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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青年官兵应自觉继承和
发扬我军光荣传统，争做崇德向善、
严守纪律的模范，以实际行动立起

“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的样子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习主席

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 周

年大会上指出：“要做崇德向善、严守纪

律的模范，带头明大德 、守公德 、严私

德 ，严 格 遵 纪 守 法 ，严 格 履 行 团 员 义

务。”革命军人历来是崇德向善、严守纪

律的典范，一代代军中热血儿女听党指

挥、践行宗旨、严格自律，铸就了人民子

弟兵的良好形象。广大青年官兵应自

觉继承和发扬我军光荣传统，争做崇德

向善、严守纪律的模范，以实际行动立

起“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的样子。

明 大 德 ，锤 炼 忠 诚 品 质 。 天 下 至

德 ，莫 大 乎 忠 。 心 怀 大 德 就 要 对 党 忠

诚，做到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

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

前立场坚定。一份立功证书，事迹栏里

却无一字。1966 年 10 月，我国进行“两

弹结合”试验，在距发射场坪只有 160 米

的地下控制室，担任指挥操作任务的刘

启泉和 6 位战友，立下了“死就死在阵地

上，埋就埋在导弹旁”的铮铮誓言，试验

成功后因保密需要，他们对亲人朋友始

终只字未提这件事。直到 40 年后，“阵

地七勇士”的事迹才渐为人知。无独有

偶，被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的黄旭

华，为我国核潜艇研制和跨越式发展作

出巨大贡献，但由于严格的保密制度和

紧张的研制工作，他 30 年没有回过一次

家乡，父母和兄弟姐妹对他的工作也几

乎一无所知。他的一生“正如深海中的

潜艇，无声，但有无穷的力量”。是什么

力量让他们选择不计名利、默默奉献？

是融于信念的忠诚。“理想信念坚定才

能对党忠诚，对党忠诚是对理想信念坚

定的最好诠释。”广大青年官兵须加强

理论学习，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加强党

性修养、加强品格修炼，夯实对党忠诚、

以身许国的思想根基，无论身处什么样

的环境，都坚决与党同心同德、同向同

行，矢志不渝地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做

明大德的模范践行者。

守公德，践行为民宗旨。“守公德，就

是要强化宗旨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1949 年解放上海时，我军官兵为了

不 扰 民 而 露 宿 街 头 ，被 市 民 们 传 为 美

谈。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对此不禁感慨：

“直到现在我才明白，这支军队为什么能

够打败经美国武装起来的蒋介石数百万

大军。”从为人民打江山、守江山的无私

奉献、顽强拼搏，到抢险救灾、扶贫帮困

的不惧牺牲、全力以赴，90 多年来，人民

子弟兵展现了人民军队热爱人民、服务

人民的道德风貌和本质本色，获得了广

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赢得了一次

次来之不易的胜利。军人的样子，映照

着军队的样子；军人的形象，关系着军队

的声誉。新时代青年官兵须秉持优良传

统，模范遵守社会公德，始终把人民放在

心中最高位置，像张思德那样“彻底地为

人民的利益工作”，像雷锋那样“把有限

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

去”，像焦裕禄那样“为人民而死，虽死犹

荣”，当人民有难时，毫不犹豫挺身而出、

舍生忘死冲锋在前，为人民群众排忧解

难，立起新时代革命军人的良好形象。

严 私 德 ，守 牢 纪 律 底 线 。 私 德 不

立，公德难守，大德难彰。“严私德，就是

要严格约束自己的操守和行为。”一位

哲人说，不会限制自己的人，最终要扼

杀自己。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有一

个从小到大、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面

对各种诱惑考验，青年官兵尤须着力涵

养道德操守，约束行为举止，怀德以自

重、明纪以自守，工作之初就扣好廉洁

守纪的“第一粒扣子”。思想是行动的

先导。青年官兵应自觉将自身德行置

于“显微镜”下，从思想深处查找不足，

去除思想的浮华、剔除内心的贪欲，坚

定理想信念、培养健康向上生活情趣。

守纪律讲规矩才能不乱方寸。从入伍

之初，青年官兵便学习条令条例和各种

法规制度，这种刻在军人骨子里的法纪

意 识 ，不 仅 保 证 了 军 队 的 高 度 集 中 统

一，对军人德行塑造也起到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青年官兵应发扬这个特有优

势，把各项纪律规定牢记于心，时时心

存戒惧、手握戒尺，经常对照纪律规章

制度校正言行，尤其要严守政治纪律和

政治规矩，做到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

都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守纪重在

自律，无论有没有人监督，无论多么细

小的事，青年官兵都要严格自律，规范

言行举止，处处遵规守纪，如此才能走

稳军旅人生路。管住自己的同时，还要

坚持“绿色交往”，净化“朋友圈”，使“朋

友圈”始终在“纪律圈”之中，让自己始

终远离低俗，从而牢牢守住清正廉洁、

干净做事的道德和法纪底线，在思想道

德修养上走在前列、争当模范。

这一组 5篇系列文章刊发完毕，前
4篇文章分别刊于 5月 24日、5月 26日、
5月 31日、6月 2日《解放军报》，阅读此
系列文章请扫下方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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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崇德向善严守纪律的模范
——培养发扬青年追求进步的宝贵特质⑤

■张新中 王礼光

影中哲丝

谈 心 录

知行论坛

书边随笔

●“小不谨，大事败矣”，小事不
容小觑，小节关联大节

明代人谢在杭在其所著的《小草斋

集》里，记述了一个故事：离福州约十里的

地方有座洪山桥，百余年里，历经涛涌浪

卷，始终安然无恙，屹立不倒。到了万历

年间，有人不小心把一个小火苗丢在桥头

亭子旁，火苗渐渐由小变大，延烧到桥柱，

最终桥柱轰然倒塌，桥梁毁于一旦。作者

感慨“是故物无小，害无大”，告诫人们造

成巨大灾祸的，不一定是很显眼的东西，

往往是那些细枝末节的问题，随着时间推

移，慢慢变得不可收拾。

修身也是同样道理，一旦在小事小节

上打开口子，就会越撕越大，小问题变成大

问题，最终大节不保。“小不谨，大事败矣”，

小事不容小觑，小节关联大节。对党员干

部来说，如果守不住小节，必将影响个人前

途和事业发展。相反，守住小节，才能立住

大节。焦裕禄给孩子们立下不准“看白戏”

的规矩，孔繁森断然拒绝亲戚朋友托办

事项，廖俊波每次到家乡出差绝不顺路探

亲……正是因为他们在小事小节上严格自

律，才赢得了群众赞誉，树立了光辉形象。

守住小节，靠坚定信念“固根基”。

面对各种诱惑考验，如果精神缺“钙”，思

想“根基”不稳，就很容易在小事上失守、

在小节上失节，继而迷失自我，走向腐化

堕落。“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党员

干部须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必修课常修

常炼，以思想自觉引领行动自觉，从小事

做起，在持之以恒的淬炼中强基固本、修

身养德，如此才能让自己经得起大浪淘

沙的考验。

守住小节，靠克己修身“去杂欲”。

面对各种诱惑考验，一个人最难战胜的

敌人是自己。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中，

难免有私心杂念，让思想蒙尘。如果不

能勤掸“思想尘”，终将造成难以挽回的

后果。“物洗则洁，心洗则清。”欲望面前，

“心清”才能不为所动，“心污”必为其所

俘。这就要求党员干部常怀律己之心、

严格自我约束，坚决祛除“心魔”；常思贪

欲之害、强化自我修炼，追求高尚情操、

远离低级趣味；常戒非分之想、不断自我

塑造，生活上克勤克俭、自尊自爱，工作

中作风严谨、慎思笃行。

守住小节，靠自我检视“照镜子”。

“君子检身，常若有过”，自我检视并不是

偶尔“照镜子”的应景之举，也不是“精心

打扮”的作秀，而是要勤检视、真检视，不

回避问题、不掩盖缺点。只有始终保持

“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的态度，坚持

在小事小节上检视自身，时常拿党章党

规“对标”、同榜样模范“对照”、用反面典

型“对比”，认清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事情

不能做，不断除病毒、防污染，始终不放

纵、不越轨、不逾矩，才能在自我完善、自

我革新、自我提高中永葆共产党人本色。

“害无大”者当鉴
■袁得军

●打基础既是成长成才的奠
基石，也是干事创业路上的压舱石

看过这样一则公益广告，一位老

奶奶听见孙女弹古筝的速度很快，便

问孙女为什么要弹这么快。孙女解释

说，弹得快才显得自己熟练。奶奶语

重心长地说，弹这么快，基本功会不扎

实。随后奶奶给孙女作了示范，并告

诉她，弹琴不能急，做人也一样，凡事

打好基础才能把事情做好。

“ 九 层 之 台 ，起 于 累 土 ；千 里 之

行，始于足下”，打好基础是成功成才

的必由之路。然而在许多情况下，打

基础这个环节却常被一些人轻视甚

至是无视。不可否认，现实中有些人

基础不牢，却暂时取得了成功，但是

经过岁月的淘洗，这些人终究难有大

成。许多时候，打基础的工作往往需

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短期内难以

见到成效，这就要求我们做好充分的

心理准备，坚定久久为功的信念。

齐白石是一位集书法、绘画、诗

词 和 篆 刻 绝 技 于 一 身 的 艺 术 大 师 ，

他的篆刻风格独树一帜。可他初学

篆 刻 时 却 常 常 不 得 要 领 ，于 是 他 向

篆刻家铁安求教。铁安让他从山上

挑几担印石回去，随刻随磨，随磨随

刻，等它们都成了石浆的时候，就能

刻 得 好 了 。 齐 白 石 悟 出 铁 安 的 用

意，是要自己狠练基本功。于是，他

挑回一担石头，夜以继日刻个不停，

刻 了 磨 ，磨 了 再 刻 ，日 复 一 日 ，年 复

一 年 ，他 的 篆 刻 水 平 终 于 在 持 续 不

懈 的 磨 练 中 达 到 炉 火 纯 青 的 地 步 。

这说明，只有基础打得牢，踩实每一

个脚印，才能功到自然成。

打基础既是成长成才的奠基石，

也是干事创业路上的压舱石。根深

才能叶茂。基础牢固的人，能够在平

凡 的 工 作 生 活 中 稳 步 前 行 ，谦 虚 谨

慎、不骄不躁，即使遇到急难险重任

务，亦能不慌不乱、从容应对；基础不

牢的人，或是急功近利，或是一味求

快，这些人学习浮于表面，工作看重

形式，只想抬头看路，不想埋头干活，

往往担不了大任。

“墉基不可仓卒而成，威名不可一

朝而立。”打牢基础并非一朝一夕之

功，首先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

劲，只有树牢长期打基础的思想，才能

持之以恒去奋斗；重要的是摒弃急功

近利思想，学会耐住性子在“慢”节奏

中一点一滴打好基础、夯实根基，用量

的积累实现质的飞跃；关键是要肯干、

苦干、实干，不做“空谈的巨人，行动的

矮子”，而要稳扎稳打、不骄不躁，不计

名利、甘于奉献。

（作者单位：沈阳联勤保障中心）

凡事须把基础打牢
■郭 冰

辽阔的天空中，编队里的长机与僚

机，一前一后，密切配合，呼啸远去。

在遂行战斗任务时，长机负责攻

击 目 标 ，僚 机 负 责 掩 护 和 观 察 长 机

的后方，任何一方配合不好，都可能

形 成 致 命 威 胁 。 只 有 二 者 密 切 配

合，才能形成最大合力，保证任务的

顺利完成。

许多道理都是相通的。在一个集

体里，每个人都承担着不同的职责，如

果彼此之间不愿配合、不善配合，甚至

相互掣肘、产生内耗，就难以形成干事

创业的合力，往往一事无成。相反，人

人忠于职责，相互配合而不各自为战，

相互补台而不“自扫门前雪”，就没有

干不好的工作，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就能凝聚起攻坚克难、克敌制胜的强

大战斗力。

长机与僚机——

密切配合 聚力制胜
■朱金平 摄影并撰文

●作为肩负强军重任的革命军
人，应当努力做一个“自燃型”的
人。做一个“自燃型”的人，最需要
的就是热爱自己所从事的工作

曾有人借物喻人，将人分为三类：

自己就能熊熊燃烧的“自燃型”，点火

也烧不起来的“不燃型”，介于两者之

间的“可燃型”。实际工作中，我们看

到有的人把工作当事业干，处处积极

主动，可称为“自燃型”；有的人把工作

当任务完成，在上级指挥下干工作，只

能算“可燃型”；有的人即使上级有要

求，也消极懈怠对待工作，实属“不燃

型”。显然，值得推崇的是那种激情燃

烧干工作的“自燃型”的人，他们拼搏

进取、奋发有为，不仅用光和热点亮自

己，也能影响和带动他人。作为肩负

强军重任的革命军人，应当努力做一

个“自燃型”的人。

革命战争年代，人民军队之所以能

打大仗、硬仗，屡屡实现以少胜多、以弱

胜强，与我军干部事事带头冲、领着干的

“自燃型”做事风格密不可分。王震将军

曾在一次战前动员中站在棺材上挥拳誓

师：“我领头向前冲，要死我先死，死后装

进这口棺材里。”许世友将军武艺高强、

作战勇猛，战斗中曾多次 担 任 敢 死 队

长，身先士卒冲锋陷阵……那时候，干

部一句“跟我上”所迸发的“自燃”热量，

能够激励战士们无惧生死、前仆后继地

奋勇冲锋。

当下也是如此，基层干部作为部队

各项工作的推动者、执行者，时刻需要

站排头、当先锋、作表率，具备“不待扬

鞭自奋蹄”的“自燃型”品格。试想，倘

若干部在对下部署工作时，无精打采、

漫不经心，自己就不把工作当回事，又

如何带动感召战士干好工作？相反，把

工作当成自己甘于为之奉献的事业，坚

持“干”字当头，以“等不得”“慢不得”的

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燃烧”自己，

带头苦干，官兵们又怎能不受到触动，

怎能不踔厉奋发？

做 一 个“ 自 燃 型 ”的 人 ，最 需 要 的

就 是 热 爱 自 己 所 从 事 的 工 作 。 热 爱

是干工作的内生动力，是事业心责任

感 的 基 础 。 有 了 热 爱 ，才 会 甘 于 奉

献 ，才 能 不 断 自 我 加 压 ，变“ 要 我 干 ”

为“我要干”，以“自我燃烧”的能量把

工作干好。基层干部想要成为“自燃

型 ”的 人 ，就 要 对 军 队 、岗 位 、战 友 充

满 热 爱 ，建 立 情 感 认 同 ，自 觉 爱 军 精

武 、爱 岗 奉 献 ，以 无 畏 勇 气 和 昂 扬 锐

气 做 到 政 治 坚 定 、本 领 高 强 、作 风 过

硬，引领和带动广大官兵在向着奋斗

目标迈进的征程中“燃烧”自己 、释放

能量、干出业绩。

（作者单位：武警信阳支队）

做一个工作上“自燃型”的人
■张永华

习主席强调：“无论什么时候，一不

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千万不能

丢。在党、国家、人民需要的时刻，军队

就要有这股劲、这种精神。”“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犹如一面旗帜、

一声号角，始终激励着我军将士锤炼意

志、增强本领，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我所在的旅，是中国海军陆战队

的种子部队，其“背水攻坚、勇往直前”

的海军陆战猛虎精神，正是“两不怕”

战斗精神的承载延伸。1988 年那场

海战中，官兵纷纷请战，“誓与岛礁共

存亡”。经过英勇战斗，最终捍卫了祖

国海疆，之后更是执行了长达三年艰

苦卓绝的守礁建礁任务。每每看到这

段旅史，我的内心都深受震撼，同时也

问自己：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如何传承

和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战斗精

神？如何将战斗精神融入血脉、刻进

骨髓？

战 斗 精 神 需 要 在 日 常 点 滴 中 培

养、在实战化训练中磨砺、在艰苦条件

下塑造。每年最炎热的两个月里，我

旅官兵都要进行武装泅渡、野战生存

等 20 余个课目的海训，灼人的烈日、

滚烫的沙子、咸涩的海水……几乎人

人都要掉一层皮。有一次在海上进行

1000 米武装泅渡时，海况突变，我的

泳镜被海浪打掉，海水灌进眼睛里，严

重影响我的视野，随海浪出现的海蜇

又蜇中我的双腿，让我疼得几乎失去

知觉。当时，周边有舟艇保障，一旦有

特殊情况可以上舟，但这也意味着失

败。我咬紧牙关，强忍着疼痛在海水

中快速调整姿态，继续泅渡，直到成功

上岸。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艰苦训

练，让我深刻感知到，成长往往都是在

一次次的坚持中实现的，每次经受住

生理心理的考验，都能磨砺不畏艰难、

不怕牺牲的坚强意志，都能激发战斗

精神的生成。渐渐地，我和战友们也

从最初不经风雨的稚嫩青年，变成了

敢打敢拼的英勇战士。

每一个绝境都是对战斗精神的砥

砺，每一次演练都是对战斗精神的检

验。2015年 1月，我随队跨区机动上千

公里，首次奔赴寒区开展实战化对抗演

练。对手是一支全军闻名的劲旅。面

对极寒大风的气象条件，面对定位通信

设备受限等被动局面，我们没有一个人

叫苦，也没有一个人退缩，大家纷纷喊

出“战风斗雪、攻坚一战”的口号。决

战 前 夕 的 深 夜 ，作 为 步 兵 狙 击 手 的

我，与 侦 察 分 队 在 凌 晨 4 时 出 发 ，奔

袭 10 公 里 ，穿 插 至“ 敌 军 ”后 方 。 时

间紧、任务重，哪怕明知身处零下 20

多摄氏度的寒区，哪怕凌晨的寒风如

刀子一般划在脸上，但为了加快行军

速度，我们还是脱掉了御寒的大衣，

轻装前行。也许是奔跑速度过快、也

许是肩负着重任、也许是对胜利极度

渴望……直至穿插到目标点，完成侦

察和突袭任务，取得最终演练胜利，

我和战友们才感觉到身体已被冻麻。

狭路相逢勇者胜。实践证明，在敌我双

方实力相当的情况下，战斗精神对战争

胜负起决定作用；在一方处于劣势的情

况下，旺盛的战斗精神可以弥补一定的

劣势，发挥最大的潜能，在一定条件下

也能创造以劣胜优的奇迹。

只有练为战，才能锤炼出攻坚克

难的顽强意志、锻造出逢敌亮剑的血

性胆气，才能真正把“一不怕苦、二不

怕死”的战斗精神刻进骨髓，体现在行

动中。这些年，战斗精神激励我不断

挑战自我、挑战极限，先后荣立二等功

两次、三等功一次，获得全军士官优秀

人才奖一等奖等荣誉。建功军营需要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困

难面前不退缩、挑战来临不怯懦，才能

全力争取胜利，完成好党和人民交给

的任务。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肩负的

使命任务更加艰巨，每名官兵都需要

在实战化训练中把磨砺战斗精神摆在

突出位置，把自己淬炼成钢，用经得起

考验的意志品质、本领素质，担当起强

军重任。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但发扬“一不

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始终不能

变。2020 年 10 月 13 日，习主席视察海

军陆战队，再次强调要培育“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提出要“努力锻

造一支合成多能、快速反应、全域运用

的精兵劲旅”。作为海军陆战队的一

员，我和战友们将牢记习主席嘱托，将

战斗精神融入血脉、刻进骨髓，磨练钢

铁意志、苦练胜战本领，在强军路上奋

力奔跑，跑出我们的最好成绩。

（作者系海军陆战队某旅装甲技

师，文字整理：陶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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