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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是一支军队追求的终极目标。

被授予“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的陈薇

院士讲过一句话：“除了胜利，别无选

择。”掷地有声的8个字，道出了新时代

革命军人对胜利的追求与执着，对使命

责任的誓言与担当。时光回溯70年，在

那场新中国成立之后被迫进行的正义之

战、立国之战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敌我

力量对比悬殊、武器装备处于绝对劣势

的情况下，面对“武装到牙齿”的以美国

为首的“联合国军”，凭借着舍我其谁的

敢战血性和敢打必胜的坚定信念，打出

了让对手敬畏的“谜一样的东方精神”，

创造出惊天地、泣鬼神的战争奇迹。虽

时隔70年，但新老两代革命军人那种除

了胜利一无所求、为了胜利一无所惜的

英勇气概一脉相承，引人思考。

敢打必胜，是因为强大信念焕发出

无畏斗志。战争是武器的角力，更是精

神的比拼，人的因素始终是战争胜负的

决定因素。拥有崇高的政治觉悟与献身

精神，是志愿军官兵克敌制胜的重要原

因。抗美援朝战场上，志愿军充分发扬

人民军队的政治优势，继承和发扬我军

政治工作优良传统，创造性地开展了强

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极大地激发和调

动了广大官兵战胜困难、战胜强敌的顽

强斗志。经过长期战火洗礼的广大官兵

充分相信，党中央、毛主席经过审慎抉择

作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决策一定

会赢取胜利，保卫祖国、巩固革命胜利果

实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以“保家卫

国”为信念的志愿军将士，有着对正义必

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的高度认同，因

而始终保持着压倒一切敌人的旺盛斗志

和有我无敌的战斗激情。正如美国学者

偌布斯·弗兰克所评论的，北韩战场上的

中共军队，除了军事装备上不如美军，而

其他无论斗志、勇气，都是美国难以想象

的高。

敢打必胜，是因为高度自信激发出

无穷力量。“胜利的信念是打出来的，是

斗争中间得出来的”。跨过鸭绿江的志

愿军官兵，尽管没有强大的海、空军和

足够多的大炮，却拥有人民军队的战斗

精神和屡挫强敌的强大自信，展现出舍

我其谁的豪情。一方面是有敢打的信

心。赴朝作战前夕，在东北边防军师以

上干部会议上，即将出国作战的第39

军军长吴信泉当众表态：“美国鬼子又

不是三头六臂，我们把纸老虎当真老虎

打就是了，打它个人仰马翻，给世界人

民看看……”自信之情溢于言表。另一

方面是有必胜的决心。上甘岭战役中，

第45师师长崔建功向军长秦基伟电话

报告：“打剩一个连，我去当连长，打剩

一个班，我去当班长。只要我崔建功

在，上甘岭还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在

两块不足4平方公里的阵地上，志愿军

官兵英勇战斗，与6万余名敌人持续拼

杀43天，顶住了敌人190多万发炮弹和

5000余枚航弹的轰炸。英勇的官兵们

在危急时刻拉燃手榴弹、爆破筒、炸药

包与敌人同归于尽，使上甘岭成为敌人

攻不破的防线。

敢打必胜，是因为崇高荣誉追求迸

发出无尽血性。胜利是对军人的最大奖

赏，也是军人追求的最高荣誉。志愿军

政治部发出“争取立大功，争取当英雄，

创造出无数英雄班排、英雄连队、英雄

营、英雄团”的号召，深入细致的革命英

雄主义教育和人民军队历史上的英雄事

迹激励，使珍惜荣誉、争当英雄成为官兵

的普遍追求，形成了“到处是尊敬功臣、

热爱功臣的气氛，到处是鼓舞杀敌立功

的声音”。在那个“最寒冷的冬天”进行

的长津湖血战中，志愿军战士宋阿毛的

一首诀别诗令人动容：“我爱亲人和祖

国，更爱我的荣誉。我是一名光荣的志

愿军战士，冰雪啊！我决不屈服于你，哪

怕是冻死，我也要高傲地耸立在我的阵

地上。”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全军共涌现

出30余万名功臣，有400余人荣获英雄、

模范光荣称号，志愿军官兵以澎湃热血

写就“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

天”的壮丽诗篇。

敢打必胜，是因为高昂战斗状态生

发出无限可能。军队由战而生，军人为

战而在，备战打仗永远是人民军队的主

责主业。志愿军官兵在战争中学习战

争，把全部心思和精力用在瞄准强敌、

练兵打仗上。在打赢战争的同时，注重

提高军队现代作战能力，从作战方针、

作战观念上更加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群

策群力制胜强敌。在战斗面临极端困

难局面的情况下，通过发扬军事民主，

志愿军官兵先后创造了“兵力前轻后

厚，火力前重后轻”“零敲牛皮糖”等有

效战法，总结提炼了狙击运动目标、开

展“战评”等经验，广泛进行火线大练

兵，不仅激发出参战官兵大无畏的革命

气概，而且使官兵迸发出无穷的聪明才

智和战争创造力。战后，美国人这样评

价中国军队：“这是世界上唯一一支能

用步兵围歼机械化部队的军队，步兵战

术堪称巅峰，这是只有中国才能做到的

奇迹。”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解放军党

史军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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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塑刻入骨子里的自信底
蕴，方能不惧风浪考验，挺立时代
潮头，不断进取，不断赢得胜利

苏格拉底说：“一个人能否有成就，
只看他是否具有自尊和自信，主宰和战
胜命运的首要条件就是自信。”自信是
一种深植于内心的底蕴，它不需要从别
人的镜子里看自己，而是始终保持坦坦
荡荡的自知、豁达和谦逊。

自信于每个个体而言，不是凭空产
生的，而是心力和实力的辩证统一。有
心力，无实力，所谓自信便如无根浮萍；
有实力，心力却不足，自信也难葆韧
劲。心力取决于头脑的清醒和信念的
坚定，要靠不断改造思想、用科学理论
武装头脑来实现。现实中，真正自信之
人，不仅能充分认清自己、了解自己，还
能认清形势、把正方向，于风狂雨骤中
立得定、于花繁柳茂处拨得开。心力
定，则会通过坚持不懈的学习和实践磨
砺，挖掘自身潜能、积累工作经验、提高

素质本领，不断壮大自身实力。
当然，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内外因

的统一。一个人自信与否，很多时候也
与所处的环境有很大关系。事实证明，
一个人越是对周边环境有一个理性、辩
证的认识，越能更好地稳固心神、借势蓄
势，凝聚自信力量，强化自信定力。

厚积自信的底蕴，最坚实最持久
的途径是矢志不渝地奋斗。新时代是
奋斗者的时代，只有奋斗才能成就自
信的人生，才能谱写精神富足、大有可
为的人生。当前对于我们来说，需要
把奋斗精神融于岗位、融于日常，在做
好每一件小事、完成每一项任务、履行
每一项职责中不断坚定信心、坚实步
伐，真正用奋斗勾勒出自信人生的亮
丽底色，让奋斗成为推动工作、指导实
践、逐梦圆梦的更深沉、更持久的自信
力量源泉。

鲁迅曾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一文中写道：“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
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
看他的筋骨和脊梁。”培塑刻入骨子里的
自信底蕴，方能不惧风浪考验，挺立时代
潮头，不断进取，不断赢得胜利。

（作者单位：第81集团军某旅）

厚积自信的底蕴
■王志国

铭记抗美援朝 熔铸战斗精神

习惯的力量有多大？最近与一位

当过乒乓球教练的朋友聊天，受益匪

浅。他说，打比赛靠什么，当然靠头脑，

每一场比赛都须有清晰的思路；也要靠

腿脚，再高明的想法都要靠一个个技术

动作来实现。而那些技术动作往往是

习惯使然，什么时候上步搓球，什么时

候后退拉球，哪个球要反手拧拉，哪个

球要大角度变线，一般来不及细想就要

拍起球落，几乎所有球都是在下意识的

“指挥”下完成的。

细想，这位教练的话还是很有道理

的，大凡优秀的背后，无不是良好习惯

使然。比如，仪仗兵即使不穿军装走在

大街上，人们一眼便能猜出其军人身

份，这是因为他们每天练军姿走队列，

不仅练就了端庄举止，更培养了军人气

质。黄继光所在连队晚点名总是第一

个点“黄继光”，全连官兵齐声应答，表

达了对英雄的崇敬，也是对“上甘岭精

神”的传承。新桥医院护士唐杰在谈到

为一位吐了很多血的病人擦血的感受

时说：“没有犹豫，就觉得必须马上去

做。”这种毫不犹豫的选择，自然与当初

学校的职业训练分不开。

人们常说，习惯是一种“决定未来

的力量”。习惯就像空气与水，无孔不

入地影响着人们工作生活的各个方

面。有研究资料显示，人们日常90%的

行为源于习惯和惯性。习惯不仅影响

个人成长，还像“一只巨大的飞轮”，放

飞美好理想，展开多彩生活，引导整个

社会心理的改变。

不过，习惯是一个中性词，它能使

善者益善，也可使恶者愈恶。鲁迅笔下

的孔乙己“站着喝酒而穿长衫”，即使穷

困潦倒仍是满口“之乎者也”，从不想通

过劳作改变现状，这样的习惯就算不上

什么雅好。而平时常见有些人说话骂

骂咧咧、举止轻浮肆意之类，当属需要

克服的毛病。至于像《赌棍》中嗜赌成

性的吉姆、《流浪者》中在遇到贵族小姐

丽达前的贫困小偷拉兹，他们的习惯则

是十足的恶习。在人的身上，总是好习

惯与坏习惯并存。“一个人的天性不长

成药草，就长成莠草，所以他应当时时

灌溉前者而芟除后者。”弗兰西斯·培根

把培养好习惯、克服坏习惯的必要性，

讲得形象而深刻。

习惯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潜意识的

反映，培养好习惯，就是用“有意识”对

话“潜意识”，不断地芟除“莠草”、灌溉

“草药”，使之发芽、成长和壮大。马克

思、恩格斯曾用“自在”和“自为”来表述

无产阶级成长过程的两个阶段，“自在”

阶段比较幼稚，还不了解自己的历史任

务；“自为”阶段则成熟、自觉，具有了明

确的使命感，并指出无产阶级要通过锻

炼，逐步由“自在”走向“自为”。好习惯

的养成，就是一个持续与“潜意识”交

流，由“自在”向“自为”修炼的过程。

古往今来，人们总结了不少与“潜

意识”对话的方法。曾参“吾日三省吾

身”，徐悲鸿提醒自己“人不可有傲气，

但不可无傲骨”，雷锋、王杰坚持写日

记，以不同的方式对自己的言行进行检

视。明朝吕坤则坚持“四个一点”，即

“喜来时一点检，怒来时一点检，怠惰时

一点检，放肆时一点检”，严把喜怒哀乐

等最易失态的关口，以防做出一些蠢

事。这些都不失为修心养性的好办

法。他们这样做也许一两天看不出效

果，但长期坚持，必将“定型正向”，达到

自觉自律的境界。

让习惯向上向好，是一个由量变到

质变、螺旋式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

中充满着孤独甚至痛苦，而坚持本身就

是一种自律。在节假日，一般人可以睡

懒觉、外出旅游、享用美食，而樊振东、

马龙等优秀运动员却雷打不动地早起，

在训练馆里挥汗如雨，有时甚至为掌握

一个技术要领，要千万次地重复一个动

作。这种自律到骨子里的习惯，才是他

们取得好成绩的基础和保证。很多时

候，我们看到的是他们的优秀，却忽略

了他们为此付出的努力。

事物的发展就是这样，“成人不自

在，自在不成人”，自由与自律总是相辅

相成。人生走出的每一步都有意义，重

要的是抑恶扬善、取长补短。唯有无声

无息地进行好习惯积累，才会修成“正

果”，成为一个有作为的人。

让习惯向上向好
■谭 然

修养漫笔

●好习惯的养成，就是一个
持续与“潜意识”交流，由“自在”
向“自为”修炼的过程

●相对于赞扬而言，“差评”更
值得关注，因为其中多包含着他人
的不同意见、真实反馈，能指引我
们不断改进工作，追求尽善尽美

对于很多行业来讲，遇到消费者的

“差评”并不罕见，但如果从业者态度恶

劣、处置失当，很可能会引发社会广泛

诟病。由此不禁想到，工作生活中我们

当如何面对他人对自己的“差评”？

《伊索寓言》中说：“人生下来背着

两个筐，身前一个较小的，装着别人的

缺点，身后一个较大的，装着自己的缺

点。”我们自身的缺点常常被有意无意

地背在了“背后”，不易发觉，但批评能

将人的缺点摆在面前。即便如此，仍有

人不愿正视批评。面对批评，有的人感

到委屈，认为遭受误解，心里不痛快、工

作干劲下滑；有的人脾气暴躁，对批评

一律“拒之门外”，大有“老虎屁股摸不

得”的派头；有的人一遇到不同意见就

不知所措、进退失据，本该坚持的原则

不坚持、本该持续的做法不敢持续；有

的人善于搪塞，遇到批评就百般狡辩，

推脱自身责任；有的对批评消极抵触，

不从自身找原因，却一味质疑批评者的

动机、抵制批评者的意见；有的人处事

圆滑，对批评意见表面应承，过后“涛声

依旧”，仍然我行我素。

在干事创业过程中，难免要面对他

人褒贬不一的评价，相对于赞扬而言，

“差评”更值得关注，因为其中多包含着

他人的不同意见、真实反馈，能指引我

们不断改进工作，追求尽善尽美。

“差评”中有期望，须善意地看。《荀

子·修身》说，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

而当者，吾友也。别人给予我们的意

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们的工作与

其期望值存在一定差距。一些人肯提

意见，也从侧面表现出对我们个人或所

做工作的关心、关注，大多数人都期待

自己所提意见能被重视，工作能得到改

进提高。因而，我们应主动俯下身子倾

听“差评”，对正确的意见虚心接受、对

存在的误会耐心解释，并积极反思改

进、加强沟通，如此才能提高自己、做好

工作，不辜负大家期盼。若冷漠以对、

反感排斥，甚至针锋相对，不仅会消磨

掉群众的信任与支持，还会打击群众畅

所欲言的积极性，不利于破解难题，不

利于开创工作新局面。

“差评”中有机遇，应敏锐地看。列

宁说，如果一个人没有犯过错误，那么

他一定什么事情也没有做过。工作难

免会因考虑不周、条件所限，或者能力

不足而不尽如人意。“差评者”可能是廓

清迷雾的“旁观者”，正确对待“差评”或

许能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收获改进工

作的灵感；“差评”也许是治疗疾病的

“苦口良药”，耐心“细品”也许能找到发

展的良机。面对农民关于“洗衣机洗地

瓜易堵塞排水管”的“差评”，海尔公司

十分重视，认真反思，以此为契机开发

出了能洗地瓜、洗水果的洗衣机，不仅

得到了更多消费者的认可，还找到了新

的发展机遇。“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

者在草野”。工作中，我们应广泛了解

群众真实想法，重视群众的“差评”，时

时反躬自省，才能找准提升工作效果的

突破口，迎来建设发展新的增长点。

“差评”中有立场，要辩证地看。干

任何工作都很难做到十全十美，赢得各

方满意。尤其是一些需要严肃执纪和

事关官兵切身利益的事，不可能获得所

有人的认可和好评。所以，对工作中遇

到的“差评”也要辩证看待，先从自身找

原因，若果真自己工作有失，须闻过则

喜、知过立改。若是因严格标准条件、

严肃纪律规定而得到的“差评”，则须在

耐心解释说服的基础上，坚持原则立

场，捍卫组织规定和纪律的严肃性；若

因公正处事而得到个别人的“差评”，更

当把心思聚焦在维护集体利益和大多

数人利益上，抓好教育引导、纯正内部

风气，做一名善于运用“差评”，而不被

“差评”所羁绊的好干部。

如何对待“差评”？
■郝东红

方 法 谈

影中哲丝

陆军某部的战士们全副武装，在

比武场上你追我赶，谁也不肯落后。

比武场上的竞争，能激励落后者奋起

直追，让优秀者更加优秀。从这个意义上

讲，竞争是友谊的体现，是在对手的帮助

下提高自己。竞争带给我们的不仅是压

力，还能最大程度地激发我们的潜能。害

怕竞争，其实就是拒绝进步；只有乐于竞

争、享受竞争，才能在竞争中不断成长。

奋发向上的人会以积极开放态度

迎接竞争，在竞争中充分体现奋斗精

神。力争上游，永不言败，是一名优秀

军人应有的品质。

比武场上—

竞争是在对手帮助下提高自己
■赵博源/摄影 姜云瀚/撰文

●靠勤奋工作打下坚实能力素
质基础，就是等待机遇的最好准备，
是创造机遇的最佳方法

曾经看过一本书，叫《学习是最好的
待遇》，心有所触，不禁由学习想到工
作。搞好学习重要，干好工作同样重要，
对于一个人的成长进步而言，需要凭素
质立身，靠实绩进步，工作是实现这一点
的根本途径，机遇往往是靠工作的成功
开展创造出来的。

古往今来，很多人把机遇看得很神
秘，将抓住机遇作为自己进步的重要“砝
码”。在对机遇的理解把握上，过去有些
战友因受社会不正之风影响，出现了思
想认识偏差，陷入了行为误区。他们想
通过拉关系创造所谓“机遇”，总感到踏
实干工作不如拉关系能够更好地创造
“机遇”，不是把主要心思和精力用在干
好本职工作上，而是热衷于拉拉扯扯，跑
路子、找靠山。无数事实证明，这样做是
靠不住的，更是行不通的。

在人生道路上留下闪光足迹的人，
哪一个不是凭着真才实学发展起来的，
哪一个不是靠干好工作取得进步的，又
有哪一个是靠拉关系、走后门能够立得
住、走得远的？人们常说，关系也许能管
一阵子，却管不了一辈子。什么最能靠
得住？自己的真本事。真本事靠什么来
获取？主要靠勤奋工作。实践经验告诉
我们，机遇青睐勤奋工作的人。抓住了
工作就等于抓住了机遇；多一分工作上
的付出，就多一分对机遇的把握。有人
曾感叹，离开了平台、离开了岗位、离开
了工作，你什么都不是。一个人的社会
价值主要体现在工作中。所以，要在干
好本职工作上费心思，勿在拉关系上伤
脑筋；在干事业、谋发展上花气力，勿在
投门子、找靠山上出“歪招”。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机遇

不是人们想象中的“馅饼”，不去奋斗
追求，就会掉在自己嘴里；机遇青睐那
些对时势和人生预先有准备的人，靠
勤奋工作打下坚实能力素质基础，就
是等待机遇的最好准备，是创造机遇
的最佳方法。
“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人

生中，没有谁的成功是“唾手可得”的，
要成就一番事业，必须付出辛勤汗水，
靠努力拼搏。大凡事业有成的人，都
有一段不懈奋斗的经历，有不怕辛劳、
默默奉献的意志品质。只想索取、不
想奉献，只想投机、不想踏实工作的
人，即使机遇来临，能力素质不够，最
终也抓不住它。不可否认，确有极少
数人靠投机钻营得利，但他们的人生
轨迹多像一条抛物线，最终难免会为
投机所误。当今社会发展日新月异，
不仅使我们不能躺下来吃“老本”，而
且更加倒逼我们去奋斗、去拼搏。在
日益激烈的竞争中，把自己要干的工
作干好，把平凡工作干到极致，干出非
凡成绩，才能真正体味奋斗的快乐，获
得长足发展，实现人生价值。

（作者单位：武警商洛支队）

机遇青睐
勤奋工作的人

■康泽秦

谈 心 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