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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论坛

长征途中，老一辈革命家肖劲光“发

明”了一道特别的美味。那是在翻越雪

山时，精疲力尽的红军战士稍事休息，准

备向山顶行进。肖劲光望着皑皑白雪忽

发奇想，舀起一缸子雪说：“我们吃‘冰淇

淋’吧！”大家也纷纷学着自制“冰淇淋”，

就着干粮有说有笑地吃起来，将疲惫丢

在了脑后。

长征是艰苦卓绝的，同时也是充满

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千山万水、千难万险、千辛万苦，在红军将

士眼里，皆以“等闲”视之。美国著名记者

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这样

记录：“这是一次丰富多彩、可歌可泣的

远征……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

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

命乐观精神，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

他们不论在人类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

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不承认失败……”

腥风血雨九死一生，艰苦岁月以苦

为乐。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

人的革命人生观和生活态度，它表现为

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事业充满希望，不

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积极面

对革命征程中的苦乐顺逆。这种精神不

仅激荡在两万五千里的艰苦跋涉中，更

充盈在百年党史的砥砺奋进中，是党战

胜一个又一个巨大挑战、取得一个又一

个人间奇迹的重要精神力量。

在井冈山，面对敌人的军事围剿、经

济封锁，红军将士唱着“红米饭，南瓜汤，秋

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精打光。干稻草来

软又黄，金丝被儿盖身上，不怕北风和大

雪，暖暖和和入梦乡”，确保“边界红旗始终

不倒”。1949年，当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

的消息传到渣滓洞狱中时，难友们一片欢

腾。尤令敌人惊恐不安的，是那些用草纸

书写的一张张潇洒大度的对联——“两个

天窗出气，一扇风门伸头”，横批：“乐在其

中”；“歌乐山下悟道，渣滓洞中参禅”，横

批：“极乐世界”；“洞中才数日，世上已千

年”，横批：“万象更新”。在上甘岭战斗的

坑道里，指战员想方设法布置“阵地之家”，

给防炮洞起名叫“立功洞”“抗美洞”“胜利

洞”。除夕夜，对敌机投下的照明弹幽默比

喻，说是“敌人给我们送来了节日礼花”；跳

进敌军炮弹炸出的弹坑，调侃说“敌人给我

们送来了炮弹火炉”……

无数共产党员不论是面对艰难困

苦，还是生死存亡，始终乐观豁达、积极

进取，甚至认为“和苦斗争，本身就是件

甜事”“把笑作为临死前的最后一项任

务”，原因何在？因为他们心中都有一个

坚定而单纯的信念：共产党人就要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

了这一理想信念，生死都可以置之度外，

那么在其他困厄面前始终保持乐观，也

是很自然的了。

一路走来，我们不知爬了多少坡、过

了多少坎，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克服了

多少艰难险阻。这些锻造和锤炼，让积极

昂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神州大地上

激荡，在历史长河中潮涌。去年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以来，我们没有悲观消极，而是

将疫情挑战转变为发展机遇，努力在危机

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线上课堂、

居家办公、虚拟会展、远程问诊、无接触餐

厅等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不

仅缓解着疫情造成的冲击，也给中国经济

带来新机遇……实践反复证明，革命乐观

主义精神，是人民军队的胜利因子，也是

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对共产党人而言，乐观不是盲目的，

更不是空想，而是见于实实在在的行动

中。开国少将左齐早年在战斗中失去右

臂，不但没有消沉，反而写了首小诗给左

臂“打气”，告诉它“你应该负起责任”。

随部队来到南泥湾，他不便参加生产，就

主动做烧饭、送饭等后勤工作，独臂忙碌

的景象极大感染了战士们，大家更加拼

命地把“烂泥湾”变成“好江南”。张爱萍

将军面对筹建海军时种种现实困难，运

筹帷幄，在短短一年时间里，奇迹般地建

设了一支初具规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

军。核潜艇专家黄旭华告别家人，隐姓

埋名工作 30 年，从踌躇满志的少年到白

发苍苍的老年，却深感“我快乐了一辈

子”。“排雷英雄战士”杜富国，“奋力一

挡”后虽失去双眸双臂，但他乐观向上，

苦练吐字发声，成为一名播音员，把扫雷

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更多的人了解

他的战友们……

说到底，乐观就是一场坚持不懈的

战斗。有困难，就千方百计克服；没有条

件，就想方设法创造。

邹韬奋先生有句名言，“工作愈伟大，

所受的反抗也愈厉害，简直成为一种律令，

对付这种厉害的反抗，最重要的工具是乐

观主义。”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

设世界一流军队，绝不会顺顺当当、平平坦

坦。不论道路多么崎岖，无论面对怎样的

难关，勇于战胜一切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

精神仍然是强大的思想武器。

“青松寒不落，碧海阔逾澄。”我们今

天再难，也难不过昔日的筚路蓝缕。先

辈们在艰苦卓绝的情况下都能走向胜

利，拥有良好发展条件的我们，还有什么

理由不鼓起斗志、找出办法呢？“苦不苦，

想想红军两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

辈。”这不是一句顺口溜，而是榜样的参

照。让我们始终胸怀“一把烈焰”，去拼、

去干，就像习主席指出的那样，“既然走

上这条路，那你不论遇到多少艰难险阻，

都要像当过河卒子那样，拼命向前”，最

终抵达繁花满树的强军事业彼岸。

始终胸怀“一把烈焰”
——从红色故事中感悟党的初心使命⑥

■杨思聪

长城瞭望

《水浒传》中，“黑旋风”斗“浪里白

条”是一段脍炙人口的故事。“黑旋风”

李逵与“浪里白条”张顺因口角对打起

来。李逵力大如牛、拳脚过人，在岸上

揪住张顺，暴打一顿。张顺吃了亏，不

再与李逵角力，而是诱李逵上船，将其

翻入水中，使李逵“拳到江心无可施”

“浸得眼白”，几乎淹死。

这个故事耐人寻味、发人深省。在

战争中，敌我双方各有短长，都会扬长

避短、以长击短。正因为如此，扬长不

是每次都能如愿，避短更不是每次皆可

随心。宋朝散文家苏洵曾写过这样一

段话：兵有长短，敌我一也。敢问：“吾

之所长，吾出而用之，彼将不与吾校；吾

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将强与吾角，奈

何？”

这 一“ 奈 何 ”之 问 ，问 得 非 常 现

实。战争是生死较量，敌对双方无不

挖空心思去研究对手，无不千方百计

要战胜对手。从战争实践看，我要扬

己之长，对手偏偏避而远之；我要避己

之短，对手却偏偏寻而击之。这可谓

战争残酷的对抗属性使然，绝不是哪

一作战方所独有的“偏好”和“专利”。

“永远应当根据这样的假设出发，即敌

人不仅像我们一样的老练和英勇，而

且还总是采取最不利于我们的方式行

动。”既然“向弱处开刀”是敌对双方通

用的战争法则，那么对我们来说，做好

敌 与 我 强 行“ 角 短 ”的 准 备 就 十 分 必

要、十分重要。

正 所 谓“ 你 干 过 什 么 ，战 场 最 知

道 ；你 有 什 么 优 势 短 处 ，对 手 最 清

楚”。古代的田忌赛马，孙膑之所以能

用调换赛马出场次序的战术三局两胜

赢得胜利，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清楚

地知道齐威王的下等马不如田忌的中

等 马 快 ，中 等 马 不 如 田 忌 的 上 等 马

快。三国演义中的“智取华容”，之所

以造成曹操三次选择判断失误，险些

命丧华容，正是诸葛亮抓住了曹操多

疑的性格特点。可见，一个人、一支部

队的缺点和短板是护不好藏不住的，

而战争的可怕之处正在于，战场上遇

到一个比自己还了解自己的对手。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一支部队

无论平时练兵备战做得多么好，客观

上也必然存在一定的短板和弱项，关

键是怎么看、怎么办。应该说，大多数

单位都能够清醒认识到自己的短板，

不护短、不避短，敢于向短板叫板，在

日常训练中努力加大难度强度，不断

在 补 齐 短 板 中 推 动 战 斗 力 水 平 的 跃

升。但也有少数单位明知自己有这样

那样的短板，却采取“蔽而置之”的态

度。平时练兵不屑于补短板，组织训

练考核绕过短板，比武竞赛专拣“拿手

戏”往外亮。这种训练，看起来光鲜亮

丽，实则暗藏着很大危机。就像李逵，

一旦被对方攻其弱处，除了被动挨打

之外很难再有别的选择。

“弛一机，万事隳。”现代战争是体

系对抗、联合作战，战斗力链条上的任

何一块短板，都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

应，都可能成为“阿喀琉斯之踵”。其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联合特性，决

定其“补短”绝非某个人的事、某个单位

的事，而是关乎整个战局安危的大事，

切不可等闲视之。广大官兵应该有这

样的认识高度和紧迫感，实事求是地用

现代战争的标准和要求，来衡量军队战

斗力各方面的短长，并自觉补短、主动

补短，力争短板不短、长板更长。这样，

一旦战争爆发，我们才能争得更多的主

动权，即便敌与我“角短”，也能充分应

对、赢得胜利。

（作者单位：陆军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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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训论战

战机呼啸而过，炸弹震耳欲聋，整个

“战场”让人窒息……近日，某部运用多

媒体技术模拟实战环境，让官兵在“身临

其境”中锤炼心理承受力、心理适应性和

对各种复杂情况的处置应变能力。

加 强 部 队 心 理 工 作 、促 进 官 兵 身

心 健 康 ，是 事 关 部 队 建 设 全 局 的 一 项

重 要 工 作 。 中 央 军 委 印 发 的《关 于 构

建新时代人民军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的意见》明确提出：坚持经常性思想工

作、经常性管理工作、经常性心理工作

相 融 合 ，统 一 计 划 、统 一 部 署 ，相 互 促

进、相得益彰。

心理工作是思想工作、管理工作的

有力补充和完善，三者既相互区别又相

互联系，既相互融合又相互影响。革命

战 争 年 代 ，虽 然 没 有 明 确 的“ 心 理 工

作”这一概念，但已开始注重官兵健康

心 理 的 培 育 。 1938 年 ，罗 瑞 卿 同 志 在

《抗 日 军 队 中 的 政 治 工 作》中 就 指 出 ，

要 培 养 每 个 战 士“ 都 具 备 着 坚 决 、顽

强 、勇 猛 、机 动 、敏 捷 、刻 苦 、耐 劳 的 优

良质量……所有这一切，都成为今天我

们一切抗日军队非常重要、非常迫切、急

需解决的问题。”随着社会环境、时代条

件和部队使命任务的深刻变化，维护官

兵心理健康、提升官兵心理素质，日益成

为部队建设发展中的重要课题。

军 事 职 业 的 特 殊 性 ，要 求 每 名 军

人都必须具备远优于常人的过硬心理

素 质 和 抗 压 能 力 。 目 前 ，战 争 形 态 向

信 息 化 智 能 化 加 速 发 展 ，武 器 装 备 的

精确性、隐蔽性和巨大杀伤力，容易使

人 产 生 紧 张 情 绪 和 恐 惧 心 理 ，同 时 敌

我 双 方 攻 心 夺 志 的 较 量 更 加 激 烈 ，对

官 兵 心 理 的 稳 定 性 、抗 压 力 和 应 变 力

提出了更高要求。想要带出有血性的

官兵、虎虎生威的部队，就应树牢心理

素 质 是 战 斗 力 、心 理 工 作 出 战 斗 力 的

理 念 ，像 重 视 提 高 军 事 素 质 一 样 重 视

官 兵 心 理 素 质 的 培 养 ，及 时 发 现 和 排

解 官 兵 的“ 情 绪 杂 质 ”和“ 心 理 淤 堵 ”，

不 断 砥 砺 官 兵 坚 毅 果 敢 的 心 理 素 质 、

敢打敢拼的意志品质。

我军心理服务工作从无到有，在探

索实践中日渐成熟，形成体系。心理服

务渗入官兵生活点滴，官兵心理健康水

平稳步提升。但也要看到，少数带兵人

对心理工作不上心，没有掌握做心理工

作的规律和方法；有的开展心理工作单

纯依靠技术设备，忽视了心理骨干队伍

的培养和长效心理服务机制的健全；有

的心理常识普及欠缺，导致官兵存在认

识偏差，对心理问题讳莫如深，使心理

工作很难及时有效展开。

声乐界有句名言，“内心的琴弦是

对心灵真正的回应。”心理工作做的是

“ 心 ”工 作 ，尤 其 需 要 带 着 真 心 、真 情

做，才能深入有效。要端正思想认识，

把 需 要 常 长 用 力 的“ 心 ”工 作 做 扎 实 、

做细致，在将心比心、心心相印中化解

“ 心 ”问 题 ；要 培 养 优 秀 的 心 理 医 生 和

骨干，与时俱进配套升级硬件设施，针

对 性 开 展 心 理 工 作 相 关 培 训 ，让 官 兵

心理倾诉有对象、心理纾解有渠道、心

理慰藉有依靠；要完善心理工作机制，

定期组织开展心理测试、心理疏导，及

时 排 查 隐 患 苗 头 ，切 实 帮 助 官 兵 卸 去

思想包袱、驱散心理阴霾，以健康阳光

的 心 理 状 态 投 入 到 火 热 的 练 兵 备 战

中 ，为 强 军 兴 军 提 供 源 源 不 断 的“ 心 ”

力量。

经常性心理工作须用“心”
■文/樊伟伟 黄昱晖 图/周 洁

画里有话

谢觉哉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也是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之一。60

岁 生 日 那 天 ，他 谢 绝 一 切 亲 朋 好 友 祝

寿，关起门来反躬自省，并在日记中写

道：“行年 50，当知 49 年之非。那么行

年 60，也应该设法弥补 59 年的缺点。”

这种勇于自省的精神，值得今天的共产

党员学习。

“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中华传统

文化中历来重视自我省察。孔子在《论

语》中对自省有精辟的阐释，要求他的学

生“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曾子提出“吾日三省吾身”的修身方法，

要求自己每天检查自己：“为人谋而不忠

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朱

熹也有“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的名言。范仲淹每晚睡前有“自计”的习

惯，“自计一日食饮奉养之费，及所为之

事”，也就是算一算自己拿的俸禄和一天

所做的事情是否相称、有无亏心。如果

相称，“则鼾鼻熟寐”；反之，“则终夕不能

安眠，明日必求所以补之者”。

“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我们

党历来就有重视自省、善于自省的优良

传统，一代代共产党员在自我省察中拷

问灵魂，在自我净化中叩问初心。周恩

来总理曾自订 7 条“修养要则”，规定要

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

识作原则上的坚决斗争，纠正自己的短

处，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延安五老”之

一、新中国教育的开拓者吴玉章是严格

自省的楷模。81 岁生日时，他还一丝不

苟 地 为 自 己 写 下 一 篇《自 省 座 右 铭》：

“年过八一，寡过未解，东隅已失，桑榆

未晚。必须痛改前非，力图挽救，戒骄

戒躁，毋怠毋荒，谨铭。”陈毅元帅在《六

十 三 岁 生 日 述 怀》中 写 道 ：“ 中 夜 尝 自

省，悔愧难自文。还是鼓勇气，改正再

前行。灵魂之深处，自掘才可能。”这些

时时自省自警的态度，立起了共产党人

的高标准。

房 间 要 经 常 打 扫 ，镜 子 要 经 常 擦

拭。无论什么时候，问题总是客观存在

的，这是事物发展规律所决定的。对共

产党人而言，“初心不会自然保质保鲜”

“党性不是随着党龄增长和职务提升而

自然提高的”。自我检视并不是偶尔为

之的应景之举，也不能简单化为一天两

天 的 事 ，而 应 该 像“ 吾 日 三 省 吾 身 ”那

样，成为一种工作常态、生活方式。彭

德怀元帅曾深有体会地说：“我们是共

产党人，应该比古人更高明些吧。我们

能不能做到一日一省，一周一省，半月

或一月一省呢？我是一月一省吾身，不

管工作怎样忙，每月总要抽出半天时间

把自己做过的事认真地检讨一番，看哪

些做对了，哪些做错了，以便少犯错误

或不犯严重错误。”

一名落马干部曾这样忏悔：自己参

加了多场警示教育大会，但都认为是发

生在别人身上，事不关己，没有举一反

三、自我反省，结果，本人最终成了“反面

教材”。可见，自省自警绝非空话，而是

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鲁迅先生曾经自

省“皮袍下面藏着的‘小’”，党员干部则

更要如此，时常自我剖析、深刻反思，做

到“三严三实”。

1942 年，为推动整风运动，《解放日

报》发表社论《一定要反省自己》。文中

写道：“假如我们能够有决心来革除不好

的思想和习惯，同时又有耐心一点一滴

来建设新的思想和习惯，加上长时期不

停的努力，则脱胎换骨，除旧布新，每个

人都是可能的。”当下，全面从严治党向

纵深推进，党员干部要勇于“中夜尝自

省”，常拿党性“照镜子”，常与法规“对对

表”，常以良知“悟悟心”，不断去杂质、除

病毒、防污染，提高思想境界，校正人生

坐标。

（作者单位：辽宁省大连军分区）

勇于“中夜尝自省”
■李红军

玉 渊 潭

“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

仔 细 品 味 和 体 悟 习 主 席 在 给《文 史

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中的这

一 谆 谆 教 诲 之 言 ，我 们 可 以 发 现 ，在

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之所以

历经苦难而百折不挠，饱尝艰辛而砥

砺 奋 进 ，一 个 重 要 原 因 ，就 是 一 代 代

优 秀 中 华 儿 女 始 终 保 持 身 为 中 国 人

的骨气和底气。

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从何而来？

我们把目光投向浪花飞溅、奔腾向前的

历史长河。岳飞一生精忠报国，“壮志

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尽显壮

志豪情；文天祥宁可从容就义，也不选

择苟且偷生，“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

心照汗青”，成为千古绝唱；夏明翰一首

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

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激励着无数后

来者；朱自清一身重病，宁愿饿死，也不

领美国的“救济粮”……五千多年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无数优秀中华儿女的

身体力行，锻造出中国人自强不息、百

折不挠的骨气和攻坚克难、砥砺前行的

底气，转化为弥足珍贵、活力奔涌、薪火

相传的精神因子。

骨气是志气和精神的表现，底气

则 是 一 种 根 基 和 自 信 的 展 示 。 一 个

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有了骨气和底

气，就能铁骨铮铮、脊梁挺拔，经千难

而前赴后继，历万险而锲而不舍。过

去一年多来，我们在党的坚强领导下，

经受住了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考验，

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经济正

增长，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

任务，充分彰显了我国的政治优势、制

度优势、科技优势、文化优势。兴邦于

灾难，崛起于危难，中国人的骨气和底

气由此展现得荡气回肠。

军人的骨气和底气，是在军事斗

争中表现出来的无畏勇气、钢铁意志

和必胜信念，是军心、士气、斗志、信念

等因素的集中体现。一部人民军队的

成长壮大史，可以说就是一部锻造革

命 军 人 骨 气 、积 蓄 打 赢 底 气 的 历 史 。

在悲壮的湘江战役中，师长陈树湘因

腹部中弹昏迷被俘。途中，他趁敌不

备，猛地撕开绷带，强忍剧痛用手绞断

自己的肠子，壮烈牺牲，“为苏维埃新

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东北抗联在零

下三四十摄氏度的严寒下坚持战斗，

杨靖宇将军牺牲后，“胃里都是树皮草

根”；抗美援朝，面对世界上最强悍的

敌人，志愿军将士发出“三个不相信”

的英雄宣言，用敢打必胜的信念铸就

胜利的基石……无数革命军人舍生忘

死、敢于胜利，把中国军人的骨气和底

气写在了天地间，融进了民族魂。正

如梁启超在《中国魂安在乎》一文中所

写：“中国魂者何？兵魂是也，有有魂

之兵，斯为有魂之国。”

堂堂中国人，从来不低头。回望历

史，“软骨头”只能唯唯诺诺、苟且偷生，

换不来民族尊严；“硬骨头”才能傲雪凌

霜、横刀立马，令强敌望而却步。“增强

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这是历史的

谆谆告诫，更是时代的强烈呼唤。

刘伯承元帅在作战前动员时曾说，

军人要做铁打的汉子，不做泥捏的菩

萨。当前，我军正处于强军兴军的加速

推进期、转型发展的攻坚克难期、履行

使命的严峻考验期，每名官兵都要永葆

敢打必胜的底气、所向披靡的锐气和宁

死不屈的骨气，锻造“报国敢赴死、逢敌

必亮剑”的血性胆魄，坚决做到再难攻

克的堡垒也要踩在脚下，再难战胜的强

敌也要勇于夺取胜利。

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
■周燕虎 程敬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