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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

一代人的担当。当代青年，是赓续革命

传统、传承红色基因的接班人，更是担

当中华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未 来 属 于 青 年 ，希 望 寄 予 青 年 。

“ 新 时 代 的 中 国 青 年 要 以 实 现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为 己 任 ，增 强 做 中 国 人 的

志 气 、骨 气 、底 气 ，不 负 时 代 ，不 负 韶

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7 月 1

日，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 大 会 上 的 殷 切 嘱 托 ，为 新 时 代 青

年树立远大抱负、勇于砥砺奋斗、锤炼

过硬本领、担当时代重任指明了方向。

底气，是源于某种因素而产生的一

种内生力量，是树立坚强信心的基础。

“人无底气，生无根据”。有底气的人，

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能信心坚定、不

畏艰险，有条不紊、从容应对。对于国

家而言，底气是勇立潮头、一往无前的

气魄，是成就伟业、创造奇迹的基础；对

于个人而言，底气是为实现人生价值而

不 懈 奋 斗 的 精 神 动 力 ，是 跨 过 一 个 个

“娄山关”“腊子口”的力量源泉。当今

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

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踏上了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国青年

既迎来了难得的干事创业的人生际遇，

又担负着“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

济沧海”的历史使命。新时代的中国青

年投身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就要不断增强做中国人的底气，坚定前

进的方向，以青春之梦想标定青春之航

向、把青春之奋斗融入青春之事业、用

青春之担当谱写青春之华章，以“青春

之我”创造青春之中国。

新 时 代 中 国 青 年 的 底 气 从 哪 里

来？最重要的来源就是中国共产党的

坚强领导。“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

党”。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

人 民 栉 风 沐 雨 冲 破 枷 锁 、凤 凰 涅 槃 浴

火重生、上下一心创造奇迹，在一次次

艰苦跋涉、一场场艰苦斗争中，提升了

综 合 国 力 ，增 强 了 中 国 人 的 底 气 。 这

底气，离不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不变宗旨，离不开“党在任何时候都

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执政理念，

离 不 开“ 打 铁 还 需 自 身 硬 ”的 庄 严 承

诺；这底气，来自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 路 的 成 功 探 索 ，来 自 改 革 开 放 和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建 设 取 得 的 伟 大 成 就 ，

来 自 倡 导 合 作 共 赢 、维 护 世 界 和 平 的

大国担当；这底气，体现在大灾大难面

前的众志成城、万众一心，体现在困难

挑战面前的“中国速度”“中国力量”，

体 现 在 国 际 交 往 中 的 不 卑 不 亢 、自 尊

自 信 。 历 经 百 年 奋 斗 ，我 们 迎 来 了 从

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也 在 无 惧 险 阻 、自 强 不 息 中 锻 造 出 中

国人的底气。

实干磨练能力，能力催生底气，底

气决定信心。新时代中国青年的底气

还来源于实干与笃行。“自信人生二百

年，会当水击三千里”，谁的实力越强，

底 气 越 足 ，谁 就 在 新 的 征 程 中 信 心 越

强、动力越足，谁就能掌握干事创业、绘

就蓝图的主动。当今中国前所未有地

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新

时代中国青年须抓住历史机遇，立潮头

以谋兴业、挑重担以创价值，真抓实干、

勇毅前行，攻坚克难、开拓创新，以新时

代接力者、奋斗者、开拓者的刚健姿态

塑造过硬的能力素质，奉献青春智慧、

展现青春力量、铸就青春梦想、创造青

春价值。

中国人的底气不是一蹴而就，而是

经过万千磨难、重重考验逐渐积淀的。

新时代新征程，中国青年当不负时代、

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期望，

接过时代的接力棒，扛起担子、知责奋

进，在强固底气中多维度发力、多方面

锤炼、多途径提升，信心十足地走好新

的赶考之路。首先应坚定理想信念，坚

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滋养头脑，着力提高政治判断力、

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强化一心向

党、一心为党的政治底气；其次须保持

学 习 劲 头 ，坚 持 从 中 国 优 秀 的 传 统 文

化、波澜壮阔的百年党史中汲取养分，

在捋清历史脉络、掌握历史规律、汲取

历 史 经 验 中 ，厚 实 守 正 创 新 的 学 识 底

气；还要在实践中加强磨练，以“检身若

不及”的思想自觉，在主动作为、勇于担

当中打磨自己、提升自己、完善自己，一

以贯之地保持“不待扬鞭自奋蹄”的行

动自觉，不断锤炼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的能力底气。

硝 烟 虽 散 去 ，狼 烟 未 远 离 。 在 向

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

二 个 百 年 奋 斗 目 标 迈 进 的 征 程 中 ，不

可 能 一 帆 风 顺 ，必 然 会 遇 到 不 少 风 险

挑战甚至惊涛骇浪。作为强军兴军的

主体力量、先锋力量，青年官兵使命重

大 、任务艰巨，面临严峻挑战，尤须厚

积 克 敌 制 胜 的 底 气 。 军 人 生 来 为 战

胜 。 青 年 官 兵 的 底 气 ，不 是 口 号 喊 得

有多响，也不是决心下得有多大，而是

在任务面前、危急关头，能不能召之即

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这就需要青

年 官 兵 在 本 职 岗 位 上 摸 爬 滚 打 ，锤 炼

敢 打 必 胜 的 过 硬 本 领 ，在 困 难 挫 折 中

淬火成钢，练就不屈不挠的意志品质，

以 真 才 实 学 厚 积 干 事 创 业 的 底 气 ，夯

实必胜的信心，把握胜战的主动，在新

的赶考路上交出合格的答卷。

厚积底气，夯实信心之基
■颜士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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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奥运会上，我国举重运动员

谌利军的夺冠经历令人印象深刻。他

的这块金牌来之不易，在克服退赛、伤

病等不利因素后，他才又一次站上奥

运赛场。比赛中，在落后对手 11 公斤

的情况下，最后一举他绝地反击，逆转

夺金。谌利军的经历告诉我们，保持

一颗不服输的心，就有赢的希望。

不服输的心，能使人在困难挑战面

前无所畏惧、意志坚定地应对，直至战

胜困难，实现梦想。始终保持一颗不服

输的心，才能不辜负曾经的努力付出。

在为目标而奋斗的路上，有的人也曾付

出努力，却半途而废，只有那些一直不

服输的人，才能最终打开胜利之门。保

持一颗不服输的心，一次次挑战自我，

这个过程并不舒服，但却能不断地取得

突破。有一颗不服输的心，多逼自己几

回，才知道自己的潜力有多大，才能取

得也许自己都想不到的成就。

挫折和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

失去了一颗不服输的心。如果碰到挫

折就畏缩不前，甚至打“退堂鼓”，那就

什么事也干不好。新时代革命军人肩

负能打胜仗的重任，尤其应保持一颗

不服输的心，不惧严峻环境、艰巨挑

战，不屈不挠、永不懈怠，才能赢得最

后胜利，做到不辱使命。

保持一颗不服输的心
■韩 震 孙 晨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内因是事物

发展的依据，是决定事物发展基本趋

向 的 首 要 原 因 ，做 事 情 尤 须 重 视 内

因。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也应着眼

于学习教育主体，着力增强官兵学习

的内动力。

增强学党史的内动力，关键在于

激发官兵的学习热情，变“要我学”为

“我要学”。对党史须带着感情学，深

知今日中国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

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离不开党的正确

领导，离不开无数优秀共产党员的舍

生忘死、无私奉献。怀着这样的思想

感情，就会发自内心地主动了解党的

历史，更加信党、爱党、为党，坚决听党

话、跟党走。须带着思考学，围绕中国

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

么“ 行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为 什 么

“好”，新时代党员怎样才能永葆党的

先进性要求、如何做到“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该怎么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

作风等问题，通过学中思、学中研，不

断将学习引向深入。须带着目标学，

将学习党史作为增长学识、加强党性

修养的有效举措，结合自身实际，合理

确定学习目标，科学制订学习计划，抓

好每个时间节点和知识点的学习，通

过目标牵引，增进学习实效，从而达到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

力行的目的。

增强学党史的内动力
■申 炜

一粒种子落在了石块下面，它会怎

样生长？眼前的这棵松树给出了答案：

顶出一道成长的缝隙，让生命的活力充

分释放！

这不禁让人赞叹，生命的力量是如

此强大。这种力量，有韧性，再坚硬的东

西也阻挡不了它的生长；有弹性，能屈能

伸，再恶劣的环境也扼杀不了它的倔强。

生命的力量，是不向命运屈服的力

量。人生当如种子一样，落在沃土里，便

蓬勃生长；落到石块下，也不必悲观丧

气，立足现有条件，化磨难为力量，茁壮

生长。弱者顺从命运，强者改变命运。

人生路上，我们都应做一个把握自己命

运的强者，在栉风沐雨中顽强成长，成为

栋梁。

生命的力量—

强者改变命运
■薛 影 摄影并撰文

言简意赅

不知不觉，父亲离开我们已有 26

个年头了。几回回梦里，父亲的音容

笑貌依稀可见，尤其是他那饱含深情

又不失严厉的叮嘱和教诲，仍不时回

荡在我耳边，是我铿然前行的不竭动

力和人生指南。

父亲是一名老八路，14 岁投身革

命，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抗美援

朝、边境作战，大大小小的战役战斗参

加了百余次，身上多处负伤，几经生死

考验。每次抚摸父亲身上的伤疤，我

既心疼又震撼，那是一块块彰显军人

忠诚和无畏的“军功章”。

跟 随 父 亲 在 东 北 生 活 的 那 段 岁

月，几乎每年清明节，父亲都要带我到

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凭吊长眠在那里

的烈士，其中有多位是和父亲一起入

朝作战的战友。

“我们为什么要干革命，为什么要

去奋斗，为什么敢于舍命、不怕牺牲？

等你把这些想明白了，就懂得了人生

的真正价值所在。”起初，我虽然并不

太理解父亲话中的含义，却把这句话

牢牢记在了心间。

上小学时，读到作家魏巍的《谁是

最可爱的人》时，我才恍然大悟，“我在

这里吃雪，正是为了我们祖国的人民不

吃雪。他们可以坐在豁亮的屋子里，泡

上一壶茶，守住个小火炉子，想吃点什

么，就做点什么”，原来每个人的付出和

牺牲都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可以让人民

过上幸福的日子。“为人民做点事”，也

由此像种子一样埋在了我的心里，慢慢

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记忆里，父亲总是非常忙碌，大部

分时间都是在基层部队度过，下连队、

钻坑道、进指挥所，许多师团主官甚至

营连级干部，他都能直接叫出名字，

“腿不动、手不勤，不动脑、不张嘴，基

层情况不能了如指掌，作战筹划和指

挥控制就容易出差错，打起仗来是要

死人的”，父亲的话一直刻印在我的脑

海里，让我不敢有丝毫懈怠。

在原总参机关工作期间，我所负

责的业务处，也是父亲曾经工作过的

地方。工作中我谨记父亲的谆谆教

诲，经常抽出时间深入基层，足迹几乎

踏遍了全军所有的炮兵部队，连续多

年参与筹划和组织全军重大演习，对

部队的编制装备、作战训练、经验做法

等情况了然于胸，有效整合了全军炮

兵训练资源，探索了兵种部队实战化

军事训练新路。

“四海为家家亦国，心中无我我为

峰”，这是父亲当年经常鼓励我的一句

话，也成为激励我前行的座右铭。我

深知，要想把每一寸平凡光阴都写成

击水中流的精美诗行，就不能贪恋安

逸。因为在人生的天平上，党的事业

永远最重。只有多经风雨、多洒汗水，

全力以赴把每一项工作都干到极致、

干出精彩，才能不负时代、不负韶华，

无愧于共产党员的身份。我曾参与组

织我军参加俄罗斯国际军事比赛，探

索了中外合作训练提升作战能力的新

路径。

30 多年的军旅生涯，我经历了多

个单位和岗位历练，常常是“打起背包

就出发”。这些难得又珍贵的经历让

我受益匪浅，也让我真切理解了“革命

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内

涵。2018 年 9 月，我从军委机关交流

到离家千里的军分区工作。在我看

来，上级任命就要担起使命，组织信任

就应尽好责任。我把父亲“敏锐、专

注、高效”的作风带到工作中，高质高

效组织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高标准

筹划开展了交通运输动员行动演练，

探索形成了新质民兵力量建设路子。

“我们要继续弘扬光荣传统、赓续

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

下去、发扬光大！”每次学习体悟习主席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内心总是波澜起

伏、感慨万千。无数像父亲一样的老

一辈革命者，用一生的拼搏奋斗和无

私奉献，在党的百年征途上踩出了一

行行坚实的脚印，留下了弥足珍贵的

精神财富，是我们砥砺前行、继续奋斗

的闪亮路标。

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

汲取伟大建党精神的丰厚滋养，踏上

新的赶考之路，我决心像父辈们那样，

继续保持如磐初心，扛起如山使命，

“干事创业要像火一样燃烧自己”，为

党和人民的事业而奋斗，为党和人民

军队争取更大光荣。

（作者为江苏省镇江军分区司令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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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心态积极的人，意志更
坚定、遇事更沉着，在人生的道路上
走得更稳更远

心理学家南迪·内森研究发现，一般

情况下，人的一生，平均至少有十分之三

的时间是处于情绪不佳的状态。的确，

每个人的人生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

前 进 路 上 常 会 遇 到 荆 棘 坎 坷 、艰 难 困

苦。总有一些事情，我们不愿它发生，却

不得不接受；总有一些困难，我们不想去

遭遇，却不得不面对；总有一些生命，我

们不愿他们逝去，却根本无力挽留。这

些因素，都会对心态产生消极影响，因

此，我们须高度重视心态的调整、情绪的

调节，才能不被糟糕的事情、恶劣的环

境、突然的变故等因素困顿住心灵、阻挡

住脚步。

一位哲学家说：“你的心态就是你真

正的主人。”做心态的主人，重在加强修

炼。无论平时还是战时，对于广大官兵

而言，修炼和培养积极健康的心态，有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广大官兵须修炼拼搏

进取的积极心态。一个有积极心态的

人，常能心存光明远景，即使身陷困境，

也能以充满希望的心态走出困境、走向

光明。积极心态能使一个人从心志柔弱

变为意志坚强，激发勇于拼搏、不断进取

的斗志。须修炼得失从容的豁达心态。

豁达的心态一部分源于性格，但更多的

是源于修养。豁达是一种待人处事的思

维方式，面对人前人后、论长道短，总能

保持成败自清醒、是非一笑过的心境。

须修炼荣辱不惊的坚忍心态。行走在人

生旅途，得志和失意并存、坦途与坎坷同

在，应做到沐浴春风不自傲、挑战逆境

不放弃，面对困难不退缩、越是艰险越向

前。须修炼保持本真的平常心态。将生

活中的苦难视为人生的滋养，即使生活

不是你想要的样子，也能坦然面对。怀

着自然心境、平常心态，烦恼就会随风而

去，就能做幸福快乐的自己。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超越自然的

奇迹多是在对逆境的征服中出现的”。人

无十全十美，事无一帆风顺。一个心态积

极的人，意志更坚定、遇事更沉着，在人生

的道路上走得更稳更远。修炼好心态，应

做到至真，心真无虚假；至纯，纯净无杂

念；至诚，真诚无欺隐。这些是成就人生

的关键所在。对于新时代革命军人而言，

情绪稳定、心态良好、态度乐观，是有效履

行使命、出色完成任务应具备的基本素

质。身在军营，更应该做心态的主人，努

力锻造一颗强大的内心，从容应对前进道

路上的激流险滩、荆棘坎坷。

（作者单位：中部战区某部）

做心态的主人
■李永胜

●不被经验所困不是抵制经
验，而是抱着开放的心态去更新
经验

一般来说，前人的经验是后人进

步的捷径，然而在有些情况下，经验也

会成为我们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过

分依赖经验，反而会被经验所困，犯下

刻舟求剑的错误。

合理运用经验，有助于更好地工

作和生活，但了解经验的适用范围，学

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也是十分必要

的。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时，我们不应

局限于既有经验，须把经验与实践充

分结合，在加强学习的基础上，结合实

际情况做到因时因地制宜。

坚 持 终 身 学 习 ，避 免“ 经 验 过

时”。在飞速发展的当下，只有树立

终 身 学 习 的 观 念 才 能 不 被 经 验 所

困。碰到新问题一味依靠老经验，多

缘于知识储备不足，而陈旧过时的经

验 并 不 适 用 于 日 新 月 异 的 现 实 情

况。如果故步自封，不加强学习，因

循 守 旧“ 吃 老 本 ”，终 会 被 时 代 所 抛

弃。只有不断学习，不断更新经验，

才能有效解决新问题。

坚 持 躬 身 实 践 ，避 免“ 经 验 僵

化”。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从书本中

得来的知识作为间接经验，有时并不

能直接解决实际问题。尤其是在新情

况、新事物层出不穷的今天，我们更要

充分做好调查研究，多在实践中历练

打磨，了解事物发展的实际情况，有选

择地运用经验，灵活把握经验，如此才

能不被经验束缚，避免“纸上谈兵”。

经验亦如双刃剑，它在提升效率

的同时也会局限人的思维。不被经验

所困不是抵制经验，而是抱着开放的

心态去更新经验。作为新时代革命军

人，面对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面对新

岗位新职能新使命，更须经常“充电”、

更新观念，通过不断学习、加强实践，

探索新规律，总结新经验，从而让经验

更好地为实践服务。

不被经验所困
■史学强

谈 心 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