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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中哲丝

●在献身事业、真抓实干中涵
养家国情怀，在知难而进、敢闯敢
干中修炼无我境界，在艰苦奋斗、
埋头苦干中锤炼高尚品德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孕育了中华

儿女的宝贵精神品格和高尚道德追

求。早在春秋时期，《左传》中就把立

德、立功、立言并称为“三不朽”。前不

久，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新时代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更是鲜明提

出要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提高全社会

道德水平。对新时代革命军人而言，

加强道德修养必须坚持标准更高、走

在前列，在筑牢信念之基、传承中华民

族传统美德的同时，大力弘扬民族精

神和时代精神，始终保持昂扬向上、奋

发有为的精神状态。

精神状态是一个人思想境界、价值

追求的外在体现，是成就事业、有所作

为的重要保证。事实表明，一个人总是

浑浑噩噩、萎靡不振、不思进取，最终必

然无所作为；而一个人无论身处顺境还

是经历风吹浪打，都激情不减、奋斗不

息，才能有所作为，写就精彩人生。保

持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关

键在于挺起精神脊梁。精神脊梁昂然

挺立，精神状态必然活力迸发。毛泽东

同志之所以强调“人是要有一点精神

的”，就是因为人的精神具有强大的凝

聚力和创造力，能够让人的主观能动性

得到最大限度发挥，由此成就非凡，生

发出创造奇迹的力量。我党我军在几

十年的革命征程中，培育形成的红船精

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

等，极大鼓舞了人民军队不畏艰难险

阻、不惧风霜雪雨，以一往无前的昂扬

斗志，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新时代新

征程，我们应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和人民军队优良传统中汲取丰厚营养，

积极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

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

此构筑与新时代强军事业相适应的道

德体系和精神家园。如此，才能埋头苦

干、顽强拼搏，始终冲锋陷阵在党和人

民最需要的地方；才能忘我工作、无私

奉献，始终保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

定有我的崇高事业追求。

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

不是靠喊口号喊出来的，而是撸起袖子

加油干出来的。平时工作看得出来、关

键时刻站得出来、生死关头豁得出来，

就是党员干部和革命军人对昂扬精神

状态的生动诠释。邓小平同志讲：“不

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从某种意

义上说，带着昂扬精神状态干事创业的

过程，也是对党性修养、道德素养的一

种实践磨砺和常态涵养。阔步新时代

强军征途，我们要不负韶华、不负使命、

不负人民，必须自觉把人生坐标铆定在

强军事业上，始终对本职岗位充满感

情、倾注热情、满怀深情，坚持在献身事

业、真抓实干中涵养家国情怀，在知难

而进、敢闯敢干中修炼无我境界，在艰

苦奋斗、埋头苦干中锤炼高尚品德，从

而真切体悟“幸福源自奋斗”“成功在于

奉献”“平凡孕育伟大”理念的真谛，产

生涤荡灵魂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保持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

状态，离不开营造气顺劲足的良好环

境。一个单位如果总是暮气沉沉、墨

守成规、缺乏活力，官兵的精神状态就

难以振奋。对于领导干部来说，要做

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就不仅是创

造显性政绩，更要着力营造一个活力

迸发、催人奋进的环境。所以，各级领

导干部应始终带头保持锐意创新的勇

气、敢为人先的锐气、蓬勃向上的朝

气，激情澎湃干事创业，击水中流敢于

担当，引领和激励广大官兵豪情满怀

地投身到强军事业中，为实现党在新

时代的强军目标、全面建成世界一流

军队汇聚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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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人应做有胸怀、有眼界、
有追求、有修养的人，不能囿于一己
悲欢，而应考虑如何为社会进步发
挥最大价值

日前，袁隆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寄
语青年人：“理想要高雅一点，要向前看，
而不是向钱看，赚钱应该要赚，但要能赚
对社会、对老百姓有益的钱。”高雅理想，
指的是积极向上、利国利民的理想。袁
隆平院士把人生规划与时代发展紧密联
系起来，值得当代青年思考。

青年人有理想、有信仰，国家才有希
望、有未来。习主席曾勉励青年人要厚
植爱国主义情怀，把爱国情、强国志、报
国行自觉融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之中。青年
官兵是实现强军梦的“主力军”，应牢记
习主席嘱托，自觉把个人理想融入强军梦，
忠诚履行一名革命军人应尽的职责，以使
命意识和大爱情怀为国为民不懈奋斗。

高雅的理想铸就高尚的人生。心怀
高雅的理想，致力于推动社会发展的人
生是高尚的。马克思在17岁时立志为人
类幸福而工作，有人嘲讽他是唱高调，而
马克思却坚持奋斗了一辈子，直到把“高

调”唱成了“高尚”，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运
动的导师；周恩来总理少时立下“为中华
之崛起而读书”的人生理想，终其一生为
国为民奉献，鞠躬尽瘁，赢得万民景仰。
青年人的理想绘就国家的未来，因而青
年人应做有胸怀、有眼界、有追求、有修
养的人，不能囿于一己悲欢，而应考虑如
何为社会进步发挥最大价值。

高雅的理想成就尊严的人生。有尊
严的人生，是将个人理想和社会发展紧
密联系在一起，并由此体验一种人生价
值实现的自豪感。新中国成立初期，钱
学森放弃了美国优渥的生活条件和先进
的科研条件，毅然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
为新中国的国防事业废寝忘食，呕心沥
血，为我国“两弹一星”的研发成功立下
了不朽功勋。像钱学森一样，每个人的
人生路上都会面临许多选择，唯有把为
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高雅理想
作为指引我们廓清迷雾、选择正确方向
的路标，才能为人生增添奋斗的底色，赢
得有尊严的人生。

道不可坐论。青年时期的一切崇高
追求和高雅理想，既要在行动中体现，也
要靠行动实现。青年官兵要做到在成长
过程中理想不偏向、不走样，关键在于笃
实践行。沉心静气，俯下身子，扎扎实实
做事，踏踏实实做人，用坚韧不拔、百折不
挠的精神浇灌梦想，凭借踏实不懈的奋
斗，我们高雅的理想终会开花结果。

(作者单位：66058部队)

树立高雅的人生“靶标”
■张钰浩 杨 科

生活寄语

“壮哉慕生忠，巍然一青松。将

军有何功？青藏路筑通！将军有何

绩？格尔木开辟！生命源黄河，忠骨

托昆峰”。两年前，笔者有幸到进藏

大本营——格尔木市参观“将军楼”，

看着那把刻有“慕生忠之墓”的铁锹，

读着墙上这首诗，不禁心潮起伏。为

什么那些捐躯为国的忠勇义士永远被

人们所铭记？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

他们的血脉中涌动的家国情怀！

中华五千年文明血脉在我们身上

流淌，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将我们紧

紧凝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在前方召唤……每个人的生活都与国

家民族紧密相连，心系家国的精神底

色一直都在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无

论是《离骚》中“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

死其犹未悔”的执着，还是艾青“为什

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

地爱得深沉”的眷恋，无论是曹植《白

马篇》中“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

壮烈，还是霍去病“匈奴未灭，何以家

为”的豪气，都把人们深植心中的家国

情怀一一点燃……

1954年5月11日，慕生忠带领1200

多名官兵和民工开启了他们的青藏公

路修路之旅。从格尔木出发，上千人的

筑路队伍在格尔木河畔、昆仑山口、楚

玛尔河拉开战场，边修路边通车，短短

79天，就打通300公里公路，仅仅7个月

零4天，就把国外专家认为的“几乎不可

能”变成现实，创造了新中国公路建设

史上的奇迹。慕生忠和他的筑路队伍

决心“战天斗地，一战到底”，将一腔爱

国热情播撒在青藏高原上。

山高水长青藏线，忠诚无言高原

兵。五道梁、沱沱河、唐古拉、安多、当

雄……青藏高原严重缺氧，按人体正

常需要氧气的比例计算，格尔木缺氧

20～30%，昆仑 山 口 以 上 缺 氧 40～

50%。多年来，高原官兵在这样的环境

中，始终以家国情怀践行使命，担负起

为国戍边筑路的重任……到底是什么

赋予了这些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们在这

里数年如一日甚至终其一生坚守的决

心和勇气？答案就是不言而喻的四个

字：家国情怀。

年少时的我曾无法深刻感悟《谁是

最可爱的人》中那炽烈的爱国情感，直

到2014年我迎来军旅生涯中的重大转

折，到边远艰苦地区工作，随后又赴地

处海拔近4000米的某部任职。我和战

友们用红色的砖块勾边，用山上的石头

垒砌，把一幅中国地图“挂”在了营区正

面的山坡上，还用宿营地周围的小石

子，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摆出“祖国在我

心中”六个熠熠生辉的大字。那一刻，

我终于明白了，这就是“最可爱的人”心

中炽烈的爱国情感表达！正是在这种

情感支配下，官兵们常年驻守在海拔

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上，身处“生命

禁区”却报国心丝毫不改；正是这种爱

国情感和家国情怀，赋予了他们始终坚

守高原的勇气和决心，他们不愧为我们

这个时代“最可爱的人”。

岁月如虹，家国情怀在一代代高原

官兵中接续传承。于是便有罗生芳、罗

正廷、罗昌强三代人接力开路，建设守

护青藏铁路与公路；便有“忠诚卫士”杨

富祥 13年如一日，默默坚守在海拔

4000米以上的“云端哨卡”；便有第一任

驻藏军医傅斌连续攻克十余座医学高

峰，为了守护天路官兵的健康，自己却

在病痛中倒下……这样的例子不胜枚

举，他们用自己的行动，与天斗、与地

搏，与恶劣环境、枯燥孤寂抗争，甘做一

颗颗普通的“螺丝钉”、一块块寻常的

“铺路石”，却始终不忘初心，常思报国。

夫天下有大勇者，其志甚远，所怀

甚大也。天下有饥者，如己之饥；天下

有溺者，如己之溺耳。军人的荣誉始

终与祖国紧密相连，与军队的责任和

使命紧密相连。赤诚报效祖国的高原

官兵，选择了艰苦自然就选择了高尚，

选择了伟大。这就是源于他们内心深

处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是一种赤子

情怀的深情表达。

（作者单位：武警青海总队）

军人荣誉始终与祖国紧密相连
■汪国旭

这是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军

事五项障碍跑接力赛中的一个镜

头：两名外军运动员，争先恐后飞

速跨越一道道路障，勇往直前，奔

向终点。在遵守规则的前提下，谁

的速度更快，谁就能笑到最后。

在人生的道路上，也始终横亘

着一道道障碍物。人们成长进步的

过程，就是跨越一道道路障的过

程。只是有的人遇到的路障小一

些、少一些，有的人遇到的路障大

一些、多一些，但没有任何人前进

的道路总是一马平川。唯有那些具

有坚定信念者、具有非凡勇气者、

具有强健体魄者，才能跨越那一道

又一道障碍物，跑向成功的终点。

如果畏惧困难、半途而废，最后只

有羡慕他人成功的份儿了。

飞越障碍—

人生前行
必克路障

■朱金平 摄影并撰文

●多当“客服”少讲“克服”，带
着对官兵的深厚感情做工作，才能
赢得广大官兵的理解和支持，增强
凝聚力和感召力

提起“客服”，人们想到最多的是商

铺里、网络上、电话中的服务人员。优

秀的“客服”对客户遇到的困难问题，从

不让客户自己去克服，能解决的马上就

办、办就办好，不能解决的尽心协调、尽

力去帮，整个过程保持着良好的沟通态

度，努力使客户满意。由此笔者想到，

对待基层官兵的诉求，领导干部也应有

这种“客服”的态度。

然而现实中却有一些领导干部，面

对官兵反映的问题消极应对、态度生硬，

习惯讲“先克服一下，等等再说”，或是

“大家都这样，克服克服”；习惯于推诿扯

皮，能当下解决的拖着不办，能本级解决

的不去解决，能协调上级的不去作为。

如此这般，伤害的是基层官兵感情，影响

的是领导形象，破坏的是官兵关系。

毛泽东同志讲：“很多人对于官兵关

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

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

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

民。”多当“客服”少讲“克服”，体现的是

“基层至上、士兵第一”的爱兵情怀，彰显

的是“甘苦与共、生死与共”的革命情谊，

营造的是“团结友爱、和谐纯洁”的内部

关系。每名领导干部都应问问自己，有

没有“不怕官兵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

意”的错误想法，有没有“相互推诿、拖而

不决”的消极态度，有没有和基层官兵

“说不到一起，坐不到一块，打不成一片”

的官僚主义行为。只有把群众观点、群

众路线深深植根于思想中，切实尊重基

层、体恤官兵，面对基层官兵的困难诉

求，多当“客服”少讲“克服”，带着对官兵

的深厚感情做工作，才能赢得广大官兵

的理解和支持，增强凝聚力和感召力。

邓小平同志说：“什么叫领导？领

导就是服务。”领导干部应强化服务意

识，在服务过程中，特别要注重解决实

际问题。面对基层官兵的困难诉求，如

果不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去解决问题，

那么，摆出的诚恳态度、作出的漂亮承

诺，就会成为“空头支票”，使官兵希望

越大、失望越大。领导干部多想着发挥

自身作用克服困难、解决问题，就能让

基层官兵少一些“克服”。领导干部都

来当行动者，把工作的落脚点放在为基

层官兵办实事、解难题上，才能力戒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以解决问题的实际

成效取信于基层官兵。

当然，多当“客服”少讲“克服”，并

不意味着只当“客服”不讲“克服”。领

导干部如果不分情况地只当“客服”不

讲“克服”，就容易使基层产生等靠思

想，反而不利于工作开展和基层建设。

面对基层官兵的合理诉求，领导干部应

该当好“客服”，主动靠上去解难帮困。

但是，面对一些不合理的诉求或是一时

难以解决的问题，该讲“克服”还是要

讲，该做的思想工作还是要做。对一些

错误思想倾向和言行，更要理直气壮地

进行批评教育和引导，坚持严管和厚爱

相结合，努力把官兵带得有血性，把部

队带得有生气，凝心聚力把强军事业推

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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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警示为手段，以预防为
目的，通过不同形式的教育活动
增强官兵“免疫力”，能够营造尊
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更
好地正风励人

中央军委发布的新修订《中国人
民解放军预防犯罪工作条例》，针对当
前部队面临的形势和工作需求，充实
了一系列关于警示性法治教育的内
容，旨在增强官兵的法治观念和防范
意识。搞好警示性法治教育，以警示
为手段，以预防为目的，通过不同形式
的教育活动增强官兵“免疫力”，能够
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更好地正风励人。

开展警示性法治教育，是有效
应对安全稳定面临风险挑战的现实
需要，是加强军队法治文明建设、
落实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有力举
措。警示性法治教育要适应形势发
展取得扎实成效，就应紧密结合受
教育者的实际情况及现实需求，提
高教育的契合度，确保教育做到官
兵心坎上，形成震撼力。以职务犯
罪警示教育为例，因为受教育官兵
职位不同、工作经历不同，对于消
极腐败的认识会存在差异。针对非
领导岗位的官兵可以开展普遍性思
想教育，而对军龄长的官兵特别是
领导干部，则有必要开展针对性更
强的专项专题教育。

开展警示性法治教育，应注重发
挥“靶向治疗”效应。教育真正触及
灵魂，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在选择教
育主题和案例上，应以一个时期或一

个任务阶段的预防工作重点为依据，
突出主要矛盾，切忌贪多求全，眉毛
胡子一把抓，不能搞“大水漫灌”，流
于形式，更不能本末倒置，捡起芝麻
丢了西瓜。既要突出“严守政治纪
律政治规矩”这一红线，也要围绕部
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设置教育内
容，对有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
前预判、防患于未然。

开展警示性法治教育，还要合理
把握教育时机。可以借助事故案件通
报开展警示性法治教育，以案说理、以
案释法，使官兵“学一案、明一理、知一
法”。可以在不同教育节点开展相应
内容教育，比如在特定节日组织官兵
参观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开展法
治专题教育，在法定公休日前后做好
安全教育和收心工作，在新兵入营、老
兵复退、任务转换等时间节点组织官
兵参观警示教育室，等等。还可以把
警示性法治教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
把其作为理论学习的一项内容，在经
常性思想政治教育中穿插进行警示教
育，等等。

开展警示性法治教育，也要与时
俱进创新方法手段，推进现实空间和
网络空间的融合式教育。适应新媒
体传播技术、大数据信息技术的发
展，警示性法治教育需要进一步引入
新兴科技和交流手段，把教育阵地拓
展到网络空间、智能领域，运用大数
据等新兴科技丰富警示性法治教育
的手段，使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教育
同频同向，提高官兵对犯罪行为和犯
罪预防的了解，并能及时反馈、积极
互动，真正让法治意识在官兵头脑中
扎根，牢固确立法治思维，养成自觉
守法的行为习惯。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

工作研究院）

以警示性法治教育励人
■王明哲

方 法 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