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原上，气候寒冷、空气稀薄、土

壤 贫 瘠 …… 在 这 样 艰 苦 的 自 然 环 境

中，一株雪莲迎着风雪顽强生长、傲然

绽放。

绽 放 的 雪 莲 启 示 我 们 ：很 多 时

候，影响成长的不是环境，而是你面

对环境时的状态。对于年轻人而言，

成长的道路上少不了艰苦环境的磨

砺。当身处艰难的境地时，我们决不

能胆怯退缩，屈服于眼前的挑战，而

应像雪莲一样，直面成长中的种种考

验，以顽强的毅力、不屈的韧劲攻坚

克难，不断成长，如此才能绽放属于

自己的美丽。

高原雪莲——

傲然绽放缘于顽强生长
■陈 明/摄影 苗盼桃/撰文

影中哲丝

●梦想从学习开始，事业靠
本领成就，每一个重视并且善于
学习的人，都是前途光明、能够取
得长足进步的人

“八一勋章”获得者杜富国失去

双眼和双手，但仍坚持学习，是知识

给 了 他 力 量 ，是 学 习 让 他 找 到 了 未

来 的 方 向 。 善 于 学 习 ，就 是 善 于 进

步。学习不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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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 学 习 方 面 ，杜 富 国 堪

称 年 轻 人 的 榜 样 ，他 把 学 习 作 为 一

种 精 神 追 求 、一 种 拓 展 人 生 宽 度 的

方式，乐此不疲地坚持理论学习，补

充 文 化 知 识 ，“ 学 习 ”二 字 始 终 伴 随

他的成长道路，成为他感恩奋进、搏

击青春的重要力量源泉。

作家王蒙说，一个人的实力绝大

部分来自学习。在每个人的成长道

路 上 ，学 习 都 发 挥 着 至 关 重 要 作

用 。 学 习 可 以 增 智 强 能 、可 以 解 疑

释 惑 、可 以 坚 定 前 行 方 向 ，正 所 谓

“ 非 学 无 以 广 才 ，非 志 无 以 成 学 ”。

在 人 生 赛 道 上 ，一 名 青 年 能 否 成 长

为 国 之 栋 梁 ，与 他 是 否 具 备 孜 孜 以

求 、勤 奋 好 学 的 品 质 息 息 相 关 。 梦

想从学习开始，事业靠本领成就，每

一 个 重 视 并 且 善 于 学 习 的 人 ，都 是

前途光明、能够取得长足进步的人。

杜富国是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

下成长起来的优秀战士。在受伤治疗

期间和伤愈后，杜富国把大量时间用

于听新闻、上网课，学习习主席重要讲

话。“青年志存高远，就能激发奋进潜

力，青春岁月就不会像无舵之舟漂泊

不定”“青春由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

斗而升华”……习主席的谆谆教导，深

深印在杜富国的心中，鼓舞着他的斗

志，为他指明了前行方向。学习特别

是理论学习，可以武装头脑、提高自

己，使人头脑清醒、立场坚定，获得勇

毅前行的澎湃精神动力。青年官兵注

重加强理论学习，才能避免陷入少知

而迷、不知而盲、无知而乱的境地，才

能克服本领恐慌等问题。

学习，重在结合本职工作。扫雷

是高危作业，需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

识。来到扫雷大队后，杜富国立即开

始勤学苦练。他把知识要点写成小

纸条、制成小卡片，将书本卷进裤兜，

随时随地翻阅。为了学好用好探雷

器，杜富国将各种金属物埋了排、排

了 埋 ，把 训 练 场 的 土 地 几 乎 翻 了 个

遍。通过坚持不懈的学习，他迅速成

长为一名优秀的扫雷兵。对于军人

来说，学习力也是战斗力。当前国际

形势风云变幻，世界新军事变革风起

云 涌 ，面 对 日 新 月 异 的 新 知 识 新 技

术、层出不穷的新思想新事物，未来

战争可以说已经在每名军人的书桌

上打响。唯有聚焦主责主业，立足岗

位战位，保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的学习态度和进取姿态，如饥似渴学

习 科 学 知 识 ，孜 孜 不 倦 掌 握 专 业 技

能，夙兴夜寐研究战法训法，才能担

起强军重任，成为走在时代前列的奋

进者、开拓者、奉献者。

坚持学习，才能走向更加美好的

明天。杜富国说：“虽然我没有双手

双眼，但我还可以听见、可以说话、可

以思考。”康复出院后，杜富国依然积

极向上、坚持学习，在战友和老师们

的 帮 助 下 读 书 上 课 ，不 断 给 自 己 充

电、丰富知识阅历，最终实现了自己

的大学梦。时代在变，生活在变，但

对 于 学 习 的 坚 持 和 执 着 不 应 该 改

变。一个人的潜力是无限的，只有在

不断学习、不断实践中才能充分发掘

出来。新时代青年应该像杜富国一

样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加强学思践

悟，提高内在素质，把学到的知识运

用于实践，又在实践中增长解决问题

的新本领。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

阴不可轻。广大官兵特别是青年官

兵当有一种本领恐慌，把坚持学习作

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

活方式，持续用力，久久为功，通过刻

苦的学习和深入的实践不断成长进

步，不断为强军事业添砖加瓦，写就

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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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作为一个特殊群体，要在岗位

上成才，必须经过艰苦的训练。培养一

名优秀狙击手，前期的基本训练不算，仅

射击训练就需要 2至 3年时间，平均每天

要打 80 多发子弹。要成为一名合格的

航 母 舰 载 机 飞 行 员 ，至 少 需 要 执 行 数

百小时的飞行任务，飞过多种机型，还要

通过层层选拔。在部队要成为一名尖

兵，需要的是“十年磨一剑”；若是“三天

打鱼，两天晒网”，训练“偷工减料”，只会

半途而废，无功而返。

细细想来，人的成长正是如此，若不

能在一个地方扎下根来，就不可能“开花

结果”。要舍得下“吹尽狂沙始到金”的

苦功。若是下不得苦功，不熟悉岗位，不

用心工作，没有去辛勤耕耘，却想着能五

谷丰登，天下哪有这么轻松的事？要保

持“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一见到他

人干出成绩，就认为自己岗位不如他人

的好，想着换岗“跳槽”，换个地方就能挖

出“金元宝”来，天下哪有这么轻巧的

事？要掌握好“深处种菱浅种稻”的方

法。若是选不对方法，做事前不能科学

分析，做事过程中不会灵活运用，就可能

离目标越来越远。不要觉得只要“春种

一粒粟”，必能“秋收万颗子”，天下哪有

这么轻易的事？术业不专攻，本领不苦

练，只会离成功越来越远，让梦想成为梦

幻，让愿景成为泡影。

“山再高，往上攀，总能登顶；路再

长，走下去，定能到达。”向着奋斗目标

迈进，军营上下“九万里风鹏正举”，正

是创业时。在军营放飞梦想，就要从珍

惜自己的岗位开始，向下扎根，吸足养

分，倾注真心，扎实成长，如此方能开出

成功之花，结出幸福果实。

在岗位上生根开花结果
■许洪昌

●军旅人生之路，要在大格局
下规划；军人事业成就，要以大格
局为支撑

“格局”一词，如今经常被人挂在嘴

边。所谓“格局”，本义为结构和格式，

引申为胸襟和气度。就做人做事来说，

它是一种由内而外、静水流深的涵养，

是一种光明磊落、志存高远的品格，是

一种胸怀大局的气量、先人后己的风

度。格局体现在对现实的认识、对生活

的态度、对问题的思考、对境况的豁达

上。一个人能取得多大的成就，能力和

实力固然重要，思维和格局更为关键。

我们应努力放大自己的格局，完善自我

的品格，保持持续进取的动力。

放 大 格 局 ，会 看 到 很 多 美 的 风

景。一个人看问题的高度不够时，往

往只能看到鸡毛蒜皮；站得高了，视野

开阔了，就能看见前路坦荡，亦知歧路

叠嶂。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同志

曾说，站在井冈山，不仅要看到江西和

湖南，还要看到全中国、全世界。凭借

高远的战略眼光和宏大的格局气魄，

毛泽东针对解放战争即将迎来全面胜

利的形势，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向

全党同志提出“两个务必”，以史为鉴、

保 持 清 醒 ，最 终 夺 取 了 革 命 的 胜 利 。

“ 不 畏 浮 云 遮 望 眼 ”“ 乱 云 飞 渡 仍 从

容”，人生路上，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

就停止了前进，势必会错过前方的美

好风景，只有“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

怠”，才能领略无限风光。

放大格局，会减少很多纠结。一

位作家曾说：“气度变大，抱怨就变少；

胸襟变宽，路就变广；格局够大，问题

就消失不见。”人生的很多问题，其实

不是来自外界的刺激，而是来自内心

的纠结。格局不够大的人容易被外物

所扰，被情绪所困，明知势在必行却彷

徨徘徊，明知后必有害却顾小而忘大，

发展不如意，心中有落差，便生纠结。

人们常说“成大事者不纠结”，就是提

倡不在犹豫中内耗，不在空想中徘徊，

懂得“风物长宜放眼量”，善于算大账、

总账、长远账，在明辨是非、权衡取舍

中作出正确选择。

放大格局，聚焦真正重要的事情。

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有限，只有把握主要

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重要事情上

聚焦用力，才能“得其大者兼其小”。格

局小的人，往往对触及自身利益的事情

非常在意，甚至不惜用各种手段明争暗

斗。格局大的人，关注的则是涉及全局

的方向性问题，对影响单位长远发展的

事情、对政治性原则性的问题抓住不

放、勇于担当。事实证明，一个单位格

局大的人多了，集体利益就会得到有力

维护，单位风气就会趋于纯正。

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军旅人

生之路，要在大格局下规划；军人事业

成就，要以大格局为支撑。军人的大格

局，是一心向党、赤诚报国、情系人民的

家国情怀，是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大公

无私的宽广胸怀，是个人梦想与中国梦

强军梦高度统一的政治觉悟，是精诚团

结攻坚克难的责任担当。新时代革命

军人应自觉培养宽广的胸怀眼界、宏大

的精神境界、敏锐的政治眼光、强烈的

事业心责任感，正确看待公与私、苦与

乐、名与利、奉献与索取，决不能因岗位

平凡而自我懈怠、因一时受挫而畏葸不

前、因意志消退而蝇营狗苟，沦为精致

的利己主义者、功利的投机主义者，而

要树立远大理想，提高思想境界，加强

道德修养，担当职责使命，积极投身强

国强军的时代洪流，在接续奋斗中实现

价值、赢得荣光。

（作者单位：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

队）

放大格局 完善自我
■徐 勇

●做事要“稳”，在稳中奋进；做
事要“精”，保持精益求精作风；做事
要“恒”，涵养锲而不舍的决心意志

近期，入伍新兵陆续奔赴各地军营，

开启自己人生的新征程。新兵训练期

间，带领他们在训练场摸爬滚打的，多是

经验丰富的老兵。这些老兵中，有爱岗

敬业扎实肯干的先进典型，有比武场上

摘金夺银的精武尖兵，也有扎根一线锐

意进取的基层骨干……他们身上有许多

闪光点，其中较为普遍的一点就是懂得

怎样做事。他们做事，不急功近利、不敷

衍凑合、不半途而废，因而能有所成就。

新兵要想干出成绩，应当向这些优秀老

兵学习，端正自己做事的态度，稳扎稳

打、尽心竭力、不懈奋斗。

做事要“稳”。俗话说，心急吃不了

热豆腐。很多事情欲速则不达。《庖丁

解牛》中记载的庖丁，“手之所触，肩之

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

奏 刀 騞 然 ，莫 不 中 音 ”，之 所 以 能 达 到

“目无全牛”的境地，在于日复一日、循

序渐进的勤奋练习。无数事实表明，那

些做事想立竿见影的人，往往会吃基础

不牢的亏，在关键时刻“掉链子”，最终

都难以干成事。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新战友要想走好军旅人生路，在军营建

功立业，就应该静下心来，老老实实做

人，踏踏实实做事，从小事做起，从强基

入手，在稳中奋进。

做事要“精”。心心在一职，其职必

举。无论从事什么职业，只要肯下苦功

夫、细功夫，以精益求精的态度，深钻细

研岗位所需，就能不断突破自我、勇攀高

峰。“七一勋章”获得者艾爱国以“不因材

贵有寸伪，不为工繁省一刀”的做事标

准，坚守焊工岗位 50 余载，凡事力求精

益求精，为我国冶金、矿山、机械等行业

攻克焊接技术难关 400 多个，改进工艺

100 多项。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如果

官兵在练兵备战上心存“差不多”思想，

做不到高标准、严要求，那么部队的战斗

力将会大打折扣。新战友要适应军营生

活，融入战斗集体，就应树立做事标准，

保持精益求精作风，无论什么工作任务，

都力求做到最好，如此才能磨练出经得

起考验的过硬本领，把自己锻造成优秀

士兵。

做事要“恒”。没有锲而不舍的决心

意志，很难做成事。“中国天眼”之父南仁

东，为了打造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

镜，用 12 年的时间长途跋涉于中国西南

大山中，选择合适地址；自学岩土工程，

成为看图纸的行家里手；即使身患癌症，

但为了不耽误工程进度，仍带病坚持奋

战在工程一线……22 年，历经无数艰难

困苦，最终打造出“中国天眼”。干事创

业的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必然会遇到

各种各样的考验。只有保持锲而不舍的

决心意志，敢于迎接考验，想办法攻克难

关，才能一步步走向成功。新战友投身

火热军营，是战斗力建设的新鲜血液，要

在部队成长成才，肩负起强军重任，须涵

养锲而不舍的决心意志，直面前进路上

的各种风险挑战，在一次次的攻坚克难

中磨砺自己，如此才能成为“尖刀”和“铁

拳”，在未来战场上决战决胜。

会做事才能成事
■杜中林

●在军营放飞梦想，就要从珍
惜自己的岗位开始，向下扎根，吸足
养分，倾注真心，扎实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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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干部能不能担当大任、
成为栋梁之才，重大任务和斗争一
线是“试金石”，也是培养和造就人
才的“磨刀石”

习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

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坚持在重大任

务和斗争一线培养和发现人才。这一

重要指示精神，为新时代培养和发现人

才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强军之道，要在得人。当前，在向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上，面

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世

界军事竞争日趋激烈的现实，我们比历

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新的形

势任务和军事领域各方面发生的深刻变

革，要求我们必须加快军事人员现代化，

更好发挥人才对强军事业的引领和支撑

作用。人才成长规律表明，越是重大任

务，越是斗争一线，越能考验人、锻炼人、

培养人、成就人。一名干部能不能担当

大任、成为栋梁之才，重大任务和斗争一

线是“试金石”，也是培养和造就人才的

“磨刀石”。坚持在重大任务和斗争一线

培养发现人才，才能让更多优秀人才经

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从而锻造

出一大批能够担当强军重任的高素质、

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

培养发现思想政治素质过硬的人

才。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需要有

一批思想政治素质过硬的军队好干部，

有一支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

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干部队伍。

政治标准是我军人才第一位的标准，政

治 要 求 是 对 我 军 人 才 最 根 本 的 要 求 。

考察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过硬不过硬，

首先要看在事关政治原则的重大问题

上清醒不清醒、坚定不坚定。重大任务

和斗争一线，既是人才历练成长的“主

战场”，也是考察识别干部的好地方。

要把对党忠诚作为选人用人的首要标

准，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重点关注

那些经历考验而始终立场坚定、对党忠

贞不渝的干部，那些经过作战部队和驻

边远艰苦地区部队扎实历练的干部，那

些在执行急难险重任务中表现出色的

干部，那些能够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得

到官兵高度认可的干部。对看准的要

重点培养，放在备战打仗一线、吃劲要

紧岗位和急难险重任务中摔打磨炼，切

实让优秀者优先、有为者有位，立起为

党的事业选人用人的鲜明导向。

培养发现善于解决实际问题的人

才。新时代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我们面

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很多是过去没有

遇到过的。能不能在完成重大任务和斗

争实践中创造性地解决实际问题，是衡量

人才的一个重要标准。现实中我们发现，

有的干部缺乏系统的理论学习和政治历

练，容易被错误思想牵着鼻子走，对问题

矛盾认识不清、把握不准；有的干部虽然

学历高、书本知识丰富，但缺乏实践经验，

遇到问题无从下手；有的干部脱离群众，

缺乏调查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接地

气；等等。这些都是缺乏解决实际问题能

力的表现。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是与

生俱来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通过

持续不断的学习和实践来获得。军队党

员干部必须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强

军思想，掌握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

法，在深化理论学习中克服本领恐慌，不

断更新知识、拓宽视野，提高思想认识水

平，增强攻坚克难的本领；在理论联系实

际中做到知行合一，走好群众路线，注重

调查研究，不断提高解决各种复杂问题、

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能力。

培养发现意志坚定坚韧顽强的人

才。毛泽东同志讲，“人是要有一点精

神的”。这里的“精神”，包含着由强大

意志力量支撑的理想 、信念 、志向等。

正是在坚定信念和顽强意志支撑下，中

国共产党人历经艰难曲折、战胜各种困

难挑战，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不断从胜

利走向胜利。进入新时代，无论是边防

斗争一线，还是练兵备战前沿，新的使

命任务要求军队党员干部必须具备顽

强革命斗志，培塑勇于担苦 、担难 、担

重、担险的决心意志。要激励干部在重

大任务和斗争一线主动钻“矛盾窝”、接

“烫手山芋”、当“热锅上的蚂蚁”，勇于

接受实践锻炼。注重培养“乱云飞渡仍

从容”的定力，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

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培养“不畏浮云遮

望眼”的魄力，敢立军令状，不获全胜决

不收兵；培养“钢多气盈骨更硬”的底

气，磨砺敢打必胜的钢铁意志。

培养发现务实担当实绩突出的人

才。干事担事，是干部的职责所在，也

是价值所在。能否干事担事，是否敢于

负责、勇于担当，是对一名党员干部党

性和作风的有力检验。今年的“八一勋

章 ”获 得 者 ——“ 排 雷 英 雄 战 士 ”杜 富

国、为国铸盾的防护工程专家钱七虎、

三巡太空的英雄航天员聂海胜，他们无

不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敢担当、敢作

为就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勇立潮

头、勇挑重担，竭尽所能完成党和人民

交给的任务。担当和作为是一体的，有

作为就要有担当，面对风险挑战更需要

有担当。衡量一名干部有没有担当精

神、是不是敢于担当，就是看面对大是

大非敢不敢亮剑、面对矛盾敢不敢迎难

而上、面对危机敢不敢挺身而出、面对

失误敢不敢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

不敢坚决斗争。强军事业任重道远，前

进道路上充满风险挑战，甚至会遭遇惊

涛骇浪，更加需要新时代军队党员干部

练就担当的硬脊梁、成事的真本领。新

时代军队党员干部要做起而行之的行

动者、不做坐而论道的清谈客，当攻坚

克 难 的 奋 斗 者 、不 当 怕 见 风 雨 的 泥 菩

萨，在斗争中学会斗争，在历练中干出

成绩，过了一山再登一峰，跨过一沟再

越一壑，在千锤百炼中成长为强军兴军

的栋梁之才，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

标不断作出新贡献。

（作者单位：陆军第82集团军）

坚持在重大任务和斗争一线培养发现人才
■皇甫海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