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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瞭望

长城论坛

八一时评

基层观澜

穿越烽火岁月的硝烟，闯过建设年

代的激流，激荡改革开放的风云，共产

党人和革命军人始终是一群为了国家

和人民知重负重、砥砺前行的坚定者、

奋进者、搏击者。

1984年4月，年仅19岁的王建川在

边疆一次战斗中光荣牺牲，在留给母亲

两本浸血的日记中写道：“妈妈，请你不

要把孩儿惦记，不付出代价怎能得到胜

利？战士的决心早已溶进枪膛里，为了

祖国不惜血染战旗。”

34年后，同样是这片血染的土地，

生死关头、危急时刻，杜富国用“惊天一

挡”挡住了爆炸弹片，把生的希望留给

了战友。他虽然失去双眼双手，但军人

的初心不改、使命不移：“如果再有一次

机会，我还选择上雷场。”

时光流逝、时代变迁，以生命践行

使命、用热血铸就荣光的情怀担当，一

直是共产党人和革命军人对党忠诚、

对人民赤诚的生动诠释。习主席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

会议上明确要求，保持斗争精神，知重

负重、攻坚克难，以坚忍不拔的意志和

无私无畏的勇气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

切艰难险阻。知重担当、负重前行，这

是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也是舍我其

谁的历史使命。

“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可

以说，“重”始终与我军如影随形，相伴相

生。知重，是忧患与清醒；负重，是使命

与担当。放眼世界，没有一支军队像我

军这样，始终肩负着“党和人民重托”，不

怕牺牲、一往无前。我军长征结束后，数

量锐减15万多；抗日战争中，60余万人

伤亡；解放战场上，26万人捐躯；抗美援

朝时，18万人献身。回首铁血征程，哪一

仗不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哪一战不是血

染战旗红？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初心如

磐，有些关，必须闯；使命在肩，有些担，

必须挑。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中朝边

境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毛主席日夜焦

虑，吃了3次安眠药仍难以入眠。据一

位领导人回忆：“考虑出兵不出兵朝鲜

的问题，他不作声，一个礼拜不刮胡子，

留那么长。想通以后开了个会，大家意

见统一了，毛主席就刮胡子了。”这充分

彰显了老一辈革命家不惧艰险、不畏强

敌的胆略与气魄，也展现出知重负重、

不辱使命的情怀与担当。

知重负重，是一个从知到行的过程，

“知”是基础、是前提，“负”是责任、是行

动。那么，我们今日之“重”是什么？忆

往昔，有风有雨、风雨兼程是常态。看今

朝，强军事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沐浴

着发展的阳光，也经历着成长的风雨。

如河入峡谷、风过隘口，摆在我军面前的

使命更光荣、任务更艰巨、挑战更严峻、

事业更伟大。前方有满天星光，也有沟

沟坎坎，“未来必定会面临这样那样的风

险挑战，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

浪”。方此之时，我们一定要清楚看到

“船到中流、人到半山”的考验，保持“愈

进愈难、愈进愈险”的清醒，笃定“不进则

退、非进不可”的决心，“决不能因为胜利

而骄傲，决不能因为成就而懈怠，决不能

因为困难而退缩”。

“致力非凡之事业，定有非凡之精

神、非凡之担当。”负重不是一句口号，

需要练就一副“铁肩膀”，做一堵“承重

墙”，关键时刻上得去、拿得下。“胜负之

征，精神先见。”面对强军路上的千难万

险、激流险滩，“把意念沉潜得下，何理

不可得？把志气奋发得起，何事不可

为？”只要我们勇于担当负责，积极主动

作为，敢于蹚地雷阵、涉深水区、啃硬骨

头，激发凛然意气、凌云志气、冲天豪

气，练精手中武器、练强专业技能、练就

制胜本领，就一定能够交出更加优异的

强军答卷。

“国要强，我们就要担当，战旗上写

满铁血荣光……”躬逢伟大时代，我们

无比自信自豪；奋进强军征程，我们倍

感责任重大。面对边境军事对峙的生

死考验，一封“妈妈，假如我这次倒在边

防线上”的家书；一份90后战士“我会冲

在最前面”的遗书，抒写了新时代革命

军人的家国情怀，展现了使命重于生命

的铁血担当。强军事业任重道远，无论

是在祖国的边防、海岛巡逻执勤，还是

驾驶舰机执行重大任务；无论是在训练

场上摸爬滚打，还是在工地、洞库、机房

默默坚守，每一名军人都要深刻领悟肩

上的责任之重、使命之重、任务之重，忠

诚履职、敢于担当，永不懈怠、永不停

滞，用知重负重的实际行动，以强军备

战的卓越实绩，更好担负起党和人民赋

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作者单位：32126部队）

知重与负重：忠诚使命的生动诠释
——“牢记初心使命、担当强军重任”系列谈②

■苏新波

三大战役结束后，如何统一全党的

思想和意志，争取全国最后的胜利？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届二中

全会，毛泽东强调在关键时期我党更应

该加强理论学习，并确定了12本“干部

必读”的马列著作。

这些必读书目中，有马列原著，有对

马列论述的专题摘编，也有阐释和宣传

马列主义的著作。以这些书目为基本教

材，全党同志强读强记、常学常新，读原

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持久学、刻

苦学，“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

为建设新中国打牢了思想理论基础。

“必读”，顾名思义就是必须要读的

书目，多是最基本的、最基础的，往往也

是最重要的、最管用的。在革命、建设、

改革的不同时期，我们党总是结合发展

需要，列出一些必读书目，要求全党同志

认真学习。早在1945年，毛泽东就曾提

出要学习5本马列著作。之后在多次理

论大学习和主题教育中，我们党都列出

过一些必读书目，起到了纲领性、架构

性、导向性的作用。

中央党校的教学方针中有一条叫“两

为主”，即以自学为主、学习原著为主，其

中就列出了一些学员必须要反复学、认真

读的“硬任务”“硬指标”。习主席曾在中

央党校给学员作报告时，列出18篇马列

和毛泽东著作，要求大家“专心致志地读、

原原本本地读、反反复复地读”。如今，开

列必读书目已成为我们党加强理论武装

的一条优良传统和重要经验。

不难发现，这些“必读”书目多是经

典、原著或原文，迈进学习门槛容易，深

入理解较难，想要往深里走、往实里走、

往心里走，更非朝夕之功，需要下狠心

“逼一逼”自己，走出阅读“舒适区”。读

过一遍了，要“逼”着自己再反复研读，像

毛泽东读《共产党宣言》那样不下 100

遍；基本了解了，要“逼”着自己再深挖一

锹，做到“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有所感

悟了，要“逼”着自己向实践运用转化，使

其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逼一逼，大

有益，铢积寸累、日就月将，就能学深悟

透、融会贯通、真信笃行。

“理论学习有收获”，是“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一项具体要求。

那么，学什么？毫无疑问，有一些书目

是必读内容，比如《习近平关于“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编》《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

要》《习近平强军思想学习纲要》等等。

这些书目我们大多已经读过，但要取得

新进步、达到新高度，不“逼”一下自己是

不行的。只有下一番韦编三绝的真功

夫、刺股自励的苦功夫，坚持不懈、刻苦

钻研，学一次思考深入一次、读一遍认识

深化一层，才能真正做到学、思、用贯通，

知、信、行统一。

（作者单位：娄底军分区）

必读篇目必须学深悟透
■傅联红

无论是在小说里，还是在影视中，

都不乏算命看相、问卦占卜、求神拜佛

等内容。这些迷信活动，在旧时颇为

流行。

迷信，是指信仰鬼神等不存在的事

物。之所以“迷”，是因为“信”，相信算命

可以保佑平安、庇佑富贵，相信拜佛可以

逢凶化吉、转危为安，相信求神可以升官

发财、长生不老。无论是善于看相、一言

不慎招杀祸的北齐宰相皇甫玉，还是未

卜先知、生前先敬参史人的魏国公韩琦；

无论是指物可测、随便道来即成谶的清

代参将李璇，还是两次相面、前后结果生

变化的宋代书生丁湜，都被迷信思想裹

挟，一路踉跄，不由自主。

贞观元年，李世民曾与大臣一起嘲

笑秦始皇、汉武帝祈求长生不老的荒唐

之举，直言“神仙事本虚妄，空有其名”，

后来还在诏书中明言：“生有七尺之形，

寿以百龄为限……虽复回天转日之力，

尽妙穷神之智，生必有终，皆不能免。”

然而，一世英名的唐太宗也难以摆脱历

史的局限，晚年遍访神仙大师，祈求延

年益寿。

说到底，迷信往往源于人们的一种

愿望，至于目标能不能实现，目的能不

能达到，并非“天注定”。朱国桢在《涌

幢小品》里，面对善于命相之学的来访

者，谈了为什么不信占卜算卦之术的原

因：“得佳兆未必佳，得凶兆未必凶。且

穷儒何处著力。又如本佳而得凶兆，豫

先愁这几日；本凶而得佳兆，日后失望，

烦恼更甚。所以一味听命。”这番话可

谓切中要害，一开始就把算命的前提给

否定了。

《庄子·外物》里记载，宋元君夜里

梦见一披头散发者，使人占梦得知，此

乃渔夫余且网住的一只白龟。白龟被

送到宫中，宋元君又卜一卦：“杀龟以

卜，吉。”于是杀了白龟，刳过之后用来

占卜，七十二次没有一次失算。孔子听

说此事后感慨：“神龟能见梦于元君，而

不能避余且之网；知能七十二钻而无遗

筴，不能避刳肠之患。如是，则知有所

不周，神有所不及也。”

古人尚能知迷信之害，今天的个别

党员干部却仍热衷于算命看相、烧香拜

佛，遇事问计于神，请高人“指点迷津”；

论及参禅问道出口成章，与大师勾肩搭

背、称兄道弟；讲马列两眼茫然，说菩萨

眉飞色舞；谈理想支支吾吾，侃算命唾

沫四溅。君不见，“公堂”摆放佛像者有

之，家里供着“财神爷”者有之，卧榻内

藏“转运石”者有之。这些人头脑里乌

烟瘴气，思想上一片狼藉，成了庙堂上

的摆设、灵魂上的木偶。

更有甚者，在一些地方，有的地名

因“不吉利”而改，有的工程因“阴阳星”

而停，有的建筑因“挡风水”而拆。个别

腐败分子甚至为抢烧名寺的“头炷香”

而挥霍公款数十万元，成为“大师”的应

声虫、摇钱树。广东揭阳市委原书记陈

弘平极度迷信风水，动用公款修建阴

宅，更号召干部带头学习风水学。江西

安远县委原书记邝光华常年佩戴求神

避邪符，把风水先生奉为“座上宾”。如

此这般，败坏社会风气，污染政治生态，

群众十分反感。

鲁迅先生说，肉体上的病好治，精

神上的病难医。迷信思想是一种精神

污染和思想麻醉，如同“沼泽”“陷阱”

“水草”，如果不及时清理，很容易深

陷其中，走火入魔。善不由外来，福

不可虚作。迷信者精神上缺钙，得了

“软骨病”，淡忘初心、信仰缺失，思想

堕落、灵魂扭曲。“没有信仰，则没有

名副其实的品行和生命。”信念摇摆

则欲念膨胀，信念缺失则欲念无底。

这些人吸食“精神鸦片”，难以自拔又

心存侥幸，边贪边拜佛、边腐边求神，

最终逃不过“其信也妄焉，其倒也必

焉”的下场。

“共产主义是径直从无神论开始

的。”马克思的名言警示每名党员：从

入党宣誓开始，就应该是坚定的唯物

主义者，在党言党、在位为民，居官谋

公、造福于民。尤其在正风反腐不断

深化、政治生态日益清朗的今天，广

大党员干部一定要清醒认识到，最硬

的“靠山石”是党和人民，最高的“风

水墙”是过硬政绩，最利的“辟邪剑”

是党纪国法，最灵的“转运珠”是依靠

组织。试想，心中有民、行有所畏，坚

守初心、忠贞不渝，哪里还会有“大

师”的位置？

其信也妄，其倒也必
■白建国

国外一家网站发布了一份全球职

业压力排行榜，用身体、生活、发展、

竞争、环境等11个指标，对200多个职

业进行评估，现役军人排第一。且不

论这个排名是否科学，起码从一个侧

面证明了军人职业“压力山大”的普

遍现象。

“向北望星提剑立，一生长为国家

忧。”军人肩上扛着民族兴亡、国家安

危的历史重任，时刻面临生与死、血与

火的严峻考验，是一个高风险、高强

度、高压力的职业。战场上枪林弹雨、

冲锋陷阵，随时可能流血牺牲；和平时

期，执行急难险重任务，处处有困难挑

战。我军在中越边境第三次大扫雷3

年间，排除地雷和各类爆炸物19.82万

枚，这就意味着官兵19.82万次与危险

相伴、与死神擦肩。承担如山使命，必

然承受如磐压力。

“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

行。”快和严是军旅生活的常态，苦和累

是军人职业的标配，有的岗位每天连轴

转、一周干7天。尤其是军队编制体制

调整改革期间，一些领域改革红利尚未

完全释放，官兵现实矛盾困难没有得到

很好解决。发展受限、任务繁重、检查

考核、追责问责、后顾之忧等方面的压

力，让一些官兵有点顶不住、吃不消，不

同程度地产生了心理落差。

铁人王进喜有一句名言：“井无压

力不出油，人无压力轻飘飘。”压力是人

生的一道必答题，无处不在，无时不

有。有压力是事业心和责任感的体现，

无压力就可能像没有负重的“空船”，很

容易被风浪打翻。“风尘三尺剑，社稷一

戎衣。”军人是要打仗的，军装不仅象征

着荣光与神圣，也意味着使命与担当、

牺牲与奉献。“风会熄灭蜡烛，也能使火

越烧越旺。”承受“大雪压青松”的超常

压力，是革命军人的必然选择，也是强

军兴军的必由之路。

英国著名心理学家罗伯尔说：“压

力如同一把刀，它可以为我们所用，也

可以把我们割伤。关键是看你握住的

是刀刃还是刀柄。”这也启示我们，面对

重重压力，握住“刀柄”，沉着应对、主动

作为，“千磨万击还坚劲”，压力就可以

变成磨刀石、垫脚石，助力我们鼓足勇

气、奋力前行。如果握住了“刀刃”，逃

避畏惧、裹足不前，压力就可能变成绊

马索、绊脚石，不仅耽误个人前途，还会

贻误强军事业。

“举目有风景之异，思之有今昔之

叹。”心态和心境不同，对压力的感受也

不同。断崖，是山的挫折，却产生了壮

丽的瀑布；压力，是淬炼强者的烈焰，战

胜它就能成就辉煌。正如胡萝卜、鸡蛋

和咖啡同样放在沸水中煮，一个变软

了，一个变坚韧了，一个不仅变得香气

四溢，还改变了水的颜色。征途如虹，

任重道远。面对改革中的阵痛、生活中

的艰辛、工作中的挫折，每一名官兵只

有顶住压力、驾驭压力、战胜压力，抗挫

抗压、愈挫愈奋，接受挑战、负重前行，

才能练就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

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担起强军重任，

实现人生价值。

（作者单位：32266部队）

握住压力的“刀柄”
■廖 斌

体育之于世界，是桥梁、是纽带，

可以传递友谊、共筑和平；体育之于军

人，是荣誉、是尊严，需要追求卓越、展

示风采。

今年10月18日，第七届世界军人

运动会将在中国武汉举行，各项筹备工

作正在紧锣密鼓向前推进。这是继北

京奥运会之后，我国举办的规模最大、

规格最高、影响最广的综合性国际体育

赛事，写入了年度中国政府工作报告。

这对于全国、全军来说，都是一件大事、

喜事。

《体育的精神》一书中写道：“体育

就是对战争的直接模仿。”世界军人运

动会，被称为“军人的奥运会”，诞生在

纪念二战胜利50周年的特殊时刻，天

然承载着友谊与和平的梦想。军运会

“军味”浓郁，参赛运动员必须是各国的

现役军人，比赛项目除了综合性的奥运

项目外，还设置有空军五项、海军五项、

军事五项、定向越野、跳伞等体现军人

特点、贴近军队训练和实战的内容。

我军自 1978年加入国际军体组

织，到1995年参加首届军运会，再到今

年在家门口承办这项赛事，一路风雨兼

程，一路摘金夺银，一路砥砺奋进。我

军体育健儿在国际军事体育舞台上，用

体育语言传播中国声音、讲述中国故

事、展示中国形象，向世界充分展现了

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的良好风采。这次

作为东道主，占据主场优势，我军运动

员必将以一流的参赛成绩、一流的竞技

状态、一流的精神风貌，为中华圆梦、为

军队添彩、为和平奠基。

体育传友谊，交流筑和平，一直是

军运会赛场内外的主旋律。军人为战

争而存在，但军人更懂得和平来之不

易，更愿意在赛场而非战场一决高下。

漫长的岁月长河里，没有哪一项赛事能

够像军运会这样，把全世界的军人运动

员团结在一起，为了荣誉而挑战极限，

为了和平而挥洒汗水。时隔四年，世界

各国军体健儿再次聚首，赛场上切磋技

艺、公平参赛，赛场外交流文化、增进了

解，扩大“朋友圈”，增加“微信群”，共创

军人荣耀，同筑世界和平。

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

梦想。国运兴，则体育兴。武汉军运会

举办之时，恰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

际，我国的发展成就令国人骄傲、令世

界瞩目，军队的建设成果同样令人振

奋、让人点赞。这次军运会，将有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一万多名军人同台

竞技，这在我军外交史上具有里程碑意

义，同时也是全面展示新时代中国形象

的窗口、充分彰显改革强军新风貌的平

台。体育是世界通用的语言，军运会可

以让世界进一步了解中华文明、读懂中

国军队。

“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体育

承载的不只是运动员的个人荣誉，还有

凝聚人心、振奋精神等社会功能。8月1

日，军运会火炬传递将在人民军队的诞

生地江西南昌举行，之后将有2019名火

炬手，在全国全军43个站点进行传递。

站点既有上海、古田、延安、遵义等革命

圣地，也有“一带一路”、改革开放城市

代表；人员组成既考虑中、外、军、地，也

有英模人物、基层官兵、老红军老战士

等，群众参与度高，社会影响面广。这

次军运史上传递路线最长、范围最广、

参与人数最多的火炬接力，必将汇聚起

中华儿女和全军官兵奋进新征程的磅

礴力量。

武汉军运会，是国际军体事业的新

机遇，也是我军军体发展的新起点。我

们期待这届“精彩难忘、不同凡响、中国

特色、世界水平”的国际体育文化盛会

早日向我们走来，各国军人欢聚一堂，

同场竞技，为友谊而来，为荣耀而搏，为

和平而歌。

（作者单位：武汉警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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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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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峰

调研了解到，有的机关部门下发
文件时，不分任务性质和轻重缓急，一
律要求基层通过会议进行学习传达。
基层单位对此应接不暇，有的一次支
委会学习文件多达 20多份，工作上不
仅难分主次，实效上也难有提高。

这正是：
文件下发须统筹，

岂能扎堆似煮粥？

科学关闸巧分流，

减少“五多”解兵忧。

周振腾图 范荣竹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