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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侵略者，就得用他们听得懂

的语言同他们对话，这就是以战止战、

以武止戈，用胜利赢得和平、赢得尊

重。”习主席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

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

讲话，掷地有声，态度坚毅，彰显出中华

民族的风骨。

风骨者，气概、品格也。一个民族

有怎样的风骨，影响生存质量和发展

前景。风骨凛凛，不惧威胁，则民族生

生不息；风骨柔弱，一味妥协，则民族难

以长存。新时代，让中华民族更好屹立

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永续传承伟大

抗美援朝精神，砥砺不畏强暴、反抗强

权的民族风骨。

“悠悠华夏，风雨卓立。”在几千年

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历经挫折而不

倒，饱受磨难而不灭，很重要的一个原

因就是中华民族有不畏强暴、反抗强权

的民族风骨。这种风骨，在近代几次反

侵略中更得以彰显。正如一名思想家

所说：“中国共产党出现在这个国家并

领导他们的民众战胜强敌后，这个民族

表现出的气概和品格，让觊觎他们的人

更小心翼翼了。”

民族风骨，时穷节乃见。当年日

寇侵华之初，因国力悬殊，有外国政要

直言，“中国将会成为第二个埃塞俄比

亚（1936年被意大利法西斯吞并）”。

然而，中国人民宁死不屈，视死如归，

以“桑梓之地，誓不从倭”的决绝和坚

定，“为雪国耻身先去，重整河山待后

生”，在赢得抗战胜利的同时，也让中

华民族重新找回自信，赢得尊严。

民族风骨，烈火中永生。70年前，面

对美国威胁如果参战就把中国“炸回到石

器时代”的狂妄，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不

信邪、不屈服，冒着枪林弹雨勇敢冲锋，顶

着狂轰滥炸坚守阵地，忍饥受冻绝不退

缩，烈火烧身岿然不动，硬生生将强大对

手打到谈判桌前。这一战，拼来了山河无

恙、家国安宁，中华民族不可侵犯的民族

风骨，也在与强敌较量中愈发凛然。

在我国历史上，各个朝代都被后人

打上不同的烙印。汉，“犯我强汉者，虽

远必诛”，被称为“强汉”；唐，“横制六

合，骏奔百蛮”，被称为“盛唐”。而当时

世界经济总量排名第一的宋朝，之所以

被称为“弱宋”，就是因为其“兵虽多而

战力弱，国虽富而军不强”，面对元、辽、

金甚至弱小西夏的入侵，都一味求和，

结果一退再退、一败再败。1840年第一

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与列强的“和约”

越签越多，和平却离中国越来越远。清

史研究专家李鸿彬一针见血指出：“部

队羸弱，又不敢誓死一搏，让中华民族

很是蒙羞。”现实告诉我们，抵制强暴、

反抗强权，光喊口号、发声明、做谴责、

提抗议是不够的。面对强暴强权敢于

亮剑的军队，永远是民族风骨最有力的

支撑。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这里的“必”，就是敢于斗争

的精神和胆略。只有敢于斗争，坚决回

击强暴强权，才能“打得一拳开，免得百

拳来”。习主席强调指出：“当严峻形势

和斗争任务摆在面前时，骨头要硬，敢

于出击，敢战能胜。”从某种意义上讲，

不畏强暴、反抗强权的民族风骨，本身

就是一种威慑。

人民军队有敢战能胜的优良传统，

这一传统既来源于历史积淀，也是在复

杂严峻的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

骨锻造而成的。近日，电影《金刚川》热

映。影片结尾，一名美军看见志愿军在

湍湍江水中用身体架起的桥后说：“我

知道你们不信神，但你们创造了神迹。

这不是人类能完成的事，但你们做到

了。”中国军人身上所表现的民族风骨，

让敌人胆寒，令对手尊敬。

今天，我们捍卫和平的手段和选

择多种多样，但军事手段始终是保底

手段。只有保底手段保得了底，国家

安全才有底数，民族复兴才有底气。

在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遇到重大挑战

时，人民军队必须针锋相对，寸土必

争。广大官兵应发扬斗争精神、坚定

斗争意志，讲究斗争艺术、提高斗争本

领，时刻保持高度戒备状态，全面加强

练兵备战工作，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

（作者单位：日喀则军分区）

砥砺不畏强暴、反抗强权的民族风骨
—弘扬抗美援朝精神提高备战打仗能力⑤

■王守学

近日，火箭军某部在演练中面对接

踵而至的敌情，官兵们从容应对、有效

处置，圆满完成导弹发射任务。该部值

班作训参谋介绍，“一声令下，只待‘点

火’，得益于部队始终保持‘带甲眠’的

状态。”

“挽弓当满弦，将士带甲眠”，体现

出“随时准备上战场”的战备状态和战

斗姿态。《孙子兵法》说：“故用兵之法，

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

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尽管弦上的利

箭可能没有机会射出，常备不懈的官兵

可能没有走上战场立功的机遇，但“带

甲眠”的状态足以令敌胆怯而不敢轻举

妄动。

克劳塞维茨说：“突然性是一切战

略战术的精髓。”在“发现即摧毁”的秒

杀时代，更需要官兵睡觉也要睁只眼。

然而现实中，仍有少数单位和个人离

“带甲眠”的标准有不少距离。有的掌

握研判情况不够，遇有突发情况反应迟

缓、指挥忙乱、处置不周；有的战备基础

建设历史欠账多，物资设施临战才补充

抢修，遂行大小任务都要临时调整；有

的一退出值班战位，精气神就懈怠下

来，战备弦时紧时松……凡此种种，都

是军事斗争准备的大敌，真打起来是要

吃大亏的。

“有一个道理不用讲，战士就该上

战场”。备战打仗“在状态”，离不开打

仗意识“在心中”。粟裕把打仗意识作

为终生意识，才常打“神仙仗”；战争年

代“抱着电话睡觉的参谋长”李达，和平

时期也随身携带地图、指北针、放大镜

“老三样”。将“战争随时可能打响”的

思维贯穿到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从

点滴养成中强化敌情观念，自觉点燃

“心中狼烟”，才能更快进入角色、进入

情况、进入战场，在未来战场上“刀丛扑

去争山顶，血雨飘来湿战袍”。

王杰曾在日记里这样写道，“训练

是为了打仗，为了练过硬本领，平时不

注意训练，战时就拉不出去，就不能消

灭敌人”。“带甲眠”不仅是枕戈待旦、常

备不懈的状态，更是随时待战、能打胜

仗的能力。担起“剑挡塞外胡风”的重

任，就应像王杰那样“把每次训练当打

仗”，把每一日都当成“艰难一日”，把每

一天都当成战争来临的前一天，如此方

能做到随时亮剑出鞘、决战决胜。

“带甲眠”的状态不能松
■赵焕斌 徐梦玥

画里有话

70年前抗美援朝战场上，志愿军的

战场救护装备，跟美军不能比。但志愿

军医护人员视战友如兄弟，视伤员为亲

人，他们对志愿军将士无微不至的关

怀，美军不能比。美第8集团军司令官

范弗里特曾这样记述：“中国军队医疗

设备简陋，万不能和我们的医疗队、前

线救护站以及完善的后方医院相比

拟。但是，他们永远是向前作战，奋不

顾身……”

根据记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

愿军白衣战士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先后

救治伤员38.3万名。武凤华是志愿军

一名医护人员。她回忆说，当年为了尽

可能挽救更多伤员的生命，志愿军医护

人员只能将手术台一米一米地推向前

沿。其中，由李蓝丁担任队长的志愿军

手术队跟随大部队从鸭绿江畔一直到

汉城，在 200多天时间里，进行了 1200

多次手术。

就像读诸葛亮的《出师表》、李密的

《陈情表》一样，近日工作之余，一些人民

军医在抗美援朝战争和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中的故事，令人眼窝发潮、细汗涔涔。

这些故事，字字滚烫，情炽如炬，字里行

间都流淌着人民军医的浓浓情怀。

情怀，《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含

有某种感情的心境。然而，情怀的重要

性，远不是这9个字所能道清楚的。梁

漱溟先生曾说：“情怀能激励人最深沉的

力量。一个人有了情怀，就会对自己的

职业有发自心底的爱。”感人心者，莫先

乎情。最是情怀出本心，出乎本心的情

怀，不虚、不私、不妄，无矫饰、无扭捏、无

作态，一举手一投足，都是下意识的真情

流露。当祖国和人民需要时，多少人民

军医逆行出征、白衣执甲，他们展现出的

高尚情怀，让人民对胜利信心满怀。

家国情怀，让人民军医没有了个人

的卑琐与私利，更多是对国家和人民的

付出和担当。除夕寒夜，从陆军、海军、

空军军医大学抽组的医疗队雷霆出征；

火神山医院，护士吴亚玲得知母亲病

故，只能在午夜面向家的方向，含泪三

鞠躬；听说自己“毁容”的压痕照片上了

热搜，郭玮说“只要疫情早点过去，脸上

压几道痕又算啥”……“我心中，你最

重。”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最前沿，人

民军医用一次次义无反顾的冲锋姿态，

把家国情怀诠释得淋漓尽致、展现得具

体生动。

国为重、家为轻，人民为重、个人为

轻，人民军医的家国情怀，折射出他们

对国家和人民的深情大爱，显示出他们

深层次的文化心理密码，反映着他们心

系人民健康最温暖贴心的情愫。

医学的本质是人学，它是一种善良

人性和友爱情感的表达。医者看的是

病，救的是心；开的是药，给的是情。医

者，病患之依靠者。当“军医”前多了

“人民”二字，医者情怀就在人民军医的

心灵深处扎根。

“有时是治愈，常常在帮助，总是在

安慰。”100多年前特鲁多医生的这句名

言，道出了行医的真谛。医学界也流行

这样一句话：“爱是最高超的医术。”抗

美援朝战争中，军医何小晴每天为重病

在床的战士韩大庆擦洗身体，护士刘茹

经常给接受治疗的志愿军战士讲前线

故事。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重症

专家张西京在“红区”累得腰都直不起

来，但他对战友说：“咱们干的是跟时间

赛跑的活，咱们累，患者的家人就可能

少流泪。”这些人民军医，外表冷静，内

心滚烫，他们既关心“病情”，也关注“心

情”，把医者情怀倾注在了一针一药的

慎重里，播撒在了一蔬一饭的关怀里，

平平凡凡，真真切切。

“人民公仆”，不仅是对领导干部的

要求，也是对每一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军

人的基本要求。出以公心谓之“公”，做

好服务谓之“仆”。人民军医的标准是

“红色专家”，形象是“阳春白雪”，责任是

当好“公仆”，服务好伤病员，也是职责。

情系祖国、心系人民、保障打赢，对

事业无限忠诚、对工作精益求精、对官

兵满腔热忱，这样情怀在心的人民军

医，祖国满意、官兵信任、人民放心。

（作者单位：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

学中心）

最是情怀出本心
■王 军

玉 渊 潭

漫画作者：周 洁

不久前，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上，落实能力是

习主席对年轻干部提出的“七种能力”之

一。其实，习主席在多个场合都强调要

提高落实能力。比如，在党的十九大上，

他将“增强狠抓落实本领”列为必备的执

政本领之一；在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

上，他要求各级党委要提高狠抓落实能

力。“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关键在落实”

“要把抓落实作为开展工作的主要方

式”……一声声叮咛，一句句嘱托，既是

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的行动指南，也为

年轻干部成长成才、更好肩负起新时代

的职责使命指明了努力方向。

一个人能取得怎样的成就，与落

实能力密切相关。落实能力强，必定

成绩卓著；落实能力弱，肯定难成大

事。年轻干部要想干事、能干事、干成

事，就必须下大力提高落实能力。落

实能力的重要性，年轻干部无人不

知。可为什么一些人落实能力依然不

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理论与实践脱

节、语言与行动背离，“嘴行千里，双脚

在屋里”，对落实的重要性只停留在认

识上，而没体现在执行上。“坐而空谈

无人能比，临机应用百无一能”，如此

不下功夫提高落实能力，难堪大用、难

担大任、难成大业。

“为人谋而不忠乎？”狠抓落实能

力是测试纸，测出的是党性原则；狠抓

落实能力是显影剂，照出的是责任担

当。心中有党、有军、有责，干事就会

脚踏实地，以上率下，真抓实干，就有

钉钉子精神，抓铁有痕、踏石留印，过

了一山再登一峰，跨过一沟再越一

壑。否则，若高高在上、凌空蹈虚，只

表态不表率、只挂帅不出征，难以提高

落实能力不说，还败坏风气，贻误党和

军队事业。

俗话说，干难事最长本事。在解决

矛盾和问题中积累经验、增长本领，是

提高落实能力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和

途径。强军征程上，还有许多“雪山”

“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

“腊子口”需要征服。这既是对年轻干

部能力的重大考验，也为锻炼成长提供

了重要课堂。历经风霜雪雨，才能长成

参天大树。年轻干部只有加强思想淬

炼，打造思想上的“金钟罩”；加强政治

历练，炼就政治上的“明白人”；加强实

践锻炼，成为作风上的“实干派”；加强

专业训练，努力成为本领域“专门家”，

到斗争一线去，到矛盾和问题最集中的

地方去，多当几回“热锅上的蚂蚁”，多

接几次“烫手的山芋”，才能在提高落实

能力中切实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

时代使命任务。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紧盯目标 狠抓落实
——提高年轻干部“七种能力”系列谈⑦

■樊 博

群众是天，群众利益高于一切；群

众是地，群众是我党我军生存的土壤；

群众是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让这

片“天”艳阳高照，让这块“地”肥沃厚

实，让这汪“水”波澜不惊，年轻干部必

须做到习主席在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上

所强调的——提高群众工作能力。

把自己看成是人民“总服务员”的周

恩来说：“服务，最关键的是要心里有群

众，有群众了作风就好，办法就多。”心系

群众，就不会为了一时政绩折腾群众、损

害群众，就会把群众答应不答应、满意不

满意作为决策的最高标准。年轻干部若

在心里牢牢打上群众情结，既不因岗位

调整而松动，也不因职务变动而减弱，更

不因年龄增长而消退，就会在心系群众

中深入群众、了解群众、服务群众，就能

不断提高群众工作能力。

毋庸置疑，绝大多数年轻干部心里

是有群众的，群众工作能力是过硬的。

不然，哪有今天基层的新气象？哪来如

今群众“妥妥的幸福”？但必须看到，确

有个别年轻干部的群众工作能力堪

忧。比如，一位老将军在调查基层干部

队伍后发现，一些年轻干部文化素质提

高了，却越来越不会做群众工作了；交

通条件改善了，与基层的距离却越来越

远了；信息手段先进了，与群众的沟通

却越来越少了。

年轻干部大多离基层很近，但距离上

的“近”，并不会自然带来感情上的“亲”，

更不会自然带来能力上的“强”。一些年

轻干部之所以群众工作能力不强，根源就

在于与群众不亲。试想，对群众不能全心

全意，解决群众难题怎能千方百计？

对部队来说，提高群众工作能力主

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做好军政军民团结，

在爱民、为民、利民中增进军民鱼水情，激

发广大人民群众更好支援部队建设，竭尽

全力为部队解决家属就业、孩子上学等实

际难题。二是坚持基层至上、士兵第一，

满腔热情关爱官兵，想方设法为基层排忧

解难，不断增强官兵的获得感。

提高为基层官兵服务的能力，关键

在于心里是否有“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

人”。我军“脖子以下”改革完成后，基层

部队发生很大变化，基层官兵面临不少难

题，也给年轻干部服务基层提出了更高要

求。“常制不可以待变化，一途不可以应无

方，刻船不可以索遗剑。”这要求在服务基

层官兵时，多一些换位思考、设身处地，急

官兵之所急，解官兵之所困，让基层官兵

始终在“服务区”，真心实意为基层官兵解

难事、办好事，只有这样，才能在与基层官

兵打成一片中温暖基层官兵的“心窝子”，

把基层锻造成“刀尖子”。

心有群众 办法就多
—提高年轻干部“七种能力”系列谈⑥

■李质彬 赵立斌

长城论坛

画里有话

某位干部如实向组织反映困扰自

身的难题，多位领导作了批示，要求相

关部门协调解决。可一年多了，批示如

同石沉大海，迟迟没有下文。

批示是领导干部开展工作、布置任

务、督促落实的重要方法。许多重要工

作、重大部署、重点问题，都是在领导批

示之下，加快了进度，收到了实效。但

是，批示只是问题解决的开始，绝不是

问题解决的结束。如果仅仅是一批了

之、一转了之，把层层批示等同于层层

落实，那么，这样的批示再多也无济于

事，只会助长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领导干部应以“对事业极端负

责、对工作极端认真”的态度看待批

示、用好批示，力求使批示明了、具

体、到位，提高批示的针对性、务实性

和可操作性。此外，还应加强对落实

批示的跟踪问效，做好“下篇文章”，

使有关部门和人员抓好批示的落实，

少玩虚功，多做实事，做到层层传导

压力、层层落实责任。

莫把批示当落实
■曲万山

某连向旅机关多次反映暖气不热，

结果都杳无音讯。后来，旅领导一过

问，机关马上协调人员前来解决。对于

这种“看人下菜碟”现象，基层官兵颇有

看法。

服务基层是机关应尽的职责。基

层有所呼，机关必须有所应。彭德怀元

帅曾说：“没有当兵的，哪有当官的；没

有基层，哪有领导机关。”然而，个别机

关干部在为基层服务时却搞区别对待：

有“来头”的，劲头就大，热情就高；没有

“来头”的，劲头就小，架子就大，甚至虚

以应付。

服务基层无小事。特别是随着国

防和军队改革向纵深推进，基层官兵

在训练、生活、保障等方面，遇到诸多

现实问题，很多都需要机关帮助协调

解决。领导机关应牢固树立基层至

上、士兵第一，真心实意为基层官兵排

忧解难，下功夫解决好官兵的揪心事、

烦心事、操心事，切实增强基层官兵的

获得感幸福感。

莫看“来头”用劲头
■王 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