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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 渊 潭

1937 年 ，15 岁 的 女 孩 张 掌 珠 在 报

名 参 加 新 四 军 时 ，将 自 己 的 名 字 改 成

了“张茜”。“茜草的根是红色的，可以

做成染料，去染红世界。”从此，这名漂

亮 女 兵 把 建 设 美 丽 中 国 作 为 一 生 梦

想 ，在 红 色 的 土 壤 中 健 康 生 长 。 而 对

于美丽，张茜曾这样说，祖国美丽，女

兵才会更美丽。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然而，当“女

人”二字中间加上了一个“军”字，美丽

和幸福，便在中国女军人心里有了更为

放大和崇高的意义。

2017 年 1 月 30 日，大年初三，陆军

航空兵首批武装直升机女飞行员王雯

娟脱下过膝潮靴、卸掉时尚唇彩，换上

飞 行 服 、蹬 上 战 靴 …… 都 市 潮 女 一 会

儿便成为了英姿飒爽的女军人。3 小

时后，当战友将王雯娟头戴飞行盔、满

脸汗珠子的照片发出后，网友直呼“美

爆了”。

苏霍姆林斯基有言，在构成女性美

的 所 有 因 素 中 ，最 重 要 的 是 气 质 和 精

神。近年来，“党的好女儿”黎秀芳、“人

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陈薇……

一个个“最美中国女军人”之所以有气

质，就是因为她们有志气；之所以被称

为“女神”，就是因为她们有精神。生活

中 ，她 们 用 行 动 描 绘 出 中 国 女 军 人 的

“最美”：许党报国的忠诚之美、爱军精

武的奋斗之美、无私付出的奉献之美、

心系群众的爱民之美。对这样的中国

女军人，也曾当过兵的女性作家毕淑敏

说，时间不是她们美丽的敌人，她们是

时代之美的代言人。

没人能阻止一个女人追求幸福的

步伐。对于追求什么样的幸福，不同女

性有不同的目标。有人追求“身无彩凤

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默契，有人

追求“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甜

蜜，有人追求“厨房有烟火，客厅有笑

声”的温馨，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对中

国 女 军 人 来 说 ，除 了 追 求 这 些“ 小 幸

福”，她们更追求为人民幸福而奋斗这

个“最大的幸福”。

1927 年 8 月 初 ，参 加 完 南 昌 起 义

的 女 兵 彭 援 华 、杨 庆 兰 、孙 格 非 等 31

名 人 民 军 队 的 第 一 批 女 兵 ，随 部 队 向

原 计 划 方 向 转 移 。 一 路 跋 涉 ，女 兵 们

脚 上 都 磨 出 水 泡 ，涉 水 通 过 江 西 壬 田

后，大家坐在一棵树下休息。看着“泥

雕”一样的姐妹，彭援华说：“阿妈看到

我们这个样子，会哭肿眼睛的。”杨庆

兰笑了笑说：“为中国革命，我幸福大

着呢。”

2013 年 1 月，中国航天员高强度训

练电视新闻播出后，有人问中国首位女

航天员刘洋：“日子那么苦，图啥呢？”刘

洋回答：“被祖国需要是一种幸福。”

在家里，她们照顾老人孩子，用心

经营家庭，不忘自己是女人；在战位，她

们苦练打赢本领，不负职责使命，牢记

自己是军人。身份熟练切换的背后，是

她们对人民军队的无比挚爱，对职责使

命的无畏担当，对“最大的幸福”的坚定

追求。

放眼全军，目之所及，多少女军人

吟诵“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

鸣”；多少女军人高歌“娇柔的美丽不

是 我 要 的 名 片 ，铿 锵 的 节 拍 才 是 我 要

的浪漫”；多少女军人“但为人间春如

海，不悔云裳换戎衣”，甘愿追求“最大

的幸福”。

还应看到，因为身体条件、家庭角

色等因素，取得相同的成绩，女军人要

付出更多；达到相同的目标，女军人要

牺 牲 更 大 。 相 比 赞 美 与 歌 颂 ，让 女 军

人 更 好 成 长 无 疑 是 更 有 力 的 支 持 ，也

能更加充分地激发“她智慧”、激励“她

力量”。

女军人是军人，也是女儿，也可能

是妻子、是母亲；女军人爱事业，也爱家

庭，爱生活。“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来

临之际，我们在品味中国女军人崇高精

神 境 界 的 同 时 ，也 让 我 们 以 更 多 的 关

注、关心、关爱向她们致敬：军旗因你们

更鲜艳！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不悔云裳换戎衣
■刘含钰

延安整风运动初期，毛泽东同志曾

严厉批评一些干部走过场、不求实效的倾

向，要求各级干部开展有好的效果的教育

活动。在深化“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

重任”主题教育中，各单位也应在向心凝

聚、向战发力、向难攻坚上见到实效。

“事莫明于有效。”衡量思想政治教

育的实际成效，主要是看在确保听党指

挥、聚焦能打胜仗、保持作风优良方面

取得的成果，而不是看记了多少笔记，

背了多少题目，组织了多少集中教育，

开展了多少配合活动。深化主题教育

也是如此，评价教育成效，既要看学得

怎么样，也要看干得怎么样；既要看思

想转变有多大，也要看作风形象改得怎

么样；既要看思想问题是否解决，也要

看实际问题是否解决。

今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也是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重要一年。为

扎实做好党的二十大思想理论准备，加

强政治引领、思想淬炼和精神激励，凝

聚全军官兵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

意志力量，需要通过深化主题教育，引

导官兵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

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履行好党和人民赋

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向心凝聚，就是要在主题教育中讲

清确立和维护核心的极端重要性，讲清

习近平同志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

核心是党心军心民心所向，讲清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讲清军队在维

护核心这个重大政治问题上必须旗帜

鲜明、态度坚决，引导官兵深刻领会“两

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把“两个确立”

在 思 想 上 固 牢 扎 深 、在 行 动 上 坚 定 落

实，更内在、更深层次地增进对习主席

的信赖拥戴。

向战而行、保证打赢是我军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的根本价值所在。深化主

题教育效果好不好，关键看对提高备战

打仗的贡献率高不高。向战发力，就是

要通过主题教育，引导官兵强化战斗队

思想，坚持战斗力标准，深入纠治训练

领域和平积弊，把实战要求贯穿渗透于

军事训练全过程各领域；就是要通过主

题教育催生打赢斗志，强化忧患意识，

坚定必胜信心，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

死战斗精神，做好打硬仗苦仗的准备。

向难攻坚，就是要在深化主题教育

中坚定担当责任，强化奋斗精神，保持

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英雄气概，以坚忍不

拔的精神攻坚克难、开创新局。邓小平

同志指出：“我们开会，作报告，作决议，

以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

深化主题教育重在解决难题。不征服

前进路上的拦路虎，就不可能打开事业

发展新天地。当前，各级尤其需要在补

齐 备 战 打 仗 短 板 、推 动 军 队 高 质 量 发

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回答新兴领域

课题等方面用心用力，拿出切实可行的

思 路 举 措 ，让 官 兵 看 到 实 实 在 在 的 变

化，真正做到难题不解决不松劲、解决

不彻底不放手，以难题解决的彻底性确

保主题教育的实效性。

谭政大将说过：“工作不一定要搞

很多花样，重要的是要讲效果，花样太

多，就容易产生形式主义，加班加点，最

后使群众失望。”深化主题教育中，我们

应结合构建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聚焦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强化理论武装、传承红色基因，忠诚

维护核心、矢志奋斗强军。应突出课堂

教育主渠道，深研课堂教学之道，探寻

精准滴灌之法，确保课堂更好发挥传播

习近平强军思想、塑造新时代革命军人

的 主 阵 地 作 用 ；应 抓 住 改 进 学 风 关 键

点 ，大 力 弘 扬 理 论 联 系 实 际 的 优 良 学

风，纠治表态化、浅表化、功利化等不良

学风；应把准网络时代新要求，在网聚

人心、用网育人上迈出实质性步伐，让

网络这个“最大变量”成为教育创新的

“最大增量”；应构建统筹抓教大格局，

推 动 形 成 上 下 同 频 抓 教 、部 门 联 合 抓

教、区域协作抓教的生动局面，努力做

到学习灌输有新深度、党性锤炼有新加

强、备战打仗有新提升、解决实际问题

有新突破，不断把新时代强军事业推向

前进。

（作者单位：77228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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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耀

一个奔赴伟大复兴的民族，如何才

能赢得尊严？一支立志世界一流的军

队，如何才能赢得主动？

“唯有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气概，

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我们才能赢得尊

严、赢得主动，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安

全、发展利益。”2022年春季学期中央党

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

上，习主席给出一个明确坚定的答案。

斗争，是对与错的博弈、进与退的

比拼、生与死的较量。结果如何，与胆

量、方法密切相关。“什么叫工作，工作

就是斗争。”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无论

在哪个岗位，都要开展工作，都会遇到

斗争。只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才能

创造历史、成就伟业。

回顾百年征程，我们党诞生于国家

内忧外患、民族危难之时，一出生就铭刻

着斗争的烙印，一路走来就是在斗争中

求得生存、获得发展、赢得胜利。革命战

争年代，我们党带领人民军队同反动军

阀斗、同日本侵略者斗、同国民党反动派

斗，斗出一片新天地，建立了新中国。和

平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党带领人

民披荆斩棘、敢闯敢试，杀出一条血路，

闯出一条新路。进入新时代，习主席带

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与贫困斗、与

“四风”斗、与腐败斗、与霸权斗、与疫情

斗，在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中推动党和国

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

变革。可以说，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一

部“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

争中壮大”的斗争实践史。

军事斗争是进行伟大斗争的重要

方面。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

世纪新冠肺炎疫情叠加，我国安全形势

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大。“凡国之重也，

必待兵之胜也。”如果患上不敢斗争的

“软骨病”、不善斗争的“鲁莽症”，怎能

为国家赢得尊严？为斗争赢得主动？

当年，晚清政府一味向西方列强求和、

割地赔款，结果侵略者胃口越来越大，

在中国大地上横行霸道、为所欲为，就

连一些小国也像蚂蟥一样在我国身上

吸血。历史警示我们，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决不能搞绥靖主义、投

降主义。只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才

能赢得安宁、赢得胜利。

我们常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里的“必”，就

是要有敢于斗争的胆魄。应该看到，军

事斗争中，尖端武器是威慑，先进技术

是威慑，敢于斗争的胆魄同样是一种威

慑。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亮剑，在矛盾

冲突面前敢于迎难而上，在危机困难面

前敢于挺身而出，在歪风邪气面前敢于

坚决斗争，在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遇到

重大挑战时敢于接招、敢于出击、敢战

能胜，才是敢于斗争的表现。

斗争，既要有胆识、拼血性，也要讲

方法、懂策略。所谓有胆识、拼血性，就

是原则问题不能让，该出手时就出手；

所谓讲方法、懂策略，就是要讲灵活性，

审时度势、权衡得失，着眼大局、管控风

险，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

无论哪一手都要讲求有理有利有节，以

最小的代价争取最大的利益，防止简单

化和过犹不及。同时，还要坚持底线思

维，立足最严重事态做好各项准备，加

强军事行动与国家政治外交行动的协

调配合。

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

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坚持敢

于斗争”是十大历史经验的其中一条。

斗罢艰险，今又出发。新的赶考之路

上,只要全军官兵把握新的伟大斗争的

历史特点，抓住和用好历史机遇，下好

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发扬斗争精神，增

强斗争本领，就一定能够战胜一切可以

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有效履行

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作者单位：沈阳联勤保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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勋章，承载着军人的无上荣耀，铭

刻着人民军队的闪光足迹。近日，中共

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印发《军队功勋

荣誉表彰条例》，对军队功勋荣誉表彰

体系进行全面重塑。对此，全社会高度

关注，全军官兵备受鼓舞，部队上下争

创一流业绩、争当强军先锋、争做英雄

模范的氛围更加浓厚。

电影《长津湖》中有一句话令人震

撼：“没有冻不死的英雄，没有打不死的

英雄，只有军人的荣耀。”自古以来，多

少军人“论功还欲请长缨”。在荣誉的

背后，是军人对国家利益、民族尊严的

担承。很少有其他荣誉，像军人荣誉这

样同国家兴衰、民族存亡、人民安危息

息相关。用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

军队，历来崇尚荣誉、追慕英雄，为了胜

利一无所惜。朱德曾说：“部队中人人

精神振奋，你也想立功，我也想立功，这

样就会打胜仗。”在人民军队的辉煌历

史上，一个个功勋群体和个人，见证了

我军一路走来、一路牺牲、一路凯歌的

光辉历程。

战功是对军人的最高褒奖，更是凝

聚军心、鼓舞士气的有效手段。我们党

历来十分重视发挥战功的激励作用。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志愿军广泛开展群

众性立功运动。志愿军空军根据实际

情况，提出了战时飞行员立功标准：凡

击落敌机一架者为二等功，击落敌机两

架者为一等功，击落敌机三架者为特等

功等规定。同时明确：我机每击落一架

敌机，即在座舱两旁机体上涂上一个实

心金边红五星，击伤涂一个空心金边红

五星。这些激励措施极大地调动了指

战员的战斗热情。

持军之急务，莫大于赏罚。由中共

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表彰条例，

在我军历史上尚属首次。《条例》在类别

项目上设置勋章、荣誉称号、奖励、表

彰、纪念章等，在实施情形上区分战时、

平时和重大非战争军事行动，标准条件

按照不同类型任务、不同状态部队、不

同岗位人员分别细化量化。各单位应

紧跟任务进程及时动态施奖，优化不同

任务的施奖时机方式，实现奖当其时、

奖当其人、奖当其绩。

荣誉之光照亮胜战之路，榜样之星

指引前行方向。各级党组织应加强对

《条例》的学习贯彻，深刻领悟精神内

涵，细化明确施奖条件，立起聚焦备战

打仗的鲜明导向；广泛开展立功创模活

动，培养一批可学可做、可追可及的身

边典型，激发广大官兵岗位建功、沙场

立功的热情；坚决落实对功勋荣誉表彰

获得者的优待政策，大力宣扬其先进事

迹和精神，不断提升其获得感、荣誉感，

让官兵在榜样的指引下踔厉奋发、笃行

不怠，切实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

代使命任务，用智慧、汗水乃至鲜血和

生命创造新的荣誉。

（作者单位：31629部队）

荣誉之光照亮胜战之路
■田 磊

近 日 ，在 某 部 提 高 训 练 质 量 经 验

交 流 会 上 ，一 个 单 位 介 绍 了 他 们 的 做

法——多用“盯人术”。“进度如何？有何

难题？不盯，就可能落空；盯紧，质量就

不会差。”这个单位的领导这样说。

“盯人术”是篮球赛场的一种战术，

其要义有二：一是减少对手空位投篮机

会，二是提高对手投篮难度。“盯人术”

要奏效，关键在盯得紧。抓训练落实，

“盯人术”也是非常管用的一招。现实

中，为什么一些部队的训练有施工图、

责任人、时间表，可就是质量没达到预

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盯”字上做得

不够。

当年，许光达大将曾这样批评那些

不跟踪问效的干部：“不死死盯着，甚至

到最后也不检查。这么懒的领导，不要

还更好。”今天，在抓训练落实中“不死死

盯着”的干部同样存在。有的不愿盯，觉

得处处盯着就是不信任；有的不会盯，盯

不住关键环节；有的时断时续盯，不能盯

全程等，诸如此类，都会影响抓训练落实

质量。

心理学上有个“热情递减效应”，意

思是说，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人在工作

中 常 会 出 现 歇 歇 脚 、喘 口 气 的 松 懈 心

理。抓训练落实，特别是抓重难点课目

落实时，每一个课目完成都需要艰苦付

出，不盯紧，就可能一步迟、步步迟；每一

项进展突破都需要开拓创新，不盯紧，就

可能畏难不进、原地踏步。“百事之成也

必在敬之，其败也必在慢之。”只有紧盯

任务、紧盯进程，督促官兵再大的困难也

努力克服不退缩、再大的阻力也坚持标

准不懈怠，才能确保训练内容落实保质

保量。

“盯人术”的方法是盯人，但目的是

成人。用“盯人术”抓训练落实，就是要

既盯进程，更要盯难题。如果发现基层

有解决不了的难题，只是袖手，不搭把

手，这样的盯，不是死盯，而是盯死，怎能

盯出效果？特别是随着新武器新装备陆

续列装，新战法新训法同步展开，部队在

训练中难免会遇到不少难题。跟部队打

成一片，与官兵一起攻关，这样的盯人，

才受欢迎，才有效果。

当然，现在部队都是“小机关、大部

队”，机关干部是一个萝卜一个坑，领导

干部也有各自训练任务，落实“盯人术”，

并不是一味要求人到场。盯人时，盯住

责任落实、关键节点，用好检查考核、信

息手段，也同样能达到盯人的目的。

多用“盯人术”抓训练
■宋军林 史学强

八一时评

画里有话

作者：周 洁

中国女军人追求的“最美”，是许党报国的忠诚之美、爱军精武的奋

斗之美、无私付出的奉献之美、心系群众的爱民之美。中国女军人既追

求“小幸福”，更追求为人民幸福而奋斗这个“最大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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