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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忧启圣，多难兴邦。

“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

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

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

起。”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对国家和民族

来说，是一次磨难、一次危机，也是一种

淬炼、一种成长。我们之所以能够从灾

难中奋起、从磨难中腾飞，离不开伟大

的民族精神。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精

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

有精神上达到一定高度，这个民族才能

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英勇向前。

列宁说过：“为了克敌制胜，无论如何要

保持精神上的优势。”愈是遭受磨难之

际，愈需要精神的力量、意志的支撑。

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

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疫情，我

们要想战而胜之，就必须擦亮民族精神

的利刃，保持精神上的优势。

风雨压不垮，苦难中开花。抗疫斗

争中，伟大的民族精神得到大力弘扬。

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连绵不断的文

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

献。经过几千年的沧桑岁月，把我国56

个民族、14亿人紧紧凝聚在一起的，是

我们共同经历的非凡奋斗，是我们共同

创造的美好家园，是我们共同培育的民

族精神。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带领

全国军民战胜种种灾难，成功之道就是

始终百折不挠、愈挫愈奋，自强不息、奋

力前行。从1998年抗洪抢险的血肉长

城，到2008年抗震救灾的生命接力；从

2003年抗击非典的生死驰援，到今天抗

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艰苦鏖战……不论

前面横亘着多么巨大的困难，不论面临

着多么严峻的挑战，我们总能拧成一股

绳、合成一股劲、下好一盘棋，夺取伟大

胜利，升华民族精神。

大疫突袭，来势汹汹，给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

面对这一民族危难，“党有号召、我有行

动”，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党无畏，政

无私，军无我，民无惧。人民解放军、中

央和国家部委、各省区市鼎力相助、火

线驰援，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

总体战、阻击战。在这场严峻斗争中，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

英勇奋战，医务工作者白衣执甲、逆行

出征，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闻令即动、勇

挑重担，广大社区工作者、公安干警、基

层干部、下沉干部、志愿者不惧风雨、坚

守一线，广大群众众志成城、踊跃参与，

展现了万众一心、共克时艰的中国力

量，彰显了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守望相

助的家国情怀。经过艰苦努力，疫情防

控形势发生积极向好变化，取得阶段性

重要成果。成绩的取得，是全国军民共

同努力、团结奋斗的结果。

应灾如应战。凡战，皆是力量的比

拼、精神的博弈。中华民族战胜每一次灾

难、化解每一次风险，都离不开民族精神

的支撑，也必会在民族精神的谱系上丰富

新的内涵、增添新的内容。“坚持全国一盘

棋”“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人类同疾病较

量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科学技术”“疫情防

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

控”……习主席在疫情防控不同时机的重

要论述，既体现了全国军民不怕牺牲、勇

于担当，顾全大局、甘于奉献的精神，也赋

予这次抗疫斗争特有的团结精神、斗争精

神、科学精神、法治精神。这都将成为中

华民族在疫情考验中得以奋起前行的新

的驱动力、新的加速器。

人民军队始终是民族精神的传承

者、弘扬者和创造者。抗疫斗争中，我军

牢记宗旨、听令景从，勇挑重担、敢打硬

仗，充分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敢于

斗争、敢于胜利的战斗精神，积极为打赢

疫情防控阻击战作贡献。“张华传人”张

兵华勇往直前，“每向前一步，病毒就后

退一步”；“红区”军医李文放不怕风险，

“这是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需要我们的

地方”；“粮草官”毛洪山昼夜奋战，“我必

须靠近最前线，及时掌握第一手信

息”……无数这样的官兵和医务人员，用

爱心践行初心、用生命履行使命，向全国

人民传递出战无不胜的精神、意志和力

量，赢得了党和人民的高度赞誉。子弟

兵参与抗疫，展示了中国军人的强大力

量，也展现了民族精神的崇高风范。

伟大斗争孕育伟大精神，伟大精神

催生伟大胜利。“凡是不能打败我们的，

必将让我们更强大。”今年是我国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

年，也是我军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2020

年目标任务之年，各方面任务繁重。越

是特殊年份、重要时期，越需要保持那

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

种拼命精神。只要我们大力弘扬伟大

的民族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开拓

创新、埋头苦干，就一定能把疫情带来

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一定能如期完成

各项目标任务，一定能在民族复兴进程

中实现新的进步。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联合勤务

学院）

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
——从抗疫斗争中汲取奋进力量系列谈③

■董 薇

长城瞭望

生命的价值在哪里？无怨无悔作奉献。

党性的光辉在哪里？穷尽一生为人民。

2月下旬，一等功臣、94岁的湖北省咸

宁军分区原副司令员唐光友走完他壮美

的人生之路。这位有着71年党龄的老军

人，一辈子做好事、做善事，播洒爱心、至

死方休。他累计捐款240余次110万元，

把奉献的能量释放到最大，留下了一心向

党的无限忠诚、无私奉献的崇高品格、艰

苦朴素的生活作风。

唐光友一生奉献、无怨无悔。离休

后，他坚持烛照他人，有一分热就发一分

光，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党的温暖。在物

质生活上，他把自己“压榨”到最低点，一

件老式军装一穿就是12年，而国家和人民

有困难的时候，他总是倾囊相助。抗疫期

间，他坚决不去医院，“不能浪费一线的医

疗资源，要把床位留给更需要的人”。他

多次说：“我这一生，是党和人民给的。活

着，为党和人民作贡献；死了，就把遗体献

给医学事业。”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唐

光友用一生的实际行动，兑现了“把一切

毫无保留地献给党和人民”的铮铮誓言，

成为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生

动教材，也为我们投身抗疫斗争、夺取最

终胜利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

诗人说，“我们必须奉献于生命，然

后才能获得生命”。奉献还是索取，是高

尚与卑劣、伟大与渺小、光荣与耻辱的分

水岭。党员干部要体现先进性和纯洁

性，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就不能不讲奉

献。看党员干部是否忠诚、担当、为民，

就看其是否在奉献中实现人生价值、在

奋斗中铸就不凡业绩。如果一事当前，

只讲利益不讲付出，只讲索取不讲奉献，

那还叫共产党员吗？

“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

运、心连心，是党的初心，也是党的恒心。”

对党员干部来说，为党分忧、为国奉献、为

民服务是高度统一的。不论是为党、为国、

为民，都要有肝胆、敢负重，讲担当、讲奉

献。唐光友捐款做好事，给人以无私帮助，

就是要让人们感受到党的温暖，体会到社

会主义大家庭的和谐。他的事迹告诉我

们，践行初心恒心的最好方式就是奉献。

如果没有一颗公仆之心，没有极端热忱的

付出，喊再多的“为人民服务”都只是空话。

可能有人会说，唐光友燃烧自己、照

亮他人，把奉献做到极致的精神很难学

到。其实不然。无论在什么年代，共产党

人都应自觉奉献，担当任事；吃苦在前，享

受在后；追求大我，摒弃小我。就拿这次

疫情防控来说，正是无数党员干部担起责

任、经受考验，能够冲得上去、豁得出来，

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有方，甚至付出血汗

和生命，才遏制住疫情蔓延势头。

对军人来说，选择了军营，就是选择

了奉献。在保家卫国、倾心为民的职业

生涯中，最重要的就是把奉献的能量释

放到最大。无数革命军人为祖国赢得尊

严，受到社会的尊崇，靠的就是牺牲奉

献、艰苦奋斗。军人的职业注定要奉献

到老、耕耘到底。军人如果不讲牺牲、不

讲奉献，就会给国家安全造成“硬伤”。

现在个别军人讲奉献少、谈利益多，把军

旅之路当跳板，一心只想讨个好出路。

殊不知，丢掉了奉献精神，就丢掉了初心

使命，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本，到哪里都不

会有令人敬佩的出彩人生。

“人生应该如蜡烛一样，从顶燃到

底，一直都是光明的。”唐光友的无私奉

献，很好地回答了党员干部“入党为什

么，当了干部做什么，身后留点什么”的

人生课题。共产党人、革命军人要积极

向唐光友学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埋

头苦干、倾力奉献，努力把“一切献给党

和人民”做到极致，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

本色，无愧于人民公仆的光荣称号。

（作者单位：湖北省军区政治工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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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时评

前段时间，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

德塞反复强调“时间窗口”。他多次呼吁

国际社会，应充分利用中国争取来的有

利时机，尽早采取措施遏制疫情传播。

疫情发生以来，中国人民万众一心，

以坚韧和奉献精神，为世界其他国家防控

疫情争取了时间。“时间不等人。”很多国

家比如新加坡、韩国，利用中国创造的“时

间窗口”防控疫情，取得了良好效果。相

反，一些国家并未重视中国用巨大牺牲争

取来的“时间窗口”，结果错过最佳防控

期，造成很大的工作被动。

“时间窗口”是一种机会窗口，一种良

好机遇。抓住了，就能为工作赢得时间，推

动事业成功；抓不住，就会丧失良好条件，

增加机会成本，甚至造成连锁反应。

就拿航天发射来说，每次都要确定

一个“时间窗口”。只有在“时间窗口”内

完成发射任务，才能确保万无一失。倘

若错过这段宝贵时间，就会给发射带来

一定的安全风险。如果放弃发射，就要

等待下一个“时间窗口”，进而影响年度

发射任务。电影《攀登者》也给我们讲述

了一个“时间窗口”的故事。由于天气变

化无常，攀登珠峰一年只有几次机会，只

有牢牢把握好时机，才能在气象有利的

情况下登顶。错过“时间窗口”，登顶就

会非常困难。

军队是要打仗的，“时间窗口”之于

军人的意义更大。天下并不太平。尤其

要看到，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关键时期，机遇前所未有，安全风险

也前所未有，战争随时都可能打响。我

们必须紧紧抓住当前难得的“时间窗

口”，全面深化军队改革，加快转型建设

步伐，深入开展实战化训练，全面提高新

时代打赢能力。只有这样，一旦有事，才

能在第一时间冲上去、顶得住、打得赢。

抓住“时间窗口”，要求我们树牢危

机意识，强化底线思维。《淮南子》中说：

“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圣人

者，常治无患之患，故无患也。”为什么有

人直到“灰犀牛”变成“疯犀牛”撞过来时

才恍然大悟？原因就在于缺少危机意

识，患上了“和平病”。只有珍惜时间、未

雨绸缪，看见端倪、防微杜渐，才能下好

先手棋，打好主动仗。

“发机之要，实资于时。”不错过“时

间窗口”，还需要强大的决策力。一事当

前，优柔寡断、畏手畏脚，就会让“时间窗

口”收紧，乃至消失。革命战争年代，我

军指挥员打了很多胜仗，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瞄准时机，果断出击。未来战争，

“光速传播、以秒计时”，发现即摧毁、开

战即决战，留给指挥员的“时间窗口”极

少。要想打胜仗，就要求带兵人必须把

准“时间的脉搏”，懂得现代战争制胜机

理，果断决策、速战速决，真正做到料敌

于先、胜敌于先。

“时间窗口”不容错过
■赵炫竹

画里有话

漫画作者：洛 兵

追求一个更好的自己，把潜能和实

力发挥到极致，想必是很多战友共同的

心愿。要达成这一美好愿景，离不开行

之有效的方法。

常言道，条条大路通罗马。上世纪

20年代，著名美学家、教育家、翻译家朱

光潜的座右铭，就堪称塑造崭新自我、

实现人生价值的良训。

在《谈立志》一文中，朱光潜说道：

“我把我的信条叫做‘三此主义’，就是此

身，此时，此地。”用他的话说，就是“此身

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由此身担

当起，不推诿给旁人”“此时应该做而且

能够做的事，就得在此时做，不拖延到未

来”“此地（我的地位，我的环境）应该做

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在此地做，不推诿

到想象中的另一地位去做”。

“三此主义”，这是一个极现实的主

义，不带一点浪漫情调，说到底就是“本

分人做本分事，脚踏实地”。朱光潜之

所以能在美学、文艺理论、教育等多个

领域取得卓越功绩，与其“三此主义”的

人生信条不无关系。

天地生人，有一人应有一人之业；

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责。古往

今来，无论从事何种职业，唯有不推诿、

不拖延，坚持着眼当下、主动作为，深钻

一域、深研一行，才能一步步将人生和

事业推向高处。

不独朱光潜，在我国许多古圣先贤、

仁人志士身上，都能看到“三此主义”的

影子。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曾国藩，

被后人盛赞为“入局且最成功”的一个。

他多次说：“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

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乃有

成事之可冀。”即便是身居高位，依然告

诫家人要“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

活在当下重在做在当下。用“三此主

义”塑造自我，就要勇于立身担当，坚持用

行动兑现人生价值。它可以是潜默无声的

点滴微行，也可以是赤诚报国的凛然大义。

在《革命烈士书信》中，收录了两封撼

人心魄的书信。曾任共青团浙江省委书

记的徐玮烈士，在英勇就义前的遗书中这

样写道：“我并不觉得死有何痛苦，生活于

此时代，便负有此时代的使命。人生的价

值，即以其人对于时代所做的工作为尺

度，生命时值之修短是不成问题的。”

另一封是赵一曼烈士牺牲前给儿子

的信：“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

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

这些血泪拌和着枪炮声而成的书

信，就是烈士们将无畏牺牲、气壮山河的

诺言付诸实践的见证。在那烽火连天的

岁月，每一名革命先辈的流血牺牲，无不

折射出他们为人民奋斗的铁血担当。

革命战争年代，先烈们用铮铮铁骨

写就人生大我中“此身，此时，此地”的至

高境界。今天，我们虽已远离战火硝烟，

但在强军兴军的伟大征程上，仍少不了

“此身”的挺立潮头、“此时”的奋勇争先、

“此地”的恪尽职守。

从立足本职逐梦强军的“双特”两栖

装甲尖兵王锐，到生死关头喊出“你退

后，让我来”的90后排雷英雄杜富国，再

到几十年如一日“瞄准强敌砺剑，盯着对

手练兵”的“硬骨头六连”官兵……无数

只争朝夕、迎难而上的强军先锋，凝聚起

中流击水、势如破竹的强军力量。

人生没有一张清晰的地图，只有拿

着手中的蜡烛，一步一步探索前进。对

每名官兵来说，军旅征途都是未知的，

不能寄希望于前方总有美好的机遇在

召唤，也不能梦想着未来的风险考验不

复存在。

现实生活中，总有人不愿立足当

下、脚踏实地，陷入“过分关注高点和长

远而耽误当下”的怪圈，他们既没有“选

择一个专业就要终生厮守，站在一个岗

位就要全力以赴”的笃行，也没有“安于

当下，就是最好生活”的坚定，更没有

“向上生长，命运终将逆风翻盘”的执

着，最后只能让梦想随风飘散。

“往者已不及，尚可以为来者之

戒。”战友们不妨多对照“三此主义”，主

动扛起时代赋予的责任，把使命当生

命，把岗位当战位，在担当任事、奋勇拼

搏中书写绚丽篇章。

此身·此时·此地
■史建民

玉 渊 潭

火线锤炼，破茧成蝶。很多抗疫一

线的党员干部反映，经过斗争考验、风雨

砥砺，他们长了才干、壮了筋骨，更加从

容自信、更加富有底气。

千锤百炼的钢最硬，风吹雨打的松最

挺。不管是苦地方、险地方，还是难任务、重

任务，都是砥砺初心、考验党性、增长才干的

最佳舞台。实践证明，只有勇于经风雨、见世

面，才能锻造一副铁肩膀。如果不愿淬火，不

愿接受考验，如何能历练成长、担当大任？

这次抗击疫情的斗争，是一场大战，

也是一场大考。党员干部主动投身大战

大考，经受住了火线检验、战火洗礼，更有

信念、更显忠诚、更见担当。相反，那些被

纪委监委通报的党员干部，不是逃避责

任，就是临阵退却，其人生注定黯淡无光。

“人才自古要养成，放使干霄战风

雨。”事实证明，勇士总是在最“吃紧”处

担当，英雄总是在最“要紧”处冲锋。多

经历“风吹浪打”、多捧“烫手山芋”、多当

几回“热锅上的蚂蚁”，多投身各种各样

的斗争，勇于打硬仗、扛重活、攻难关，就

能更加从容应对各种风险和考验，人生

就会多几分出彩、几分成功。

千锤百炼的钢最硬
■丁光辉

“奉献永远和幸福、快

乐、满足在一起。一个人活

在世上，就要对党对社会对

人民作贡献，这样才能感受

到自我存在的价值。人不

能都名扬天下，但奉献的快

乐却可以为千万人所享受。”

——摘自唐光友日记

对于选拔任用干部的意义，一位领

导干部指出：“选干部也是选干劲。干部

选对了，部队干事创业的劲头就有了。”

这也给党委领导提了个醒，选拔任用干

部，一定要把那些敢于担当、实干苦干的

人选上来、用起来。

选拔干部首先要解放思想、更新理

念。今天，少数领导干部仍认为，干部只

要作风上不碰底线，工作上不出差错，职

务到了年限，岗位有了空缺，就可以接受

组织挑选。殊不知，选拔干部，也是选拔

作风、选拔干劲。部队转型发展时期，最

需要“狮子型”干部，最反对“过日子型”

干部；最需要担当有为者，最反对明哲保

身者。探究个别单位干部队伍干劲不足

的问题，原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就是

未能通过选干部把干劲选出来。

“水不激不跃，人不激不奋。”一个单

位的整体建设，离不开广大干部的模范

带头、铁血攻坚。实践证明，把有干劲、

有闯劲、有韧劲的干部选出来，才能影响

和带动广大官兵蓬勃向上、力争上游。

如果让慢作为、不作为、假作为的人上

台，不仅不利于工作创新发展，还会挫伤

上进干部的积极性。

新时代强军事业是干出来的。党委

领导充分释放正向激励，坚持让品德好、

素质强、有魄力的干部香起来有位子，必

定能激发干部队伍你追我赶的十足干

劲，形成热火朝天的干事创业氛围。

选干部也是选干劲
■田宝华 赵焕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