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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而言，名称

是其性质最直观的体现。

1948 年，毛泽东同志指示：“各级政

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机关

都要加上‘人民’二字。”

2014 年 ，习 主 席 在 一 次 讲 话 中 指

出：“我们国家的名称，我们各级国家

机 关 的 名 称 ，都 冠 以‘ 人 民 ’的 称 号 ，

这是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的基本

定位。”

两个相近的表述，在历史纵深处遥

相呼应：我们的党，是人民政党；我们的

共和国，是人民共和国；我们的军队，是

人民军队。

为何把人民看得如此重要？因为

在毛泽东同志心里，“人民是历史的创

造 者 ”“ 人 民 是 真 正 的 英 雄 ”；因 为 在

习 主席心里，“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

江山”“人民是我们党的根基和血脉”；因

为在一代代共产党人心里，“人民”是最

根本的哲学，是接续奋斗的永恒坐标。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

兴。基于这样的定位，党自成立以来就

视人民为天、为山，视人民为根、为源，视

人民为主人、为先生，视人民利益为出发

点、为落脚点，视人民需求为价值指向、

为动力源泉。一个政党有对人民与自己

这样的关系定位，命运与共，何惧风雨？

为民足迹，历史记录。28 年艰苦卓

绝的革命历程，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无数共产党员抛头颅、洒热血。近 30 年

跌宕起伏的建设岁月，为国家富强、人

民 富 裕 ，共 产 党 人 燃 烧 激 情 、无 私 奉

献。40 多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为民

族复兴、人民幸福，无数共产党人在神

州大地书写出为民谋利的壮美诗篇。

为民付出，巨变见证。当“中国人

民从此站立起来了”的豪迈宣言响彻云

霄，当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座席，当

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每一次

历史时期的追求，每一个关键时刻的选

择，都镌刻着人民的意志，都增进着民

生的福祉，都热情讴歌着为人民奋斗的

光辉岁月。

为民承诺，行动兑现。他兢兢业业

履行着“为人民服务而死”的诺言，“为

人民服务”的纪念章，临终都挂在胸前，

他叫周恩来；他铭记“要让乡亲们过上

好日子”的承诺，带领群众抗风沙、斗盐

碱 、战内涝，感动的群众“把泪焦桐成

雨”，他叫焦裕禄；她对任何一个感染新

冠肺炎疫情的患者都决不放弃，再高的

医疗费也由国家承担，她叫共产党……

时光来到新时代，为民展现新境界。

2017年 10月 14日，美国探索频道开

播三集电视纪录片《中国：习近平时代》，

第一集的标题是“人民情怀”。奋斗目标

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最大政绩

是“造福人民”，工作状态是“我将无我，

不负人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

把人民作为最大的牵挂，一个个重大决

策，提升着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一个个感人细节，诠释着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的爱民史册上，

“我心中，你最重”的新时代篇章更绚烂。

我军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自诞生之日起，就把“一切为了人民”写在

鲜红的战旗上。人民军队前面的“人民”

二字，是基因、是属性、是胎记，是永葆本

色的价值瑰宝，是攻无不克的制胜之本。

为了人民，人民子弟兵宁肯露宿街头也决

不惊扰百姓，宁肯忍饥挨饿也决不采食老

百姓家门口的野菜，宁肯涉险舍生也决不

会在地震、洪灾、疫情面前退缩。

“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就是当你拥

抱深爱的人时，她却把你抱得更紧。”人

民，对人民军队的爱就更多：部队筹集

粮饷时，准备结婚的新娘捐出自己的嫁

妆，妇女们拿出了珍藏的簪环首饰；部

队架设浮桥时，老百姓毫不犹豫地卸下

自家的门板，送来留作棺椁的木料……

让我们记住这些故事，记住这些因爱而

绽放的温暖光辉，记住军民一家亲的鱼

水情深。这些爱的故事，必将成为我们

接力奋斗的力量。

前 行 不 忘 来 时 路 ，初 心 不 改 梦 归

处。当前，全党全军正在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引导全党全军

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

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

心中最高位置。我们坚信，只要始终紧

紧依靠人民，不断造福人民，牢牢植根

人民，就一定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开

辟更加光明的未来。

（作者单位：西部战区陆军政治工

作部）

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从红色故事中感悟党的初心使命⑨

■张晓峰

仅仅用“火爆”二字来形容青年

学子近期对军校招生信息的访问，还

远远不够——

打通国防科技大学的招生热线，

“需要把重拨键按到烫手”；打开战略

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的政策解答页

面，“没点耐心是不行的”；“海军航空

大 学 在 线 回 复 招 生 信 息 应 该 增 兵

啦”……高考结束后，学子们这些带

点夸张和玩笑的语言，述说的是对军

校的无限憧憬、对军营的热烈向往。

军校，是汇聚热血儿女、吸引有

志青年的磁场，是光大优良传统、引

领 时 代 风 尚 的 高 地 ， 是 青 年 淬 火 提

纯、百炼成钢的熔炉，是放飞强军梦

想、施展青春抱负的舞台。近年来，

在 众 多 把 军 校 作 为 第 一 志 愿 的 学 子

中，“学霸”“学神”越来越多。有网

友笑言“优秀的人都上交给了国家”。

青年学生为什么选择军校？某网

站组织的调查中，有“保卫祖国”的

热血版答案，有“从小就想当兵”的

追梦版答案，有“青春有很多样子，

我希望我的青春有穿军装的样子”的

文艺版答案。但有一个理由获得满屏

点赞——“从军是最直接的报国，入

伍是最激情的爱国。从军报国从来不

需要理由。”

一个国家的进步，刻印着青年的

足迹；一支军队的未来，寄望于青春

的力量。“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

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

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80 多年

前的这首抗日军政大学校歌，至今听

来仍然让人热血沸腾。在国家民族的

危难时刻，无数优秀青年报考军校、

携笔从戎，用他们的热血、激情和智

慧，“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

倾”，在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奋斗史、

可歌可泣的英雄史上，书写了浓墨重

彩的篇章。

毋庸讳言，与地方大学相比，军

校生活或许少了些浪漫与散淡、惬意

与闲暇，多了些骄阳下的军姿训练、

大雨中的长途拉练、泥水里的摸爬滚

打……但是更应该看到，严格的纪律

要求，繁重的学习训练任务，带来的

是体格的锤炼、意志的磨砺、本领的

升级，只会让人愈加成熟和果敢，甚

至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去年 10 月，

一组入校前后的对比照片走红网络，

不少人赞叹，军校是最好的“整容学

院”，在这里，忠诚更加“立正”，作

风不会“稍息”，标准永远“看齐”，

“热情每天都装满了胸膛，勇气同硝烟

一起飞扬”。

恽代英同志曾说：“青年最要紧的

精神，是要与命运奋斗。”人生有很多条

道路，而从军路是最光彩的一条路。在

这里，能文武兼备、内外兼修，会腹有诗

书、胸有热血。在这里，个人梦想与强

军洪流交汇，蓬勃青春与家国情怀共

振，报国之志能在“肩兹砥柱中流之责

任”中得到实现。正如网友跟帖，军校

是有志青年的梦想剧场，报考军校，既

是国家的召唤，也对个人发展有利。

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军装，

是“最有气质的校服”。几经“改版”的

军装，让军人更加精神、更有风采。“男

儿不展风云志，空负天生八尺躯。”有志

报考军校的学子们，“最有气质的校服”

等你来穿。愿你们听从八一军旗的召

唤，穿上这身“校服”，来感受强军的脉

动，来军校挥洒汗水、放飞梦想！

（作者单位：陆军军事交通学院学

员四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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帆

1940 年，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在延

安没待多长时间，但毛泽东招待他的那

桌土饭、朱德在战士中间狼吞虎咽吃饭

的那种兵味，让他回味无穷。“这个党的

成员们散发出的气味，给人一种很强很

强的向上力量。”《陈嘉庚回忆录》里这

样写道。

人的气味，是一个人信念、觉悟和

作风的外在反映，是发自于内心、流淌

于血液、融化为人格的精神气质。100

年复兴新故国，100 年旧貌换新颜。一

叶风帆，从烟雨南湖升起后，共产党人

的独特气味氤氲在巍巍中华、弥漫在如

虹征途。

1942 年初，新四军三师师长兼政委

黄克诚打仗间隙，经常背着粪篼子跟乡

亲们一起积肥。新时期的好干部兰辉

最常穿的鞋是黄胶鞋。老百姓说，看到

兰辉的黄胶鞋，就觉得他跟农民是一家

人。“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

少真情。”共产党人身上这深入基层的

泥土味，体现着血肉之情，彰显着爱民

之深，书写着党和人民“一块苦 、一块

干、一块过”的铮铮誓言。

铁人王进喜说：“党员就是要当‘好

汗’，多流汗的汗”。“宁可少活二十年，拼

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他，现存的照片里

很多是满脸汗水。“献身使命的模范团

长”胡筱龙，笃信老茧子才能磨出硬功

夫，汗珠子才能浇出战斗力，在带头训练

中锤炼出了一支高原劲旅。最好的成功

学是“汗水哲学”。共产党员身上这带头

拼搏的汗水味，是无声的动员、有形的引

导。这种气味，越品味，越有味。

从修家用电器、办残疾证，到为山顶

的小学买菜、雨天检查进村道路，“跑腿

书记”卓彦庆把群众的难当自己的难，骑

坏了 4 辆摩托车。网友留言：“他身上的

人情味，好过世界上最昂贵的香水味。”

廖俊波对老百姓总有一颗“柔软”的心，

给群众办事“能在现场就不在会场”，用

仁爱之心体恤群众的难处，以最大力气

满足群众的个体需求，被群众称为“最有

人情味的县委书记”。共产党人这心系

群众的人情味，是党从各种政治力量中

脱颖而出并屡创奇迹的“成功密码”，是

前进路上“不惧风险”的“秘密武器”。

杨业功在拒礼时说，“咱们党员从内

到外、从头到脚，一辈子都必须是干净

的”“我们这生死相依的战友情，绝不能

因有腐败行为而变了味。”范匡夫经常自

省：“当首长绝不能手长，不廉就是丢共

产党员的脸。”淡如秋菊何妨瘦，廉如梅

花不畏寒。共产党人这一身廉洁的清新

味，是牢记宗旨的境界，是生机勃发的气

象。这种清新味是一种势，哪怕“草色遥

看近却无”，也能“风吹草低见牛羊”；这

种清新味是一种力，即便“破浪凌霄一羽

轻”，也能“扶摇直上九万里”。

共产党人身上的这些气味，并非与

生俱来，靠衣饰装扮、作秀表演也换不

来 。 忘 记 了 党 员 身 份 ，忽 视 了 党 性 锤

炼，不仅没有这些气味，还会染上铜臭

味、江湖味。正如当年毛泽东批评那些

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入党的党

员：“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

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完事。”

杨得志上将在回忆录里写道：“在

井 冈 山 时 期 ，红 军 中 的 党 组 织 是 秘 密

的，但究竟谁是共产党员，大家都能猜

出个八九不离十。”

古人曾说：“风流不在谈锋胜，袖手

无言味最长。”今天，当每名共产党员都

永葆对党的忠诚之心、对人民的赤子之

心、对事业的敬畏之心，默默奉献、躬身

践行，即使胸前不戴党徽，人民也能“猜

出个八九不离十”，也能散发出更加浓

郁的、沁人心脾的共产党人的气味。

（作者单位：75560部队）

共产党人的气味
■许 恒

【新闻】6 月 15 日 7 时 30 分，原志愿

军第 15 军 45 师 135 团 7 连连长、电影

《上甘岭》连长原型张计发逝世后,人们

纷纷感念这位老人和他的战友对祖国

做出的巨大牺牲，再次重温当年他和战

友“吃不完”的那个苹果的故事。

【评论】

去年 10 月 26 日，94 岁的张老英雄

在《解放军报》刊文，回忆了 68 年前那

个“看一遍哭一遍”的故事：在上甘岭

战役中，比战斗牺牲更残酷的是没有

水。当运输员把一个苹果送到前沿阵

地 时 ，7 连 仅 存 的 8 个 人 把 它 传 了 一

圈，也没人舍得吃一口。“这么多人，连

一个苹果都消灭不掉，怎么打敌人？”

说完，张计发带头在苹果上咬了一小

口。就这样，8 个人传了两圈才吃完一

个苹果。

这个故事何以感人？因为它生动

反映了我军官兵情同手足、亲如兄弟的

革命情谊。团结出向心力、凝聚力、战

斗力。回望战史，我军之所以能以少胜

多、以弱胜强、以劣胜优，一个重要原因

是“我们队伍中的人都讲团结，都把战

友当亲兄弟”。

“万夫一力，天下无敌。”越是事业

发展的重要关头，越是面临严峻考验和

挑战，越是需要加强团结。只要我们不

断凝聚“比铁还硬，比钢还强”的团结之

力，进一步形成“生死相依、同舟共济”

的战斗合力，就一定能创造出“人心齐，

泰山移”的人间奇迹。

（作者单位：31692部队）

永葆“一个苹果”传递的温暖
■李国栋

无征兆，无脚本，无提前准备。6

月上旬，空军某部在上级导调的突击拉

动中取得全优成绩。战鹰回库，该部领

导再次提醒官兵，坚持以战场思维抓训

练，才是真正的练兵备战。

一首军歌这样唱道：“当兵就该上

战场。”战场思维，就是把训练坐标定位

在未来战场，明天战争“怎样打”，今天

训练就“怎样搞”。军人要想在战场上

顺利完成任务，关键在于平时就培养强

烈的战场思维。对军人来说，战场思维

就该是“常态思维”。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种思维越发达，训练才能越实战化。

一名国外军事理论家曾这样说：

“不具备战场思维的训练，其作用还不

如学生做早操。”近年来，通过持续不断

的战斗力标准大讨论，战场思维已在我

军绝大多数官兵头脑中扎根。然而，操

场思维、赛场思维、靶场思维等仍在个

别官兵头脑中残存、蛰伏。有的指挥员

战术思想落后，仍抱着“集结、开进、展

开、发起冲击”等机械化战争的思维不

放；有的战术动作操场化，片面强调整

齐 划 一 ，用“ 操 场 标 准 ”规 范“ 战 场 动

作”；还有的按照想定编脚本，依据演练

定套路，每次进攻都是同一座高地，每

年演练都在同一块地形。

今天战场思维树得牢不牢，关系到

明天战斗力强不强。思维越过了山冈，

训练才能瞄准战场。抗战期间，八路军

129 师战斗力之所以过硬，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他们反复强调“每次训练都是为

了立即上战场。”现实中，个别在赛场上

摘金夺银的部队一动真格就掉链子，根

源就在于平时训练缺乏战场思维。树

立 战 场 思 维 ，就 是 要 把 训 练 场 地 设

“真”、把作战对手选“强”、把作战进程

搞“难”、把训练细节想“细”，充分体现

出战争的复杂性、恶劣性和残酷性，切

实做到像打仗一样训练。

思维的确立在于反复。战场思维

的 确 立 ，既 需 要 思 想 引 导 ，也 需 要 实

践 固 化 。 当 平 时 训 练 的 一 步 一 动 都

瞄 准 战 场 、一 枪 一 弹 都 盯 着 实 战 ，持

之 以 恒 ，久 久 为 功 ，战 场 思 维 就 会 如

刘伯承元帅所说：“枪端起来时，哪怕

弹匣里没子弹，靶子在战士眼里也是

真敌人了。”

（作者单位：陆军工程大学野战工

程学院）

用战场思维抓训练
■邓联军

长城瞭望 八一时评

【新闻】6 月 14 日，陈独秀次子陈乔

年履历表首度公开后，很快登上热搜第

一。从履历表的照片看，陈乔年妥妥一

个美男子，难怪被称为当时革命者中

“最漂亮的人”。然而，网友们拿放大镜

看了这份履历后发现，表中填写的内容

相当热血，纷纷热赞：“字里行间流淌的

革命志气，更漂亮！”

【评论】

“父：独秀，职业：过去曾充教授，现

在专以革命为职业；兄：延年，职业：革

命……”相比于这些看得见的履历，陈

乔年没填在履历上的经历更感人：求学

时常与工人同做工，20 岁入党，26 岁被

反动派枪杀前他说：“让我们的子孙后

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

有人说，志气是比颜值更美的容

颜。高颜值的陈乔年感动网友之处，正

在于他“明明可以靠‘颜值’，却偏偏要

靠志气。”家境殷实，他却自力更生；天

生好命，但他选择革命。立志让中华民

族强起来，让生活在这里的人民扬眉吐

气的陈乔年，“漂亮”的何止是脸庞，更

是志气。

梁 漱溟先生曾说，形象的道德和

文化意义远大于表面。救灾现场中的

“最美逆行”，美在舍生忘死；抗洪大堤

上 的“ 最 美 睡 姿 ”，美 在 人 民 至 上 ；长

江 浊 流 里 的“ 最 美潜游”，美在永葆本

色……当每名军人都像革命烈士那样，

不变爱国心，胸怀强国志，即使救灾时

“泥巴裹满裤腿”，即使训练中“汗水湿

透衣背”，在人民眼里也是最美的。

比容貌更“漂亮”的是志气
■张刘木一

新闻连连看

画里有话

玉 渊 潭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

而生、因人民而兴。基于

这样的定位，党自成立以

来就视人民为天、为山，

视人民为根、为源，视人

民为主人、为先生，视人

民利益为出发点、为落脚

点，视人民需求为价值指

向、为动力源泉。一个政

党有对人民与自己这样

的关系定位，命运与共，

何惧风雨？

漫画作者：宋军林

人的气味，是一个人信念、觉悟和作风的外在反映，是发自于内心、流淌

于血液、融化为人格的精神气质。永葆对党的忠诚之心、对人民的赤子之心、

对事业的敬畏之心，默默奉献、躬身践行，就能散发出更加浓郁的、沁人心脾

的共产党人的气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