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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发生过很多

关 于 借 条 、借 据 的 故 事 。 透 过 这 些 故

事，可以看到我党我军的如山承诺、如

铁纪律。

1929 年，红四军筹得一笔款子。此

时，毛泽东立即提出，红四军进军闽西

前，曾在江西瑞金大柏地向群众借过粮

食，留下总数约 500 元的借条，红军应该

守信用，有借有还，不能失信于民。于

是，前委决定由宋裕和带上 500 元光洋，

前往瑞金大柏地，挨家逐户对着借条还

钱，感动得当地百姓无不交口称赞“红

军好”。这一佳话，流传至今。

事实告诉我们，唯守信守纪方能赢

得群众信任。

买卖公平，不拿群众一块红薯……

红军算的不仅是经济账，更是纪律账、

人心账、政治账。

1935 年 4 月 ，女 红 军 谢 飞 、刘 彩

香 、钟 月 林 因 照 顾 发 烧 的 吴 富 莲 掉 了

队 ，借 宿 在 一 个 空 无 一 人 的 老 乡 家 。

她们在烧火时，发现了几个梨，又渴又

饿 的 她 们 ，很 想 尝 一 尝 。 但 她 们 想 到

了红军铁的纪律，梨虽味美可口，但纪

律更重要。倘若主人在，还可用钱买，

偏 偏 主 人 不 在 家 ，只 好 将 梨 放 回 原

处 。 后 来 ，吴 富 莲 高 烧 不 止 。 为 了 缓

解 她 的 病 情 ，三 个 女 红 军 经 过 反 复 商

量 ，决 定 买 一 个 梨 给 吴 富 莲 吃 。 她 们

不 知 道 梨 的 价 格 ，便 决 定 多 给 一 些 。

谢 飞 还 给 房 东 写 了 一 张“ 借 条 ”：“ 老

乡，我们是工农红军，路过此地，住在

你家,我们有个病人正在发高烧，买了

一 个 梨 ，现 留 下 12 个 铜 板 ，没 有 征 得

你的同意，对不起，请原谅。”这样，她

们才心安地追赶大部队。

可以说，长征的胜利，也是纪律的

胜利。

在 我 军 的 历 史 上 ，有 一 个 著 名 的

“门板连队”。这一荣誉称号，源自著名

的“门板借条”。1934 年 5 月，红七师机

炮连官兵路过一处村庄，借用了当地民

众黄堂珍家中的一些食物，离开时把借

条写在了门板上：“老板，我们吃了你半

坛咸菜、几根大葱，烧了几根柴，共补你

黄豆六升。”

全国解放后，黄堂珍老人主动将贴

着红军“借条”的门板捐献出来，“门板

连 队 ”的 故 事 由 此 传 开 。 历 经 战 火 硝

烟，连队逐渐锻造形成了“信念如磐、练

兵如火 、备战如弓 、守纪如铁 、爱民如

亲”的“门板精神”。

有 一 张 借 据 ，穿 越 时 空 ，彰 显 了

我 党 我 军 对 人 民 的 承 诺 。 1996 年 ，湖

南 汝 城 有 个 叫 胡 运 海 的 人 在 翻 新 家

中 灶 台 时 ，发 现 了 一 张 借 据 。 这 张 借

据写于 1934 年冬，是一位叫叶祖令的

红 军 司 务 长 给 胡 运 海 的 爷 爷 胡 四 德

写 的 。 借 据 上 写 着 ：“ 今 借 到 胡 四 德

伯 伯 稻 谷 壹 佰 零 伍 担 ，牲 猪 叁 头 重 量

伍 佰 零 叁 斤 ，鸡 壹 拾 贰 只 重 量 肆 拾 贰

斤。此据。”

虽然叶祖令和胡四德都已去世，但

不影响这张借据的效力。汝城县委县

政 府 决 定 如 数 奉 还 ，按 时 价 折 款 ，于

1997 年 5 月向胡运海支付了 1.5 万元。

回首百年，我党我军在物资匮乏的

年代，立下一张张借条借据，也立下了

对 人 民 的 庄 严 承 诺 ，立 下 了 中 国 共 产

党、人民军队比铁还硬的纪律，立起了

党和军队的好样子。这一切，让我们赢

得了民心、守住了人心，战胜了困难、打

赢了战争，获得了发展、创造了奇迹。

新 长 征 路 上 ，我 党 我 军 信 守 爱 人

民、为人民的不变承诺，严守“不拿一针

一线、不越雷池一步”的党纪军纪，一定

能铸就生死相依的鱼水深情，确保我军

无坚不摧，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

（作者单位：63869部队）

那些借条里的承诺和纪律
■李炳涛

前不久，百岁老红军熊玉坤在讲述

长征路上的入党故事时说道：“国家的

强大全靠党和人民，个人的作用只是针

尖大。”这启示我们，正确看待个人功

劳，树立正确的“功绩观”，才能看淡名

利，不居功自傲，继续作出更大贡献。

让名于下，让功于众。军队是一个

整体，无数官兵的奋斗汇聚成推动强军

事业不断前进的不竭动力。朱德曾在

一次党课中讲道：“功是谁的？是战士

和工人农民的，领导的人不经过他们，

就一点功也没有。”没有集体的力量，没

有群众的智慧，再高明的领导，作用也

是有限的。领导干部做出一些成绩，有

了一定功绩也不能恃功矜能、沾沾自

喜。无论多大的功绩，在军队这个“大

棋盘”中都无比渺小。常思“个人的作

用针尖大”，才能认清自我、放低身架，

从而感召官兵，提升人格魅力。

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我党我

军曾涌现出一大批默默奉献、深藏功名

的英雄模范，如甘祖昌、张富清等。这

些人身上闪耀着共产党人的光辉品格，

始终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反观今天的

少数领导干部，取得了一些成绩，总是

强调个人的作用，不仅把功劳放大，还

归功于个人。殊不知，没有党的领导，

没有官兵的支持，就难以创造非凡业

绩。正如陈云所说，有了功劳，“头一个

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

才轮到个人”。

越是饱满的麦穗，越是会低下头。

领导干部只有向英雄模范和革命前辈

学习，客观认识成绩，正确看待功劳，以

“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

定有我”的历史担当，接续奋斗、不断耕

耘，才能书写强军事业新篇章，交出一

份优异答卷。

常思“个人的作用针尖大”
■薛 强

前不久，“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

颁发工作正式启动。据悉，首次颁发

“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是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庆祝活动的重要组成

部分，颁发工作将一直持续到今年 7 月

1 日，全国将有 710 多万名老党员获颁

纪念章。这项工作不仅是对老党员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勇攀高峰、永葆青春

的褒奖，也是对每名党员干部的鞭策，

时刻提醒党员干部在党就要为党分忧、

为党尽责、为党奉献。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党之兴亡，党

员有责。为党分忧，正是“党员”二字的

分量所在、价值所在。身为共产党人，

第一身份就是党员，第一职责就是为党

工作。每名党员都是党的一分子，人人

爱党、忧党、为党、护党、兴党，党才能无

比强大，永葆生机活力。回顾我们党的

奋斗历程，正是一代代共产党人任何时

候都与党同心同德、同频共振、同向奋

斗，我们才能打赢一场场硬仗，取得一

个个胜利。

一名党员干部合不合格，很大程度

上看其能否为党分忧。党员干部时刻牢

记党员身份，自觉保持为党分忧的政治

担当、历史担当、责任担当，大力崇尚对

党忠诚的大德、造福人民的公德、严于律

己的品德，就不会失掉政治本色，保持合

格党员的标准。倘若一事当前，先替自

己打算，动不动就闹情绪，执行时做“选

择题”，就算不上一个合格的党员干部，

也很难彰显党员本色、体现党员角色。

入 党 不 是 一 阵 子 ，而 是 一 辈 子 。

因此，党员干部不管在党多少年，都应

把为党奋斗、为党付出视为己任。“看

见木麻黄，想起谷文昌”“先祭谷公，后

祭 祖 宗 ”…… 谷 文 昌 逝 世 40 年 来 ，一

直受人颂扬，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视

党的事为天大的事，视党的需要为第

一需要，主动为党分忧、为党添彩、为

党立功。“不治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

埋掉。”谷文昌不畏艰苦、造福一方，带

领东山县人民苦干 14 年，终于把一个

荒岛变成了宝岛。他不仅给东山人民

留下了惠及子孙后代的“绿色财富”，

还留下了担当任事、言行一致的精神

风范。

党员干部生活在党组织之中、成长

在 党 的 关 怀 之 下 ，理 应 勇 担 当 、有 作

为。现实生活中，仍有少数党员干部只

看重党员这一政治身份，不愿为党分

忧。有的党员意识不强、政治意识淡

化，看问题、做事情从个人立场出发，不

从全局大局思考谋划；有的安于现状、

得过且过，工作遇到难题绕着走；有的

明哲保身，对有损党的形象的人和事不

能理直气壮地作坚决斗争……这样的

党员干部靠什么推进党、国家和军队事

业不断进步？拿什么奋进新征程、建功

“十四五”？

为党分忧，是党对党员干部的一贯

要求，也是党员干部对党忠诚的重要体

现。党员干部不断锤炼党性，强化党的

意识、党员意识、党务能力，把个人的前

途命运和党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

起，才能当好新时代的答卷人。

大事难事看担当。“知难而进，必有

所得”“犯其至难，图其至远”，这些箴言

证明，共产党人为党分忧就要敢于做难

事、成大业。在聚焦建军百年奋斗目

标、推动军队建设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

上，我们仍面临着许多难关和挑战，迫

切需要共产党人、革命军人锚定宏伟蓝

图，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勇于迎难

而上、攻坚克难，全面提高新时代打赢

能力，真正扛起新使命、创造新业绩。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站在“两

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上，无论是形势任

务、蓝图规划，还是职责使命、实践要求，

都需要党员干部自觉为党分忧，做到平

时看得出来、危急关头站得出来、关键时

刻豁得出来，以炽热的爱党情怀、兴党行

动擦亮共产党人的金字招牌。

在
党
就
要
为
党
分
忧

■
周
军
华

2014 年 3 月 18 日，习主席在河南省

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中再次讲述了焦裕禄的故事：焦裕禄同

志生活简朴、勤俭办事，总是吃苦在前、

享受在后。他的衣、帽、鞋、袜都是拆洗

多次，补了又补、缝了又缝。

“ 百 姓 谁 不 爱 好 官 ？ 把 泪 焦 桐 成

雨。”焦裕禄作为县委书记的榜样，身上

始终闪耀着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他

常说，“感谢党把我派到最困难的地方”

“拼上老命大干一场”。在兰考，他坚持

“困难面前逞英雄”，经过艰苦卓绝的努

力，推动兰考的“除三害”工作取得明显

成效，留下了“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

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

精神。

唯有精神能比阔苍穹，唯有奋斗能

改变命运。我们党之所以历经百年而

风华正茂、饱经苦难而生生不息，就是

凭着革命加拼命的强大精神，凭着艰苦

奋斗这一传家宝。

井 冈 山 被 誉 为“ 中 国 革 命 的 摇

篮”。当时，朱毛红军能在“五百里井

冈”站稳脚跟并不容易。曾志在《回忆

在井冈山的战斗生活》一文中提到，他

们 100 来人差不多天天都是吃辣椒干拌

盐泡的汤，好的时候才能吃点南瓜，能

吃上南瓜就像吃肉一样。正是艰苦奋

斗、上下齐心，革命火种最终在井冈山

熊熊燃烧起来。

百年不懈耕耘，百年苦难辉煌。我

们 党 的 百 年 历 史 ，就 是 一 部 艰 苦 奋 斗

史。1936 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

的战略问题》中写道：“没有中国共产党

在过去 15 年间的艰苦奋斗，挽救新的亡

国危险是不可能的。”

1936 年，抗大随中央机关转移到保

安。当时的保安，只有破庙烂窑洞、马

厩和牛棚。抗大学员发扬“愚公移山”

精神，自己动手建校舍。经过努力，一

座以窑洞为教室、以石壁为黑板、以石

头为桌凳和讲台的大学堂建成了。这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课堂，教员们在石

讲台上讲课，学员们坐在石凳上专心听

课 。 有 一 次 ，毛 泽 东 来 讲 课 时 诙 谐 地

说：“你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

着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

主义。”

艰难方显勇毅，磨砺始得玉成。抗

大是军队的一面旗帜，它以坚定正确的

政治方向为根基，以艰苦奋斗的优良作

风为表率，10 年艰苦办学，培养造就了

10 多万名德才兼备的军政干部。

创业难，新中国的建设也丝毫不轻

松。“破坏一个旧世界”靠艰苦奋斗，“建

设一个新世界”同样离不开顽强拼搏。

红旗渠，被周恩来称为新中国两大

奇迹之一。这条人工天河，削平了 1250

座山头，架设了 152 座渡槽，开凿了 211

个隧洞，挖砌土石达 1515 万立方米。如

果把这些土石垒筑成高 2 米、宽 3 米的

墙，可纵贯祖国南北，把广州与哈尔滨

连接起来。如此浩大的工程，正是河南

林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靠艰苦奋斗创

造出来的。

“我们民族历来有一种艰苦奋斗的

作风，我们要把它发扬起来。”我国的“两

弹一星”工程，把艰苦奋斗精神诠释得淋

漓尽致。当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后，

邓稼先坚持带着 28 位平均年龄只有 23

岁的大学生，自力更生研发原子弹。令

人难以置信的是，与原子弹有关的很多

数学问题，邓稼先团队竟然是用算盘算

出来的！为了验证一项结论，邓稼先团

队一共进行了 9 次繁重的计算，前后历

时一年多。1964年 10月 16日，中国第一

颗原子弹成功在西部沙漠炸响。

创 业 艰 难 百 战 多 。 如 何 守 业 兴

业？中国共产党的答案很坚定，只要艰

苦奋斗，就一定能成功。

进入新时代，我们党组织开展了声

势浩大的脱贫攻坚人民战争。经过 8 年

披荆斩棘、栉风沐雨，党带领群众发扬钉

钉子精神，敢于啃硬骨头，攻克了一个又

一个贫中之贫、坚中之坚，脱贫攻坚取得

了重大历史性成就。可以说，脱贫攻坚

的胜利，也是艰苦奋斗精神的胜利。

100 年来，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从

兴业路到复兴路，从钻进山沟到进驻城

市，从“东方魔力”到“东方奇迹”，我们

党始终不丢的就是艰苦奋斗精神。

军人是为打仗存在的。未来战场

环境复杂多变、异常残酷，我们要战胜

对手、赢得胜利，更加需要大力弘扬艰

苦奋斗精神。

回顾军史，我军打的每一场胜仗，都

离不开英勇奋战、顽强奋斗。就拿抗美

援朝战争来说，我军是在极其困难的环

境下参加作战的，但志愿军在战场上“一

把炒面就一把雪”，发扬“艰苦就是光荣”

“克服一切艰难困苦”的精神，最终打出

了国威军威，一洗国人自鸦片战争以来

的百年屈辱。经此一战，世界各国都知

道志愿军“钢少”但“气多”，这个“气”就

包含艰苦奋斗的昂扬士气、杀气和勇气。

过 去 ，我 军 突 破“ 腊 子 口 ”“ 娄 山

关”，敢于和强敌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

个 胜 利 ，靠 的 就 是 敢 打 敢 拼 、一 往 无

前。今天，我们正聚焦实现建军百年奋

斗目标、推动“十四五”时期国防和军队

建设良好开局，更加需要不懈奋斗、永

远奋斗。只要我们始终保持艰苦奋斗

的前进姿态，勤于创造、勇于拼搏，攻坚

克难、开拓进取，就一定能战胜任何强

大敌人，打赢未来一体化联合战争。

（作者单位：96942部队）

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前进姿态
——从红色故事中感悟党的初心使命⑧

■彭晓友

长城瞭望 八一时评

画里有话

漫画作者：周 洁

玉 渊 潭

百 年 风 华 ⑩

前不久，某部介绍了他们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的先进经验，即学习史实、史论、

史观一体推进、兼学并重。这一做法，有

效避免了党史学习教育的简单化、表面

化、形式化。

党史是一门科学，重在系统学习、

全面掌握。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既要

熟悉历史事实，还要掌握历史论断，树

立正确的党史观。可以说，史实、史论

和史观作为党史的三大要素，相辅相

成、缺一不可。只重视史实而轻视史

论 、史 观 ，看 似 了 解 了 一 个 个 党 史 故

事，却很难理清党史的主题主线，说不

透党史的主流本质、历史逻辑，必然导

致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同样，只

重视史论、史观而轻视史实，则可能让

官兵学习时感到枯燥无味，难以学深

学实，无法产生深刻启迪。

应该说，很多部队在党史学习教育

中做到了史实、史论和史观的兼学并重，

效果不错。然而，也有少数单位党史学

习教育停留在史实学习上，有的只重视

讲故事、搞参观，不去研究故事背后的道

理和深意；有的只重视学习的声势形式，

看似轰轰烈烈，却没有很好地让官兵感

知历史，与历史共情共融。诸如此类，都

是浅层的学习，背离了党史学习教育的

应有之义。

史实、史论和史观是一个整体，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时绝不能将彼此割裂开

来。只有树牢系统思维、整体观念，既要

读好规定书目、经典文献，注重了解党的

史实；也要掌握正确的史论史观，做到学

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这样才能真正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掌握

好，把党的经验传承好、发扬好。

史实史论史观应兼学并重
■梅 昂

近日，某部专门挑选强大“蓝军”，组

织一场实战化对抗演练，重点研究对手、

研究现代战争制胜招法，聚力破解备战

打仗突出矛盾问题。这种瞄准实战锤炼

本领的打仗思维，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孙子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富

勒也说过，“要看透敌人的灵魂”。这些

其实都在强调一个问题：言战先研战，

胜敌必知敌。不研究战争，哪来制胜先

机？不紧盯对手，哪来制胜高招？研战

知战，方能胜战；熟悉对手，方能料敌如

神。纵观我军战争史，我们之所以能够

不断取得胜利，很重要的就是重视敌情

研究，以高手为师磨砺打赢本领，以对

手为鉴检验实战水平。

1950年，为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保

卫东北边防安全，我东北边防军一成立，

就瞄准当时的美国军队锤炼本领。上到

麦克阿瑟的用兵特点，下到美军的编制体

制、战法打法、优长短板等，都进行深入细

致地研究，探寻克敌制胜之策。正因为有

了扎实的战前准备，很多部队练就了实打

实的过硬本领，我军才打败了武装到牙齿

的对手，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知敌悉敌，练有靶标。没有坚硬的

石头，就砥砺不出锋利的刀刃；没有强大

的对手，就锤炼不出过硬的素质。瞄准实

战、瞄准对手精武强能，既是我军练兵备

战的有力牵引，也是军事斗争准备的迫切

需要。未来仗在哪打、跟谁打、怎么打，把

这些问题研究透，训练的方向就不会偏，

打赢的硬功就不会弱。特别是当前国际

战略形势复杂，我国安全环境发生深刻变

化，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

明显增多，战争危险现实存在。只有把对

手底数摸透，把现代战争制胜机理搞清，

聚焦实战、对接战场，才能真正做到“致人

而不致于人”，打赢明天的战争。

从我军的练兵和作战实践看，那些

把打仗搞得明明白白、把对手看得清清楚

楚的部队，大都能够做到胜敌于先、决胜

疆场。现实生活中，仍有少数指挥员对敌

情对手研究比较浅薄，很多情况若明若

暗、似懂非懂。特别是“两个能力不够”

“五个不会”等问题还不同程度存在。有

的不重视瞄准对手练兵，演练专挑“软柿

子”；有的训练标准和强度不高，对抗训练

始终在低层次徘徊。诸如此类的“平时开

虚花”，必然会导致“战时吃苦果”。

“欲得强兵，必须坚甲利器，实选实

练。”实战化训练是未来战争的预演，平

时有什么样的训练，战场上就会有什么

样的表现。这就要求各级指挥员看山

外山、盯强中强，贯彻战训一致原则，坚

持以战领训、以训促战，紧贴作战任务、

作战对手、作战环境，加强实兵实装实

案训练，用对手强手之“盾”打磨制胜之

“矛”，练就“高敌一环、远敌一米、快敌

一秒、胜敌一招”的过硬本领，不断夯实

决战决胜的信心和能力，确保一旦有事

能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

（作者单位：武警郑州支队）

言战先研战 胜敌必知敌
■孟凡军 谷向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