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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人才的价值是可以用“物

质利益”来衡量的。抗战时期，毛泽东

同志指示聂荣臻司令员，每月给白求恩

发 100 元津贴。这样的津贴标准，是当

时我军战士的 66 倍，是聂荣臻的 20 倍。

有时候，人才的价值是可以用“特

殊关照”来体现的。1983 年，邓小平同

志得知陈景润全家挤在一间半的房子，

要求有关部门立即为陈景润办三件事：

把他们夫妻调到北京工作，分配一套五

居室，配生活秘书。

为什么毛泽东、邓小平等革命领袖

对人才如此重视？因为在毛泽东看来，

“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

许多最好的干部”。而邓小平则指出，

“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于人才”“人才不断

涌出，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

其实，像毛泽东和邓小平这样重视

人才的革命前辈还有很多。比如周恩来

同志曾说，科学家的事是党很重要的大

事，刘伯承同志为留住人才多次“追韩

信”，王震同志遇到人才就像打了大胜仗

一样高兴……学习党史会发现，给人才当

“勤务员”“后勤部长”的革命前辈有很多，

视人才为挚友、知己的领导干部也不少。

中国抗战为何能成功？一名长期

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给出了这样

一个原因：“他们这个学校（抗日军政大

学）10 年培养了 10 多万名精英，这个国

家当时 80%的青年人才都去了延安，这

样对人才重视的共产党，你还会说她的

成功是意外吗？”

“济济多士，乃成大业。”“国势强弱，

系乎人才。”从建党之初号召把最优秀的

人才吸引到党组织里来，到战争年代把

人才当作比黄金还值钱的宝贝；从新中

国成立初期要求人才“滚一身泥巴，炼一

颗红心”，到改革开放之后“尊重知识、尊

重人才”蔚然成风，自红船扬帆，我们党

始终遵循“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这一“古

今一也”的定律，以“士有一言中于道，不

远千里而求之”的人才意识，爱才、敬才、

聚才、用才，为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

提供了厚实的人才支撑。

哲人有言：“有时候，政治家会以偏

爱的方式给国家以导向。”每年年初，都

会出席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每个春

节，都会委托中央领导同志登门看望科

技专家；每逢盛夏，都会委托中央领导

同志前往北戴河看望受邀休假的专家

学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对人

才格外关心尊重、非常理解支持，反复

强调人才是中国开创未来最宝贵的资

源，要求各级聚天下英才而用之。随着

人才优先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人才资

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

决定性作用不断增强。

成就是最可信的真理。100 年来，

党用人才建设的成功实践不断启示我

们：党以才兴，国以才立。人才是强国

之本，人才是圆梦之基。党和人民的事

业要无往不胜，关键在于培养造就一大

批高素质人才。

强军之道，要在得人。当今世界军

事领域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

谁拥有人才优势，谁就掌握了军事对抗

的战略优势，谁就掌握了决定战争胜负

的命脉。人才是舰之龙骨、国之栋梁，

是现代化的核心。开创强军兴军新局

面，最基础、最关键的是人才；建设信息

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最迫切、最需

要的也是人才。

邓小平同志指出：“善于发现人才，

团结人才，使用人才，是领导者是否成熟

的主要标志之一。”出人才就是出战斗

力。新长征路上，当每名领导干部寻觅

人才求贤若渴，发现人才如获至宝，举荐

人才不拘一格，具有“周公吐哺”的重才

之情、“海纳百川”的聚才之度、“人尽其

才”的用才之智，何愁答不好“你给部队

培养了多少打赢人才”的胜战考题？

“我是人才吗？我是岗位离不开的

人才吗？我怎样才能成为人才？”当年，

原沈阳军区某团参谋长、“献身国防现

代化的模范干部”苏宁，曾以“人才三

问”的方式，引导官兵反问自省，立志成

才。强军舞台就是成才平台。弄潮儿

向涛头立。让我们聚焦强军目标成才，

立足本职岗位成才，“永远都心怀期待，

赤子心热血澎湃，用奋斗谱写精彩”。

（作者单位：第 77 集团军政治工

作部）

人才是开创未来最宝贵的资源
—从红色故事中感悟党的初心使命⑦

■柳 栋

“我的启明，我的宝宝！当我死的

时候你还在牢中。”1929 年 3 月 24 日，共

产党员赵云霄临刑前两天，带着怜爱、

不舍、遗憾和期盼，给在狱中出生才 1 个

多月的女儿留下绝笔。遗书 600 多字，

呼喊女儿“小宝贝”“小宝宝”达 12 处之

多，饱含着多少希冀，浸润了多少情感，

读来令人感慨唏嘘、潸然泪下。

片纸数语千钧重。在我们党的百年

历史上，那一封封红色家书，也许纸张已

泛黄，字迹已模糊，但凝结其中的初心和

精神却依然滚烫感人、力透纸背。

驿 寄 梅 花 ，鱼 传 尺 素 。 寥 寥 数 语

间，有对儿女的殷殷期望，有对伴侣的

思念牵挂，但对信仰信念的坚守、对民

族国家的大爱才是奔涌情感的中流砥

柱，这也让海誓山盟、儿女情长更为壮

丽动人、气吞山河。

红色家书让我们深悟到理想信念。

“思前想后，除了我们努力革命，再找不

出别的出路。把一切旧势力铲除，建设

我们的新社会，这个时候，才能实现我们

真正的恋爱”“我已经同别人又发生恋爱

了……这个人就是列宁主义，你若明了他

的意义，恐怕你也要同他恋爱了”……陈

毅安烈士 54 封家书，写满了深情挚意和

对真理的追求。妻子收到的第 55 封，却

是两页素白的信纸。这是他们的约定：

“如果我哪天不在人世了，我就会托人给

你寄一封不写任何字的信去，你见了这封

信，就不要再等我了。”一封无字的家书，

见证着信念之坚，激荡着英雄之气，书写

着一名共产党员“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

牲一切”的铮铮誓言。

红 色 家 书 让 我 们 触 摸 到 家 国 情

怀。“谁无父母，谁无儿女，谁无情人，我

们正是为了救助全中国人民的父母和

妻儿，所以牺牲了自己的一切。”这是陈

觉在狱中写给妻子的诀别书。这其中

既有“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的视死

如归，又有“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

的舍家为国。“我的孩子！今后——愿

你用变秋天为春天的精神，把祖国的荒

沙，耕种成为美丽的园林！”这是小说

《红岩》中“蓝胡子”的原型蓝蒂裕烈士，

于英勇就义前夜在烟盒纸上给 5 岁儿子

蓝耕荒留下的一首遗诗《示儿》。缱绻

儿女情，纵横英雄气。字里行间，我们

可以触摸到烈士对祖国的深爱、对亲人

的依恋、对牺牲的置之度外。

红 色 家 书 让 我 们 感 受 到 斗 争 精

神。“寒冻使人警惕，使人忍耐，使人奋

发 ！ 在 热 的 被 窝 里 使 人 留 恋 ，但‘ 铁

衾’就要威逼你早起……”这是林育南

烈 士 写 给 恋 人 陆 若 冰 信 中 的 一 段 话 。

在信中，他对陆若冰说：不要做“小热

昏”，让自己的头脑热得昏昏沉沉，不

辨是非敌我 、失去判断力；也不要“学

观音”，无原则地对一切人都慈悲。他

激 励 自 己 做 一 个 立 场 稳 如 泰 山 、意 志

坚如钢铁的革命战士。“纵刀锯斧钺加

诸项颈，父母兄弟环泣于身前，此心亦

不可动，此志万不可移。”这是 26 岁的

中共鄂西特委书记何功伟就义前写给

父 亲 的 家 书 。 对 这 种 斗 争 精 神 ，国 民

党的陈诚大为感慨：“这么难得的人才

为什么我们国民党里没有？”

红 色 家 书 让 我 们 体 味 到 乐 观 豪

迈。“我们是真理的追求者，我们是最公

正无私的人，我们是最快活的人呀！”

1929 年 12 月 22 日，再过 9 天就是新年

了。受尽酷刑的高文华没有丝毫的悲

观、沮丧。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喜

欢这样的雪永远永远压盖着宇宙”“我

们虽然苦，但我们的良心没有受罪。我

们虽然苦，我们依旧有我们至高无上的

精神的愉快”。1928 年，夏明翰用反动

派给他写自首书的半截铅笔对妻子写

道：“我一生无愁无泪无私念，你切莫悲

悲凄凄泪涟涟。张望眼，这人世，几家

夫妻偕老有百年。”今天的我们，再品读

这些乐观、明澈、纯粹的文字，怎能不为

之感动奋进、自强不息！

历史因铭记而永恒，精神因传承而

不灭。红色家书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的

历史光辉，更在于它在当下依然能带给

我们思考和精神滋养。几纸旧笺，家国

情深。数行墨迹，寸草丹心。当我们从

一 封 封 红 色 家 书 中 接 受 洗 礼 、激 发 信

仰、获得启发、汲取力量时，就是对革命

先辈的最好缅怀，就是在赓续共产党人

的精神血脉。

（作者单位：63936部队）

红色家书映初心
■杨 欢

军人受尊崇，强军有脊梁，国家有

力量。

日前，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

令，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地位和

权益保障法》。这一立法，使得“让军人

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上升为国家法

律，点燃了拥军崇军爱军的热情，极大

地振奋了党心军心民心。

近年来，尊崇军人一直是社会的强

烈呼唤，也是国家立法的重点内容。党

的十九大报告强调，“维护军人军属合法

权益，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可以说，关爱军人、尊崇军人不仅是党

的意志、国家政策，也是巩固新时代军政

军民团结的需要。

尊崇军人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临时中央政府就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

优待条例》；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

也出台了《抚恤暂行办法》；抗美援朝战

争期间，全国人民把拥军优属作为巩固

国防和支持部队的重大政治任务，在“先

军属、后自己”的号召下，采取一切措施、

尽最大努力保证军属生产活动，城市军

属基本实现了“户户有职业”，农村军属

实行“固定代耕制”，保证“家家种好地”。

军队不生产谷物，但生产安全，而

安全如同阳光和空气一样须臾不可缺

少。今天，国家富裕了，老百姓的钱袋

子充实了。然而，我们正处在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面临更多逆风逆

水的外部环境，面临更多不稳定不确定

性因素，人民对安全的需求越来越高。

民族复兴、国家安全、人民幸福从来没

有像今天这样与军队的强弱、战场的胜

败紧密联系在一起。事实证明，军人提

供更多安全产品，老百姓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才会更充盈。

提高军人地位，保障军人权益，这

是世界军事强国的普遍做法。俄罗斯

视军人为“排在上帝前面的人”，以色列

称国防军为“国家的精英”。社会不能

在危机来临时才想到尊崇军人，而应该

把敬重和关爱体现在平时的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中。况且，人民子弟兵永远是

向上向好向善的代名词，是精神文明的

标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力践

行者。尊崇军人，就是在传递正能量、

倡导真善美、弘扬主旋律。

对军人来说，享受尊崇，更要献身使

命、不辱使命。我国出台《中华人民共和

国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一方面是为

了保障军人地位和合法权益，另一方面

是为了更好地激励军人履行职责和使

命。有作为才有地位，有付出才有荣

耀。须知，“人民是阅卷人”。每一名军

人只有自觉传承我党我军红色基因，把

社会尊崇转化为练兵动力，全面提高新

时代打赢能力，守卫好国家安全和人民

幸福安宁，才无愧于人民子弟兵的光荣

称号，无愧于党和人民的高度信任。

人民所期，使命必达。人民子弟兵

永远是守护家园的忠诚卫士。从抗洪

抢险到抗震救灾，从防治非典到抗击疫

情，每一次重大灾难、重大风险、重大挑

战，军人总是闻令而动、挺身而出，坚持

人民至上、坚守人民情怀，以无畏的付

出、有力的行动，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新征程上，广大军人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把人民利益高高举过头顶，才

能让群众的生活更加幸福、更加安全。

军人生来为战胜，老百姓最看重的

是能打胜仗的军队。胜利，是对社会尊

崇最好的回报。身为一名军人，应认真

研究军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不断提

高打赢能力和实战化水平，真正做到不

辱使命、不负重托。

（作者单位：91091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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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某 部 出 台 硬 性 规 定—— 必

须 把 对 天 候 的 分 析 、判 断 、研 究 和 运

用，作为平时训练和作战筹划的重要

内容和环节。对这一要求，笔者认为

确有必要。

“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任何

军事行动都是在一定天候条件下进行

的。有利的气象条件，有助于战斗力的

发挥；不利的气象条件，则会给军事行

动造成困难甚至导致战争失利。古今

中外的著名军事将领，无不将“天候”这

一重要因素纳入决胜妙算之中，巧借天

气增胜算。

“知天知地，胜乃不穷。”然而，个别

部队在平时训练时还有对天候不重视

的情况。有的看“天”不主动，全凭上级

通报，“你不说我不问，你说了我记下”；

有的看“天”不精细，知道有风但不知风

到底是几级，知道有雨但不知雨具体何

时降、降多少；有的也知道天候具体变

化情况，但这种变化对人员、武器造成

的影响有多大却知之不详。

信 息 化 战 争 既 是 军 事 力 量 的 对

抗 ，也 是 认 知 驾 驭 战 场 环 境 的 竞 赛 。

尤其须看到，高技术武器装备受气象

环 境 的 影 响 更 大 。 如 果 不 养 成 看

“ 天 ”的 习 惯 ，不 提 高 用“ 天 ”的 本 领 ，

“全天候”作战就是一句空话。试想，

如 果 不 能 细 察“ 天 ”、善 用“ 天 ”，平 时

怎能更好锤炼部队，战时怎能谋求战

场优势。

现实中，因恶劣突发天气造成的失

败并非“天意”，而是“大意”。人们总惊

叹粟裕“尽打神仙仗”，可谁注意到他从

不放过一阵风对战士生命和作战的影

响？海军航空兵某团之所以能常年保

持安全飞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每

次训练前对云层厚度、空气湿度、能见

度等，都要求知道得尽可能详细。

需要指出的是，平时训练中我们专

挑恶劣天候条件下练兵确有必要。但

必须建立在“看天”“知天”基础上，这样

非但与科学训练不矛盾，反而更有利于

在“看天”“知天”中“用天”，更有利于提

高训练质量。

军事气象保障是夺取战争胜利的重

要技术支撑。这种技术，仅仅通过看天

气预报是不够的，需要更多专业力量提

供保障。只有通过信息网络，将各气象

台站地面观测、雷达探测和高空探测等

信息融合集成，全程监控气象更新状况，

实现气象信息实时化、气象保障精确化、

技术交流远程化，才能引导部队在新时

代做到“知天知地”，增强打赢本领。

练兵备战莫忘“看天”
■罗里威 赵 威

【新闻】“喜看稻菽千重浪，最是风

流袁隆平。”5 月 22 日，袁隆平院士带着

“禾下乘凉梦”，永远离开了我们。这位

“真正的耕耘者”让人们全网送别的同

时，也带给人们无尽思考：袁老为何能

取得那么多第一？多年前一次接受采

访时，袁老这样谈自己能取得“一点成

绩”的原因：“我可能比较专一吧。”

【评论】

飘香的稻田里，袁隆平的“第一”成

行成垄：选育出全世界第一个实用高产

杂交水稻品种、研制的杂交水稻平均亩

产屡创第一……袁老这一个个“第一”，

得益于他“一生只做一件事”的专一，哪

怕“当他名满天下的时候，却仍然只是

专注于田畴”。

哲人有言：“人的思维是了不起的，

只要专注于某一项事业，那就一定会做

出 使 自 己 感 到 吃 惊 的 成 绩 来 。”2007

年，一名学者在对 2000 名世界公认的

成功者研究后发现，“他们无一不是在

某一个领域持续不断地研究、研究、再

研究。”这些成功者的经验启示我们：要

第一，先专一。

我 们 常 说 ，“ 文 无 第 一 ，武 无 第

二”。“第一”是胜利的别称，“第一”是军

人的追求。守少则固，力专则强。当我

们像“陆军伞王”朱武龙那样对军事技

能专心痴迷，像“火炮神医”王其金那样

对修理技术持续攻关，何愁成功不青

睐、胜利不眷顾？

用专一求第一
■范承达 韩奇志

漫画作者：陈位民

长城瞭望 八一时评

画里有话

【新闻】前段时间，两则“虎闻”牵动

着大家神经。一则发生在某动物园。5

月 23 日，该动物园的一名饲养员在未

确认老虎隔离间门是否锁好的情况下，

进入虎舍打扫卫生，结果被老虎咬伤身

亡。两天后，相似的悲剧再次上演，只

是换了地点。在某园区，一名饲养员在

给老虎喂食时被咬伤身亡。

【评论】

的确，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然

而事故之后，更值得人们深思的是，这

样的悲剧为何会发生？在媒体的报道

中，一个原因找到了——“马虎”。一篇

评论这样写道，“马虎不是老虎，但它猛

于虎。永绝‘虎害’，先绝‘马虎’。”

一个人事业想取得成功，认真是前

提。即使面对再小的事，再简单的工

作，只要认真去做，精耕细作，工作质量

就不会太差。相反，如果工作马虎，觉

得啥都无所谓，即便能力再强，也可能

把 事 情 搞 砸 。 1967 年 ，苏 联“ 联 盟 一

号”宇宙飞船在返回大气层时，因为减

速降落伞无法打开而坠毁。罹难前，宇

航员科马洛夫通过转播叮嘱女儿：“学

习时要认真对待每一个数字，飞船出现

故障，就在于地面检查时忽略了一个小

数点！”这启示我们：“认真劲”必成功，

“马大哈”必遭祸。

军人对工作绝不能马虎，这是由

战争的特点所决定的。尤其是在现代

战争中，武器装备的智能化、精确化程

度越来越高。作战中的一撇一捺，都

不再是磅秤上的一粒芝麻——无足轻

重，而是像托夫勒说的：“在信息战争

中 ，你 可 能 拥 有 100∶1 的 优 势 ，但 是 ，

这种优势可能因为一根保险丝而全面

改变。”只有养成一丝不苟、严谨细致

的作风，才能最终实现精确打击、精确

制胜。

“马虎”猛于虎
■杜 超 于喜洋

新闻连连看

玉 渊 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