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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瞭望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近日，网友

“那年岁月”将236张中国抗战的老照片

发到网上后写道：“前面的战士倒下了，

后面的照样往前冲。他们冲锋的样子，

太震撼了！”

德国军事家斯科尔曼说：“冲锋是

一种外化的精神标识，折射着一支军队

的士气、豪气、虎气。”在人类所有的行

动中，军人朝着胜利冲锋的姿态最美。

这样的“最美”，在当年的抗日战场上经

常呈现。

这姿态，是杨靖宇将军在林海雪原

里的呐喊：“夺回来所失去的我祖国，结

束牛马亡国奴生活。打出日本推翻‘满

洲国’，冲锋呀，我们的第一路军。”

这姿态，是一群群衣衫褴褛战士

的渡河：1936年春，黄河边，红军万里

长征人未歇，刚刚爬过雪山草地，又爬

上木船羊皮筏，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抗

日前线。

桑梓之地，誓不从倭。从杨靖宇、

赵一曼、左权、彭雪枫，到佟麟阁、赵登

禹、张自忠、戴安澜；从平型关、娘子

关，到台儿庄、雪峰山；从东北抗联“八

女投江”、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到

四行仓库“八百壮士”、缅北中国远征

军……在英勇壮烈的东方主战场，正

是一名名中国军人“迎着敌人的炮火”

冲锋，才将日寇“三月亡华”的狂言彻

底击碎，也用冲锋的姿态标注出民族

精神的天际线。

冲锋是闻令而动的奋进，彰显雷霆

特质：没有受阻于关山与险隘的止步，

唯有一往无前的进军。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袭江城，

统帅一声令下，从三所军医大学抽组

的迷彩医疗队，紧急集结出征，悄然

在除夕夜挺进抗疫阵地……9架大型

军用运输机，每隔 3分钟降落 1架次，

将医疗救助物资空运江城，在这场没

有硝烟的战斗中快速部署、快速行

动、快速运转。这是我军现代版的冲

锋姿态。

冲锋是所向披靡的气势，彰显克敌

特质：毫无贪生怕死的退缩，唯有勇往

直前的豪迈；毫无屈服困苦的气馁，唯

有无坚不摧的凌厉。

边境自卫反击战中，战斗英雄于

庆阳在冲锋中头部中弹、流血倒下。

卫生员把他背到安全地带，包扎时以

为他牺牲了。当炮声响起时，于庆阳

骤然醒来，一把推开卫生员，顽强地

挺起身躯，再次冲向敌人。他冲锋了

6步，拼尽最后一丝力气倒下时，依然

保持着枪口朝向敌人的拼杀姿态。

这是我军“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英

雄传奇。

冲锋是猛虎下山的震撼，彰显刚勇

特质：从不畏惧残酷，唯有赴汤蹈火；从

不胆怯强敌，唯有战之必胜。

1952年2月10日清晨，一批美军战

机向我军袭来。我空军年方25岁的飞

行员张积慧驾机升空迎战。对手打头

阵的1号战机飞行员，是赫赫有名的“超

级王牌”戴维斯。他曾在二战中击落对

手数十架战机，是美军的“空中霸王”。

张积慧英雄虎胆、战术机巧，在与戴维

斯交相升降追击中斗智斗勇，惊心动魄

数回合，让不可一世的美军王牌魂归西

天。抗美援朝空战，刚刚组建的人民空

军，迎敌作战 4872架次，击落敌机 330

架，赫赫战果彪炳史册。有外媒惊呼：

志愿军空军几乎在一夜之间，便成了空

中劲旅。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

染红了它！人民军队从南昌起义的战

火中诞生，一路“刀丛扑去争山顶”的征

战克敌过程，就是“击溃顽敌奏凯歌”的

冲锋胜战历程。放眼当今，疫情笼罩下

的世界局势风云诡谲，霸权好战者依然

对我虎视眈眈。军队因战争而生，只有

时刻保持冲锋姿态，时刻准备战斗，才

能在号角吹响的时候，高奏气吞山河的

雄师战歌。

时刻保持冲锋姿态
■马祖云

近日，习主席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

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宣传

教育，切实培养节约习惯，在全社会营造

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氛围。”俭能养廉、

固志、广德，也能制胜。当节俭在全军成

为风尚，成为官兵自觉，我们就会多一个

战胜困难的法宝。

节俭，不仅仅是就餐时惜一粥一饭，

穿衣时爱一丝一缕，消费时抠一分一毫，

更重要的是节俭具有“溢出效应”。“俭，德

之共也”，它是宝贵的美德；“奢者心常贫，

俭者心常富”，它是养心的良方；“为民上

者，务须躬先俭朴”，它是成才的通途。正

因如此，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一直视节俭

为持家之宝、兴业之基、治国之道。

“虽有戈矛之刺，不如恭俭之利

也。”对军队来说，节俭能磨砺胜利的刀

锋。春秋战国时期，秦穆公在军队推行

“以俭得之，以奢失之”的治军理念。秦

军“因俭而正”，最终从中原六国眼里的

“蛮夷之众”变为席卷天下的“虎狼之

师”。当年，斯诺深入延安采访时，透过

毛泽东打满补丁的衣服、周恩来睡的土

炕、彭德怀用降落伞布缝制的背心等节

俭细节，就预言这支具有“东方魔力”、

闪烁“兴国之光”的“神奇的队伍”，是

“上帝也征服不了”，“是无法打败的”。

我军发展壮大的进程，也证实了斯诺的

预言。

经受“红米饭、南瓜汤”精神洗礼，汲

取“爬雪山、过草地”苦难营养的人民军

队，早已把节俭融入血脉。今天，全军绝

大多数官兵吃饭时都能自觉“光盘”，“舌

尖上的浪费”基本杜绝。但俭衣食更应

俭欲望，思想上信念动摇、蜕化变质，生

活上骄奢淫逸、追求享乐，作风上消极颓

废、腐化堕落……奢华的潘多拉盒子一

旦打开，欲望的多米诺效应就会立刻显

现。“不节苦，则嗟苦”“官奢兵必逸，兵逸

必失利”，这是非常危险的。

“俭则约，约则百善俱兴。”无论是

练兵备战还是勤俭建军，无论是后装

保障还是基层建设，勤俭节约都是我

们干事创业的鲜活教科书、拒腐防变

的无形安全门、砥砺人生的最好营养

剂。把节俭变成具体行动，做身体力

行的行动者、涓流汇海的推动者，把节

俭作为责任来担当、作为美德来传承、

作为风气来培育，军营就会正气充盈、

士气高昂。

俭以制胜
■张文全

野外驻训，很多单位都会搞战地文

化活动。然而笔者发现，个别单位的战

地文化太多。某部一名战士吐槽：“午

休时让在石头上描红、晚饭后又让练

歌，下雨天还得参加帐篷书法赛等，紧

密的文化活动，让人身累还心累。”

驻训期间，环境苦、训练累，适当的

战地文化会“比下午茶更有魅力”。比

如，一场短暂的军旅诗朗诵，官兵能在

聆听文化的钟鸣、啜饮文化的甘露中放

松身心；一场篝火小晚会，笑声能缓解

疲劳，掌声可增进团结。驻训期间政治

工作搞得好的单位，无不重视发挥战地

文化“加油站”的作用。

然而，好比糖吃太多会伤害身体一

样，战地文化如果太多、过密，就会增添

官兵负担，使官兵疲于应付。驻训时间

是个定量，战地文化占用多了，训练时

间必然减少。战地文化须为“战”，“过

则非惟无益，反害之。”不给战地文化

“瘦身”，不仅违背初衷，还会对战斗力

产生“副作用”。

最好的度是适度。野外驻训开展

战地文化，适时、适情最为关键，把握好

火候、拿捏好分寸至关重要。不在“繁

杂”上耗精力，多在“精简”上求实效，奔

着提升战斗力去，奔着服务官兵去，多

问问官兵想不想要，常想想战斗力建设

需不需要，这样确定下来的战地文化，

才会真正精彩、让兵喝彩。

战地文化须为“战”
■李 熙

锻造铁一般的过硬部

队，先须锻造铁一般的信

仰。只有信仰之灯常擦

拭，信仰之问常自省，才能

对马克思主义虔诚而执

着、至信而笃行，才会有轻

舟必过万重山的坚定自

信，才会有直挂云帆济沧

海的动力源泉，才会在强

军征程上砥砺前行。

玉 渊 潭

画里有话

基层观澜

野外驻训时最反感什么？近日，

某部以此为题进行网上调查，“瞎折

腾、意义不大的训练”一直霸榜。“为战

斗力而流的汗，才酣畅，才值得！”一名

官兵这样跟帖。

将因演而能，士因习而勇，战因练

而胜。每年的野外驻训，既是练兵备

战的黄金期，也是战斗力增长的关键

期、跃升期。这段时间，官兵们酷暑中

鏖战疆场，烈日下砺剑大洋，一张张晒

得黝黑、热得通红的脸庞，一身身汗水

湿透、盐渍斑斑的征衣，折射出训练的

苦与累，彰显着官兵的使命与担当。

官兵们坦言，黑不溜秋才最美，流点汗

不算啥。

但让官兵很不爽的是白流汗。例

如，为了演示课目“好看”，把战术动作

操场化，给靶标涂颜色。又如训练总

是搞“一锅煮”，新兵老兵年年都是

“一年级”，还美其名曰年年都需“打基

础”。如此组训无序、施训无当，结果

难免无效。汗水白流多了，官兵肯定

会感到厌烦。

古人云，“功力不可唐捐”。意为

付出的心思和精力、热血和汗水不

能白白浪费。野外驻训，官兵从来

不吝惜自己的汗水。让每一滴汗水

为战斗力而流，最根本的是让战斗

力这个标准硬起来、实起来。凡是

有利于战斗力提高的，就积极去做；

凡是不利于战斗力提高的，就坚决

卡住。因此，制定训练计划、组织训

练实施，各级都应该拿起战斗力这

把尺子量一量。

莫让汗水白流淌
■王 欣

长城论坛

漫画作者：周 洁

“历史问题”，指的是那些长期解

决不了的问题。这些问题“历史”越悠

久，对部队的危害越大。“凡用兵者，攻

坚则韧。”对“历史问题”不掩耳盗铃回

避，而是头脑清醒正视；不息事宁人敷

衍，而是釜底抽薪解决。只有这样，才

能在解决“历史问题”中创造新的历

史。

调查发现，“历史问题”的形成，除

极个别确是短时间难以解决外，绝大

多数是拖出来的。对“历史问题”，极

个别领导干部第一反应不是如何解

决，而是“踢皮球”踢来踢去、“打乒乓

球”推来推去，甚至是逃避、推脱、掩

盖。有的“新官不理旧账”，对前任留

下来的问题，认为解决好了是前任的

政绩，解决不好是自己的问题，索性放

到一边；有的“旧官一走了之”，觉得自

己即将离任，为确保“善始善终”，干脆

把难题留给下任。

问题不会因时间流逝而自动解

决，“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越早

解决越容易解决，讳疾忌医，总念“拖

字诀”，只会把小疾拖成顽症，把问题

变成隐患。时间到了脓包总会破，到

时候，这些“历史问题”很可能像火山

一样爆发。比如明朝的灭亡，原因之

一就是“国事之败，只缘推委者多，担

当者少。居尊位者，以地方之事委之

下僚；为下僚者，又道官卑职小，事不

由己。”可见，推诿拖拉之风，小会败坏

风气，大则祸国殃民。

问题是一面镜子。面对问题的

所言所行所思，照出的是领导干部的

能力水平和思想境界。领导干部千

斤重担扛于肩，千军万马随于后，责

任重如泰山。愿不愿碰问题、敢不敢

解扣子、善不善理矛盾，检验着党性、

考验着担当。对问题不拖才能运转

高效，不拖才能取信于兵，不拖才能

锤炼作风。心中有顾虑、杂念，凡事

先考虑个人得失，难免遇矛盾绕着

走、有问题避开行。

不可否认，解决“历史问题”肯定

有难度，甚至有风险。但任何推诿拖

拉，不论借口多么冠冕堂皇，理由多

么天衣无缝，都反映出精神上的懈

怠、党性上的缺失。对战斗力建设负

责，就会正视问题、主动解决。缺乏

责任心和担当精神，就会对问题视而

不见，能躲就躲、能拖就拖。杨业功

到某基地任主官，面对“有些‘历史问

题’碰了很可能伤身”的提醒，把依法

作为最好办法，对单位存在的所有

“历史问题”拉单销号，逐个解决，实

现了部队轻装前行。

能力是在解决问题中提高的，发

展是在解决问题中实现的。“历史问

题”是绊脚石，也是垫脚石，更是磨刀

石。党性强、有担当的领导，都视问题

为师、为梯，善于在解决问题中推动单

位发展。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抗日

军政大学作报告时，曾给学员于江题

词：“碰了钉子时，就向钉子学习，问题

就解决了。”解决问题是个历练，碰到

“钉子”，了解钉子的构造、存在的原

因，找准拔钉子的着力点，这个过程，

也就是一个积累经验、增长才干的过

程。由此可见，面对“历史问题”，一门

心思攻坚克难、心无旁骛解决问题，能

力就会在解决问题中得到提升。

部队的每一个岗位都是战位，抓

备战、谋打赢更是等不起、慢不得的事

业。“始锐而不克其终”，忘记了为什么

出发、该担当的不担当，强军事业就难

免遭遇挫折。需要补充的是，动员千

遍，不如问责一遍。对那些在“历史问

题”上徒陈空文、观望等待、拖着不办

的干部，就要对其动真格，让他们受到

应有的惩罚，唯此方能激励更多干部

直面“历史问题”，解决“历史问题”。

（作者单位：郑州联勤保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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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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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斌

1920年8月，由陈望道翻译的首个

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出版。

100年过去了，这本书仍备受推崇：

在前不久开幕的上海书展上，《共产党宣

言》的最新图文版、详解版很受读者青

睐；100年过去了，其思想仍被践行：一

个世纪前，浙江义乌见证了中文首译本

的诞生。今天，满载防疫物资的一列列

中欧班列从义乌出发，推进全球抗疫合

作。回望百年，变化的是时代主题，不变

的是历史大势，闪耀的是《共产党宣言》

的真理光辉。

6月27日，习主席在给复旦大学《共

产党宣言》展示馆党员志愿服务队全体

队员回信中深情地说：“心有所信，方能

行远。面向未来，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我们更需要坚定理想信念、矢志拼搏奋

斗。”100年前，几乎在《共产党宣言》中

文首译本出版同时，上海早期党组织也

宣告成立。而《共产党宣言》的译介，历

史地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间是

信仰的挚友。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成为

“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到新中国的成立开

辟“历史新纪元”，从改革开放成为“决定

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站起来、

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奇迹之根

源、力量之根本，皆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

信仰。

人民军队因信仰而生、因信仰而

强。在历史的长河中，我军穿越万千阻

碍，踏过铁马冰河，“靠的就是一种信仰，

为的就是一个理想。”强军征程上，不闻

金沙水拍，同样要闯激流险滩；未见大渡

桥横，同样要斩关夺隘。信仰瓦解比战

争失败更危险。锻造铁一般的过硬部

队，先须锻造铁一般的信仰。只有信仰

之灯常擦拭，信仰之问常自省，才能对马

克思主义虔诚而执着、至信而笃行，才会

有轻舟必过万重山的坚定自信，才会有

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动力源泉，才会在强

军征程上砥砺前行。

毛泽东同志曾说：“《共产党宣言》，

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

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

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

有新的启发。”习主席指出：“如果心里觉

得不踏实，就去钻研经典著作，《共产党

宣言》多看几遍。”信仰之“信”是一种科

学认知，信仰之“仰”是一种价值崇尚。

党的理论是信仰的基石，信仰根植于党

的理论。常学经典，从理论灌输抓起、从

思想根子铸起、从红色基因植起，信仰之

树方能深植官兵心里。

习主席强调：“坚定信仰信念，最

核心最紧要的就是铸牢军魂，毫不动

摇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军魂是我

军的“命根子”。因为有了这个“命根

子”，在我军历史上，没有一支成建制

的队伍被敌人拉走。每名军人都应以

“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

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绝对忠诚”为

标准，始终做到与党思想同心、政治同

向、行动同步，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

下，都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

习主席指挥。

当年，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

后多次险遭反动派毒手，但信仰坚定的

他说：“我这人是不大知道怕的”。方志

敏面对敌人严刑拷打时说：“法西斯匪徒

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丝毫动摇

我们的信仰！”有了信仰就要坚定，就须

像革命先辈那样“从没有动摇过”。只有

认定了心中信仰，才会勇往直前以赴之、

断头流血以从之，受万难而不辞、历风雨

而弥坚。

邓小平同志曾说：“过去我们党无论

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

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

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

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

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董存瑞毅

然托起炸药包、黄继光决然扑向敌人的

枪眼、邱少云经受住烈火的考验……如

果说人的其他支配力量是驱动行为的

“普通燃料”，信仰则属于“核燃料”。为

何志愿军个个英勇不怕死，一名参加朝

鲜战争的美军老兵说：“中国军人战斗到

最后一个人的姿态，就像殉道者似的，这

大概不是因为命令和纪律，而是一定源

于信仰。”

信仰如旗，凝聚磅礴的力量；信仰如

炬，照亮前行的征程。让我们用一生的

坚守，去谱写一曲曲信仰之歌；用一生的

奋斗，去点燃一簇簇信仰之火！

（作者单位：武警北京总队）

心有所信 方能行远
■刘德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