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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指出：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

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

浩然之气。

读经典，我们可以品人文情怀、阅

百世沧桑；读哲学，我们可以汲取养分、

涵养智慧；读诗词，我们可以怡情养性、

丰富情感；读传记，我们可以砥砺志向、

思考人生；读科普，我们可以增强技能、

推进创新；读历史，我们可以明兴衰、知

荣辱。

养成了读书的习惯，我们不一定会

有惊喜，但一定会有收获。读书是人生

的砥柱和根基，能够积淀人生出彩的底

色和力量。

读书能改变人的命运。高玉宝，一

个从文盲战士成长起来的作家，入伍前

不识几个字，一边行军打仗一边坚持读

书学习，始终手不释卷、笔耕不辍，为世

人留下了200多万字的著述。“导弹兵

王”王忠心，仅有初中文化水平，却一边

艰苦训练一边坚持读书学习，废寝忘

食、手不释卷，真正成了一名优秀的军

人。有人询问王忠心成功的秘籍是什

么，他简单回答了一句话：“把一件事做

到极致，就是成功。”王忠心把读书和学

习做到了极致，所以他拥有了属于自己

的出彩人生。

读书能涵养人的气质。古人云：“最

是书香能致远，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

是经历文化濡染的净化，是省察自身不

足的淬炼，能够帮助我们塑造气质、丰富

内涵、优雅谈吐、美化心灵。我们把书当

朋友，则会尊重知识、远离庸俗；视书为

明镜，则能通古鉴今、胸怀长策；奉书为

良师，则会敬畏知足、淡泊名利。舍得把

时间投入到读书当中，你就会变得更加

充实，并慢慢积淀能力素质，“有如春园

之草，不见其长，日有所增”。

读书能突破人的局限。已知的半

径越大，未知的半径也就越大。我们越

读书，就越能发现自己的不足，从而逼

迫自己不断去拓展知识、增强本领。不

读书的人，认知的范围只局限在自己的

思维里；只读一点书的人，对世界的认

识也只是一知半解；只有习惯读书的

人，才能让自己立于山巅俯瞰世界，激

励自己走向更远。

人民军队向来具有重视学习、倡导

读书的传统，从行军途中识字扫盲，到

开办夜校培训；从军地人才两用学习，

到建设学习型军队，始终都把读书育人

作为部队建设发展永恒的驱动力。毛

泽东同志曾指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

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

人的。

新时代强军事业呼唤高素质新型

军事人才，读书更应该成为我们自觉的

习惯和永恒的追求，帮助我们夯实事业

的基石，积淀军旅的精彩，更好地为强

军兴军贡献智慧和力量。

让 读 书 积 淀 出 彩 人 生
■余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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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图：学员刘亮在读书分享会上给大家分享自己的故事。

左上图：博士服务团成员用专业知识服务新农村建设。

左下图：在党史故事读书分享会上，抗美援朝老兵讲述当年战斗故事。 王瀚林摄

■本期观察 陈淑文 林金春

韧 劲

暗夜，红方成功渗透到蓝方防御

阵地，实施突袭。王宇鹏终于放下了

心里的这块“石头”。

一周前，陆军工程大学步兵分队

战术基础课上组织夜间渗透行动。大

四学员王宇鹏作为红方战斗小组组

长，带领小组隐秘接近蓝方。转眼2

个小时过去了，他们毫无进展，还惨遭

“伏击”，最终行动失败。

那晚，王宇鹏彻夜难眠。他随手

拿起枕边书——俞敏洪写的《在绝望

中寻找希望》。年轻时，俞敏洪2次参

加高考均以失败告终，后来读着读

着，王宇鹏突然意识到在挫折中站起

来，才能赢得成功。

挺过来的俞敏洪告诉自己，“青春

的一个特征是不承认失败，即便历经

挫折也初心不改。”王宇鹏觉得自己青

春的心也应该是“美丽的心、勇敢的

心、从绝望中寻找希望的心”。

王宇鹏几乎是一口气将它读完。

合上书本，他在日记里写道：“青春就

应该保持坚韧、永不言败，下一场‘渗

透’我一定会拿下。”

拼 劲

如今，在400米障碍赛道上，李卓

再次健步如飞。

去年10月，距离毕业联考还剩不到

1个月时，陆军工程大学学员李卓从跑

400米障碍独木桥上重重摔下。

“当时我感觉膝盖里面被硬生生扯

开时，内心绝望极了。”当医生告知诊断

结果时，李卓双目无神地盯着天花板，

这意味着他只能参加下一年度缓考。

那段时间，李卓的世界是黑暗的，躺

在病床上的日子漫长而无聊。一次战友

来看他时，带来了史铁生的《我与地坛》。

“两条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我找

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

么都找不到了。”原来一开始，坐在轮

椅上的史铁生也对未来充满绝望。但

和自己不一样的是，史铁生很快认识

到，只有接受苦难，才能从苦难的悲痛

中走出来找到出路，才能有精力去思

考以后的路。

李卓在书中找到了共鸣。他告诉

自己：“只有真正经历过这些不幸，才

会懂得史铁生的坚强和不服输的拼

劲，才敢蔑视所有的挫折！”

干 劲

想起《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陆

军工程大学学员赵文彦的焦虑消失了。

连续几天，尽管周身疲惫，躺在床

上的赵文彦仍然辗转难眠。即将面临

毕业分配，如何适应第一任职？怎么

踢开“头三脚”……一连串问题让她陷

入莫名恐慌。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个

世界，即使最平凡的人也要为他生活的

那个世界而奋斗。”这晚，听着舍友们均

匀的呼吸声，《平凡的世界》中最经典的

那句话浮现在赵文彦的脑海。

面对生活的难题，主人公孙少平

选择去到社会最底层，在劳动中体会

充实自己，实现人生价值。赵文彦被

孙少平敢于和现实顽强抗争、永远不

惧怕挑战的特质所感动。“什么是人

生？人生就是永不休止的奋斗！”

“毕业任职将是另一种历练。”翻

了个身，拉一拉被角，赵文彦心想，

“即使前路充满荆棘与挑战，只要保

持干劲、全力以赴，任何困难都不会

将我打倒！”

（此组稿件由王海波、张刘木一提
供资料）

畅聊校园人和事

军校吧

读懂精神

真正的力量，首先发

自内心

来自北部战区某边防旅“黑河好八
连”的研究生学员秦强，最喜欢读的一
本书是《长征》。
“每年连队封冻期长达 160 余天，

冰层厚度近 1米，驻守官兵每人每天要
在-30℃的界江上站岗执勤好几个小
时。”秦强说，“觉得实在苦时，想想长征
时的先辈们，我们就不觉得苦了。”

征途漫漫，唯有奋斗。这是属于我
们这一代人的长征，更是新时代研究生
精神力量的源泉。

5418，当你看到这个数字时，会想
到什么？这个数字对于来自高原边防
的研究生学员邴军国来说，是他曾坚守
过的哨所——河尾滩边防连的海拔高
度。
“内心有力量，精神才有定力；内

心有光明，力量才有指引。”邴军国说，
“对于高原官兵来说，需要克服的不仅
仅是身体上的不适，更需要精神上的
坚守。”

邴军国的父亲是一名老工程兵，常
年在外开展国防工程施工，为儿子取名
“军国”，就是“参军卫国”之意。“去年，
我考取了陆军工程大学研究生，选择军
事指挥专业，父亲特别高兴。”邴军国
说。
“说起坚守，我来讲讲吃馒头吧。”

读书分享会上，看着大家诧异的眼光，
邴军国笑笑，“上高原前，我曾读过关于
高原边防连吃馒头比赛的文章，当时有

些不理解，上了高原才明白，在高原吃
饭就是保存战斗力。我所在的连队上
山后，骨干班长都盯着所有人把饭吃下
去，不管有多难都必须吃，在高原想完
成任务，首先要吃饭。”听着听着，大家
的诧异变成了敬佩。
“吃饭睡觉，是战斗也是任务。晚

上住在帐篷里，早上起来都是冰花。头
疼得睡不着，大家都忍着谁也不说。”邴
军国说，“不完成任务我们绝不收兵。”

读懂使命

日绣千针能绣山川

锦绣，千锤百炼定能精武

强军

研究生学员陈小刚是特种部队的
一名狙击手，从小受长辈的影响特别喜
欢读书。陈奶奶喜欢绣鞋垫，她教导孙
子：“日绣千针能绣山川锦绣，日嚼百字
定能出口成章。”

这个道理陈小刚一直铭记在心。
他还用行动加上了自己的注解：千锤百
炼能精武强军。

读书分享会上，陈小刚给大家分
享了自己的精武历程：“狙击手最枯燥
乏味的是潜伏训练，每次潜伏在各种
恶劣环境中，淤泥、池塘、草丛，我们举
着枪盯着目标一动不动就是几个小
时。”陈小刚说，“我告诉自己要坚持练
习，靠着这种信念一次次坚持下来，也
慢慢成了合格的狙击手、出色的狙击
教练员。”

谈起读书，陈小刚讲起当连队主官
时曾问一位老红军：在革命战争年代是
怎么保持革命激情的？

“老红军的回答让我感到新奇又敬
佩。”陈小刚说，“那时候除了打仗，他们
做得最多的事就是听书，听连队指导员
读毛主席写的文章，一遍又一遍，越听
越有劲，越听越觉得胜利就在眼前。”

不同的时代，读书给予人相同的奋
进力量。

陈小刚最喜欢读的书是《平凡的世
界》。说起这本书，他讲述了自己的一
段经历：那年正月十五，因为要参加上
级任务，他送走来队的家属小孩。路过
一个小村庄，他看到一家农户门口，家
里老人接到回家过元宵节的儿女们，开
心得有说有笑。
“那一刻，我瞬间释怀，想到舍小

家能换来千万家庭团圆也是一种幸
福。”陈小刚说，读《平凡的世界》让我
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懂得在困境中
获得幸福，懂得真真切切去感受所遭
遇的一切，无论幸福快乐，还是挫折
失败。

读懂初心

青年不是某个年龄

段，而是奋斗、磨砺和成

长的状态

这些天，南京高淳区潦田村的村民
们都在谈论一件新鲜事：村里来了一群
军校博士。

今年，陆军工程大学研究生院在与
潦田村对口帮扶活动中，学员们运用专
业知识为村民解决问题，让科技为乡村
振兴助力。
“我常读《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这本书，从中感悟到青年不是某个年龄

段，而是青春、奋斗、磨砺和成长的状
态。”陈晓说，“我印象很深的是，书中
习主席在梁家河修沼气池的这件事。
这让我反思：我们的研究成果能不能服
务部队战斗力？能不能服务人民群
众？我的研究方向是军事环境，因此，
在今年的对口帮扶活动中，就想用我学
的给水专业为村民做点事。”
“读书是一场心灵的对话，阅读一

本好书就像是与主人公的对话。”研究
生学员赵小康说，“读书这件事没有短
期效益，读一两本书看不出来什么进
步，但是书读多了，人的气质就会上去，
正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

研究生学员杨章林在读书分享会
上分享的是金一南的《苦难辉煌》。
“起初，我问自己为什么要考研，怀

疑自己能不能考上。迷茫的时候，我读
了《苦难辉煌》，书中的道理化为一股力
量不断激励自己，目标也越来越明朗。”
杨章林说，“只有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
命运息息相关，才能知道自己到底想要
什么。”

杨章林还给大家分享了《丰碑》中
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军需处处
长，宁可自己被冻死，也要把最后一件
棉衣让给战士。这个故事让我读懂了
共产党人的初心，更明白了共产党人的
担当。”

他喜欢巴金在《做一个战士》中写
的这句话：“在这个时代，战士是最需要
的。但是这样的战士并不一定要持枪
上战场。他的武器也不一定是枪弹。
他的武器还可以是知识、信仰和坚强的
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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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分享会：走近“你”，读懂“你”
■蒋蔚蔚 本报特约记者 朱桁冈

春日金陵，暖阳透过窗户，洒在93

岁高龄抗美援朝老兵冯树凭的身上。

他时而激昂，声音如翻滚波涛拍打心

灵；时而沉静，平静如轻风掠过林海。

没有华丽的布景，没有精美的视

频，唯有一束鲜花、一杯清茶。台上，冯

老动情讲述。台下，数十双眼睛深情凝

望，静静聆听那一代人的青春岁月。

这是陆军工程大学研究生院“学

党史·悟思想”读书系列主题活动之

一——“走近志愿军”。

一位老兵，一群青年学员，在这一

刻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心灵“遇见”。

“1950年10月18日，正好是我22

岁生日，第二天我就去了朝鲜。”作为首

批入朝作战部队中的一员，冯树凭当时

是某步兵连副政治指导员，那些战火经

历已深深地刻在岁月年轮里。

“我打的第一场硬仗是云山战

役。当时，我们向云山机动，前沿观察

员发现敌人活动频繁，有撤退迹象。

首长当机立断，提前两个半小时发起

攻击。当时衣服外面是冰，里面是汗，

渴了就抓一把雪吃，因为太渴了，觉得

雪都是甜的。”冯老说。

时光辗转 70多年，同样是 20多

岁的研究生学员王任之，静静地坐在

教室里听着冯老的战斗故事，似乎有

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

饱经风霜的双手、坚毅的眼神、

闪亮的勋章……似乎都在诉说着那

段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让王任之深

刻体味到今天生活那份来之不易的

“甜”。

“没想到一位93岁的老人如此精

神矍铄，我想这就是在血与火的战场

上磨砺出来的气质。”王任之说，曾读

过《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

鲜战争》一书，书中这样写道：联军士

兵最害怕听到中国志愿军的冲锋号

响，听到这号声，他们感觉到这分明是

“中国式的葬礼”。

今天，在军校研究生身上，革命

前辈身上这种义无反顾，奋勇向前的

精神还有吗？带着这样的追问，王任

之继续聆听着、思考着。

岁月有痕，雕琢老兵脸庞，皱纹

深深；岁月无声，沉淀冲锋号音，声声

回响。冯老的讲述让那些烽火弥漫

的历史场景鲜活起来，润泽着台下这

群年轻人的灵魂。

聆听着这位老兵的故事，分享着

一本本书中的精神食粮，学员们悄然

发现，他们读懂的不仅仅是书中的历

史，更有现实中的青春拼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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