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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时评

长城瞭望

谈训论战

国庆节前夕，中央主题教育领导小

组印发《关于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中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弘扬爱

国主义精神的通知》，全军各级陆续开

展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

“不论树的影子有多长，根永远扎

在土里。”爱国主义自古以来就流淌在

中华民族血脉之中，去不掉，打不破，灭

不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的境界，“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

峰秋叶丹”的赤诚，“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担当……在中华民

族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

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人民自

强不息的强大精神力量。也正是千千

万万的中华儿女把深沉的爱国主义、浓

厚的家国情怀融入民族心、铸就民族

魂，才使中华民族历经挫折而不倒，饱

受磨难而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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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在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上下功夫，让

爱国主义精神在学生心中牢牢扎根”。

“这（一系列国庆盛大庆典）也是一次爱

国主义的集中教育”。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主席反复强调要抓好爱国主义教

育。“海归”浪潮汹涌澎湃、高学历新兵

数量连年上升……“祖国”二字，让多

少人心中涌动激情，让多少人眼里泛起

泪花，让多少人血管奔腾热血。爱国主

义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众志成城的

精神力量，成为人民军队逐梦强军的动

力源泉。

“吾人之主义，可大书而特书，曰‘爱

国主义’”。刚刚过去的这个“十一”，国

庆盛典点燃的爱国激情仍在沸腾，主旋

律影片的热映又添了一把柴，再次点亮

人们的情感世界。《我和我的祖国》《中国

机长》《攀登者》等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

电影，用光影给广大军民上了一堂生动

的主题教育课。一名官兵在朋友圈这样

分享自己的观后感：“我和我的祖国，一

刻也不能分割”，直击人心深处的力量，

无论时光长河如何洗磨，都永远不会消

退。这些让人泪奔、让人欢笑的片段，让

人“心都化成了河里的春水”，把我们每

个人的努力和坚守汇聚起来，就是实现

中国梦的爱国大潮。

第二批主题教育涉及的党员范围

广、类型多、数量多，这些党员大多年龄

小、党龄短。他们视野开阔、思维活跃、

追求个性，不喜欢生硬的说教，也不愿接

受单向度的灌输，但他们从未拒绝爱国

主义教育。北大女生宋玺参与亚丁湾护

航的事迹赢得无数点赞、某旅新兵竞相

参加“军营快闪”抒发爱国情怀、一个个

强军先锋“圈粉”无数，这些都启示我们，

在爱国主义教育中，只有以共鸣、共情激

荡他们的爱国情怀，以对话、沟通引导他

们的爱国行动，才能让他们在强军征程

上写下爱党爱国爱军的青春华章。

爱国既是一种本分，更是一种责任；

既是一种情怀，更是一种行动。加强爱

国主义教育，贵在结合、重在衔接、难在

行动。如果把爱国主义讲空了、虚了、远

了、小了，爱国主义精神就难以落地、不

能见效。正因此，《关于在“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通知》强调，“把主

题教育中激发出的爱国热情转化为立足

岗位、发奋工作的实际行动，转化为攻坚

克难、干事创业的实际成效”“同完成今

年各项工作任务结合起来”。

“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

吗？”“你愿意中国好吗？”在 1935年

9月南开大学的新学年“始业式”

上，张伯苓校长的“爱国三问”，点

燃了学生们的爱国之情。今天，面对

强军兴军的时代使命，爱国既表现为

对重大事件作出积极反应，更表现为

本职工作和学习中的踏实努力。广大

官兵只有以拼搏奋斗体现爱国主义情

怀，化爱国之情为强军之志、报国之

行，这才是对祖国最深情的告白，也

才能“我以我心爱祖国，我以我行报

祖国”。

（作者单位：武警安徽总队）

讲好爱国主义这堂必修课
——推动军队第二批主题教育走深走实系列谈①

■卢凌保

最近，两则在对抗演练中主动要

跟“强敌”过招的新闻，令人欣喜：

一则是，空军某部在对抗演练前，特

邀刚从国外参加联训归来的“金头

盔”精英跟他们一比高下；另一则

是，陆军某旅四营在合成演练前，非

要与曾 3次战胜自己的“专业蓝军”

再战一次。

“诺贝尔为何取得了那么大的成

功？”这段时间，人们在关注新一届诺

贝尔奖获得者的同时，也开始探寻当

年诺贝尔的成功之源。诺贝尔本人其

实早已给出了答案：“要取得巨大的成

功，则需要强大的对手。”正是由于在

中学时代诺贝尔将每次考试第一名的

同学柏济作为竞争对手，才激励他发

奋努力。对综合演练而言，没有坚硬

的石头，就砥砺不出锋利的刀刃；没

有强大的对手，就锤炼不出过硬的素

质。只有弄斧到班门、舞刀关公前，

敢于“不自量力”，才能以对抗的难度

提升练兵的高度。

然而揆诸一些部队的对抗演练不难

发现，个别部队综合演练的对手却都是

“老熟人”：要么是自己人，要么是老对

手，要么是陪练手。这样的对抗，无非

是红军经过一阵攻击，蓝军就败下阵

来，中间大不了再来段蓝军实施电磁干

扰，红军迅速反制的插曲。对这样的对

抗，官兵们吐槽，“总捏‘软柿子’，没

劲”“把敌人当傻子，我们慢慢就会成

为傻子”。

“敌人只会比我们想象的更强

大。”我们常讲，要紧贴实战练兵。贴

近实战练兵，实际上就是紧盯对手练

兵；打什么仗的问题，说到底是同什

么对手打仗的问题。如果平时对抗习

惯把对手设弱了，一旦在实战中遇到

了劲敌，恐怕就不知如何对付。再

说，常常是胜家，就容易忽视日常训

练中存在的问题，实战中就可能出现

不知道败在哪里的情况。平时把对手

设强，把对抗当真，将一般性的“带

着敌情练兵”转变为对抗性的“与作

战对手打仗”，即使对抗中失败了也能

在回头找原因、查问题中掌握克敌制

胜的“血色财富”。

腓特烈大帝在《战争通则》中曾经

询问自己：“如果我是敌人，我会制定

怎样的战略？”强大的对手，是有效激

发一支军队进取精神的外部动力。对

手持什么“盾”，就逼着自己练什么

“矛”；对手“魔高一尺”，就逼着自己

“道高一丈”。把这些基本道理体现在

练兵备战中，就会主动设危局、难局，

在近似实战的训练中砺出打赢硬功。

在与高手对抗中练出强手
■张稀闳 李伟阳

最近看到这样一个寓言故事：新象

王上任后，在选水源地、保护领地、分配

食物等方面从没做过任何错误的决策，

于是思想上有了“凡事我都是正确的”

观念。

一次迁徙时，一头大象对象王确定

的路线提出了质疑。尽管象王觉得对方

提的意见可能是正确的，但由于怕采纳意

见后丢面子，于是斥责对方：“我才是正确

的。”结果，象王带领众象走向了绝境。

谁都希望自己是正确的，尤其是肩

负“出主意”重任的领导干部，如果主意

正确，就会使所在单位的建设取得大的

发展。但如果“正确”的认识形成了惯

性，那就会如以色列一名思想家所说，

“凡事都认为自己正确的人，注定会品

尝失败”。

实际上，承认自己不会事事正确、

一贯正确，非但不会让自己形象受损，

反而会给自己增辉。《贞观政要》载，唐

太宗靠武力平定天下，用过很多良弓，

自认对弓的好坏最有发言权。然而与

工匠交谈之后，他意识到自己对弓的认

识仍很不足，于是联想到“朕有天下之

日浅，得为理之意，固未及于弓”。此

后，他更加勤于召见官员，“询访外事，

务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遂开一代

盛世。

1944年，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中

讲道：“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

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从陈独

秀、王明到张国焘，都是自认为“正确”，

听不得党内的正确意见，不仅自己犯了

严重错误，而且给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

损失。鉴于此，陈云在《高级领导人要

提高革命觉悟》一文指出，“背了‘正确’

的包袱，就会跌筋斗”，跌了大筋斗的同

志，哪一个同志不是因为骄傲，背上背

了一个大包袱，上面写着两个字，叫做

“正确”。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一个

人再怎么见多识广、博学多才，也不可

能通晓一切，不可能绝对杜绝认识上的

盲区、逻辑上的漏洞、判断上的偏差。

更何况，时移世易，当时正确的，现在不

一定正确；一时正确的，也不可能永远

正确。尤其对于领导干部而言，只有认

识到这一点，才能主动卸下“正确”的包

袱，让自己轻装、清醒前行。

回望历史也会发现，那些取得巨大

成功的人，都是敢于“否定”自己的人。

比如战国时期的齐威王，为了使自己的

决策正确，他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

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

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

下赏。”此令下达后，齐威王收到了大量

修正国策的谏言，国家随之得以大治，

开启了“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

的良好局面。

粟裕大将被誉为“常胜将军”。军

事学者研究发现，在粟裕指挥的所有战

役战斗中，“几乎没有大的错误”。粟裕

是如何做到始终正确的？粟裕回答，

“不吃败仗，就得竖起耳朵，听各级指挥

员的意见”。比如，在孟良崮战役发起

前，粟裕在征求作战意见时常对大家

说，“我的不一定正确”“请再看看还有

没有什么问题”。正是始终保持这种清

醒，粟裕才打了很多“神仙仗”。

习主席在《从政杂谈》中指出，干部

作风有“四忌”，其中之一就是“自以为

是”。所谓自以为是，就是总以为自己

的观点和做法是对的，主要表现为思维

固化、拒绝学习，孤芳自赏、妄自尊大，

不愿意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甚至在群众面前盛气凌人。党的十八

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

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强调，领导干部

“决不允许在群众面前自以为是”。

在最近热映的《中国机长》里，有这

样一个镜头：当检查完驾驶舱仪器的助

手告诉机长“经常检查，不会有错”时，

机长对他说：“当你认为你总没错的时

候，错一定会来找你。”不背“正确”的包

袱，对习以为常的东西不熟视无睹，不

把经验奉为法宝，从“守”的观念、“旧”

的规矩中解脱出来，才能真正大胆创新

突破，闯出一片新天地。

（作者单位：69224部队）

“正确”的包袱不能背
■邓雪飞

玉渊潭

阵容严整的徒步方阵军姿如铁，铁

甲生辉的装备方阵排山倒海，威风凛凛

的导弹方阵长剑倚天，气贯长虹的空中

梯队呼啸长空……阅兵结束了，尽管这

一幕幕画面已经成为历史的瞬间，定格

在人们的心中，但人们对阅兵中创造的

过硬标准仍惊叹不已。

标准，意为衡量事物的准则。确立

什么样的标准，就会有什么样的质量；

有什么样的质量，就会有什么样的效

果。阅兵既是阅人，也是阅器；既是阅

形，也是阅魂。一个人的标准是形象，

一群人的标准是力量。受阅官兵在阅

兵中展现的“阅兵标准”，不仅是我军威

武之师的形象展现，也对进一步加强军

队建设发展，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和普

遍的指导意义。

要锤炼过硬作风。轻型装甲方队

的驾驶员罗布平措面对阅兵训练中

48到 52摄氏度的高温，从不退却，

坚持训练，这才使自己驾驶的车辆

成为阅兵时的标准车。领导指挥方

队领队姜国平不因年龄大而少一分钟

训练、不因为是将军而搞一次特殊，

这才踢出了“跟基准士兵同样标准的

步伐”……正是因为有像罗布平措、

姜国平这样作风过硬的每一名受阅官

兵，各受阅方队才以“阅兵标准”，

书写了让世界瞩目的“阅兵震撼”。

“看一支军队的战斗力，看他的作风

就知道了。”作风连着战斗力。我军

历来重视作风建设，优良作风既是我

军特有的政治优势，更是构成战斗力

的重要因素和克敌制胜的法宝。推进

强军事业，就应像受阅官兵那样，

抓作风始终如一，表里如一，言行

如一。

要提升训练精度。国庆阅兵中，

“米秒不差”的空中仪仗队、浑然一体的

整齐步伐、肉眼难察的车速误差……这

样的“阅兵精度”，无不震撼着现场与屏

幕前的观众。那些看似简单的动作与

操作，背后是无比精细的要求，彰显着

受阅官兵对训练至臻完美、精益求精

的态度。非凡的成就，往往缘于对丝

毫的较真、对精准的执着。精准，是阅

兵仪式的“名片”，也应是练兵备战的

标准。粗疏打不赢精确战争。战场上

一秒、一毫的差错，都可能贻误战机，

改变战局。把“阅兵精度”落实到日常

训练中，在训练中每个环节都追求“零

误差”，“阅兵精度”必将托起练兵高

度。

要树立良好形象。“经确认，帅哥

确实都上交国家了”，阅兵时，网民们

用这样调皮的语言，赞美受阅官兵的

良好形象。受阅官兵的良好形象是父

母给的，也是自己练的。两栖突击车

方队乘载员张帅两肩不齐，他便每天

对照镜子站三四个小时军姿。他说：

“受阅时，我不是我，我是中国军人。”

人们称赞受阅女军人都是高颜值，而

她们说，一身英武气和一颗报国心的

素颜，是献给祖国最美的容颜。人民

军队的整体形象由每名军人组成。像

受阅官兵一样既注重仪表，更注重内

心，人民军队才能永远成为人民群众

心中“最美的样子”。

“当一个庆典中蕴含的意义得到传

播时，这个庆典就没有‘结束’。”阅兵是

阅兵，也是练兵。高标准抓实抓紧部队

各项建设，让“点上开花”在“面上结

果”，在没有喝彩、没有掌声的征程上默

默加力、拼搏奋斗，才能经受人民和战

场永恒的检阅。

（作者单位：陆军边海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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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生活中你要是总板着脸，新

兵就觉得你难接近，不会主动跟你掏心

窝子。”10月7日，在某旅组织的新训骨

干经验交流会上，曾4次带新兵的指导

员何伟江提醒大家，多给新兵“亲切的

脸”，有助于带好兵、带出好兵。

人们常说，官兵的“表情包”是检验

工作的“晴雨表”。同样，新训骨干的表

情，也往往影响新兵的心情。行为学家

研究发现，当遇见陌生人时，人们会很

自然地观察并解读对方的表情，从而决

定自己的行为和思维。由此可见，新训

骨干给新兵什么样的表情，对新兵的

“兵之初”有很大的影响。

“新训骨干是‘暖男’，新兵适应期就

短，新训成绩就好。”去年11月，陆军工

程大学一名教授在对3000名新兵跟踪

调研后，得出了这一结论。新兵阶段是

军旅人生的“育苗培根期”，最需要精心

引导和栽培。新兵初到军营，亲友不在

身边，而新训期正是新兵的适应期、迷茫

期，容易产生环境不适应怎么办、想家了

怎么办、选择来当兵是不是有价值等问

题。这个时候，如果新训骨干生活中对

新兵和颜悦色，跟新兵交流时心平气和，

新兵就愿意主动跟你交流。这样，不仅

能为新兵解疑释惑，更能以此为机会了

解新兵的思想动态，从而有针对性地做

好工作。

然而调查发现，个别新训骨干“脸

的温度很低”。在这些人中，他们或是

不苟言笑，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

子，或是冷言冷语，不愿主动跟新兵交

流，抑或是对新兵的求助漠不关心。

诸如此类，都会让新兵关上“心门”，从

而影响他们投身军营、热爱军营、建功

军营的积极性。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曾说：“人的面

孔比人的嘴巴说出来的东西更多，更有

趣，因为嘴巴说出来的只是人的思想，

而面孔说出来的是思想的本质。”生活

中，人们常用一见钟情来描述两个人很

快就熟悉，其实，钟的不是情，而是脸。

“表情里藏着一个人的态度。”能不能多

给新兵“亲切的脸”，折射的是“爱兵指

数”，影响的是“打赢指数”。多些换位

思考，多些设身处地，多想想自己刚入

伍的渴望，多想想自己作为“新兵军旅

第一个领路人”的职责，就会对新兵“温

柔以待”，在与新兵打成一片中，激励新

兵早日融入军营、建功军营，早日成为

尖兵、精兵。

多给新兵“亲切的脸”
■惠凡芮

基层观澜

9月 27日，某地警方捣毁了一家秘
密制造、倒卖假军衔肩章、帽徽、领花、
姓名牌、资历牌的小作坊，抓获了 4名
犯罪嫌疑人，并收缴了销往全国各地
的近万件假军用服饰。审问中，犯罪
嫌疑人竟以“满足广大军迷的爱好，激
发爱国热情”为由对自己的违法行为

狡辩。
这正是：
戎装服饰属专品，

军人佩戴明身份。

如若私下制销售，

国法铁规定不允。

刘含钰文 周 洁图

爱国既是一种本分，更是一种责任；既是一种情怀，更是一

种行动。加强爱国主义教育，贵在结合、重在衔接、难在行动。

如果把爱国主义讲空了、虚了、远了、小了，爱国主义精神就难以

落地、不能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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