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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中的河流轨迹，多是弯弯曲曲

的。抵达大海之前需得经过千回百转的

磨炼，大江大河如此，人的成长成才亦然。

时下，又一批军校学员走出校门，

来到基层。环境变了，身份变了，难免

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比如，所学专业

与任职需要不同，要从最简单最基础的

学起；体能、装备操作、活动组织能力不

如一些老士官，个人威信一时建立不起

来；“两眼一睁，忙到熄灯”是常态，工作

紧张而又琐碎……下连前，大部分新排

长可能已做好了迎接困难的思想准备，

但是一遇到实际问题，有的不免还是乱

了阵脚，干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受到

影响，甚至失去努力方向。

教育学家朱光潜认为，“有志者事

竟成”的“志”须包含有三种意义：第一，

要起念头；第二，要认清目的和达到目

的 之 方 法 ；第 三 ，要 抱 必 达 目 的 之 决

心 。 实 现 人 生 理 想 ，这 三 点 自 必 不 可

少，从实际意义上来说，后两点又更为

重要。要知道，虽然人人都渴盼一帆风

顺的坦途，但是人生大多时候都是荆棘

丛 生 的 前 路 。 困 难 不 会 少 ，遇 挫 亦 平

常。如果遇到一点挫折就畏缩不前，碰

到困难就打退堂鼓，多么远大的志向和

抱负都是空谈。只有迎难而上、直面挫

折，不断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积累化

解矛盾的智慧、磨炼坚忍不拔的意志、

拥有锲而不舍的态度，通往理想的道路

才 会 越 来 越 宽 广 。 正 如 习 主 席 所 说 ：

“青年时期多经历一点摔打 、挫折 、考

验，有利于走好一生的路。”正确地对待

困难和挫折，它们就不会成为前进路上

的“绊脚石”，而会成为迎来人生转折机

遇的“垫脚石”。

人的成长成才是有规律的。能力并

非凭空而来，也不是自己说有就有。古人

说，“逆则生，顺则夭矣；逆则圣，顺则狂

矣”。人一直处于顺境中就会骄狂、颓废

未必尽然，但是逆境更能磨炼人的意志、

锻炼一个人的能力素质是肯定的。在东

京奥运会上打破亚洲短跑纪录的苏炳添，

在一次比赛中曾因压枪起跑而被红牌罚

下，这让他一度害怕起跑，几年后又经历

腰伤退赛，但他还是勇敢地站在起跑线

上，并“一战封神”；“八一勋章”获得者王

刚新兵下连时被分到炊事班，不甘心的他

抓住一切机会苦练军事技能，一年后从炊

事班转到战斗班，参加支队比武竞赛，被

评为“全能训练标兵”；获得“最美新时代

革命军人”荣誉的张洪峰，21岁在一次执

行任务中炸伤了左手和右眼，但他没有退

缩和逃避，咬牙苦练，训练没有一项落后，

在多个岗位上作出贡献、获得荣誉……苦

难和挫折，有时是给人以挫败感，但也激

发人的斗志和潜能。没有比“躺平”更容

易的姿势，也没有比半途而废更轻松的逃

避方式，但选择了一往无前、百折不挠，就

选择了持续成长。

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基

层是成长成才的沃土，只有努力往下扎

根 ，才 能 获 取 更 多 养 分 ，向 上 拔 节 生

长。新排长敢于面对挫折，善于自我调

整，准确自我定位，积极投身到教育、训

练 、管理等各项实践中，补短板 、强弱

项 、增本领，勇于担苦 、担难 、担重 、担

险，努力在岗位上积累工作经验、增长

知识才干、磨砺意志品质，打牢工作基

础，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

一步步抵达梦想的远方。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

者在教化。包括新排长在内的年轻干部

正处于人生道路的起步阶段，在学习、工

作、生活方面往往会遇到各种困难和苦

恼。压力和挫折是年轻干部成长的动

力，而在年轻干部成长的关键处、要紧时

拉一把、帮一下，则可能是其顶过压力、

发展成才的重要支点。各级党委和领导

干部要关心年轻干部成长，既要摔打磨

炼，也要热情鼓励；既要严格要求，也要

真心关怀，为包括新排长在内的年轻干

部成长成才创造良好环境条件。

（作者单位：32329部队）

今天的挫折是明天的转折
—新排长如何走好“官之初”③

■范海湖

长城瞭望

画里有话

在一些基层单位组织的阶段性考

核 中 ，笔 者 发 现 ，少 数 官 兵 喜 欢 将 考

核 课 目 分 为“ 硬 课 目 ”和“ 软 课 目 ”。

所 谓“ 硬 课 目 ”，是 指 那 些 体 力 耗 费

大 、训 练 难 度 大 的 课 目 ，比 如 实 用 攀

登、5 公里武装越野、400 米障碍等；而

“软课目”是指不太费体力、基础性或

技 术 性 较 强 的 课 目 ，比 如 作 战 标 图 、

通 信 电 台 使 用 、明 密 互 译 等 。“ 硬 课

目 ”下 功 夫 准 备 ，“ 软 课 目 ”临 时 抱 佛

脚，成为有些官兵的习惯性做法。然

而，这也折射出当前一些单位训练和

考核中存在的弊端。

细究起来，考核课目的“软”“硬”

之分，不只是源于课目本身的特点，跟

一些单位的考核导向也有关系。在一

些单位，“硬课目”合不合格和晋职晋

衔等直接挂钩，但是“软课目”即使一

门不合格，如果考核总分高，算下来平

均分合格也算考核整体合格。因此，

基于应试心理，在官兵当中便有了这

种考核课目的“软”“硬”之分。这种考

核导向也反映在平时的训练中。一些

单位训练重视“硬课目”，把大量时间

精力用在“硬课目”上，对于“软课目”，

觉得简单易掌握，就没有给足训练时

间，而多数官兵在考核中卡壳的反而

正是这些“软课目”。

应试心态难以应战。这种基于应

试心理将课目分“软”“硬”、训练择轻重

的做法，不但不能“添胜算”，反而是自

我制造战场上的软肋。在现代战争的

复杂战场环境里，任何一项短板都可能

会成为致命弱点。任何抱着应试心态

去备战的行为都是对战争残酷性的无

知，更是对自身和战友生命以及战场胜

负的不负责任。

自从全军推进实战化军事训练以

来，实战实训深入人心，军事训练在紧

贴 实 战 、服 务 实 战 方 面 迈 出 一 大 步 。

但不可否认，有的人对于实战实训的

标准并不清晰，理解浮于表面，思想上

缺乏警醒，行动上脱不开套路。在少

数单位，“练为考”的心态还有一定市

场，“考为战”的导向还没有完全立起

来，而考评的指挥棒一旦指偏，训练也

就会走样。

我们讲求实战化训练 、实战化考

核 ，首 先 要 把 握“ 实 战 ”二 字 ，脱 离 了

“ 战 ”味 的 考 和 练 都 是 没 有 实 际 意 义

的。进一步推进实战实训，要坚定立起

练为战、考为战的鲜明导向，用好考评

的指挥棒。战场上需要什么，考场上就

考什么。要注意提高各种考核比武的

实战性、实效性，让基层不再陷入“应考

式”训练。各级领导应带头进入战位，

进入演训场、考核场，加强对训练和考

核的科学指导。广大官兵应提高军事

训练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抱有随时准备打仗的紧迫感和危机感，

以真、难、严、实的标准自我加压，练就

克敌制胜的过硬本领。

莫让“软课目”成为软肋
■贾 乾

由于工作原因我接触过一些党员

典型，不少感人的事时常浮现脑海。他

们就像一盏盏灯和一面面镜，烛照出优

秀共产党人的样子。

第一个是火箭军部队的士官专家、

班长标杆、“兵王”王忠心。初识他那年，

他 43 岁，已入伍 25 年，扎根一个连队 24

年，从事一项专业 23 年，当班长 22 年。

他带过的兵不少已成为领导，同期的战

友很多也调离基层一线。但他始终安心

本职、踏实工作，硬是从一个初中生钻研

成了导弹部队测控专业的顶级能手。尤

为难得的是，在他身上，没有半点因为兵

龄 长 、资 格 老 滋 生 出 的“ 牛 气 ”和“ 油

味”。出席部队党代表大会，一连 3 天他

都把招待所的被子叠成“豆腐块”。他说

当干部还是当战士，只是分工不同，想得

多了就很难静下心来做事，而他只想“踏

踏实实做好每一件事，本本分分当好每

一天兵”。因为朴实扎实，淡化付出与回

报的利益权衡，结果“不可能”就变成了

“可能”。2017 年，他获得了军队最高荣

誉“八一勋章”。

第 二 个 是 三 巡 苍 穹 的 英 雄 航 天

员 、“八一勋章”获得者景海鹏。见到

他之前，我心里一直带着疑问，是什么

原 因 让 他 冒 着 生 命 危 险 3 次 征 战 太

空？毕竟去往太空有太多难以预知的

风 险 。 更 何 况 ，他 第 一 次 执 行 飞 天 任

务后就被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

予 荣 誉 称 号 ，照 理 说 已 经 登 上 荣 誉 高

峰，可以安然享受鲜花、掌声和相关待

遇 保 障 。 可 他 一 次 次 归 零 重 启 、一 次

次重新接受“魔鬼训练”，选择再次直

面 生 死 考 验 。 这 些 年 ，不 午 休 、不 打

牌、不间断业务学习和身体锻炼，已经

成了他的习惯。

第三个是我从小就敬仰的老英雄

麦贤得。连环画里身穿海魂衫、头上缠

着 血 绷 带 ——“ 革 命 硬 骨 头 ”“ 钢 铁 战

士 ”麦 贤 得 的 形 象 是 一 代 人 的 深 刻 记

忆 。 我 曾 参 与 保 障 他 出 席 重 要 活 动 。

头部重伤给他带来严重后遗症，语言障

碍比较明显，但谈起战斗经历，他十分

兴奋。生活中的他始终保持着艰苦朴

素的作风，不以功臣自居，也从不提特

殊要求。合影照相，他总是把“C 位”让

给 别 人 ，对 待 服 务 人 员 也 总 是 客 气 感

谢。每当谈起他的英雄事迹，他总会说

“为党服务，为人民服务，要把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一代传一代”。那种质

朴里的热忱，让人心生敬意。颁授“八

一勋章”当天，习主席俯下身给他佩戴

勋 章 ，握 着 手 问 候 叮 嘱 ，让 他 十 分 激

动。回来后，他一直说，“要永远听党

话、跟党走，再立新功”。

岁 月 流 转 ，这 样 的 人 和 事 还 有 很

多 。 他 们 或 纯 真 质 朴 、或 执 着 追 求 、

或 忠 诚 如 一 ，虽 拥 有 不 同 的 人 生 经

历 ，但 共 同 诠 释 出 一 个 个 共 产 党 人 的

好 样 子 。 共 产 党 人 的 样 子 有 什 么 特

点 ，从 他 们 的 身 上 我 们 或 许 可 以 得 到

一 种 解 答 —— 与 一 个 人 的 外 形 无 关 ，

而 是 体 现 为 一 种 精 神 气 质 、一 种 行 为

作风。

“真正的信仰是建立在岩石上的，

而其他一切都颠簸在时间的波浪上。”

人们常说，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成

的；我们也常认为，凡是典型、楷模、英

雄必定是非常人，得天独厚，能人之所

难能。殊不知，他们也是平凡人，有血

有肉、有苦有痛，之所以能人所难能，所

“特殊”处，是他们始终对初心和使命执

着坚守。所以，无论过多久，他们对于

岗位总是那么葆有热情，对于自我要求

也一刻不曾放松。

如作家毕淑敏说的一样，人是一个

追求理由的动物，每个生命都有为自己

寻找人生目标的责任和义务。一代人

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

当。站在新时代的广阔舞台上，我们更

应循着先辈足迹，牢记初心使命、坚定

理想信念，不惧风雨、砥砺前行，在成就

精彩人生的同时，用忠诚执着、不懈奋

斗立起共产党人应有的好样子。

（作者单位：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局）

共 产 党 人 的 好 样 子
■胡庆学

玉 渊 潭

8 月 22 日，“国际军事比赛-2021”

在俄罗斯开幕。这是我军连续第 8 年

参加此项比赛。在 8 月上中旬，俄罗斯

刚参加了我国在宁夏举行的“西部·联

合-2021”演习。

回想改革开放之初，我军与外军军

事交流很少。一些西方国家对于中国

军队抱有疑惑感、神秘感甚至恐惧感。

除了政治、外交等因素外，对于中国军

队 缺 乏 了 解 无 疑 是 一 个 很 重 要 的 因

素。2002年，我军首次与吉尔吉斯斯坦

军队举行联合实兵演习。此后，在上海

合作组织框架内，于 2003 年首次参加

多边联合反恐军事演习；2005年首次与

外军举行战略性的联合战役演习；2007

年首次在异国举行多军种、成建制、较

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一个个首

次背后既有国际战略格局的影响，也展

现出中国军队思维理念的巨大变化。

此后，中国军队走出去的脚步从未

停 止 ，步 幅 越 来 越 大 ，步 速 也 逐 渐 加

快。这种不断扩大的国际军事交流合

作不仅增进了各国之间的了解和战略

互信，也使中国结交了朋友，学习了经

验，提升了能力。就中俄来说，在战略

沟通、高层交往、军技合作、联演联训等

方面持续实现新突破，且始终保持高位

运行。近几年，中外联演联训对象范围

进一步拓展，中国先后与 40 多个国家

和地区举行 190 多场联演联训，影响作

用更加凸显。其中，突出实战性合作交

流开展的中俄联合演习、中巴陆军特战

联训、中泰空军联训等实战课目训练，

有效提高了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我

军国际军事合作不断取得新成就，中外

联演联训不断形成新格局。

联演联训联赛，不仅成为向世界展

示我强军风采、让世界了解中国和中国

军队的重要窗口，也是中国军队与世界

各国军队密切协同、增进互信、加深友谊

的重要平台，以及相互借鉴、交流学习的

“开放课堂”。

通过联演联训联赛等契机，在与外

军密切协同或高强度比拼中，我们能近

距离感受到像俄罗斯等近年来有实战经

验军队的优长，也能看到自身在军事训

练、武器装备、部队管理，以及战建理念

上存在的不足。拿“国际军事比赛”来

说，自 2014 年参赛以来，中国军队已经

有几十支部队参加过这一比赛，收获很

大。每年比赛一结束，参赛部队从机关

到个人，都会从不同的层面进行系统性

研究总结，形成大量成果。其中，有的进

入了院校教材，有的进入了训练大纲，还

有的体现在新装备研发和改进之中。拥

抱“开放的课堂”，受益颇多。

战争这个“噬尾之蛇”，不断在吞噬

着自己，创新着自己。正如克劳塞维茨在

《战争论》中所说的，“战争并不是活的力

量对死的对象的行动，它是两股活的力量

之间的冲突”。敌变我变，敌不变我亦需

变。既然唯一不变的是变化，就不妨拥抱

变化，而应对变化的有效方法之一，就是

不要停下学习的脚步。无论过去有过多

么辉煌的战绩，我军已经几十年没有打过

仗了，这是事实。当看不到问题时，本身

就是一种问题。所幸的是，我们一直时刻

保持紧迫感、危机感，也未停下学习和创

新的脚步。

善于学习，就是善于进步。一个人

如此，一支军队也是如此。不自矜于战

斗力上取得的进步，能客观看到自己的

问题，不避讳自身存在的弱点，开放思

维，善于学习，取长补短，这才是大国军

队的自信。如今的中国军队正以更加

开放自信的态度向建设世界一流军队

目标迈进。

拥
抱
﹃
开
放
的
课
堂
﹄

■
段
江
山

八一时评

某部在组织部队高原长途机动中，

安排部门以上领导到挂钩帮建单位全

程指导帮带，确保了机动安全顺利进

行。这种紧盯基层需求帮建的做法，值

得学习。

部队高度动态分散期 、大项任务

交 织 期 ，往 往 是 事 故 问 题 多 发 期 、矛

盾 突 出 期 ，从 另 一 个 意 义 上 说 ，也 是

提升建设水平的“窗口期”，更需要上

级帮带指导。矛盾问题的实际解决，

不仅能让基层切实感到帮建实效，也

体现党委机关的指导帮建水平、担当

作风。

然而，现实工作中，有的单位在帮

建基层上还存在帮不准、帮得质效不

高的问题。有的制定帮建计划不结合

基层实际，导致一个个计划最终不同

程度搁浅；有的习惯与自身业务忙碌

期“错峰”，等手头不忙了下基层搞“一

厢情愿”式帮建；还有的在帮建基层上

不主动，上级提醒督促后，搞临时突击

帮建。这些敲不准鼓点、与基层建设

不能同频共振的帮建，效果自然大打

折扣。

相对于“锦上添花”来说，基层更喜

欢“及时雨”“雪中炭”。对于各级党委

机关而言，只有紧盯基层需求精准发

力、指导帮建，才能更好化解矛盾风险，

把基层的问题多发期变成全面建设的

提升期。

帮在基层急需时
■张颖科

今年以来，一些单位结合党史学习

教育，或设立“解难办公室”，或开出“为

基层办实事清单”，大力推进“我为群众

办实事”活动，受到基层官兵普遍欢迎。

党史学习教育抓得好不好，不能只

看指定书目读了多少、历史知识点背了多

少，更要看有没有通过学习提高科学决策

的能力，有没有提高为群众办实事、解难

题的本领。“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我

们党历来把群众疾苦放在心上，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就是要把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

命传承下去，把党史学习的感悟转化为实

实在在为群众办实事的动力。

1973 年，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我

们是现实主义者，说许多空话，不如做

一件实事。”时至今日，少说空话、多做

实事仍是我们党的“传家宝”。了解基

层官兵的急难愁盼，心怀基层官兵的寒

热冷暖，从最困难的官兵入手、从最突

出的问题抓起、从最现实的利益出发，

切实解决基层的困难事、官兵的烦心

事，把学习党史军史同解决实际问题结

合起来，出实招、办实事，增强官兵的归

属感和获得感，这样党史学习教育才能

走深走实，官兵精力才能聚焦练兵备

战，部队建设才能蒸蒸日上。

从解难事看成效
■姜 帅 王 欣

漫画作者：周 洁

苦难和挫折，有时是给人以挫败感，但也激发人的斗志和潜能。没有比“躺
平”更容易的姿势，也没有比半途而废更轻松的逃避方式，但选择了一往无前、百
折不挠，就选择了持续成长。

战争这个“噬尾之蛇”，不断在
吞噬着自己，创新着自己。正如克
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所说的，“战
争并不是活的力量对死的对象的行
动，它是两股活的力量之间的冲
突”。敌变我变，敌不变我亦需变。
既然唯一不变的是变化，就不妨拥
抱变化，而应对变化的有效方法之
一，就是不要停下学习的脚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