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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瞭望

国庆假期结束了，很多官兵对家国

的感怀仍未停止，仍在激荡。

不论树的影子有多长，根永远扎在

土地里；不论一个人的能力有多大，没

有舞台就难以绚丽。这个土地和舞台

就是我们亲爱的祖国。

一部纪录片中有这样一句话，“请永

远记住：无论何时何地，没有了祖国的强

大，我们将什么都不是”。震撼人心的话

语提醒我们：祖国的强大关乎个人幸

福。人人都应至诚报国，用自己的奉献

和奋斗，让五星红旗的颜色更加鲜亮。

有人说，军人是天然的爱国者。在

每个军人心中，被国家需要是一种幸福，

为祖国奉献是一种价值。接受祖国的选

择，捍卫祖国的尊严，让个人成功的果实

结在祖国这棵常青树上，是军人的神圣

职责，也是热爱祖国的重要体现。

“为党和人民做事天地良心，天经

地义”，这是林俊德的爱国观；“祖国需

要我去飞，再大的风险也要上”，这是张

超的报国情怀。前不久，经中央军委批

准，林俊德、张超成为全军挂像英模，被

党和人民永远怀念，被伟大祖国永远铭

记。他们之所以留下壮美的人生，把自

己的名字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

辉史册上，就在于把爱国之情、强国之

志、报国之行统一起来，把个人梦融入

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奋斗之中，把最美

的果实长在爱国主义这棵常青树上。

没有一种创造，能脱离祖国大地。

任何一种成功，都因为了祖国而光彩夺

目。家国情怀对军人来讲从来不是空

洞的概念，而是对民族复兴、人民幸福

的理想追求和深情大爱，是对国家和军

队的高度认同感、归属感和使命感。

还记得“两弹一星”精神吗？“热爱

祖国，无私奉献”是这一精神的重要内

容。那个时代的军人高举爱国主义旗

帜，怀着强烈的报国之志，把个人理想

与祖国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很多人

远离都市、远离家人，隐姓埋名、默默奉

献，忍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付出

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用青春和热

血，写就了一部为祖国鞠躬尽瘁、死而

后已的壮丽史诗。

还记得南沙精神吗？南沙群岛远

离祖国大陆一千多公里，长期处于高

湿、高温、高盐的恶劣环境。南沙官兵

用生命和忠诚，日复一日地坚守在祖国

的最南端，把浓浓的爱国情怀书写在南

海的天水之间。在南沙，随处都能看到

“今朝立业南沙，千秋有功国家”“情系

母亲海，笑傲天涯苦”“志在天涯戍礁

盘，心系祖国保国门”等标语对联。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军创造的一系

列伟大精神，譬如海上先锋精神、海上猛

虎精神，“两山”精神、喀喇昆仑精神、马

兰精神、银河精神、老海岛精神、丈量世

界屋脊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无不包含

深厚的爱国之情、高远的报国之志、坚定

的报国之行。这些精神创造的伟大功

绩，也因心系祖国安危、为了祖国强大而

光芒万丈、永载史册。

徐特立说过：“对国家的效忠，正是

谋求自己永久的利益和最大的幸福。”

的确，成功的果实只有长在祖国这棵大

树上，才分外甜美、格外壮实。有人曾

将人生动力比喻为两个轮子：一个轮子

是国家需要，一个轮子是个人兴趣，“两

个轮子一起转动起来，才会有更强劲的

力量”。对革命军人来说，有时甚至要

放弃个人兴趣，绝对服从国家需要。当

成长的溪流汇入国家命运的滔滔江海

之中，个人的前途自会更为广阔，成功

之路也必定愈发宽广。

“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

搬”。新时代仍需要“一块砖”精神，这

恰恰正是军人对祖国最深沉的爱，也是

取得出彩军旅人生的基石。在军队改

革重塑期间，很多军人愉快接受党和人

民的需要、祖国的选择，要转隶就转隶，

要转岗就转岗，要转身就转身，打起背

包就出发，很好地弘扬了“一块砖”精

神。事实证明，不管在哪里，只有始终

与祖国在一起，与强国强军事业在一

起，才能创造出属于新时代的辉煌业

绩。如果只想着自己的“小算盘”，热衷

于“个人设计”，不讲责任担当，不顾及

家国情怀，那就本末倒置了，再如意的

算盘也拨弄不响！

有哲人说：倘若你爱这色彩美丽的

世界，就该为这美丽的世界再添一片绿

叶、一瓣红蕊。从军与报国天然地联系

在一起，军人就应该用青春和热血点缀

祖国的山山水水。只要以身许党许国

许军，把个人梦融入中国梦强军梦，肩

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真正与民族同命运、与祖国共前进、与

时代齐发展，就一定能使奋斗的价值得

到升华，让人生的意义超越小我，在强

国强军的广阔舞台上演奏出最壮丽的

人生乐章。

（作者单位：第79集团军某旅）

最美的果实长在祖国常青树上
—国庆之际感悟家国情怀④

■刘海涛

“自己有一潭水的知识，才能奉献

给学员一碗水的智慧”“没有几把‘硬

刷子’，就带不出过硬学员”。这是很

多教员的深切体会，就连毛泽东同志

也不例外。

毛泽东曾感叹他在抗大任教的经

历：“花了几个星期，收集了些材料，主

要是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每天晚上

写，白天睡觉。讲课只讲了两个钟

头。”在一次讲课后，他幽默地说：“我

折本了。我花了四夜三天的时间，才

准备好了讲课提纲，讲矛盾统一法则，

哪知只半天就讲完了。岂不折本了

吗？”可见，当好合格教员还真不容易。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前不久，本报报道了国防

大学联合作战学院教员范进发从博士

舰长到军校教员的先进事迹。按说，

博士舰长应该到大洋大海中一展风

采，而范进发却走上了三尺讲台。这

正是我军培养人才的现实要求，也是

对军校教员能力素质的迫切需要。教

员有几把“硬刷子”，才能培养出有硬

功夫的学员，刷新人才方阵。

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习主席指出，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人类文

明的传承者，承载着传播知识、传播思

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

造新人的时代重任”。要承担起这一

时代重任，教师必须要有扎实的学

识。学生往往可以原谅老师严厉刻

板，但不能原谅老师学识浅薄。“水之

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过去

讲，要给学生一碗水，教师要有一桶

水，现在看，这个要求已经不够了，应

该要有一潭水。

强军兴军，要在得人。培养一流

军事人才，没有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是

万万不行的。教员作为军事院校的

脊梁，作为军事人才的酵母，只有懂

打仗、晓实战，才能带出会打仗的高

徒。陈赓大将有句名言：教员是“做

饭做菜”的，学员是“吃饭吃菜”的。

如果教员水平不够，能力不行，做出

来的“饭菜”学员不爱吃，甚至根本无

法吃，如何能培养出高素质新型军事

人才，又如何能做到让学员“从院校

直接走向战场”？

教员之于人才的作用有多大？一

部抗大办学史就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

题。当年的抗大，毛泽东、刘少奇、周

恩来、朱德、刘伯承等先后任教。抗大

办学9年，先后为抗日根据地输送了

20多万名优秀的军政干部，他们中既

有能征善战、统领千军万马的高级将

领，也有披坚执锐、带头冲锋的基层指

挥员。就连侵华日寇冈村宁次也声

称，“宁可牺牲20个日本兵换一个抗

大学员，用50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干

部”。

有人曾指出，“在没有战争检验的

情况下，检验一个国家军人的素质和

军队的战斗力，只要到军事院校里看

一看，便可以得出结论”。到院校看人

才培养，实质上也是对教员能力素质

的检验。目前，我军院校教员学历层

次、专业素养有了很大提升，但懂得现

代化战争的教员还不够多。有的教员

任职经历不够丰富，军事职业经验、指

挥专业素质、专业实践技能相对较弱；

还有的在院校一干就是一辈子，对部

队情况不是很熟悉，不能很好地对接

战场需求。诸如此类的问题，在一定

程度上制约了新型军事人才的培养。

“学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师。”国防

和军队建设进入新时代，新的体制、新

的编制、新的力量结构、新的作战模

式、新的科学技术对人才的能力素质

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也对教员的政

治素养、战略素养、联合素养、指挥素

养、科技素养提出了超越以往任何时

候的高标准。教员具有几把“硬刷

子”，懂一体化联合作战，才能培养出

联合作战指挥人才；懂现代战争制胜

机理，才能带出现代战争的明白人；懂

世界新军事革命发展趋势，才能锤炼

出能够打赢未来战争的指挥员。如果

不懂战场、不知部队、不晓未来，“以其

昏昏使人昭昭”，不仅会严重误人子

弟，也是对强军事业不负责任。

实战锻造名师，名师必晓实战。

提高教员的能力素质，为学员做出好

的“饭菜”，一方面，可以让懂打仗的一

线指挥员走上讲台，传强军兴军之道，

授能战止战之业，解未来战争之惑。

另一方面，可以加大院校教员同部队、

机关干部交流力度，加深教员对部队

战略策略、作战指挥、作战装备、作战

能力等整个军事斗争准备的了解，实

现“多见者博、多闻者知”。如此，才不

愧师者、名师的光荣称号。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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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块责任田，

耕耘好了，就能创造不平凡的业绩。

王继才之所以让人感动，就在于他32

年坚持做好手中事，守好责任田。0.013

平方公里的开山岛，就是王继才要耕耘的

责任田；每天巡岛、观天象、护航标、写日

志、维修战备工事，就是他要干好的手中

事。坚持把简单的事情做好就是不简单，

坚持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是不平凡。

11680个日夜，他不仅没把责任田撂荒，而

且耕耘出一片新天地，守出壮美人生，赢

得人们尊重。

“天地生人，有一人当有一人之业；人

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作为一名军

人，自己的责任田，就是本职岗位。军人生

来为打仗，守好自己的责任田，关乎战争胜

负、国家荣辱、人民幸福。如果偏离了主业

主责，把责任田撂荒了，关键时候就可能“掉

链子”，打不了胜仗。心无旁骛研究战争，全

神贯注备战打仗，不仅能让责任田有个好

收成，还能锻造出彩的军旅人生。我军宣

传的一系列强军先锋，他们的一个共同点

就是“让责任田长出了好庄稼”。班长王锐，

全面提升装甲战技术水平，成为“全能车

王”；营长罗寅生，眼光超越导弹射程，练就

“一剑封喉”真功；旅长满广志，坚持铸就坚

硬的磨刀石，锻造出一支凶狠的“蓝军”。

天下从来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守好

责任田，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需要付出辛

勤的汗水、艰苦的劳动。然而，实际生活

中，仍有少数官兵心思不在主业主责上。

他们有的怕吃苦图安逸，一心想到清闲舒

适的岗位上；有的好高骛远，这山望着那山

高，还未熟悉基层就想到大机关工作；还有

的眼高手低，工作也做了，但是离过得硬还

有很大距离。诸如此类，都是没有守好责

任田的表现。如果解决不好这些问题，锤

炼不出过硬本领，怎能打赢未来战争？

今天，我们正处在新体制时间。一些部

队进行了转隶、整编，部分官兵进行了移防、

换岗，他们的责任田也随之发生了改变。特

别是很多官兵调换了专业、更新了装备，需

要从零学起、从头做起。只有把新专业尽快

熟悉起来，把手中武器尽快掌握好，让新的

责任田焕发勃勃生机，才能实现个体的浴火

重生，部队战斗力的换挡提速。

所有的责任田，共同组成新时代强军

事业。“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家国为？”每

名官兵干好本职工作，守好自己的责任田，

将个人梦融入强军梦，就一定能提升新时

代打赢能力，真正不辱使命、不负重托。

（作者单位：96035部队）

让责任田长出好庄稼
■徐 治

明代思想家、名臣何瑭在京为官

时，曾写过一封家书：“千里捎书为一

墙，让他一墙又何妨？邻里应重仁和

义，莫借吾名做强梁。”

原来，何瑭之女何英因修房一事与

邻居产生纠纷。他得知后，便写家书告

诫女儿不能仗着自己的官威而做欺压

乡邻的事。何英夫妇看后羞愧难当，遂

向邻居道歉。后来两家主动相让，中间

形成了一条5尺多宽的“仁义胡同”。

身居高位，何瑭能保持着警惕，时

刻不忘为官本分，不忘传承良好家风，

实属难能可贵。可以说，他的懿德高

风，不仅造福子孙后代，也赢得传颂千

古的口碑。

“朝中有一人，强似拾金银。”纵览历

史，以家中有人做官恃势而骄的人不在

少数。唐朝权臣鱼朝恩的小儿子鱼令

徽，十五岁便被授穿六品的绿衣，曾因一

个比其位高的同僚在殿前排班时误撞了

他，便告向其父“班次居下，为同列所

欺”；张居正之父张文明，连考七次乡试

均名落孙山，等儿子当了首辅，大半生不

得志的老翁便有发狂之感，“劣迹著于乡

里”……这些个“强梁”仗着所能仰仗的

人，抱着争名夺利的非分之想，在历史的

舞台上跃跃欲试，妄图随“主”升天。

为政者，慈以爱民。官者，当先为

民之官，后为家之长。如若颠倒次序、

本末倒置，纵容家人打着自己的“旗号”

干谋私利的事、干不正当的事，不仅会

失了官德，最终还会害人害己。这也告

诫我们，一名讲政德、有操守的为官者，

决不能让家人或他人“借吾名做强梁”。

当局者迷，不少有权有势的“朝中

人”，却难有何瑭的清醒，不是对下默

然，就是为亲怂恿。鱼朝恩在儿子受委

屈的第二天，便请奏皇帝为其子“特赐

金章，以超其等”，甚至未等皇帝开口，

便令所司为儿子捧上三品官员的紫衣；

大名鼎鼎的张居正可谓一代名相，面对

父亲的劣迹不仅熟视无睹，还致信给湖

广地方官，辩称“老父年高，素怀坦率”。

家事绝不是小事，为政者当守正不

阿。如果私心泛滥，手持的砝码就会不

可避免地放在私家秤盘的那一端。这

样的“强梁帮主”往往显赫一时，最终不

仅保不了家人，也保不住自己。以史为

鉴，多少达官显贵不是带着自己的“帮

派”坠入谷底，就是在“吾名之外有吾

名”的现实碰撞中鸡飞蛋打。狐假虎威

中的“虎”字一旦嵌到为官的白袍上，

犹如染“墨”，难以“洗白”。倘若鱼朝

恩、张居正等人能深谙此理，想必也不

会让家人“借吾名做强梁”。

恃势骄恣，不可不治。明太祖朱元

璋对此有独到的见解，曾专门召来徐达

等人进行告诫：“小人无忌，不早惩治

之，他日或生衅隙，岂不为其所累？如

治病，当急去其根，若隐忍姑息，终为身

害。”居功，才会有家人仗势；庇护，才会

有僮仆放纵。正因为如此，曾国藩知其

四弟仗己之势而胡作非为，便趁其卧，

以锥刺其股，血流满身，并责之“汝杀人

不痛耶？”

我党深知其理，一直以来都是坚

持党性第一、亲情第二，亲情服从党

性，不因亲情徇私情，不以公权报私

恩。周恩来的亲弟弟周同宇毕业于黄

埔军校，受陈赓推荐在内务部工作。

但周恩来却对曾山部长明确交代，周

同宇的工作要安排的职务尽量低、工资

级别尽量低，因为“他是我的弟弟”。陈

毅的妹妹为报考职业学校，曾想哥哥写

个条子，或者给有关人员打个招呼。陈

毅说：“这样的条子我不能写，这种招呼

也不能打，我是共产党的市长嘛，你有

本事自己考，考不取就回四川。”在老一

辈革命家眼中，共产党的官就是“大家”

的服务员，绝不是亲朋可以随意打的

“旗号”、可以倚仗的“权势”。

无产阶级革命家何叔衡曾说：“我

绝对不是我一家一乡的人，我的人生

观，绝不是想安居乡里以求善终的，绝

对不能为一身一家谋升官发财以愚懦

子孙的。”今天的党员领导干部，不论身

居何处，官居何位，都应该明白为官之

要，告诫亲友“莫借吾名作强梁”，莫打

着自己的“旗号”办事。唯有如此，才不

会出现“一人在朝，百人绶带”的闹剧，

才能“免得闾阎话短长”。

莫 借 吾 名 做 强 梁
■郝启荣 司晓帆

一名连队骨干私下向指导员反映，
该营教导员 3次和他见面，都叫他“小
伙子”。为此，他感到很失落。指导员
先是向这名骨干解释了部队刚转隶，教
导员工作很忙的客观原因，又在营党委
组织生活会上向教导员提出了意见建
议。后来，营队深入开展“知兵爱兵”教
育活动，提出尊重士兵先从叫出士兵名

字做起，不仅赢得大家点赞，也密切了
官兵关系，增进了凝聚力战斗力。

这正是：
打仗要靠友爱撑，

上下不熟难带兵。

知兵要记战士名，

细节之中显真情。

李子杰图 孙 杨文

谈训论战

玉渊潭

长城论坛

有心雄泰华,无意巧玲珑。追求荣誉，乃

人之常情，关键要有一颗正确对待荣誉的心。

32年来，王继才夫妇先后获得了全国

“时代楷模”等100多项荣誉。有记者在岛

上采访时，一直没看到那些锦旗、奖章和

金灿灿的奖杯，更没有看到贴满证书的

“荣誉墙”。那么多的荣誉都放到哪里去

了？后来王仕花告诉记者，都被王继才锁

起来了，“老王常说，荣誉看得多了，眼会

花、心会浮，组织上给的荣誉要作为动力，

踏踏实实多做点事情”。

荣誉是奋斗和价值的体现，是组织对

个人和单位的认可，也是工作前行的重要

驱动力。荣誉只代表过去，不代表现在和

将来，有了荣誉和功劳应看淡些、看轻

些。如果迷恋于过去的荣誉，躺在功劳簿

上睡大觉，不仅会使荣誉蒙上灰尘，还可

能会失去再次创造佳绩的机会。

现实生活中，总有少数人不能正确对

待荣誉，有的认为荣誉就是一切，到处炫

耀；有的不去靠踏实肯干赢得荣誉，而是

靠虚头名号包装出“荣誉”；还有的把荣誉

看得过重，把他人的功劳当作自己的功

劳，甚至为了追求荣誉搞不正之风。诸如

此类，都不是正确对待荣誉的态度。

“名不可简而成也，誉不可巧而立

也。”有人对43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获奖后

的科研成果作了调查研究，发现仅有13位

获奖者保持了获奖前的水平。反差最大

的是被誉为“原子弹之父”的科学家奥本

海默，他热衷于各种荣誉，获奖后无所作

为，不思进取。相比之下，居里夫人却把

英国皇家协会最高的荣誉——戴维金质

奖章，给女儿当作玩具。她说：“我是想让

孩子们从小就知道，荣誉就像玩具，如果

老是守着它，就将一事无成。”正是能够正

确对待荣誉，她一直努力拼搏，在1903年

和1911年两次问鼎诺贝尔奖。

我国西昌航天人也获得过无数荣誉，

但每次走下领奖台，他们都把成绩归零，

一切从零开始，一切从头起步。因为他们

懂得：事业无止境，奋斗无尽头。只有把

每一个终点当作起点，保持虚怀若谷的心

态，树立锐意进取的意识，发扬再接再厉

的精神，自加压力，自添动力，才能干出新

的成绩，取得新的进步，赢得新的荣耀。

这才是正确的荣誉观。

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共

产党员、革命军人都应该靠实干苦干争荣

誉，“不汲汲于荣名，不戚戚于卑位”，把荣

誉当作出发的垫脚石，在心平气静、心明

眼亮中走向更辉煌的远方。

荣誉看得多了心会浮
■黄献国 尹 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