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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关系

影中哲丝

●不断厚实知识储备、更新
思想观念，从“脖子以上”做足准
备，打赢明天的战争

今天是 5 月 5 日，延安时期，党中

央 将 这 一 天 设 立 为“ 干 部 学 习 节 ”。

学习不但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也

是革命军人强本领、长才干的基本途

径。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要练就能

打 仗 、打 胜 仗 的 真 本 事 ，就 必 须 以 强

烈 的 本 领 恐 慌 感 ，紧 扣 职 能 使 命 、紧

跟 形 势 任 务 、紧 贴 部 队 需 要 ，研 究 军

事、研究战争、研究打仗，不断厚实知

识 储 备 、更 新 思 想 观 念 ，从“ 脖 子 以

上”做足准备，打赢明天的战争。

打牢不可或缺的知识基础。毛泽东

有 一 句 名 言 ：“ 没 有 文 化 的 军 队 是 愚

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

敌人的。”随着时代发展，文化的内涵

也在不断扩展，现阶段我军官兵提升

文 化 素 养 ，尤 其 应 注 重 提 升 信 息 素

养。所谓信息素养，就是对信息的认

识 、获 取 、分 析 和 运 用 的 综 合 水 平 与

能 力 。 信 息 化 战 争 对 当 代 军 人 的 信

息素养提出了很高要求，这是一条相

互 关 联 、环 环 相 扣 、共 同 作 用 的 有 机

链条，任何一级“掉链子”都可能造成

全局被动，甚至彻底失败。还应加强

培养数学素养，如果缺乏数学素养和

数学思维，仅靠直接经验进行定性分

析的粗略估算，别说处置作战中随时

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就是拟制一个

简 单 的 作 战 计 划 都 很 难 符 合 实 际 。

所以，各级指战员都要通过学习培养

基本的信息素养和数学素养，这是驾

驭信息化战争的必要条件。

跟踪日新月异的军事科技。信息

化时代，科学技术越来越呈现出多层

次 、多 维 度 和 系 统 相 关 性 的 特 点 ，科

技不仅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第一生产

力”，也是决胜未来战争的“第一战斗

力 ”。 文 韬 与 武 略 相 辅 相 成 ，战 术 和

技 术 从 不 绝 缘 。 军 事 斗 争 准 备 需 要

创造性灵感和高度发展的智力，各级

指 战 员 都 应 增 强 技 术 竞 争 的 机 遇 意

识。保持技术敏感，见微知著地及时

捕捉新生事物的电光石火；加深技术

理解，透彻认知科学技术的现实意义

及 深 远 影 响 ；形 成 技 术 自 觉 ，努 力 实

现“从认识到实践”的第二次飞跃，通

过不断学习和刻苦钻研，将最新科技

成果快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战斗力。

研究层出不穷的军事理论。先进

的 军 事 理 论 是 军 队 建 设 发 展 的 必 要

条件，也是战争制胜的重要因素。一

支 军 队 如 果 不 能 抢 占 军 事 理 论 制 高

点 ，就 不 可 能 掌 握 克 敌 制 胜 的 主 动

权 。 战 争 准 备 程 度 既 取 决 于 武 器 装

备数质量，也取决于人与武器装备有

机 结 合 程 度 ，更 取 决 于 军 事 思 想 的

“含金量”。军事思想是否先进，军事

理论体现得尤为直接，一定意义上甚

至决定战争胜负。所以，当代军人应

注重需求牵引，紧盯重大战略问题加

强 军 事 理 论 研 究 ；注 重 目 标 牵 引 ，针

对 现 实 或 潜 在 威 胁 加 强 军 事 理 论 研

究 ；注 重 特 点 牵 引 ，着 眼 未 来 战 争 制

胜机理加强军事理论研究。

深研古今中外的经典战例。经典

战例是军事对抗活动的经验汇总，深

入 研 究 经 典 战 例 ，能 够 开 阔 眼 界 ，增

加思考问题的参照系，一旦遇到现实

问题的激发，就可能为我们提供超凡

的想象力和精准的判断力，对我们提

升谋划的思维层次、锤炼指挥的实践

能 力 都 大 有 裨 益 。 着 眼 打 赢 信 息 化

战争，深度审视新近发生的外军经典

战 例 尤 为 重 要 。 具 体 应 加 强 三 项 研

究 ：一 是 开 放 式 复 盘 推 演 ，研 究 外 军

是怎么打的，找出制约胜败的关键因

素 ；二 是 想 定 式 矛 盾 解 析 ，研 究 当 前

我 军 怎 么 练 、怎 么 打 ，解 决 理 论 和 战

法研究方面的现实问题；三是前瞻式

战 争 设 计 ，研 究 未 来 我 军 该 如 何 打 ，

着眼新的战争需求，结合现有条件创

新符合我军实际的新理论新战法。

（作者单位：陆军指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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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受挫后气馁、不在平淡
中平庸、不在得意时忘形，精神上始
终挺立，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
不被摧垮、被压倒

拔河是生活中常见的一项运动。拔

河比赛强调团队的协同性、一致性，既是

力量的比拼，也是精神的对垒。尤其在

势均力敌、胶着相持阶段，倘若用力分

散、精神涣散、作风松散，就可能会败下

阵来。

其实，人生何尝不是在进行一场场

拔河比赛？与对手竞争，与困难斗争，但

更多的还是与自己较量。面对现实的反

差，能不能坚定信念不颓废？面对岁月

的平淡，能不能坚持理想不消沉？面对

外界的诱惑，能不能坚守初心不动摇？

胜负之征，精神先见。若要赢得人生的

拔河比赛，首先须在与自己的“精神拔

河”中胜出，正如古语所言，“把志气奋发

得起，何事不可为”。

每个人的成长道路都不是一马平川

的，有波峰就会有波谷，有成功也会有失

败。人生的精彩之处就在于高低起伏，

而不是平铺直叙。不论处在哪个阶段、

哪种状态，都要常与自己“精神拔河”，不

在受挫后气馁、不在平淡中平庸、不在得

意时忘形，精神上始终挺立，在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下都不被摧垮、被压倒。

在“难处”锤炼自己。人的一生，有

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哲人

说过：“什么时候困难没有了，机会也就

没有了。”抗战时期，时任冀南区党委书

记、行署主任兼冀南军区政治委员的宋

任穷被群众称为“咬牙干部”，就是因为

他从来不向困难低头，即便与敌战斗频

繁，遭遇严重旱灾，又有瘟疫盛行，累得

多次吐血，他依然咬紧牙关，率领冀南军

民度过最艰难的时期。“打不倒我们的挫

折，只能让我们更加坚强。”我们就是要

在困难面前咬紧牙关，越有困难越有劲，

越是艰险越向前。如此“精神拔河”，对

困难的胜局越多，精神力量就会越大，思

想境界就会不断升华。

在“平处”磨炼自己。人生都会有一

些“平稳期”，总会走一些“平坦路”。越

是“平流无石处”，越要时时防沉沦。“精

神发条”一旦松动，心理就容易被外界影

响，思想就容易被外物奴役，行为就容易

被外力裹挟。东晋名将陶侃曾任广州刺

史，本可在此安享荣华，但他没有贪图安

逸，朝运百甓于斋外，暮运于斋内。别人

问其缘故，他说：“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

逸，恐不堪事。”志存高远者，绝不会满足

于当下、停滞于眼下而裹足不前。常与

平顺时的自己“精神拔河”，做到平淡时

不平庸，方能厚积薄发，百炼成钢。

在“高处”修炼自己。一个人倘若在

事业上功成名就，而在精神上有所懈怠，

站在“高处”就会头晕眼花，稍不注意就

可能摔得很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

毛泽东同志发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

正是因为永葆“赶考”精神，谦虚、谨慎、

不骄、不躁，我们党才能团结带领人民不

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一个人也好，

一个政党也好，最难得的就是历经沧桑而

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不变。不论走

到多远的未来，都要常与取得成绩时的自

己“精神拔河”，始终保持不离本心的自

省、不忘初心的清醒，保持内心的纯净、思

想的纯粹、精神的纯洁。勇于自我革命，

始终谦虚谨慎，我们方能行稳致远。

常与自己“精神拔河”
■简 奕

知行论坛 方 法 谈

生活寄语

●当他人取得成绩和进步时，
我们应当由衷地为他人喝彩，同时
积极学习借鉴他人成功的经验，使
自己见贤思齐，尽快成长进步

笔者身边有位战友，为人乐观开朗，

是个“热心肠”。谁获得成绩、取得进步，

他总是第一时间送去真诚的祝福；谁在

朋友圈中分享自己的开心事，经常能看

到他的点赞和评论；谁家遇到了难处，也

能看到他帮忙跑前跑后的身影。谈及

他，无论是单位领导，还是同事部属，都

不禁竖起大拇指，也为他的每次成长进

步而高兴。

现实中，一个“乐见他人好”的人往

往心态阳光、内心善良、宽容大度，在跟

别人相处过程中，会设身处地站在别人

的角度考虑问题，让人感到愉悦。古人

云：“乐人之乐，人亦乐其乐；忧人之忧，

人亦忧其忧。”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相互

的，你能“乐见他人好”，别人也会跟你友

善相处，当你遇到困难时会力所能及地

帮你。由此而言，“乐见他人好”不仅是

一种良好心态的体现，也是建立良好人

际关系的妙方。

然而，一些人虽然也明白这个道理，

却很难在现实中真正做到。他们有的只

能“见自己好”却“见不得他人好”。看到

别人成功时，不是送上祝福，而是心生嫉

妒，发出“凭什么是他”的质疑。还有的看

到别人受挫时漠不关心，甚至幸灾乐祸。

为 什 么 现 实 中 总 有 些 人“ 见 不 得 他 人

好”？归根结底是因为名利心太重、嫉妒

心太强。他们把别人当成追名逐利的竞

争对手，既羡慕别人的实力，又害怕被人

超越。一个人内心一旦被过重的名利心

和嫉妒心所占据，就会心胸狭隘、内心扭

曲，与人相处时心存戒备、缺乏真诚，也很

容易言语偏激，做事极端。长此以往，名

利心和嫉妒心就会严重地破坏自己的人

际关系，影响自己与他人的正常交往。

人生之路免不了竞争，自然也少不

了竞争对手。以什么样的视角看待竞争

对手，体现出智慧，折射出胸怀和格局。

一位著名主持人在自传中讲了自己的一

段经历：一次参加主持人选拔赛时，她发

现一个主要竞争对手有一个明显的问

题，这原本是一个击败对手的很好机会，

但是她选择了在赛前提示对方，让其意

识到这个问题。谈及这段往事，她说，我

没有把她当敌人，而是当作患难之交。

竞争对手不是你的敌人，而是前行路上

的 伙 伴 ，是 能 够 帮 助 你 成 长 进 步 的 益

友。从竞争对手身上发现自己的不足，

激发前进动力，会使你变得更加强大，这

才是竞争对手的真正价值。

万物相连，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携手

前行，才能共渡难关。当他人取得成绩和

进步时，我们应当由衷地为他人喝彩，同

时积极学习借鉴他人成功的经验，使自己

见贤思齐，尽快成长进步；当别人遭遇不

幸和困难时，我们应当力所能及地向他们

伸出援助之手，给他们以力量和希望。如

此，前进道路上才会有更多的人愿意与你

结伴同行，人生的舞台才会更加宽广。

乐见他人好
■高 峰

●青春因奋斗而精彩，青春之
花唯有经历风雨磨砺，绽放在党和
人民最需要的地方，才会更加绚丽
多彩

1919 年 5 月 4 日，在民族危难之际，

国家生死存亡之秋，青年学生一声声救

亡图存的呐喊响彻神州大地。五四运

动以来，一代又一代爱国青年高举五四

精神的火炬，奋勇投身社会主义革命、

建设和改革的伟大事业，用青春之我创

造青春之中国、青春之民族，在实现民

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不懈奋

斗中，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青春之歌，

抒写了绚丽多彩的青春奋斗之美。

青春之美，美在理想。“厦无柱将倾，

人无柱必险。”青年人志存高远，人生就

有目标，前进就有方向，奋斗就有动力，

青春岁月就不会像无舵之舟那样漂泊不

定。周恩来年轻时就立下了“为中华之

崛起而读书”的远大理想，雷锋坚持“把

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

中去”，张超“要干就干最难的，要飞就飞

舰载机”，黄文秀把“脱贫路”当作个人的

“长征路”，用生命谱写了新时代的青春

之歌。精神如炬，信念如磐。革命战争

年代，无数进步青年坚定执着追逐理想，

为了理想的实现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和

平建设时期，无数有志青年高扬理想风

帆，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怕牺牲、甘于

奉献。他们自觉把个人融入集体，把小

我融入大我，把个人成长进步与祖国发

展、人民需要紧密结合，把个人前途命运

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在

与祖国共奋进、与时代同发展、与人民齐

奋斗中，实现了人生价值、升华了人生境

界、抒写了青春之美。

青春之美，美在奋斗。青春是人生

的 黄 金 季 节 ，奋 斗 是 青 春 最 亮 丽 的 底

色。民族复兴的使命要靠奋斗来实现，

人生理想的风帆要靠奋斗来扬起。事

业只有干出来的精彩，没有等出来的辉

煌。青年人只有依靠脚踏实地的奋斗

才能成就梦想。1921 年，一群平均年龄

28 岁的青年人，开启了建党求索之路；

1949 年，经过 28 年的艰苦奋斗，迎来了

新中国的诞生。长征路上强渡大渡河

的 18 名勇士、飞夺泸定桥的 22 名勇士

都 是 以 年 轻 的 党 团 员 为 主 体 组 成 的 。

航天报国的嫦娥团队、神舟团队平均年

龄 是 33 岁 ，北 斗 团 队 平 均 年 龄 是 35

岁。守岛 32 年的王继才，第一次登上开

山岛时是 26 岁。17 岁的苏翊鸣在北京

冬奥会上夺得我国冬奥史上单板滑雪

第一枚金牌，成功的背后是苏翊鸣为梦

想而甘于付出、执着奋斗。在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的主战场上，很多都是“90 后”

“00 后”青年，他们用行动证明，“新时代

的中国青年是好样的，是堪当大任的！”

作家冰心说：“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她

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

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青

春因奋斗而精彩，青春之花唯有经历风

雨 磨 砺 ，绽 放 在 党 和 人 民 最 需 要 的 地

方，才会更加绚丽多彩。

青春之美，美在奉献。“为有牺牲多

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中华民族从苦

难走向辉煌，新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

到 强 起 来 ，见 证 着 五 四 精 神 的 薪 火 相

传，饱含着无数爱国青年的牺牲奉献。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

的幸福吧！”这是 26 岁革命烈士陈乔年

的誓言。15 岁倒在敌人铡刀下的刘胡

兰，21 岁为国捐躯的黄继光，31 岁为抗

击日寇而英勇牺牲的赵一曼，在抗洪大

堤上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的李向群，牺

牲在维和一线的申亮亮，“清澈的爱，只

为中国”的戍边英雄陈祥榕，还有各行

各业中年轻的“最美奋斗者”……他们

关 键 时 刻 冲 得 上 去 ，危 难 关 头 豁 得 出

来，用担当、牺牲和奉献抒写了青年人

的“最美”。在常态化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的斗争中，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

主战场上，在爱军精武、备战打仗的座

座军营里，到处都有青年人拼搏奉献、

舍我其谁的担当身姿，到处都有青年人

坚守岗位、挥洒汗水的奋斗背影。

青 年 兴 则 国 家 兴 ，青 年 强 则 国 家

强。奋进新时代，我们前所未有地接近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追梦逐

梦的舞台从未如此宽广。赓续五四传

统，弘扬五四精神，新时代的有志青年

要把个人理想、人生追求自觉融入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之中，高

扬理想风帆，矢志拼搏奋斗，甘于牺牲

奉献，唱响新时代的青春之歌，写就“奋

斗的青春最美丽”新篇章。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西

安校区）

奋斗的青春最美丽
■刘国贤

●在变“不够”为“够”上真下
功夫、下真功夫

现实中，一些同志在进行对照检

查 时 ，总 能 深 刻 反 思 自 己 的 一 些“ 不

够”：理论武装不够自觉、工作作风不

够严实、开拓创新不够主动……乍一

看，这些“不够”似乎体现了刀口向内、

主动检视的认真态度，但仔细品咂却

发现，查摆的“不够”看似深刻，实则是

原因年年查、问题依旧在。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工作中存

在这样或那样的“不够”在所难免。党

员干部能把自身存在的“不够”，实事

求是、恰如其分地表述出来，是一种觉

悟 。 但 如 果 查 摆 完“ 不 够 ”就 没 了 下

文，不仅无助于自我提高，还会降低自

身威信。所以，光说“不够”还不够，不

仅 要 承 认“ 不 够 ”，更 要 深 刻 分 析“ 不

够”，努力缩小“不够”，用功夫化解“不

够”，下决心改正“不够”，在变“不够”

为“够”上真下功夫、下真功夫。

摒弃惰性心理缩小“不够”。在对

照检查中，工学矛盾往往成为个别同志

理论学习不够的托辞。不可否认，工学

矛盾一直客观存在，但这绝不能成为放

松学习的借口。长征时期，当红军以一

路纵队前进时，战士们大都在背后贴上

字，后面的战友边走边识字，然后再学

认标语口号和制定的纪律等。革命先

辈在敌我斗争最为激烈的时候，尚能抽

出时间学习，今天的我们又有什么理由

放松学习？当今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学

习稍有懈怠，就会跟不上时代步伐。因

此，新时代党员干部更需要深刻领悟学

习的极端重要性，自觉主动加强理论武

装，不仅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还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强军思想，读原

著、学原文、悟原理，切实打牢马克思主

义理论基础。

戒除浮躁心理缩小“不够”。头绪牵

扯多、工作任务重，常常成为个别同志工

作作风不够严实的借口。然而细细想

来，实则是这些人浮躁心理的反映。他

们将心思和精力放在了那些周期短、见

效快，能够抛头露面、出名挂号的事上，

而对那些短时间内难见成效的工作则不

上心、不用心，难以踏踏实实干事业。许

多事实表明，事业常成于坚忍。广大党

员干部须摒弃急功近利心态，不断改进

工作作风，既要“身入”基层更要“心入”

基层，真正沉下心来，做到“两脚沾泥”，

把“一线工作法”落到实处；树立正确政

绩观，既要做“显功”也要做“潜功”，把官

兵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作为检验工

作的标准。无论是别人不敢啃的“硬骨

头”，还是看不上的“芝麻粒”，只要官兵

所需，就是职责所系，就要一抓到底。

突破惯性心理缩小“不够”。面对

经常性事务性工作，“按惯例、照着办”

往往成为个别同志工作创新不够的缘

由。殊不知，如若深陷老经验、老办法

的桎梏，工作只会陷入原地踏步的困

境。一旦部队建设出现了新矛盾新问

题，原有的“三板斧”抡完便再无后招，

工作必然陷入被动。工作要想推陈出

新，就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用创

新的手段解决问题，不能“过去就这样

干，如今还照着办”。实现工作创新，必

须克服畏难情绪，在学习新理论、研究

新特点、实践新方法上狠下功夫。当

然，培养创新能力并非易事，从无到有、

改旧换新，本就是摸着石头过河，难免

会有磕磕绊绊，这就要求我们既要敢当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又要充分研判

“吃螃蟹”的风险，在积极稳妥基础上最

大限度发挥创新效能。

（作者单位：联勤保障部队政治工

作部）

光说“不够”还不够
■汤建华

谈 心 录

时至立夏，随着气温的回升，华北

平原中部的小麦进入了生长关键期，

麦苗大面积抽穗扬花、麦粒逐渐饱满

成型，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农作物生长需要抓住时机，青年

官兵成长也是这样。“献身国防科技

事业杰出科学家”林俊德院士说过：

“ 一 个 人 的 成 功 ，一 靠 机 遇 ，二 靠 发

狂，一旦抓住机遇，就要发狂工作。”

青年官兵也有像小麦抽穗一样的拔

节成长期，应当抓住在基层、在一线

加 钢 淬 火 的 有 利 时 机 ，主 动 经 历 风

雨，努力干好工作，不断提升自身能

力素质，把自己锻造成为强国强军的

栋梁之才。

小麦抽穗——

抓住拔节期努力生长
■张 亮/摄影 刘国辉/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