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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里有话

玉 渊 潭

八一时评

作者：周 洁

“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中国

文化历来推崇“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

韵”，但创新是文艺的生命，学习贯彻中国

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精神，就要按照

习主席所强调的“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

法”，在继承中转化，在学习中超越，用跟上

时代的精品力作开拓文艺新境界。

“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创新堪

称文艺的基因，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

又日新”。古今中外，文艺无不遵循这样

一条规律：既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要

革故鼎新、推陈出新。割断血脉、凭空虚

造，文艺就会缺乏底蕴与深度，就难成“经

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故步自封、陈陈

相因，文艺就会缺少生机与活力，就难以

“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正如茅盾所

说：“文艺作品不仅是一面镜子——反映

生活，而须是一把斧头——创造生活。”

作家柳青说：“一个写作者，当他完

全摆脱模仿的时候，他才开始成为真正

的作家。”“似我者俗，学我者死”“李杜

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等古语，

也时刻警示文艺工作者：既要有学习前

人的礼敬之心，更要有超越前人的竞胜

之心，融会贯通、守正创新，方能留下史

诗级的经典著作。如果没有超越自我的

勇气、独立深入的思考，照搬跟风、克隆

山寨，就永远出不了经典、成不了大师。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

作。”新时代气象万千、江山壮丽，新征程

波澜壮阔、前景光明。时代是文艺创新

的力量源泉，反映时代是文艺工作者的

历史使命。离开火热实践，闭门造车、喃

喃自语，只能被时代淘汰。从电视剧《觉

醒年代》成为现象级作品，到电影《长津

湖》夺得中国影史票房冠军，再到大型文

艺演出《伟大征程》好评如潮，广大文艺

工作者因时而兴、乘势而变，创作了一批

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

军事领域是最具创新活力的领域，火热军

营是军事文艺创作的热土。没有高质量的

创新，就没有高品质的作品。广大军队文

艺工作者身处千帆竞发的强军洪流，使命

光荣、责任重大，只有保持“板凳坐得十年

冷”的艺术定力，坚定“语不惊人死不休”的

执著追求，独辟蹊径、不拘一格，葆有匠心、

静水深流，方能为官兵奉献精品力作，为强

军凝聚精神力量。

（作者单位：陆军装甲兵学院）

学古不泥古 破法不悖法
■张彧铭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树立大历史观、

大时代观，眼纳千江水、胸起百万兵”。

习主席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

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心系

民族复兴伟业，热忱描绘新时代新征程

的恢宏气象”的明确要求，引用诗句“大

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更是

让广大文艺工作者心中升腾起神圣的使

命、崇高的责任。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

哉？”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

代前进的号角。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

家之神，文以铸之。无论是古语“文变染

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还是“文者，贯

道之器也”，都揭示了相同的规律：任何

一个时代的文艺，只有同国家前途、民族

命运、人民期盼紧紧维系、休戚与共，才

能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产生流传千古

的作品。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

说：“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

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百年征程波澜

壮阔，百年文艺春色满园。面对每一个

重要历史关头和重大历史事件，广大文

艺工作者从来没有置身事外，从来没有

缺席缺位，始终胸怀“国之大者”，深刻把

握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以文弘业、以文

培元，以文立心、以文铸魂，把文艺创造

写到民族复兴的历史上、写在人民奋斗

的征程中。

“登高使人心旷，临流使人意远。”新

时代新征程是当代中国文艺的历史方

位。大国逐梦，长河奔海；凭高望远，百

花齐放。高擎民族精神火炬，吹响时代

前进号角，从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

之呼中提炼主题、萃取题材，做到胸中有

大义、心里有人民、笔下有乾坤，方能发

时代之先声、开社会之先风、启智慧之先

河，为人民昭示更加美好的前景，为民族

描绘更加光明的未来。

“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强军

事业是壮阔伟业，离不开强军文化的深

厚滋养、精神支撑。每一名军队文艺工

作者都应胸怀强军大局、投身兴军大业，

牢牢把握军事文艺的魂，深深扎下军事

文艺的根，承担时代使命、聆听时代声

音，视野更宏阔、立意更高远，以文化人、

以意通心，笃定恒心、倾注心血，努力塑

造中国心、民族魂、强军志，创造更多扛

鼎之作、传世之作、不朽之作。

眼纳千江水 胸起百万兵
■雷红刚 肖凤健

《黄帝内经》中讲：“春生、夏长、秋

收、冬藏，是气之常也，人亦应之。”也就

是说，三九之日正是养精蓄锐、养生进补

之时。对于军人而言，隆冬时节也要注

重“进补”，搞好复训补训，查漏补缺、固

强补弱，为新一年训练储备能量。正所

谓：“冬令进补，开春打虎。”

“冬三月者为封藏。”从养生角度讲，

“猫冬”是最好的进补。军人是要打仗的，

吃苦就是吃补，“隆冬不猫冬，苦练基本

功”是最有效的进补方式。“一九二九不出

手，三九四九冰上走。”越是天寒地冻，越

是条件艰苦，越要克服“猫猫冬”“歇歇脚”

的想法，越要走出温暖房间，走进冰天雪

地，练指挥、练战法、练谋略，锤炼部队走、

打、吃、住、藏、管、保的综合能力，磨砺官

兵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意志。

中医上讲“虚则补之”。每年气温最

低、天气最冷的三九时节，部队进入复训

补训阶段。锻造钢材有一道重要程序叫

“回火”，就是将钢铁重新加热到一定温

度，以提高“强度”，减少“脆度”。复训补

训也需要“加温回火”“加钢淬火”，细致

总结年度演训得失，全面评估实战能力

水平，主动盯着问题破局、瞄着弱项练

兵，在补齐能力短板中“固化”年度训练

质效，推动战斗力水平跃上新台阶。

其实，一年之中能让部队和官兵静下

心来、集中精力，补短板、打基础的时间并

不多。万丈高楼平地起，打好基础是根

基。革命战争年代，我军虽然战斗频繁，

仍然利用战斗间隙，普遍开展以刺杀、射

击、投弹等为主的基本技能训练，有效提

高了杀敌本领。基础训练是一切军事训

练活动的基石，各级要利用这一难得的

“练兵黄金期”，吃“苦功夫”、下“笨功夫”，

精耕细作、常训不懈，切实把基础课目时

间训足、内容训全、重点训透。

“冬令进补”是固强补弱，攸关部队战

斗力的生成和实战能力的提高，切不可流

于形式、走了过场。如果把训练“攻坚期”

“提升期”当成“休息期”“调整期”，按部就

班、简单粗放，降低标准、应付了事，不仅

基础打不牢、短板补不齐，还会影响部队

士气、削弱实战能力。“练兵若难，进军就

易；练兵若易，进军就难。”各部队要把恶

劣天候条件当成天然“练兵场”和“磨刀

石”，斗风雪、战严寒，涉林海、越高山，培

养胜寒之气、砥砺耐寒之能、钻研御寒之

术，真正锤炼出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锻

造出敢打必胜的过硬本领。

﹃
冬
令
进
补
，开
春
打
虎
﹄

■
热

杰

陈

超

“这 100 年来，为什么那么多看上去

‘不可思议’的事情被完成了？”建党百

年 之 际 ，知 乎 上 一 条 问 答 引 发 网 友 关

注，其中一个回答被纷纷点赞：“因为他

们 始 终 是 革 命 者 ！” 革 命 者 永 远 是 年

轻。我们党历经百年沧桑更加充满活

力，其奥秘就在于始终坚持真理、修正

错误。

“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

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自我革命精

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

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

经验的决议》，深刻把握党的事业发展

和自身建设规律，将“坚持自我革命”作

为百年奋斗的重要历史经验。这一科

学总结和重要宣示，再次彰显了百年大

党勇于自我革命的自觉追求，体现了共

产党人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

坚定决心。

“自知者英，自胜者雄。”先进的马克

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

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百年风霜雪雨，

百年大浪淘沙，我们党坚持在推动社会

革命的同时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一次

次拿起手术刀革除自身的病症，一次次

依靠自己解决自身的问题，从而战胜一

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在

极端困境中发展壮大，在濒临绝境中突

出重围，在困顿逆境中毅然奋起，饱经磨

难而生生不息、历经沧桑而风华正茂，创

造了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铸就了气吞

山河的历史伟业。

鲁迅先生曾说：“我的确时时解剖

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

自己。”我们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

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刀口向内、

勘误纠错，勇于刮骨疗毒、去腐生肌，具

有极强的自我净化、自我修复能力。从

八七会议、古田会议到遵义会议，从延

安整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再到新时代

全面从严治党，正因为我们党“经常自

己批判自己”，坚持“依靠党而不是离开

党纠正了自己的错误”，整治突出问题、

攻克顽瘴痼疾，最终成为永远打不倒、

压不垮、难不住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三国演义》中，华佗给关羽治疗箭

伤，用尖刀割开皮肉，“血流盈盆”，刮骨

“悉悉有声”，然其“饮酒食肉，谈笑弈

棋”。自我革命是拿起手术刀给自己动

手术，更加痛苦和艰难，不仅要有如铁

的决心意志，还要有强烈的使命担当。

“我们党之所以有自我革命的勇气，是

因为我们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

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这是我

们党敢于自我革命的勇气之源、底气所

在。因为“无私”所以“无畏”，因为“无

我”所以“无惧”，我们党始终坚持“为人

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

错的”，不负初心使命，不畏艰难困苦，

不惧风雨洗礼，从而获得了最广泛最深

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

“不是没有掂量过。但我们认准了

党的宗旨使命，认准了人民的期待”“不

得罪腐败分子，就必然会辜负党、得罪

人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针

对“七个有之”等突出问题，打出了一套

自我革命的“组合拳”，以理论武装凝心

聚魂，以作风建设激浊扬清，以严明纪

律强化约束，以霹雳手段惩治腐败，猛

药去疴、重典治乱，消除了党、国家、军

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解决了政治、

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等方面存在的一

系列重大问题，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

坚强有力，焕发出新的强大生机活力。

知其所来，才能明其将往。位于上

海的中共一大纪念馆，“作始也简，将毕

也钜”的题词苍劲有力，犹如一块警示牌

激励着百年大党时刻胸怀忧患、居安思

危：“没有什么外力能够打倒我们，能够

打倒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踏上新的赶

考之路，历史使命更光荣，奋斗目标更宏

伟，执政环境更复杂，更加需要强化自我

革命精神。利剑千锤成器，精铁百炼成

钢。思想上高度自省，行动上高度自觉，

驰而不息、久久为功，“以能改其过为善，

以得闻其过为明”，才能确保党不变质、

不变色、不变味，从而强体魄于伟大的自

我革命，开新局于伟大的社会革命。

“腐败问题在党内不能存身，尤其

在我们军队不能存身。”军队是要打仗

的，自身问题解决不好，能打胜仗就是

一句空话。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

命，必须标准更高、要求更严。作为共

产党员、革命军人特别是领导干部，一

定要常怀忧党之心、为党之责、强党之

志，时刻同党中央要求“对标”，用官兵

新期待“透视”，拿党章党规“扫描”，同

先辈先烈“对照”，检敕其身、常如不及，

觉察己过、及时纠偏，不断提高政治判

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思

想永不滑坡、灵魂永不生锈、信仰永不

变色。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军区）

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
——珍惜党的历史经验走好新的赶考之路⑩

■谭东军

有一句哲语讲：“每个人心里都有一

团火，但路过的人只看到了烟。”作为基

层一线带兵人，要看到新战士心里“那团

火”，而不能只看到“烟”；要做新战士的

知心人，而不能做“路过的人”。

恩 格 斯 说 过 ：“ 人 们 酷 肖 他 的 时

代 ，远 胜 于 酷 肖 他 们 的 生 身 父 母 。”社

会快速进步，时代飞速发展，从小康生

活 中 成 长 起 来 的“00”后 新 战 士 ，不 可

避 免 地 被 打 上 了 时 代 烙 印 。 习 惯“ 指

尖 上 的 生 活 ”，享 受“ 一 网 通 的 便 捷 ”，

青睐“虚拟化的表达”，喜欢“平等式的

交 流 ”，知 识 丰 富 、兴 趣 广 泛 ，个 性 突

出 、内 心 敏 感 ，表 现 欲 望 强 、渴 望 被 尊

重……这些青春特质让新战士显得特

点鲜明、风格独特。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

同。”用不同的眼光、站在不同的角度看

待新战士，就会得出不同结论。居高临

下，就会把人看低了；先入为主，就会把

人看偏了；吹毛求疵，就会把人看扁了。

如果把社会阅历丰富当成“思想复杂”，

把喜欢上网冲浪当作“沉迷网络”，把缺

乏 实 践 锻 炼 视 为“ 嫩 竹 扁 担 挑 不 起 重

担”，就可能伤及兵心，甚至影响思想稳

定、成长进步。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

州。”其实，每一名新战士的心里都有一

个倚马仗剑、保家卫国的英雄梦，都燃

烧着一团当兵打仗、建功沙场的青春之

火 。“ 内 心 的 琴 弦 是 对 心 灵 真 正 的 回

应。”带兵人只有摘掉“有色眼镜”，戴上

“平视镜”，或者“透视镜”，才能看到新

战士身上的闪光点：缺乏艰苦磨砺但能

拼 搏 奋 斗 ，缺 少 恒 心 定 力 但 有 青 春 活

力，强调自我设计但也服从大局。将心

比心想一想，以情换情掂一掂，拿出真

心、付出实意，捧出真情、带着实感，新

战士的形象就会变得可爱、阳光、质朴

起来。

“真诚的关心，让人心里那股高兴劲

儿就跟清晨的小鸟迎着春天的朝阳一

样。”看到新战士心里“那团火”，还要用

心用情点燃“那团火”，因为这是青春与

时代碰撞出的灿烂火花。只要相信长江

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多用信

任、欣赏、发展的眼光，少用轻视、短视、

斜视的目光，给予积极的关注和期待，激

发向上的自信和潜能，搭平台、摆擂台、

建舞台，就一定能够燃旺新战士心里的

追梦之火，用奉献托起使命职责，用汗水

浇开梦想之花。

看到新战士心里“那团火”
■刘成祥 姚淑杰

一位哲学家说：“为国献身的英雄，

是将生命价值发挥到顶点的人。”在我

党我军的历史上，这样的英雄，灿若群

星；这样的生命，光昭日月。

上 甘 岭 战 役 中 ，黄 继 光 以 身 堵 枪

眼，壮烈牺牲。黄妈妈得知这一消息后

悲 痛 欲 绝 ，在 自 家 院 子 里 种 下 一 棵 梨

树，想儿子了，就在树下念叨几句。之

后，她又把最小的儿子黄继恕送到了朝

鲜战场，并嘱咐道：“你哥没做完的事

情，你替他去完成。”

胜利归国前，黄继恕特意来到哥哥

牺牲的地方，捧起一把土，哽咽地说：

“我要回国了，妈让我把你带回家。”回

到家，黄妈妈用颤抖的手接过这捧夹杂

着弹片的泥土，小心翼翼地培在梨树根

下，并对在场的家人说：“从今天起，咱

们黄家要立个家规，不管男女，只要到

了年龄，就必须参军，保家卫国。”

如今，在梨树下长大的黄家子孙，

已有 16 人参军入伍。年年岁岁梨花开，

逝去的英雄再也回不来，但“英雄的生

命开鲜花”，黄继光的精神早已化为火

种在黄家代代传承，化作一个个“黄继

光”、一支支“黄继光连”，赓续红色基

因，争当英雄传人。

“人生应该如蜡烛一样，从顶燃到

底，一直都是光明的。”生命如蜡烛，价

值如灯光。生命是有限的，价值是无限

的。生命是一条线段，价值是一条延长

线。生命可以终止，而价值不会消失，

如日月之恒，光照千秋。

“遍地哀鸿满城血，无非一念救苍

生。”革命战争年代，无数先烈并不知道

革命能否成功，甚至到死也没有看到一

个光明的未来，但他们坚信生命的价值

就在于“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

明”。英雄的生命在革命中冶炼，价值

在革命中体现，精神在革命中发光，“宛

如星辰一般永远散射着光辉”。

电视剧《觉醒年代》中，陈延年、陈

乔 年 走 向 刑 场 的 路 上 ，赤 脚 踏 着 满 地

的 鲜 血 回 眸 一 笑 ，从 容 赴 死 的 身 影 让

人泪目——生时少年，死时少年；生于

黑暗，留下光明。“让子孙后代享受前

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如今，以二位

烈士命名的“延乔路”，路牌下堆满鲜

花，尽头直通“繁华大道”。这是英雄

生 命 绽 放 的 繁 荣 之 花 ，这 是 英 雄 精 神

铺就的奋进之路。

“人生只有一生一死，要生的有意

义，死的有价值。”无数革命先烈的生命

即使走向终点，但使命仍在肩上，信仰仍

在胸中，毅然拼尽最后一把力，流尽最后

一滴血，做一束光照亮前路，做一团火点

燃希望。王孝和烈士就义前写下血书：

“有正义的人士们！祝你们身体健康！

为‘正义’而继续斗争下去！前途是光明

的！那光明正在向大家招手呢！只待大

家努力奋斗！”地下党员李白牺牲前乐观

地对妻子说：“这是黎明前的黑暗，待革

命彻底胜利后，你和孩子以及全国人民

都过上幸福、自由的生活，那该有多好

啊！”活得顶天立地，死得感天动地，这样

的生命价值高于天、重如山，发挥到了顶

点，燃烧到了极致。

有评论说：“《觉醒年代》有续集吗？

你现在的幸福生活就是续集。”走过风雨

飘摇的岁月，走进家国安宁的年代，远离

了硝烟战火，没有了刀枪压颈，但英雄生

命 绽 放 的 鲜 花 依 然 香 飘 大 地 ，沁 人 心

脾。一代代共产党人继承先烈遗志，视

国事大于家事，视使命重于生命，视大我

高于小我，就算如流星陨落，也要为党和

人民事业发出最后一道亮光。

生命有限，奋斗不止。“当祖国需要

我一次把血流光，我就一次流光；当祖国

需要我一滴一滴流血的时候，我就一滴

一滴地流！”这是“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黄

旭华的铿锵誓言，也是他矢志报国的人

生写照。“我是一名医生，更是一名战士，

只 要 我 活 着 一 天 ，就 要 和 肝 癌 战 斗 一

天。即便有一天倒在手术台上，也是我

最大的幸福。”这是“感动中国人物”吴孟

超的肺腑之言，也是他治病救人的庄严

承诺。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

花。”无论是雷锋、张超，还是焦裕禄、孔

繁森；无论是钱学森、孙家栋，还是黄文

秀、黄大年……他们的生命有长有短，但

一样的怒放，一样的精彩，似火红的太

阳，炽热灿烂；似奔腾的江河，生生不息。

有一首赞美汗血宝马的诗句：“生命

不停地自燃，流尽最后一滴血，用筋骨还

飞奔一千里。”我们无法延长生命的长

度，却可以拉伸它的宽度，提升它的高

度。无论年龄大小，无论何种岗位，只要

将能量释放到极致，将潜力发挥到极限，

将意志拼搏到极点，就一定可以获得人

生价值的“最大值”。

英雄的生命开鲜花
■王庆文 栾新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