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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人生最大的幸运是有一个

会讲故事的妈妈”。这是因为，故事中有

情节，能引人入胜；故事中有情感，能产

生共鸣；故事中有哲理，能启迪思想。

立治有体，施治有序。蓄积七十年

磅礴之力，中国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

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越来

越多的人开始探寻“中国奇迹”背后的

“制度密码”。如何引导人们充分认识我

们走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

成功之路，只要我们沿着这条道路继续

前进，就一定能够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习主席所强调的：讲好中国制度故事。

“深刻道理要通过讲故事来打动

人、说服人。”制度，是定国安邦之根

本。提起制度，人们总会想到“钢规铁

矩”，感到冷冰冰的。其实，制度也是

有温度的，许多道理可以用故事来阐

释。洞察“时”与“势”，融通“制”与

“治”，把握“破”与“立”；积厚以成势，

登高更望远，创新不停步；系统完备，

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累土不辍，丘

山崇成，“中国之治”的背后，既有“山

重水复疑无路”的艰难探索，也有“敢

教日月换新天”的改革创新，更有“轻

舟已过万重山”的欣喜快慰。每一段

征程，每一次进步，都有讲不完的精彩

故事。

“中国不乏生动的故事，关键要有讲

好故事的能力。”中国制度故事的元素千

千万万，题材源源不断，内容丰富多彩。

我们有能力取得这样的成就，难道还讲

述不好成就背后的故事？当然，中国制

度故事的政治性、政策性、理论性比较

强，更加需要深入挖掘、抓住本质、改进

话风。当年，周恩来总理向外国友人介

绍《梁山伯与祝英台》时，只用一句“这是

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让西方人

“秒懂”。讲好中国制度故事，也要有这

种拨云见日、一语中的、力透纸背的能力

和本领。

“讲好故事，事半功倍。”习主席不

仅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倡导者，更是践行

者，被誉为“第一主讲人”。无论是治国

理政，还是国际交往，习主席都善于用

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生动的细节、深

入浅出的表达，把中国故事讲述得激荡

人心，把中国道路阐述得鲜活生动，为

我们树立了典范。这启示我们，只有进

一步创新表达方式，改进文风话风，把

抽象的理论具体化，让深奥的道理通俗

化，才能把中国制度故事讲得“有波涛，

有悬崖，有奔腾，有冲动，有激情”，引发

思考，鼓舞人心。

讲 故 事 ，是 国 际 传 播 的 最 佳 方

式。《时代》周刊曾对中国故事下了这

样的定义：“这是我们时代的伟大故

事。它是我们所有人的故事，不仅仅

属于中国。”但是，中外文化、制度、国

情的差异，再加上信息流进流出“逆

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

“反差”的存在，给深入沟通交流带来

一定难度，这也是讲好中国制度故事

的挑战所在。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

相亲在于心相通。世界需要了解中

国，需要倾听中国故事。我们应立足

中国放眼世界，融合中外，贯通东西，

通过更加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故

事，真实、立体、全面地展现中国制度

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创造力。

欲人勿疑，必先自信。没有高度的

自信，讲述的中国制度故事也必然难以

令人信服。“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

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

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

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当前，军队改革

的“第三场战役”已经打响，通过深化我

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创新军事力量运

用政策制度、重塑军事力量建设政策制

度、改革军事管理政策制度，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军事制度更加完善、科学、有

效。我们完全可以更加自信地讲述中

国军事制度故事，更加自豪地宣扬中国

军事制度的生机活力，增进世界各国对

中国军队的了解，展示中国军队和平之

师、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良好形象。

（作者单位：河南省军区）

更加自信地讲好中国制度故事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系列谈②

■胡 凯

长城瞭望 八一时评

英模事迹，激荡兵心；英模精神，

凝聚力量。

从10月24日开始，军委政治工作

部利用10天时间，组织8名青年英模

代表走进新兵新学员，讲述自己担当

使命、建功军营的生动故事和心路历

程，开展互动交流活动。一段段难忘

经历，一个个强军故事，让新兵新学员

接受了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产生了

强烈的情感共鸣、高度的行动自觉，凝

聚了强军兴军的强大力量。

兵之初是培根塑型的黄金期。如

何帮助新兵新学员系好军旅“第一粒扣

子”，迈好从军报国第一步？树立学习榜

样、立起前进标杆，具有十分重要的引领

作用。英模是有形的正能量，是鲜活的

价值观。英模的事迹感人肺腑、精神昂

扬向上、力量催人奋进，可以坚定新兵新

学员投身军营、献身国防的理想信念，激

发精武强能、矢志打赢的强大动力，营造

当兵打仗、立功光荣的浓厚氛围。

参加此次活动的8名英模代表有

一个共同特点：都在执行重大任务中

表现突出，受到过全国全军表彰奖

励。他们中既有党的十九大代表，又

有“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既有全军

爱军精武标兵，又有全军学习成才先

进个人。英模的荣誉光彩照人，英模

的故事感人至深。从士官骨干坚守深

山、写就不凡，到巾帼女兵随舰远航、

逐梦深蓝；从“蓝盔勇士”多次执行维

和任务，到“特战尖兵”常年奋战在执

勤一线……第一堂英模教育课在军营

掀起了一股“追星热”，新兵新学员纷

纷表示要以英模为镜、向英模学习，用

奋斗和奉献书写精彩的军旅人生。

英模精神始终是每个时代最为醒

目的精神标识，更是官兵成长进步取

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每一

次与英模对话，都是一次砥砺初心、牢

记使命的自我激励。李庆昆的维和经

历激发了新兵新学员们的爱国热情，

刘伟修的成长历程给他们立足本职岗

位成才以启迪，郭燕的也门撤侨经历

让战友们看到了大国担当，李玉峰的

反恐故事点燃了大家的青春激情……

青年英模代表的事迹像一粒粒使命的

种子，种在新兵新学员们的心中，激起

了牢记使命、苦练本领的热血豪情。

正如一位新兵所说：“今天，我对英模

有了更具体的认识，他们的成长经历

让我懂得了军人的价值所在。”

“学所以益才也，砺所以致刃也。”

任何崇高的价值，只有践行才有意义。

无论是新战士还是普通官兵，走近英模，

感受荣光，都是为了寻找砥砺前行的榜

样，也是为了触摸沉甸甸的使命担当。

我们要向英模学习、向英模看齐，从中汲

取精神营养、感悟精神力量，进而涵养家

国情怀、夯实胜战本领、永葆奋斗本色。

只有自觉见贤思齐，强化责任担当，正确

处理好“小家”与“大家”、“小我”与“大

我”的关系，把个人梦融入强军梦，聚精

会神练兵备战，一心一意埋头苦干，才能

履行新使命、实现新作为。

（作者单位：武警西宁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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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一篇题为《我们是合格的

共产党员吗？》的网文引爆网络。作者

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徐川，他

在文中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领读

入党誓词时，电子提词板被拍照的记

者挡住，好在自己现场背了出来。

试想，作为一名党的十九大代

表、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如果连

入党誓词都背不出来，台下的数百

名师生会是什么反应？由此，我们

也不妨拷问一下自己，作为一名军

人，遇到同样的情况，能不能顺利地

背出入伍誓词？

也许，这样的场景永远不可能

出现，但作为一名党员能背下入党

誓词，作为一名军人能记住入伍誓

词，这是最基本的要求。让我们从

记住入伍誓词做起，背负使命，脚踏

实地，真正做一名合格的“四有”新

时代革命军人。

你还记得入党誓词吗
■于景潇

微 评

这段时间，“区块链”火了。那

么，区块链到底是什么？简单地讲，

就是将密码学、经济学、社会学相结

合的一门技术，具有去中心化、不可

篡改、全程留痕、可以追溯等特点。

时代在变迁，技术在跃进。多

年前，“互联网+”模式走进人们的

生活。转瞬之间，“区块链+”也出

现在我们的视野中。这启示我们，

登高望远、见微知著，方能跟上潮

流、赶上时代。

“人类以什么方式生活，就以什

么方式战斗。”科技兴军之路，呼唤

新思想、新观念、新技术的引领。惟

有让观念起跑、思想奔跑，因时而

进、因势而新，主动学习，融合运用，

充分发挥新兴技术的引领作用，才

能抢占未来战争的制高点。

你了解区块链技术吗
■贾 乾

最近，一段视频在网上火了：消

防队员们手里都拿着叉子，全程没

有一个人用筷子吃饭。原来，这事

发生在上海黄浦消防车站中队，当

天由于训练强度太大，队员们累到

无法用筷子夹菜，只好用叉子。

据了解，这样的场景几乎每天都

在上演。不少网友得知真相后心疼

地说：“辛苦了，永远爱你们。”哪有什

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有人替你负重前

行。平板支撑、卧推杠铃等高强度训

练，对于消防员而言就是家常便饭。

其实，这样的场景在军营并不

鲜见。没有高强度，就没有高难度，

更没有高能力。只有平时提高训练

强度难度，冲着极限练、练出绝招来，

方能在未来战场上多一分胜算。

你习惯用叉子吃饭吗
■刘晓辉

今年国庆大阅兵，陆航突击梯队40

架武装直升机铁翼飞旋，霸气凌空。在

这“米秒不差”的楔形梯队中，有一位与

癌症病魔顽强抗争的飞行员——第81集

团军某陆航旅勤务直升机营营长刘波。

因去年年底查出患甲状腺癌，刘波

的颈部淋巴被大范围切除，使得飞行时

左肩钻心疼痛，有时连系安全带都十分

困难，他却坚定地说：“飞行让我忘记病

痛，只要能翱翔蓝天，吃再多苦都值得。”

有时候，军人的一些举动，确实让

常人难以理解，比如“向我开炮”“让我

来”“震区逆行”，等等。但只要加上“使

命”二字，一切疑问又迎刃而解。对于

刘波来说，飞行就是使命，使命高于一

切，担当使命无比光荣，完成使命责无

旁贷，为了飞行可以忍受病痛，甚至不

惜生命。

“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

军人的使命就是战场制胜，而畅饮祝捷

的美酒往往要付出血的代价，负伤更是

家常便饭。新中国1600多位开国将帅

中，绝大多数曾在战斗中负过伤，还有

十几位独臂、独腿或独脚将军。刘伯承

失去右眼，负伤9次，战创10多处，被叶

剑英赞为“遍体弹痕余只眼”。毛泽东

曾感慨：“中国从古到今，有几个独臂将

军呢？旧时代是没有的，只有我们红军

部队，才能培养出这样独特的人才！”

如此频繁地负伤，需要很高的卫生保

障水平。但在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医疗条

件极度落后，有时候甚至连麻醉剂、手术

刀都没有，负伤很有可能就意味着死亡。

生死一线，靠什么度过“鬼门关”？更多的

时候是靠超人毅力和非凡意志与死神搏

斗。三国时的关羽因刮骨疗毒而名垂青

史，而我军一些将士的英雄壮举则远超人

的生理极限。

独腿将军钟赤兵，在娄山关战斗中

被几发子弹打中右腿，半个月内连续3

次截肢，一条腿几乎全部截掉，而所用的

医疗设备只是从老百姓家借来的一把破

旧柴刀和半截木匠锯。一刀、两刀……

一秒、两秒……第一次手术一直持续3

个半小时，年仅21岁的钟赤兵始终没有

吭一声。小护士马湘花一边护理一边抽

泣：“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合和这么强

硬的汉子。”有一天，毛泽东看望伤员，拉

住钟赤兵的手亲切地说：“应该在娄山关

立个石碑，写上钟赤兵在此失腿一只。”

独臂上将贺炳炎，在瓦屋塘战斗中

右臂被一枚迫击炮弹炸得血肉模糊。

手术前，医生让4个力气大的战士按住

贺炳炎时，他制止说：“不用他们，我挺

得住。”手术中，木锯锯在骨头上，顿时

碎骨四溅。血水顺着锯子，像屋檐的水

滴不停坠下。手术进行两个多小时，贺

炳炎生生把嘴里的毛巾都咬烂了。贺

龙深受感动，专门要来几块碎骨，用红

绸包好，多次对官兵讲：“这是贺炳炎的

骨头，共产党人的骨头，你们看有多

硬！”余秋里拖着一只断臂战斗、煎熬了

192个日夜，继续指挥战斗。50多年后，

西方记者索尔兹伯里著述《长征——前

所未闻的故事》时，听到余秋里断臂的

经历后，称赞：“密斯特余，你真是一个

典型的军人，可敬可敬。”

上将彭绍辉3次手术断左臂、中将

晏福生断臂跳崖死而后生……翻开人

民军队的历史，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无数的将士身负重伤后，强忍剧痛、咬牙

坚持，经过简单处理后就又奔赴战场，舍

生忘死、南征北战。因为，这是军人的使

命，使命可以让军人战胜伤痛。直到新

中国成立后，这些战将才有时间、有条件

去大医院检查治疗。医术精湛的医生

们往往被这些不可思议的壮举惊讶得

目瞪口呆：这群人真是命大，能在战争中

活下来，真是奇迹！

奇迹都是人创造的。这一群用“特

殊材料”制成的人，并非不知道伤痛，也

并非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只是，他们更

珍惜的，是为胜利而战的每一个机会。

“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阵之时，则忘其

亲；击鼓之时，则忘其身。”在使命与任

务面前，在祖国利益和人民期望面前，

有什么苦不能受，有什么痛不能忍？这

就是军人，舍得为使命付出代价、愿意

为胜利燃烧生命的铁骨硬汉。

钢铁是这样炼成的。无论是过去、现

在，还是将来，血性胆魄都是军人最耀眼

的名片。对于脚踏着祖国大地、背负着民

族希望的革命军人，永远需要这样的战斗

精神。也只有平时忘我、战时忘死的军

人，一身硬骨头、一腔沸腾血的军人，才能

横刀立马、所向披靡。也只有他们，才能

一往无前，才配拥有胜利。

钢铁是这样炼成的
■窦海东 张天阳

玉渊潭

解放战争中，和国民党军拼过刺

刀，跟土匪“掰过手腕”；抗美援朝战场

上，带领官兵夺回失守的346.6高地，顶

住了敌人多次反扑……“共和国勋章”

获得者李延年常说一句话：“当兵就是

要打仗的，我只是尽到了一个战士的本

分。”这一朴素的话语，对军人的使命作

了简单而准确的描述。

本分，岗位职责也。不同的岗位，

有不同的职责。军队为打仗而存在，军

人生来为战胜。战斗是军人的特质，打

仗是军人的主业。邓小平在回顾革命

生涯时曾感慨地说：“我是一个军人，我

真正的专业是打仗。”朱德被问及身后

留下什么样的名誉时回答：“一名合格

老兵足矣！”兵者，以战为本；兵者，国之

大事。军人坚守本分、勇担使命，军队

才能所向披靡、无往不胜，国家才能长

治久安、繁荣昌盛。

战场无亚军，军人的最高奉献是

胜利不是牺牲。然而，尽一名军人的

本分，扛起胜战的大旗，往往伴随着流

血牺牲。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一不怕

苦，二不怕死，是我军血性胆魄的真实

写照。从“狼牙山五壮士”“白刃格斗

英雄连”“刘老庄连”，到董存瑞、邱少

云、黄继光，无数英雄群体和革命军人

浴血奋战，舍生忘死，用生命诠释使

命，视责任重于泰山，赢得了胜利，也

赢得了光荣。

“任其职，尽其责；在其位，谋其

政。”军人的本分决定了应尽的责任和

义务。当兵不习武，不算尽义务。言

武备者，练为最要。苦练才能出精兵，

精兵才能打胜仗。新时代的英雄战士

杜富国始终牢记军人职责使命，把扫

雷岗位当战位，视使命高于生命，跳的

是“刀尖舞”，拔的是“虎口牙”，过的是

“鬼门关”。这样的军人，走上战场有

底气，打起仗来有胜算。

本分，通俗点讲就是该做的事去

做，不该做的事不做。毫无疑问，军人

的第一身份是战斗员，第一职责是打

胜仗，该做的事就是打仗和准备打仗，

不该做的事就是与打仗无关的事。如

果淡忘打仗的使命、荒废备战的主责，

以不打仗的心态做打仗的准备，以打

仗的名义做与打仗无关的事情，对“二

八现象”见怪不怪，对“和平积弊”习以

为常，受命之时轻则丢了身家性命，重

则导致战争失败，成为历史罪人。

“制心一处，无事不办。”火箭军某

导弹旅政委李保国每逢上级领导来单

位检查调研，总会有这样一番对话：

“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没有！”“还

有什么要求？”“请赋予发射任务！”时

刻牢记自己是一名军人，一丝不苟钻

研战争、一门心思准备打仗、一腔热血

投身战场，时刻紧绷打仗这根弦、时刻

等待出征这声令，军人的铁血荣光必

将在强军兴军的征程上绚丽绽放。

尽一个战士的本分
■王海玉 唐晓宇

画中有话

英模寄语

海军临沂舰观通部门报务兵

郭 燕：生逢其时，重任在肩，希望

战友们坚定爱国情、矢志强军路，在

拼搏奋斗中不负青春韶华、不辱使

命重托。

武警黑龙江总队机动支队特战

大队大队长 李玉峰：化剑为犁的时

代还远没有到来，我愿与战友们一

道，当好强军路上的追梦人，共同保

卫人民的美好生活。

陆军第80集团军某合成旅侦察

营营长 李庆昆：强军之路还在脚下，

练兵备战任重道远。如果有一天，祖

国再次召唤，愿你我义无反顾，头戴

蓝盔，携手出征。

空军雷达某旅73分队雷达技师

兼操纵员 刘伟修：始终牢记自身职

责，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普通一兵

也能够在追梦圆梦的路上走出一道

最美的风景。

新兵心语

新战士 岳 森：榜样就在眼前。

我也要像英模一样努力奋斗，以饱满的

热情投入火热的军营生活，尽快完成由

一名地方青年向合格军人的转变。

新战士 毕洪瑀：第一次与英模面

对面交流，让我看到了英模们高光时

刻之外的平凡之处。岗位就是战位，

把每一项平凡工作做好，就是不平凡。

新战士 刘雪骄：我们向英模学习，

不能仅限于一次交流，而是要躬身力行，

真正以备战打仗的姿态向英模致敬、以

真抓实备的练兵热情向英模报告。

新战士 刘 畅：每位英模都令人

尊敬、钦佩，都是一部无私奉献、建功

岗位的活教材。他们告诉我们一个道

理：梦想始于脚下，使命重于泰山。

新学员 王 洋：我们学习英模的

先进事迹，最根本的就是要立足本职岗

位勤奋工作、刻苦训练，以强烈的使命

感责任感为国防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图为李延年和他的特等功喜报。左图来自新华社，右图由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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