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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读史明志，“让初心薪火

相传，把使命永担在肩”，是我们的光荣

传统。

历史是可以触摸的。触摸历史的

脉搏，感受历史的鲜活，方式有多种。

家书，作为承载历史记忆、留住历史真

实的特殊方式，尤其让人感受到历史的

温度。因为通信双方伦常血缘的关系，

家书中往往涤去了矜持客套，一纸墨

香，皆是款款深情、娓娓倾述和殷殷嘱

托。既有“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

知何处”的思念，也有“布被秋宵梦觉，

眼前万里江山”的抒怀，可谓钩沉历史

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

重”。一封家书，两地情愫，多少魂牵梦

萦的不眠之夜。诞生于民族危亡时刻

的抗战家书，发黄的纸卷中、斑驳的墨

迹间，跃动着一颗颗滚烫的心，勾勒出

一个个壮行的人。战争的鼓角铮鸣虽

然远去，但今天读来，仍能感受到“天地

英雄气，千秋尚凛然”的壮怀激烈。

“‘抗战’是我们伟大的母亲，她正

在产生新的中国、新的民族、新的人民”

“你应立即奔上抗日的战场，在战斗的

环境中，创造你的人生。”这是一位名叫

王孝慈的共产党员1938年10月写给弟

弟、激励他参军杀敌的家信；

“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

死，毫无其他办法”“为国家民族死之决

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这

是著名抗日将领张自忠1940年5月殉

国前留下的绝命书；

“现在儿就要离开大别山，走上最

前线，消灭敌人，保卫中华。望双亲不

要悲伤挂念，儿为伟大而生，光荣而死，

是我做儿子最后的心意。”这是新四军

某部连长程雄1940年牺牲前写给父母

的诀别信；

……

言犹在耳，叹斯人已逝。无觅青

山，惟风骨永存！

那是怎样的一代大义大勇、无畏无

我的中国人啊！

他们以“甘为中华献头颅”的决绝

豪迈“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他们

以“我以我血荐轩辕”的义无反顾把死

视作“人生的最大休息了”！

最是珍贵赤子心。“愿得此身长报

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历经苦难的中

华民族，挺立的胸膛里不仅有万众的

心，更奔涌着英灵的血、先贤的魂。今

天的一些“精致利己主义”者，又怎能参

悟得了那一代捐躯赴国难的人身上“谜

一般的东方魔力”？！

习主席在同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

曾指出，“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

久的情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

本”“爱国，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而是要

把自己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的

人生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扎

根人民，奉献国家”。

千百年来，“在家尽孝、为国尽忠”

的家国情怀就是维系中华民族血脉传

承的精神基础，是华夏子孙国家认同、

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的情感纽带，也是

凝聚智慧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不竭动力。

寻常时，它熔铸于生活点滴波澜不

惊，越是天崩地裂时，越到浪遏飞舟处，

这种生发于“最初的心、最真的意”的赤

子情怀，就会迸发出排山倒海般的伟

力，凝聚成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高擎

起强我中华的大爱之炬，一扫阴霾、重

见光明。从75年前的抗战到75年后的

抗疫，魂魄不散，精神不灭！

今天，中国巨轮正驶向伟大复兴的

辽阔洋面。“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

路更陡”。

“不畏浮云遮望眼”才能“乱云飞渡

仍从容”。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

阻力，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全面

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我们更需要砥砺以

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家国情怀，涵养一切

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宗旨意识，涵

养“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奋斗精神，涵养

勇于到时代的大江大河中搏击的思想自

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就像当年新四

军烈士胡孟晋在家信中写的那样：“要革

命成功，须经过困难艰苦的阶段，当此环

境中是要立定脚跟，具坚强之意志，任何

之外诱，不可动摇的，‘国危见忠臣’，在

困难中锻炼成真正的革命者啊！”

“利于国者爱之，害于国者恶之”，

新时代的中国人当如斯。

无声的歌 永生的人
—从《抗战家书》中感悟家国情怀

■柴永忠

●把握住了度，就掌控住了工
作中的平衡点，就驾驭住了事业上
的关键处，就看清楚了人生跑道上
的行进线，就会不偏不倚、从容不
迫地向着理想的目标迈进

凡事皆有度。一旦超出度的界限，

事物就可能发生质的改变。正所谓“适

度则立，过度则废”。

先哲们十分重视度的问题。《易经》

中说“日中则昃，月盈则食”，《论语》中

说“威而不猛，恭而安”，《道德经》中说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

常保”，《左传》中说“直而不倨，曲而不

屈”“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礼记》中说

“张而不弛，文武弗能”“弛而不张，文武

弗为”，《汉书》中说“水至清则无鱼，人

至察则无徒”，等等，无不强调了度的重

要性。

生活中处处存在度的问题。比如，

烧饭做菜要掌握好火候，否则，不是夹

生就是焦煳。穿衣戴帽要掌握好尺寸，

过长过宽有损美观，过短过窄或许根本

穿戴不上。日常饮食要掌握好分寸，暴

饮暴食无异于伤身折寿，忍饥挨饿也不

利于身体健康。公路驾车要掌握好速

度，太快违反交通规则且容易发生车

祸，太慢浪费时间且耽误别人行车旅

程。一般性的社会交往要掌握好距离，

太热太近容易给人以轻佻的印象，太冷

太远又会给人以高傲的感觉……如此

等等，不一而足。

工作中处处存在度的问题。比如，

生产产品既要讲究数量，又要讲究质

量，只求数量不讲质量也许生产出来的

是一堆废品；反之，质量再好，速度跟不

上，也完不成任务。管理部下既要严格

要求，又要与人为善，只知严格要求而

忽视人文关怀，管理的目的就很难达

到。批评教育要讲究分寸、宽严适中，

过于严厉不容易被人接受反而会引发

矛盾，过于和风细雨又可能起不到批评

教育应有的作用。改革创新既要敢为

人先，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又要积极稳

妥，不能随意而为、冒险蛮干……凡此

种种，不胜枚举。

度的问题极其重要，但要做到做

好却非常不易。不少人之所以屡屡在

度的问题上犯错误、摔跟头，原因虽有

多种，但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看不到事

物的多样性、复杂性和渐变性，不善于

分析事物的内因外因关系、掌握量变

质变原理，习惯于采取懒惰和简单化

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非此即彼、厚

此薄彼，忽左忽右、忽冷忽热，从简单

肯定走向简单否定，从一个极端走向

另一个极端。这样做虽然省心省力却

不省事，现实生活中因思维方式和工

作方法简单、行事过度而导致各种恶

果的事例，俯拾皆是。

一些人不能把握度的问题，还有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自控力。他们

明明懂得适度的重要性，却就是做不

到或做不好。比如吃喝玩乐，他们虽

然清楚放纵欲望不仅影响事业，而且

伤害身体，可就是经受不住灯红酒绿

的诱惑，管不住自己的嘴和腿，陷入

其中难以自拔；比如喜怒哀乐，他们

虽然清楚过度的不良情绪无益于身心

健康，可就是容易跟着自己的感觉

走，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一旦兴起

便难以自制；比如言行举止，他们虽

然清楚说话要有分寸、做事要留有余

地，可就是喜欢率性而为甚至肆意妄

为，控制不住自己的言和行，一旦张

嘴动手便难以克制，结果常常弄出

事、惹出祸。

可见，度的问题必须高度重视。某

种程度上说，把握住了度，就掌控住了工

作中的平衡点，就驾驭住了事业上的关

键处，就看清楚了人生跑道上的行进线，

就会不偏不倚、从容不迫地向着理想的

目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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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是把蓝图变为现实的关
键。落实不好，再美好的蓝图也会成
为镜花水月。

抓落实是一个积小胜为大胜、积
跬步至千里的过程，是对党员干部特
别是领导干部思想认识、工作方法、能
力素质和精神状态的最实际检验，必
须以“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
责任感，抓住关键环节，持续用力。

抓落实，首在抓住重点、找准方
向。只有先想好了抓什么，找准重点
和方位，才能避免“别人干啥我干啥”
“想干啥就干啥”的现象，让实干的“榔
头”敲得准、敲到位。重点抓住了、抓
好了，就能带动全局工作。当前就是
要把全面锻造“三个过硬”基层的要求
与单位实际任务结合起来，找准切入
点、着力点，不搞变通、不打折扣，集中
力量、整合资源，在重点突破中实现整
体推进。

抓落实，重在一锤接着一锤敲，一
以贯之，久久为功。“遍撒胡椒面”，东
一下，西一下，不成系统抓落实不行；
“捡到篮子里都是菜”，不分轻重缓急，
“眉毛胡子一把抓”不行；如“狗熊掰棒
子”，抓一个、丢一个，工作看似抓了，
其实没抓到位，更不行。领导干部应
自觉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统一起
来，把对当前和任期内负责与对长远
负责统一起来，把对部队建设负责与
对官兵全面发展负责统一起来，真抓
实干，一抓到底。

抓落实，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
“打铁必须自身硬”，抓落实既体现党
性修养、思想作风，又体现精神状
态、能力素质。领导干部应当克服急
功近利思想，力戒浮于表面的工作作
风。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
我”的境界觉悟，静下心来、扑下身
子，少说多做、不唱高调，思想上
“挂帅”，行动上“到底”，走进基
层、直面矛盾、注重“做功”，逐级
抓落实，真正抓出成效。

当前，随着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深
入推进，人民军队的体制、结构、面貌
等焕然一新。我们当以只争朝夕的
精神抓落实，抓住机遇，不采华名，不
兴伪事，把坚实的足迹印刻在强军征
程上。

只争朝夕
抓落实

■渠波涛 解昊青

●以“慢不得”的危机感、“坐
不住”的责任感，抓住关键环节，
持续用力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马克思主
义建党建军学说与中国军事斗争实践
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本质特征，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政治
优势，是人民军队的建军之本、强军之
魂。作为人民军队的一员，坚持党对军
队的绝对领导，就是要做到绝对忠诚、
绝对纯洁、绝对可靠，把军魂融入血脉，
铸就忠诚品质。

铸就忠诚品质，就要传承好红色基
因。习主席指出：“走得再远、走到再光
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

忘记为什么出发。”从南昌起义开始，人
民军队在党的领导下，披荆斩棘，一路前
行，由过去单一军种发展成为诸军兵种
联合，2020年将基本实现机械化，信息
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人民军队从小到
大、由弱到强，始终不变的是对红色基因
的传承，是对初心使命的坚守。历史是
最好的营养剂。广大官兵应认真学习党
史、军史，深刻认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
历史必然性，深入理解这个根本原则的
重大意义、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更加自
觉地爱党信党跟党走，真正当好红色基
因的传承者、弘扬者、践行者。

铸就忠诚品质，就要树立练兵备战鲜
明导向。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革命军
人做到对党忠诚，关键是要牢记军人职
责，积极投身练兵备战。要在思想深处树
立“战争随时可能打响”的危机意识，强化
当兵打仗、带兵打仗、练兵打仗的思想，把
提升作战能力作为首要任务，坚持仗怎么
打、兵就怎么练，打仗需要什么就苦练什
么，在艰苦训练中提高打仗能力，锻造能

打胜仗的精兵劲旅，确保一声令下，召之
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铸就忠诚品质，就要培养不惧强敌
的血性胆气。习主席强调：“和平时期，决
不能把兵带娇气了，威武之师还得威武，
军人还得有血性。”军人的血性永远是克
敌制胜的重要因素。新时代革命军人要
肩负起使命责任，就必须培养“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不惧任何艰难险
阻，在各自战位上磨砺铁一般信仰、铁一
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要从
难从严抓好实战化训练，瞄准强敌苦练
精兵，锤炼过硬作战技能，真正把自己锻
造成“四有”新时代革命军人。

熠熠生辉的军旗，凝聚着昨天的功
勋与荣誉，召唤着未来的责任与使命。
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们生逢其时，也
重任在肩。无论道路多么曲折，形势多
么复杂，任务多么艰巨，我们都要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把忠诚品质铸入灵魂，落
于实际行动，共同书写强国强军新篇章。

（作者单位：94782部队）

把忠诚品质铸入灵魂
■凌 涛

●无论道路多么曲折，形势多
么复杂，任务多么艰巨，我们都要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忠诚品质铸入
灵魂，落于实际行动，共同书写强国
强军新篇章

方 法 谈

言简意赅

谈 心 录

面对繁重的工作任务，现实中常
有两种不同反应，一种是把任务当包
袱，喊苦喊累，结果越干越累；另一种
则是始终保持积极乐观心态，善于从
工作中获得乐趣，越是艰难，干劲越
足。事实证明，以尽责为乐，始终保
持动力充足、热情不减，才能在尽责
中实现圆满完成工作与自我境界升
华的“双胜利”。

然而在现实中，一些党员干部
尽责不彻底，“心里石头落不下
去”，常常患得患失；还有一些党员
干部不愿担当尽责，看似得到一时
悠闲，但懒政怠政不作为，终会为
群众所诟病，也为党纪党规所不
容。对于党员干部来讲，只有事不
避难、敢于担当，把该担的责任一

分不少地担起来，才能不断实现自
我价值、拥有快乐人生。

尽责的最大快乐，来自心有大
我、至诚报国的情怀。面对恶劣环
境，焦裕禄以苦为乐、艰苦奋斗，
带领群众开展治沙、治水、治碱的
斗争；黄大年始终将自我成就与国
家需要紧密结合，忘我工作，追求
一种超越个人快乐的志趣。他们都
用行动说明，人生最大的快乐就是
将报国为民的情怀与追求体现到尽
职尽责的工作中。对于革命军人来
讲，就是要始终想着打仗，把提升
备战打仗本领作为自己的“快乐法
则”，确保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拉
得出、上得去、打得赢，不负重
托、不辱使命。

以尽责为乐
■张颖科

“袖手旁观”是对旁观者的形象
描述。此现象自古有之，如今依然能
见到。种种旁观者，有的认为只要不
踩底线、不犯大错，该发言发言、该表
态表态，应付过去便可；有的常将责
任向下传导，“事到临头”不支持也不
反对，刻意从责任中抽离，热衷于“靠
边站”；有的工作中只顾自己“那一
摊”不出事，至于其他问题，则“事不
关己，高高挂起”；还有的发现其他同
志犯错误或出现问题苗头时，视而不
见，不去及时“扯袖子”。

旁观者大多不愿干事，不想生
事，也害怕自己“摊上事”，事业心责
任感不强、集体荣誉意识淡漠。有的
党员干部一事当前先为自己考虑，却

不想一想，加入党组织，就是选择了
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岂有做旁观
者之理？一名党员干部，无论职务高
低，不管岗位在哪里，都应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积极投身部队建设，为了
党的事业积极作为，做到“功成不必
在我，功成必定有我”，而不能做置身
事外的旁观者。

莫做旁观者，就要勇于担当、
敢于负责。“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
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
就”，党员干部作为强军兴军的骨干
力量，应躬身力行、当好表率，不怕
事，不避事，敢做事，能成事。如此才
能不负党和人民的信任与托付，履行
好肩负的职责使命。

莫做旁观者
■吴新防

影中哲丝
演训场上，某部反恐应急分队正在

开展对敌搜剿训练。面对未知复杂环

境，分队官兵互为依托、密切协同，结成

紧密的战斗集体，勇敢向前推进。

军人的职业常与风险相伴。军人

冲锋的方向，必然充满着艰险。但明

知前路有艰险，军人却越是艰险越向

前。这种大无畏精神让军人攻克一个

又一个艰难险阻，最后用胜利熔铸成

军功章。面对复杂战场环境、面对强

敌对手，革命军人就是要不惧风险挑

战，锤炼“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

战斗精神，敢于压倒敌人而不被敌人

所屈服。敢于胜利的姿态，一定是无

惧风险勇向前的姿态。

反恐搜剿——

向前，敢于胜利的姿态
■刘国辉/摄影 高鸣远/撰文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周
年。

75 年前，亿万中华儿女同
仇敌忾、勇赴国难，经过浴血奋
战，付出巨大牺牲，赢得了近代
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
次完全胜利。回望抗战烽火，
先辈们留下的可歌可泣的英勇
事迹，彪炳史册、光照千秋，生
动诠释了舍小家为国家的大忠
大义，展现了大无畏的担当精
神和浓厚的家国情怀，感人至
深，发人深省。

今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道路上，面对诸多风
险挑战，我们要迎击惊涛骇浪，
需要从先辈那里汲取精神力
量，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砥砺家
国情怀，不畏艰险，不懈奋斗，
为强国强军作出应有贡献。

从即日起，《军人修养》专
版推出“回望抗战烽火 砥砺家
国情怀”专栏，与您一起回顾历
史，感悟传统，抒发情怀，敬请
关注并踊跃投稿。

开栏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