要有善于行动的能力。

随着改革向纵深推进和形势任务的

深刻变化，各类矛盾问题纷至沓来，

交织交错，复杂多变，对党员干部的

能力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对挑

战，干事创业仅凭一腔热血、满腔热

情是不够的，必须以时不我待的精神

和“本领恐慌”的忧患意识，深入学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厚植理论沃

土，夯实思想根基，深入学习钻研备

战打仗所需的专业知识，提高工作能

力，掌握胜战本领。由此，才能在斗

争面前敢亮剑、任务面前扛得起、挑

战面前打胜仗。

（作者单位：32653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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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每读到杨靖宇将军面对敌人的引

诱而反问“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

国吗”，读到吉鸿昌将军充满浩然正气的

就义诗“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读到

赵一曼烈士写给儿子的绝笔信“母亲不

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

你”……我都会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国

破，家何在？军人的家国情怀，源于对国

家、民族和人民的大忠大义与大爱。当

军人面对生与死、国与家、得与失时，舍

小我成就大我，是军人的崇高理想、价值

追求和无悔选择，也是军人内心最温馨

的精神家园，值得全社会敬仰和尊重。

军人的大忠，就是舍却个人发达，追

求民族昌盛。《岳飞传》记载，“或问天下

何时太平，飞曰：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

死，天下太平矣”。孙中山曾讲，要把革

命做成功，便从今天起，立个志愿，一生

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

救国救民的事业。同样，军队是为保卫

国家和人民利益而存在的，军队的根本

职能是打胜仗，想发财就不要到军队

来。腐败的军队肯定要吃败仗。解放战

争中，有时战斗还没打响，国民党军官一

面声称“与城共存亡”，一面却转移自己

的家眷、股票、生意和财产。这样的军

人，何谈忠诚？何谈打胜仗？相反，革命

军人的忠诚，是对党和人民的大忠，是唯

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

的、没有任何水分的忠诚。军人的生活

虽常与苦累相伴，但军人的脑子里应常

算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大账”，心中

常谋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大利”。“若

以小利计，何必披征衣”。正如“干惊天

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林俊德那样，

把一生奉献给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在

生命的尽头都要为国家做完最后一件

事。正如老英雄张富清，为建立新中国

立下赫赫战功，在个人享受与国家建设

大局面前，他主动选择到偏远地区工作，

为贫困山区默默奉献一生，舍弃了喧闹

繁华，追求的是为党为国为民的大忠。

军人的大义，就是舍弃苟且偷生，敢

于为国牺牲奉献。纵观历史，无论是“人

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

祥，还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

趋之”的林则徐，或是“只解沙场为国死，

何须马革裹尸还”的徐锡麟，视死如归都

是家国情怀的真实写照。从土地革命战

争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再到抗美援

朝，我军一次又一次的胜利，都是无数将

士勇于牺牲奉献换来的。在危难存亡之

际，他们用自己的热血和无畏书写对党

和国家的热爱，诠释了革命者的家国情

怀。革命军人的内心都根植着一个英雄

梦，崇尚闻战则喜的尚武精神、闻令而动

的战备姿态、闻鸡起舞的练兵自觉。就

像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等战斗英雄，

在危急关头、生死之间，毅然选择冲锋在

前、牺牲自我；正如在南苏丹维和中牺牲

的杨树朋，不畏恐怖袭击，在异国他乡展

现大国军人的刚毅勇敢；正如逐梦海天

的强军先锋张超，为了挽救战机英勇牺

牲……对军人来说，时代可以变，环境可

以变，永远不变的是军人的信仰追求和

为实现理想而奋斗的实际行动，直至牺

牲奉献自己的一切。

军人的大爱，就是舍得儿女私情，守

护万家安宁。军队调整改革中，许多部

队千里移防，不少官兵与家属两地分居，

甚至相隔千山万水。他们虽然舍掉了家

人团圆，却坚守了对党的无限热爱、对祖

国的深情告白和对改革的默默支持。有

的官兵父母年迈多病，但因为远隔千里

不能尽孝床前；有的爱人独自承担起孝

敬老人、抚养子女的重任，一个人抱着老

二、牵着老大上下学；有的甚至在父母、

爱人突遇变故的时候，因为执行任务无

法第一时间回家送别，留下了人生遗憾

和愧疚。虽然军人也渴望与家人朝夕相

处、幸福相伴，但守望和平、卫国戍疆是

戎马人生的本职所系。虽然军人也念想

过“报得三春晖”的厮守，执着过“白首不

相离”的长情，钟情过“红泥小火炉”的闲

适，但如果念念于此，志气就难免消磨，

激情就会减退，理想也将破灭。虽然军

人缺少了父母膝下的日夜呵护，缺少了

面对面和爱人的两情相守，缺少了在孩

子成长过程中的悉心陪伴，却扛起了实

现中国梦强军梦的重任。自古忠孝难两

全，为国尽忠是大孝。当必须在国与家

之间作出抉择时，无数军人舍小家为大

家，毅然把青春和热血献给国家。这种

牺牲奉献的背后，正是家国情怀催发的

如山使命。

（作者单位：武警某特战支队）

军人应有大忠大义与大爱
■甘 勇

邓拓在《燕山夜话》中说，古人非
常重视对夜晚时间的利用，视其为生
命的三分之一，倡导大家珍惜，在每天
劳动、工作过后，以轻松的心情学习一
些有用的知识。相对而言，如果我们
把每天的时间划分为工作、业余和睡
眠三个部分，那么，业余时间则差不多
占一个人生命的三分之一。我们务必
用好这个三分之一，以便拓展生命的
宽度。稍加留心就会发现，我们身边
许多人正是因为充分利用业余时间而
出类拔萃的。相反，那些一事无成者，
往往是不能充分利用业余时间的人。

诚如爱因斯坦所说：“人的差异在于业
余时间。”

虽然军营生活有其特殊性，因为
要落实一日生活制度，有时还要执行
突发任务，军人的业余时间相对少一
些或零碎一些，但这绝不能成为我们
浪费业余时间的理由。面对有限而宝
贵的业余时间，不能把它用在无休止
的侃大山、打游戏、逛街购物之中，应
科学计划，合理安排，或读书看报，或
练习技能，或锻炼身体，让生命的这个
三分之一变得充实丰盈，使生活越发
多彩，人生更有价值。

利用好“三分之一”
■梁冠第

据说在马拉松比赛中，选手跑到
28公里处最为疲惫，这时虽已跑了约
全程的三分之二，但在此阶段退赛的
人数最多。据大多数退赛者描述，那
一刻身心极度疲惫，确实感到难以坚
持，选择放弃几乎是毫不犹豫。有人
为此做过实验，将马拉松的长度延长，
结果令人大为惊奇，不论延长多少，大
部分退赛者还是会在三分之二处产生
上述心理和体力状况。

跑马拉松如此，做其他事情亦有
类似情况。干事创业、立志成才，一开
始热情满满、劲头十足，但随着意志的
消磨、力量的消耗、苦累的叠加，尤其

到三分之二处，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后
半程，往往有人就会坚持不住，打起退
堂鼓并败下阵来。因此，一个人要想
实现梦想，打破输在三分之二处这个
“魔咒”，就必须在追梦路上始终保持
坚定执著的意志、百折不回的精神、一
往无前的豪迈。“古之立大事者，不惟
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
不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只要不低
头、不气馁、不放弃，就能攻坚克难，成
功抵达胜利的彼岸。军旅生涯，要想
有所作为，尤其要有这种坚持不懈、百
折不挠、善始善终的奋斗精神和坚韧
意志。

莫输在“三分之二”
■刘振宁

大漠边，一名哨兵正迎着晚霞站

岗执勤。远远望去，虽然只能看清他

的轮廓，但夕阳下他那坚守岗位的挺

拔身姿，凸显出他忠于党忠于祖国的

一颗红心。

坚守是一种可贵的精神品格。人

的一生，都应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坚

守，坚守岗位，坚守追求，坚守信

念。然而在坚守的过程中，困难与挑

战有时会令人疲惫，有时会使人迷

茫，有时甚至会让人彷徨。态度不

同，结果亦不同。只有“咬定青山不

放松”，始终如一地坚守自己所认定

的和所追求的，事业之树才会长青，

人生才会闪耀光芒。

执勤的哨兵——

坚守是一种品格
■史 浩/摄影 郭伟峰/撰文

影中哲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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