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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江山来之不易，守好江山责任

重大。”前不久，习主席在辽宁省考察时

再次强调：“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

事、英雄的故事，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

确保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殷

殷的嘱托，坚定的话语，是对历史的深刻

总结，是赓续红色基因的时代号召。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

国最鲜亮的底色。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

展览馆序厅，迎面便是巨幅主题漆壁画

《长城颂》。这是革命先烈用血肉筑起的

长城，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气势恢宏。

万里征程万里血，万里江山万里红。一

步步，一程程，多少枪林弹雨的战斗，多

少壮怀激烈的牺牲，多少千难万险的跋

涉，凝结成我党我军赓续传承的红色基

因，成为我们共有的精神瑰宝，化为强国

强军的不竭动力。

生理基因与生俱来，红色基因淬炼

而成。人民军队 95 年的发展历程，就是

一部红色基因传承弘扬的光辉历史。我

军胜利前进的每一步，也是红色基因丰

富发展的每一步。从南昌城头的一声枪

响，到井冈山上的红旗漫卷；从万里长征

的红色飘带，到抗日战争的遍地烽火；从

抗洪抢险的血肉长城，到抗震救灾的生

死救援……这至真至纯的忠诚之“魂”、

敢打必胜的血性之“气”、纪律严明的作

风之“形”、水乳交融的爱民之“心”，书写

着人民军队高洁的灵魂和气质，传递出

深刻的智慧和思想，形成了独一无二、独

具特色的红色基因谱系，镌刻历史深处，

跨越九天长空。

红色基因是在历史长河中淘出的

“真金”，蕴含着丰富营养，潜藏着巨大能

量，有信仰、有理想，有宗旨、有传统，有

勇气、有定力，是人民军队始终立于不败

之地的奥秘所在。为什么同一个兵，昨

天在白军贪生怕死，当了红军像换了个

人？为什么“向死而生”从来不是一道哲

学命题，而是一张英雄答卷？为什么天

天行军打仗，缺衣少食，但是精神非常的

愉快？就是因为红色基因凝结着崇高的

价值追求，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系牢

了坚固的情感纽带，赤子其心、钢铁其

身，让人民军队成为“无法复制的军队”。

红色基因是历史的，也是时代的。

人民军队在淬炼红色基因中不断成长壮

大，也必将在赓续红色基因中永葆蓬勃

生机。中央军委印发《传承红色基因实

施纲要》，明确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着力

重点和主要工作，全军紧跟时代发展、紧

贴强军实践、紧扣官兵脉搏，不断赋予红

色基因新的时代内涵、新的表达形式、新

的灌输方式，续写着红色基因谱系，激发

出干事创业动力，信仰之火熊熊不息，红

色精神焕发出时代光芒。

当前，传承红色基因面临着各种冲

击影响和考验，特别是固根与拔根、铸

魂与蛀魂的现实较量。实现建军一百

年奋斗目标，使命光荣，任务艰巨，时间

紧迫。奋斗强军十年的实践证明，无论

编 制 体 制 怎 么 改 ，无 论 使 命 任 务 怎 么

变，传承红色基因的决心绝不能改、力

度绝不能减。这也是挺立在强军兴军

潮头的万千将士，用实际行动给出的铿

锵答案。

“我们接过了历史的接力棒，我们要

满怀敬意地将其举起。”红色基因流淌于

血脉、作用于精神、体现在行动，永远是

强军兴军的强大动力。我们应站在确保

我军血脉永续、根基永固、优势永存的高

度，到红色基因中去寻根溯源、感受魅

力、汲取营养，扎实推进“红色基因代代

传”工程，真正让红色基因内化为信仰、

外化为行动、固化为制度，成为滋养强军

奋斗精神的丰厚沃土，成为培塑“四有”

新时代革命军人、锻造“四铁”过硬部队

的源头活水，成为经受各种考验、永葆我

军本色的重要法宝，不断汇聚起强军兴

军磅礴力量。

（作者单位：联勤保障部队）

鲜
红
的
底
色
永
远
不
能
淡

■
王
秀
会

威信威力是政治干部的魅力所在，

也是政治工作的优势所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对我军政

治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指明政治

工作是“保持人民军队性质、宗旨、本色

的重要保障”，强调“要把政治工作威信

在全军牢固立起来”，要求“深入推进政

治建军”。这些重要讲话精神，为加强

和改进政治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

彰显政治工作的最大特色、最大优势提

供了根本遵循。

政 治 工 作 是 培 养 人 、塑 造 人 的 工

作。怎样培养？如何塑造？靠真理力

量和人格力量的统一。政治工作威信

高，说服力和感召力就强，就能充分发

挥生命线作用。政治工作被视为我军

的看家本领、传家法宝，也是因其具有

强大生命力。10 年来，各级党组织坚持

把树立政治工作威信作为一项紧迫任

务，让政治工作回到言行一致、以身作

则、以上率下等基本原则上来，使生命

线在新时代迸发新活力。

10 年固本开新，也是政治工作优良

传统得以恢复和弘扬的 10 年。习主席

总结了我军政治工作“11 个坚持”的优

良传统。10 年来，各部队坚持把优良传

统与时代精神融为一体，在继承中更好

地发展，在发展中更好地继承，不断增

强时代性和感召力，极大提升了政治工

作的威信威力。

政 治 干 部 是 政 治 工 作 的 主 体 力

量 ，也 是 立 威 树 威 的 决 定 性 力 量 。 今

年发布的 12 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

中 有 两 位 是 政 治 干 部 。 一 位 是“ 指 挥

战 舰 逐 浪 行 ”的 海 军 运 城 舰 政 治 委 员

李维，他不仅政治工作出色，而且是全

训 合 格 的 舰 艇 指 挥 员 。 另 一 位 是“ 立

身 为 旗 谋 打 赢 ”的 空 军 空 降 兵 某 营 政

治 教 导 员 余 海 龙 ，他 思 想 政 治 教 育 开

展 得 有 声 有 色 ，训 练 场 上 也 样 样 精

通。这两位带兵人展示了新时代政治

干 部 军 政 兼 通 、文 武 兼 备 的 良 好 形

象。10 年来，像李维和余海龙一样，广

大 政 治 干 部 自 觉 追 求 能 文 能 武 ，努 力

成为“李延年”式的政治干部，做到了

“笔杆”“枪杆”“腰杆”都过硬。

10 年来，政治工作法规制度不断健

全完善，其权威性得到很大增强。古田

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后，先后印发实施了

《关于新形势下军队政治工作若干问题

的决定》《关于建设对党绝对忠诚、聚焦

打仗有力、作风形象良好政治机关和政

治干部队伍的意见》等。这一系列制度设

计，坚持守正创新、与时俱进，是对新时代

政治工作新的规范和要求，牢固立起了政

治工作的战斗力标准和威严威信。

军队是要打仗的。政治工作聚焦战

斗力，才有生命力。可以说，服务打仗、

保证打赢是政治工作最大的威信。新修

订的《军队政治工作条例》明确：政治委

员、政治教导员、政治指导员和本单位军

事主官同为单位首长、同为指挥员。这

一规定表明，发挥政治工作优势，建强政

治工作主体力量，锻造“两个行家里手”

是根本。政治干部只有努力学军事、学

指挥、学科技，全面提高综合素质和实际

能力，政治工作成为行家里手，军事工作

也成为行家里手，这样才能把政治工作

做好。如果政治工作脱离中心，政治干

部军事“偏科”，不仅上级不放心、打仗不

托底，还会让政治工作失去地位、丢掉威

信。政治干部只有认清懂军事、善打仗

是必然要求，带头练谋略、练战法、练作

风，带头提高军事素质、锤炼打仗本领，

真正成为“两个行家里手”，才能在战场

上说得上话、使得上劲，发挥好政治工作

的服务保证作用。

欲影正者端其表。政治干部的表

率作用本身就是最好的政治工作。提

高政治工作的威信威力，良好的作风形

象是硬要求。俗话说，政治工作三分靠

说 、七 分 靠 做 。 政 治 干 部 只 有 自 己 硬

气，带兵才有底气；只有敢于叫响“看我

的”，官兵才会自觉“争着上”；只有以理

服人、以情感人、以行正人，才能让官兵

信任信服。新的征程上，政治工作要想

处处彰显威信，政治干部就要树好信念

坚定、党性坚强的“党代表”样子，素质

过硬、能打胜仗的“指挥员”样子，传播

真理、启人心智的“播火者”样子，言行

一致、表里如一的“老实人”样子，永葆

红色基因不变、革命气节不移、英雄豪

气不减、精武意志不懈。

坚持焕发政治工作威信威力，是各

级党委和政治机关、政治干部的重要职

责。只有从模范带头抓起，从领导带头

抓起，通过总结好典型、激浊扬清，引导

各级干部特别是政治干部把真理力量和

人格力量统一起来，坚持求真务实，坚持

公道正派，坚持一级带一级、一级抓一

级，才能让生命线彰显蓬勃生机和强大

生命力，从而汇聚起无穷的智慧和力量，

在明天战场上克敌制胜、所向披靡。

（作者单位：河南省军区）

坚持焕发政治工作威信威力
—“感悟十年强军路、喜迎党的二十大”系列谈②

■徐元鸿

俗话说，年怕中秋月怕半。意思是

说，中秋一过，时间就会以加速度奔向

年底，凡事都耽搁不得。前面的训练任

务有没有欠账？后面还有哪些训练必须

完成？中秋之际，想想时间日日递减，

给训练落实挂个“倒计时牌”，让自己

紧起来，有利于时不我待抓好训练落

实，实现全年训练“圆满”。

事分轻重缓急，固然不必事事都挂

“倒计时牌”，但对于练兵备战，既慢不

得，更等不得，必须发扬倒计时精神。

给训练挂上了“倒计时牌”，就会争分

夺秒、只争朝夕抓训练推进，就会夙夜

在公、废寝忘食抓训练落实。从某种意

义上说，是否具有倒计时精神，是衡量

一名军人打仗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

识的重要标志。

当年，人民空军之所以“一年成

军 、 三 年 成 名 ”， 一 个 重 要 原 因 就 是

“大家急呀，把每个科目、每个动作都

细化到天数、小时数来训练，不敢有一

点点拖延”。杨业功同志生前抓训练有

个特点，就是风风火火，步子很急，总

是强调今日事今日毕。实践证明，挂

“倒计时牌”能出紧迫感、出凝聚力、

出责任心，可以增强训练的指向性、计

划性，使训练由量的积累达到质的飞

跃，从而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完成

训练任务。

然而现实中，有的部队抓训练缺乏

倒计时精神，不紧不慢，四平八稳，要

么随波逐流，别人怎么训就跟着怎么

训；要么随心所欲，想怎么训就怎么

训；要么随遇而安，训到什么程度就算

什么程度。更有甚者，个别单位面对火

烧眉毛的训练任务，总以“来日方长”

为托词，把训练从今天拖到明天，从初

一拖到十五，结果把训练拖黄了，把作

风拖散了。殊不知，来日并不方长，在

“倒计时牌”面前，“来日方长”之感很

容易变为“来日苦短”之叹。

战争，看上去是战时实力的比拼，

其实是平时备战速度的赛跑。试想，练

兵备战中，如果对手已经踩上“风火

轮”，我们还在迈“小碎步”；对手都在

搞云计算，我们还在玩算盘……我们怎

么能赢得未来战争？现实中，为什么有

的部队训练上不去，个中原因就在于缺

乏倒计时精神。

尤其要看到，如今距离建军一百年

仅有 5 年时间，实现既定目标到了吃劲

奋斗的攻坚期，更加需要我们以只争朝

夕、时不我待的精神状态，跑出新时代

奋斗强军的加速度。良弓在手，贵在速

发。“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每名官

兵只有在心中挂上一块“倒计时牌”，

让嘀嗒声唤起脚步声，紧起来、练起

来，才能在祖国需要时召之即来、来之

能战、战之必胜。

当然，提倡给训练落实挂一块“倒

计时牌”，并不是不讲科学，急躁冒进。

训练中，把握好“急”与“不急”的辩

证法，处理好“急”与“成”的相互关

系，既防止在“三步并成两步”中乱了

步伐，又警惕在“盲跑不看脚下路”中

摔了跟头，是“欲速则不达”的训练就

稳步推进，是“迟而怠其心”的训练就

快马加鞭。只有这样，才能如一名军事

家所说，“懂得把握节奏的指挥员，会

带出会训练、能打仗的聪明部队”。

给训练落实挂个“倒计时牌”
■赵文胜

谈训论战

人才是培养出来的，更是使用出来

的。强国强军，人才为本；人才培养，以

用为本。习主席在中央军委人才工作

会议上深刻指出：“要用好用活各方面

人才，坚持以用为本，精准高效配置军

事人力资源，确保人才得到最佳配置、

发挥最大效能。”

“得人者兴，失人者崩。”人才建设是

系统工程，发现、培养、管理人才的最终目

的是使用人才，让人才展现才干，推进事

业发展。人才之所以是人才，在于能做

事、做成事，而这都是在使用中完成的。

如果人才没有用武之地，纵是满腹韬略、

掌握十八般武艺，也难以实现其价值。人

才队伍建设水平如何、人才管理方式是否

科学，主要看在人才使用上是否做到了

“人岗相适、用当其时、人尽其才”。

“录长补短，则天下无不用之人；责

短舍长，则天下无不弃之士。”无论人才本

领多高，也不可能什么都会、什么都行。

如果放错了位置，宝贝也会变成垃圾。“骏

马能历险，力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

河不如舟。”对人才只有做到用其所长、用

当其位、用当其时，才能使他们的聪明才

智和潜力潜能最大限度释放出来。有学

者对 1500年至 1960年全世界 1249名杰

出自然科学家和1928项重大科学成果进

行统计分析，发现自然科学发明的最佳年

龄区是 25-45岁，峰值为 37岁。人才的

创造期也是用当其时的“黄金期”，错过了

就难以发挥人才的最大作用。

“人才各有所宜，用得其宜，则才

著；用非其宜，则才晦。”人才用起来才

有战斗力，用活了才有创造力。要想发

挥人才效能，很重要的就是分配与其特

长、专业相适应的工作。如果人才得不

到最佳配置，不仅会削弱其工作的积极

性，也会影响部队战斗力的提升。这就

要求各级党组织准确把握军事人才成

长规律，扎实做好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的工作，提高岗位专业匹配度，真正把

人才放到最合适的位置。

事业因人才而兴，人才因事业而

聚。习主席强调：“让事业激励人才，让

人才成就事业。”我们应给人才搭建干

事创业舞台，不求全责备，不论资排辈，

让有真才实学的人有用武之地。同时，

建立激励机制，“不挫有为之才，不赏无

功之士”，允许失败、宽容失败，消除人

才干事创业的后顾之忧。继续优化人

才队伍建设布局、深化人力资源政策制

度改革，引导各类人才大施所能、大展

其才、大显身手，更好发挥人才对强军

事业的引领和支撑作用。

以用为本人才兴
■张媛媛

画里有话

金风送爽，丹桂飘香；白露刚过，中

秋又至。今年的中秋节与教师节上演

“喜相逢”。中秋节，是绵延千年的约

定，也是一年一度的邀请，更是亘古不

变的纪念。那高悬天际的银盘，宛如一

个心灵的容器，氤氲着丰富的情感、审

美、哲思，盛满着中华儿女对故土的依

恋、对美好的向往、对团圆的追求。

月 到 中 秋 偏 皎 洁 ，人 逢 佳 节 多 感

怀。物候学家说，中秋是桂子的清香，也

是鸿雁的嗥鸣；民俗学家说，中秋是丰收

的节日，也是团圆的节日；诗人说，中秋

是一块月饼，更是一轮月亮；哲人说，中

秋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尽管不同的

人对中秋有着不同的感怀，但“团圆”都

是中秋不变的精神意蕴。正所谓，“八月

十五天门开，天上人间共团圆”“万里无

云镜九州，最团圆夜是中秋”。

在沈阳九一八纪念馆，展示着两块

炭化的月饼。1932 年 9 月 16 日，中秋节

后的第一天，侵华日军以“通匪”为由，

将 3000 多名中国平民驱赶到抚顺郊外

的平顶山下集体屠杀，并焚尸灭迹。这

几块月饼，就是当时乡亲们身上还没来

得及品尝的月饼。这炭化的月饼警示

人们：没有和平，就没有团圆的家庭、美

满的节日。

“一年月色最明夜，千里人心共赏

时。”对于长年在外的中国军人来说，谁

不想在这月圆之日跟家人团圆？但军

人深知，一玉口中国，一瓦顶成家；一家

不圆万家圆，只因使命担在肩。

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南山镇中复

村，是中央红九军团的长征出发地，被

称为“红军长征第一村”。至今，村口的

红军桥廊柱上还保留着“生命等高线”，

那是红军征兵时的身高标准线。当年，

中复村一带有 2000 多名青年加入红军，

但绝大多数“万里长征人未还”。如今，

中复村依然保留着一个延续 88 年的传

统——提前一天过中秋节。因为 1934

年 9 月 23 日恰逢中秋节，这一天，离中

复村不远的松毛岭阻击战打响了。为

缅怀牺牲的红军将士，中复村的乡亲们

总是提前一天过节，而中秋节当天，则

去祭扫英烈。

1948 年 9 月，新兵王燕云参加济南

战役时，一项任务是把 160多个包子送到

前线。谁知当他冒着炮火到达前线时，

全连只剩下 10多个人。同行的炊事班长

见状，蹲在地上大哭：“战友们都饿着肚

子啊！”而后，王燕云抹着眼泪，把包子送

到每名牺牲的战友身旁。王燕云一直不

知道自己的生日，只记得济南战役期间

赶上了中秋节。济南解放后，连长对他

说：“你就把农历八月十五当生日吧！”

“仰头看明月，寄情千里光。”面对皎

洁圆月，中国军人心中升腾起的不仅有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浓浓相思，

更有“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的家国

大义。对中国军人来说，为了万家灯火，

为了万里河山，一样的中秋里有不一样

的守候，同样的月圆里有不一样的情愫。

优秀党员罗世文由于长年在外从

事革命活动，很久没有回家看望母亲。

母亲思念儿子，每天就朝门口望着大路

叫：“自元（罗世文小名），你还不回来

呀？”1944 年中秋节，身在敌狱的罗世文

从亲友口中知道这事后，倚着铁窗，写

下《无题》：“慈母千行泪，顽儿百战身。

可怜今夜月，两处各凄情。”周恩来同志

了解罗世文同志事迹后，在安葬罗世文

烈士时亲自为他题写墓碑碑文。

1952 年中秋节。当美军的飞机投

下一颗颗照明弹时，皎洁的月亮反而变

得模糊了。志愿军战士围坐在地堡外，

地上是战士们画的月饼，还用小石子砌

成“北京月饼”四个字。在战士王洪洁

的 提 议 下 ，大 家 集 体 创 作 了《战 地 赏

月》：“中秋在战地，月是故乡明。亲人

望明月，悠悠祖国情。”

团圆是中秋永恒的主题。但军人

深 知 ，团 圆 需 要 靠 钢 枪 作 保 证 。 越 是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越要“挽弓

当满弦，将士带甲眠”。

正因为如此，无数军人把炽热情怀

融化为奉献的滚烫，用钢铁脊梁挺立起

爱国的雄壮：空中国门，战机展翅护祖

国祥和；雪域高原，手持钢枪卫边关安

宁；大洋深处，战舰破浪守蓝色海疆；繁

华都市，坚守岗位保万家平安……仗剑

为国、去家万里，艰险相伴、归期难料，

可能“天涯遥望唯梦回”，可能“此夕羁

人独向隅”，但正是“一家不圆万家圆”

的无私奉献，才换来了“且喜人间好时

节”的岁月静好。因为，在军人心里，和

平就是最甜的月饼。

（作者单位：战略支援部队某研究所）

明月万里照征衣
■醋晓刚

玉 渊 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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