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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一战立威，一战扬名。

中国人民历来就有敢与强敌较量的斗

争精神，正是靠着这种精神，中华民族

历经艰难险阻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

林。70年前的抗美援朝，就是中国人民

这种斗争精神的集中体现。在那场惊

天地、泣鬼神的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

军在力量对比极为悬殊的条件下，以压

倒一切敌人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创造

了以弱胜强的辉煌战绩，创造了战争史

上的奇迹。70年来，伟大的抗美援朝精

神始终激励着我们不畏强敌、敢于斗

争，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不畏强敌、敢于斗争，必须有敢于

亮剑、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抗美援朝

战争是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之

际发生的，70年前，当侵略者把战火烧

到鸭绿江边时，中国领导人高瞻远瞩、

审时度势，以雄伟的气魄和非凡的胆略，

毅然决然地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

历史性决策，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

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当时美国军队动

用其陆军三分之一、空军五分之一和海

军的大部分兵力投入战争，而中国人民

志愿军基本上是靠步兵和少量炮兵作

战。在这样极为艰难、极不对称的条件

下，志愿军将士不畏强敌、果断亮剑，首

战两水洞、激战云山城、会战清川江、鏖

战长津湖、血战上甘岭，硬是把以美帝

国主义为首的侵略军赶回三八线附近，

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军威，打出了70年

的和平环境。抗美援朝战争启示我们：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越是强敌压

头越要坚决斗争，这样才能“打得一拳

开，免得百拳来”。70年斗转星移，面对

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我们必须发扬

抗美援朝精神，不畏强敌、敢于斗争，于

危机中育新机、变局中开新局，在斗争中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不畏强敌、敢于斗争，必须有不怕

牺牲、舍生忘死的英雄气概。在抗美援

朝战场上，双方的装备水平差了不止一

代，敌人是飞机、坦克、军舰，我们是机

枪、步枪、手榴弹。面对强敌，志愿军将

士以劣势装备与敌人进行殊死搏斗，展

现出向死而生的英勇决绝。我们不会

忘记，用身体挡住敌人枪口的黄继光，

战斗到只剩一人一枪依然坚守阵地、最

后抱起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杨根

思，在烈火中岿然不动、壮烈牺牲的邱

少云。长津湖畔，一整连官兵被冻成了

冰雕，枪口却冲着敌人来的方向，依旧

保持着战斗姿势……对于这次战争，毛

泽东同志曾总结说，敌人是钢多气少，

我们是钢少气多。这股气就是不怕牺

牲、舍生忘死的英勇之气，不管战争形

态如何演变，不管我们的“钢”多到什么

程度，勇于战斗、敢于牺牲的军人品质

永远是克敌制胜的精神利刃。捐躯赴

国难，视死忽如归。当年在上甘岭、长

津湖、松骨峰，先辈们面对强大的对手、

面对恶劣的条件、面对死亡所表现出来

的英雄气概让敌人刻骨铭心、不寒而

栗。70年后的今天，面对风险挑战，作

为新时代革命军人，要像革命先辈那

样，始终保持一种生而为战、以死报国

的军人血性，始终保持一种视死如归、

血战到底的战斗意志，始终保持一种不

怕牺牲、舍生忘死的英雄气概，如此才

能在未来战场上打败强敌。

不畏强敌、敢于斗争，必须有立足现

有装备、战胜强敌的必胜信念。在抗美

援朝战争中，面对除核武器以外所有新

式武器用尽的“联合国军”，志愿军将士

不仅没有被压倒、没有退缩，而且发出

“三个不相信”的战斗誓言：在革命战士

面前，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

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

敌人！凭着这种必胜信念，我军战无不

胜、攻无不克，用一股“气”打败了当时世

界最先进的“钢”。两军厮杀，既是物质

的较量，更是精神的比拼。我军从诞生

之日起，从二万五千里长征到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历经数次

战争都是以劣势装备对抗优势装备，靠

的就是一股必胜的战斗信念。改革开放

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我

军装备从少到多、从劣到强，实现了跨越

式发展。但也应看到，战争胜负从来不

是靠单一因素特别是武器装备所决定

的，而是各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在用“钢”铸造雄

师劲旅的同时，尤须进一步坚定必胜信

念，敢于同强敌较量，如此方能在战场上

把胜势转化为胜利。

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座历史丰碑，抗

美援朝精神是一座精神长城。70年时

光荏苒，中国人民始终没有忘记谱写了

气壮山河的英雄赞歌、创造了人类战争

史上以弱胜强奇迹的志愿军将士们，他

们不愧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配得上

“最可爱的人”的赞誉。一代人有一代

人的历史责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

担当。百年变局，波诡云谲。习主席强

调，要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

战，没有斗争精神不行。今天，我们弘

扬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就是要居安

思危，自觉强化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打

仗意识，把我军敢打必胜的精神发扬光

大，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赢得新的伟

大胜利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武警河南总队）

●自觉强化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打仗意识，把我军敢打必胜的精神发扬光大——

不畏强敌 敢于斗争
■黄明村

古人云：“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
法乎中，仅得其下。”讲的是做事的标
准问题。标准，是判定技术或成果优
劣的依据，是质量管理、质量评估、质
量检验的衡量尺度。有什么样的标准
就会有什么样的质量。国庆阅兵之所
以被人们称道，就是缘于官兵们坚持
整齐划一、米秒不差的高标准。事实
证明，标准高一分，质量就强一分。

建设过硬基层，关乎部队长远发
展，关乎未来能打胜仗，来不得半点
马虎。这对党员干部提出了新要求，
就是要不折不扣坚持“听党话、跟党
走”“能打仗、打胜仗”“法纪严、风气
正”的标准，把各项工作做到位。要

力避“差不多”想法，通过横向纵向对
比，找差距查不足，多找主观原因少
找客观问题，发扬“工匠精神”，做到
精益求精；要克服畏难情绪，以积极
态度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敢啃硬骨
头，主动求作为，在攻坚克难中不断
推进基层建设发展；要牢固树立“功
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意识，
以无私忘我的精神投入工作，怀着大
局意识、全局观念抓建基层，以钉钉
子精神做到久久为功。

坚持工作高标准，坚持按纲抓建，
才能有效破解基层建设中的突出矛盾
问题，使部队更有战斗力，做到召之即
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坚持高标准抓基层
■吴正铉

●让自己在岗位更在状态，用
恪尽职守、夙夜在公的敬业奉献，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的勇毅笃行，
跑好“接力赛”中我们这一棒，如此
才不负青春、不负韶华、不负时代

状态是心力、精力、创造力的动力

保证，是事业心、责任感、使命感的必然

反映。保持“在状态”是一种做事品质、

一种境界觉悟。保持“在状态”重在持

续恒久，成为常态。不能干得顺利时

“状态好”，遇到挫折时就“心不在焉”；

处于上升期就“在状态”，一旦“职务到

头”“进步无望”时便“不在状态”。

笔者在下部队调研中发现，当前许

多党员干部能够让良好工作状态常态

化，体现出强烈的责任担当。他们脑子

里“能装事”，心里“善想事”，手里“勤干

事”，生活“不犯事”，立起了党员干部的

好形象。然而也有个别党员干部不在

状态、精神不振，缺乏干劲、作风漂浮。

他们干工作拖拖沓沓，草率敷衍，有的

甚至抱着混日子的想法，“当一天和尚

撞一天钟”。如此“不在状态”，对个人

成长进步和部队建设发展都会产生消

极作用。试想，如果一个单位、一个部

门，“不在状态”的人多了，大家习以为

常，无动于衷，势必会影响到那些原本

“在状态”的人，破坏积极向上的工作氛

围。这就好比在一场比赛中，如果有些

队员“不在状态”，就会把萎靡不振的情

绪传染给其他队员，进而影响整个队伍

的成绩。

有抱负、敢担当，在其位、谋其政，

是党员干部应有的为政之德和工作姿

态。如果脑子里不装事、心里不想事、

手里不干事，不犯事但也不顶事，这样

的党员干部如何担起职责使命？怎么

配得上共产党员的称号？

让“在状态”成为常态，关键是解决

根子上的问题，就是要切实增强事业心

责任感，坚定为集体事业奋斗的理想信

念。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就会有革命

乐观主义精神、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攻

坚克难的决心意志，就能积极面对挫折

坎坷、困难挑战。哪怕遇到再大的考

验，也会不畏艰难险阻，不计个人得失，

从大局出发谋事干事，始终以饱满的工

作热情、良好的精神状态投入工作。

让“在状态”成为常态，重要的是尽

心、尽力、尽责。不是以尽责为苦，而是

以付出为乐；不是一般的“在状态”，而

是专心致志、全身心投入；工作不是满

足于过得去，而是高质量地做好各项工

作，始终如一地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

当然，要常态保持“在状态”，除了

党员干部自身严格要求外，还需要大

力营造有利于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

环境好，人人奋进；环境不好，滋生懈

怠。这就要求各级党组织坚持正确的

用人导向，注重选拔那些思想好、能力

强、自律严、想干事、能成事的干部。

用了一个聚精会神干事业的人，就会

激励一大批人让自己状态“满格”，专

心致志干事业。

“行百里者半九十”。越是到后半

程，越是在紧要处，越需要上紧发条，时

刻保持状态“满格”，克服松松劲、歇歇

脚的心态。“坚韧不拔才能胜利，半途而

废必将一事无成”。面对“船到中流浪

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现实，我们唯

有发扬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精神，让

自己在岗位更在状态，用恪尽职守、夙

夜在公的敬业奉献，功崇惟志、业广惟

勤的勇毅笃行，跑好“接力赛”中我们这

一棒，如此才不负青春、不负韶华、不负

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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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干工作要有“死去活来”
的劲头，先“死”后“活”，工作也就干
好了。

所谓“死”，至少有三层含义：一是
死死盯住，工作一旦确定了方向，就
“咬定青山不放松”，不因遭遇困难挫
折而放弃努力。二是下死功夫，做最
坏打算，向最好处努力，该下的功夫一
丝一毫也不能欠，扎扎实实打牢基
础。三是“球到手中要扣死”，决不把
“干了”当干好，把“干完”当完成好，要
彻彻底底、不留死角，坚持高标准高质
量，一干到底。

所谓“活”，一是思想活，有开阔视
野，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

求是；二是方法活，摒弃机械的经验主
义，远离照搬照抄的拿来主义，因时、
因地、因人制宜，搞好上下结合、左右
配合，让工作在自己手上开出花、结出
果。思想活了，工作中的症结就容易
解开，工作就能盘活。方法活了，就能
找到合适的钥匙来开锁。思想活，好
比找到源头活水，与活的方法路径珠
联璧合，工作就能干得出彩。

工作如果没有韧劲，就很难干得
彻底，半途而废的概率就大。但是工
作方法也要灵活掌握，工作方法欠灵
活，工作局面就容易死气沉沉。两方
面兼顾起来，才能深入扎实地把工作
干好。

“死去活来”有新解
■楚永强

●集中精力抓主要矛盾，解
决根本问题；久久为功抓整治整
改，持续推进落实；宽严相济抓
主动自觉，激发内生动力

批评是个“传家宝”，班子建设离不
了。一般来讲，批评可分上下两个层
面，上一层是批起来，找准问题；下一层
是落下去，整改问题。现在来看，找准
问题的“上篇文章”做得较好，能够让人
“红脸”“出汗”；但整改落实的“下篇文
章”有待加强，实际工作中，做不好“下
篇文章”的现象还不同程度存在。

有的会上认领问题，会下回避问
题——光批不改；有的只改表面问题，
不改实质问题——避重就轻；有的重视
突击整治，忽视常态落实——问题回
弹。结果就是，批评的效果大打折扣。

那么，如何抓好整改落实这一批
评的“下篇文章”，打通组织生活“最后
一公里”呢？不妨从三个方面着力。
——集中精力抓主要矛盾，解决

根本问题。开展批评须“见人、见事、见
思想”，其中“人”和“事”是表象，“思想”
才是内因，是事物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抓整改落实，就要紧抓“思想”这个主要
矛盾，从源头上解决问题。通过现象分
析思想、根据思想推导现象，努力实现
思想问题的精准定位、解决到位。领导
干部更要主动接受批评，树好样板，引
领身边党员思想认识提升。
——久久为功抓整治整改，持续

推进落实。整改落实应突出“长”“常”
二字，使问题逐个解决消除。批评过
后，形成整改落实问题的“台账”，盯着
“台账”抓整改，不“销号”不撒手；形成
“整改落实档案”，无论党员调离还是
班子换届，都把相关资料作为党员重
要信息移交，确保整改落实不断线。
——宽严相济抓主动自觉，激发

内生动力。加强人文关怀，做到“会上
交锋、会下交心”，讲清“批得越深、感
情越真”的道理，引导党员认真抓整改
落实，帮助党员鼓起直面问题的勇气、
树立改进提升的信心。同时，将问题
准确定性区分：是能力问题的，给够时
间学习提升；是实际困难的，主动靠前
排忧解难；是认识偏差的，耐心细致引
导启发；是态度问题的，多措并举促进
转变。最大程度调动党员抓好问题整
改的积极性、主动性。

做好批评的
“下篇文章”

■郑虎钢 于柏涛

●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很重
要的一点就是不要把学习看得太
容易

立身于世，谁不想学有所得、学有

所成？然而，学习有益，却并不是所有

人都愿意选择坚持学习，原因就在于学

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说学习不容易，

“是说学得彻底，用得纯熟不容易”。实

践告诉我们，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谦

虚的态度，没有吃苦的精神，没有坚持

的毅力，就很难学有所成。因此，树立

正确的学习态度，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

要把学习看得太容易。

先要有“知不足”的清醒。爱因斯

坦说：“用一个圆圈代表我所学到的知

识，圆圈之外那么多空白，对我来说就

意味着无知。”事实上，越是“圆圈”画得

大的人，越有“知不足”的清醒。常言

道，知不足者好学。一个真正懂得学

习、热爱学习的人，明就明在“知不足”，

强就强在“不自满”，“知不足”而后勤

学，“不自满”而能进取。但是，人的时

间精力有限，而未知又浩如烟海，这就

需要我们找准方向、抓住重点，干什么

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力争学得更多

一些、更快一些、更好一些、更深一些。

还要有“下苦功”的决心。毛泽东同

志说：“我们要振作精神，下苦功学习。

下苦功，三个字，一个叫下，一个叫苦，一

个叫功，一定要振作精神，下苦功……应

当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学习

上。”学习不容易，特别是对于新理论、新

知识、新经验的学习，更需要花大气力、

下苦功夫，不能知难而退，更不能投机取

巧。学习如滚石上山、逆水行舟，一松劲

就可能前功尽弃，懒散懈怠难有所成。

在知识爆炸的今天，我们既要有强烈的

求知欲，还要有善于学习的本领，把“苦

读”和“善学”有机结合起来，努力做到学

以益智、学以修身、学以增才。

更要有“学到底”的韧力。学习没有

毕业，只有毕生。毛泽东同志一生博览

群书、手不释卷，周恩来同志躬行“活到

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为我们树立了学

习的典范。“营大者不计小名，图远者弗

拘近利”。只有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

国家和民族的伟大事业中，才能真正搞

清楚为何学、学什么、怎么学。胸怀远大

志向，切实把学习当作一种政治责任、一

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坚持下去不

松懈，就一定能不断进步，学有所成。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学非易事，贵在有恒
■尹义高

一只不起眼的琉璃小狮子，在宫廷

高大的屋檐上一站就是几百年。它从

月落站到日升，从严寒站到酷暑，风吹

雨打、披雪戴霜，几乎从来没有被人关

注过，但它始终坚守在那里。终于有一

天，手持相机的人们仰望十五的月亮，

在皎洁月色下，突然发现了小狮子那别

具意蕴的剪影之美，流连于此，拍下它

坚守的身影。

坚守，其实就是一道风景。三百六

十行，行行出状元。我们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岗位，即使再平凡的职业，只要默

默地坚守，努力在本职岗位上发光发

热，天长日久，就会成为一道独特的人

生风景，令人仰望。

月下剪影——

坚守是一道风景
■朱金平 摄影并撰文

谈 心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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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法 谈

70 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
江”，投入一场保卫和平、反抗
侵略的正义之战，打出了国威
军威，写下了一曲气壮山河的
英雄赞歌。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
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就要深
入挖掘抗美援朝战争的精神富
矿，深刻阐释伟大抗美援朝精
神的时代价值。对于今天的革
命军人而言，铭记抗美援朝，就
要传承革命先辈的红色基因，
大力弘扬“钢少气多”的英雄气
概，强化敢于亮剑、敢于胜利的
战斗精神，凝聚不畏强敌、克敌
制胜的精神力量。为此，《军人
修养》专版开辟“铭记抗美援
朝 熔铸战斗精神”专栏，敬请
关注并踊跃投稿。

开 栏 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