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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时评长城瞭望

基层观澜

近日，两段小视频在军营朋友圈

刷屏：

9月4日，陆军某部一个荣誉连队

的主官接过了一面特殊的连旗。连旗

上，23名即将退伍的战士留下了亲笔

签名，也留下了一份沉甸甸的嘱托。

官兵们感慨——这是使命的交接，更

是精神的延续。

9月7日，某科研中心礼堂，由5

名“全国道德模范”联合手写有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的火炬模型，伴

着《我和我的祖国》的旋律，在该中

心新入党的20名党员中传递。有网友

评论——这是火炬的传递，更是精神

的传承。

一个国家确立了正向的价值体

系，就奠定了走向复兴的精神底座；

一支军队拥有了崇高的价值追求，就

拥有了立于不败之地的精神支柱。今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70年峥嵘

岁月，70年沧海桑田。对于中国的崛

起——这个被称作“21世纪最激动人

心的大事”，国内外不少学者从不同角

度给出了很多解释，人口红利、改革

红利、规模优势……这些解释都有道

理，但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只有

当一个民族的精神力量得到弘扬的时

候，她才会从强大走向伟大。新中国

70年奋斗历程给我们这样一个昭示：

走向复兴不仅是物质财富的积累、制

度模式的创新，更是中华文化的弘

扬、价值体系的重塑；不仅要书写举

世瞩目的“中国故事”，更将铸造凝聚

人心的“中国精神”。

精神的力量，比生存的需要更崇

高，它为人生赋值、为社会定规、给

国家赋形。从“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到“物质

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核心价值

锻造，一直是我们党执政的重要内

容、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取向。特别

是党的十八大描绘出的国家的价值内

核、社会的共同理想、亿万人民的精

神家园，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精神世界

的“价值公约数”。

一支军队的所向披靡，不仅在于

拥有让敌人忌惮的武器，更在于拥有

令敌人胆寒的精神。黄继光、邱少

云、雷锋、杨业功……一个个家喻户

晓的英雄人物，生动诠释着人民军队

的共同理想信念和思想道德追求。张

超、王锐、郝井文、杜富国……一个

个令人敬仰的时代楷模，生动展示着

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价值追求和时代风

采。他们之所以“感动中国”、之所以

“最美”，正是因为他们让人们内心激起

的不仅是深深敬仰，更是前行路上坚定

的方位感和永恒的力量源泉。穿过硝

烟，历经风雨，人民军队之所以能够从

胜利走向胜利，正是因为这支军队有着

始终如一的政治灵魂、百折不挠的坚定

信仰、全心为民的价值追求。

“予之精魂兮，变为日星。”70年来，

强大的精神已从“心向往之”的价值取

向，转化为全军官兵的自觉实践。从长

征精神到“长征”火箭，从东风精神到

“东风”导弹，从太行精神到“太行”发动

机……精神力量与物质力量相互激发、

相互转化之旅，也正是人民军队的成长

壮大之旅。回望这段旅程，我们会看到

这样一组特殊的矩阵。这个矩阵由许

多精神代码构成，每个代码都宛若一个

多面结晶体，折射出令人惊叹的光芒。

这些光芒，既是人民军队用各种精神凝

聚而成的结晶体，也是强军兴军征途上

的燎原星火。

“柏林墙倒塌之前，已被西方的电

视和电影凿得千疮百孔”，提出“软实

力”概念的学者曾如此描述当年价值

观的较量。当前，尽管我军绝大多数

官兵的思想是纯洁的，精神是高尚

的，但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意识形态

领域的斗争日趋激烈，铸魂与蛀魂、

固根与毁根的较量一刻也没有停歇。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必须大力

传承红色基因，激励官兵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接续夯实支撑发展强大的

精神底座。

当年，中国共产党先驱李大钊在

《艰难的国运和雄健的国民》一文中写

道：“历史的道路，不全是平坦的，有时

走到艰难险阻的境界，这是全靠雄健的

精神才能够冲过去的。”从思想观念的

破冰、利益藩篱的跨越，到体制机制的

重塑，在今天改革的“问题清单”上，我

军面临的挑战和考验，一点儿也不比过

去少。锻造新时代人民军队的精神利

刃，就是要把目光投向未来，坚持宣传

教育、示范引领、实践养成相一致，政策

保障、制度约束、道德规范相衔接，在贯

穿结合融入上下功夫，在落细落小落实

上下功夫，让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

的精神元素融进人民军队的血脉之中，

不断展现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强大

威力，助力强军征程豪迈向前。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国防工程

研究院）

夯实支撑发展的精神底座
—从新中国70年奋斗历程汲取前行智慧和力量⑧

■李 泉

4年来，某部连续将8月定为“部

队安全宣传月”。在这个月里，安全知

识竞赛、安全隐患排除、安全窍门分享

等各项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该部领导

坦言：“8月，我们睡得最踏实。”

像这个部队一样，不少单位都会选

择某个月份集中开展某项活动，以突出

某项工作的重要性。细数部队类似的活

动不难发现，“尊干爱兵月”“条令法规

学习月”“基层风气检查月”“拥军爱民

月”……一年之中好像没有一个月是

“闲”着的。

毋庸置疑，有的工作，为了引起各

级足够重视，或者因为某项临时任务的

需要，拿出一个月突击强化，是很有必

要的。但如果把经常性工作也设个“宣

传月”“活动月”或者“检查月”，就没

有必要了。比如，在春节期间开展“送

温暖月”活动，一旦月过年罢，就不再

送温暖了吗？须知，基层官兵的冷暖是

应该时刻挂在心上的。

另外，一些缺乏科学性并带有作秀

和形式主义色彩的“宣传月”“活动

月”和“检查月”，不仅毫无必要，而

且还可能会给基层暗示这样的信号——

“月”里要抓好，“月”外可以松口气。

去年10月，某部“保密检查月”活动

启动后，官兵们对保密检查很重视：清

空文件柜、电脑格式化、关闭wifi，顺

利通过检查。然而“月”后不久，就发

生了一起失泄密事件。教训总结中，失

泄密的战士如此检讨：“保密检查月过

去了，我就放松了保密弦。”

“成功是看得见的哲学。”被誉为

基层建设标杆的某炮兵团抓部队建设

的经验是：“家常饭”比“特色饭”

更重要，抓建不吹“季候风”；连续

多年被表彰为基层建设先进连的某部

“红九连”的抓建经验是：天天打基

础，时时抓落实。他们用部队建设的

卓越成效告诉我们，部队的经常性工

作，真正的功夫在“月”外，在每

天，在经常。

一位哲人曾说，每个人的历史都靠

每天来写，哪一天不动“笔”，就会在那一

天留下空白；哪一天不用心，就会在那一

天显出暗淡。我军“脖子以下”改革完成

后，部队移防、人员重组、装备更新，这些

都迫切需要在经常性抓建中壮“筋骨”。

把军委强调的“抓部队建设要在‘常’

‘长’二字上下功夫”落到实处，不时断时

续、时紧时松，部队建设才会在常抓细抓

中不断上台阶。

（作者单位：武警某部特战第二支队）

抓建的功夫在“月”外
■贾 乾

医学上有个概念叫疼痛指数，这个

指数将人能忍受的疼痛从轻到重分为

10级，其中7级以上为重度疼痛，10级

为剧痛。比如，被蚊子叮一下的疼痛级

别是1级，而女性在分娩时的疼痛级别

是10级。而像炮烙、竹签刺骨等酷刑带

给人的疼痛，远远超过10级。

“在酷刑面前，没有人撑得住。”这

是国外一名法医的论断。“屈打成招”这

个成语，说的也是人们面对酷刑最终屈

服的道理。

然而，近读党史，很多面对敌人酷

刑而坚守初心的铮铮铁骨，撼人心魄，

让人敬仰。

比如，四川红军川东游击军第一路

党代表唐伯壮，就是这样一名视初心重

于生命的共产党员。1929年6月，因叛

徒告密，唐伯壮不幸被捕。“只要不当共

产党，就放你出去。”刑讯室里，老虎凳、

辣椒水、炮烙、电刑、竹签、皮鞭，敌人用

尽所有刑具，也没等来唐伯壮“我不当

共产党”这句话。

再如，中共莲花县委书记刘仁堪，

酷刑不仅没能让他低头，反而映衬出他

的崇高。刘仁堪被捕后，敌人把他折磨

得死去活来，但当他醒过来时，他还是

那句话：“我一辈子都是共产党的人，让

我丢信仰，没门”。临刑前，刘仁堪被敌

人割掉舌头，血流满地，他用脚蘸血写

下“革命成功万岁”。

“你的离开只是风吹熄了一盏灯，

而这个世界的烛光却因你忠诚的灵魂

而燃到天明……”在读完《忠诚与背叛》

后，一名诗人这样赞扬那些在酷刑面前

誓死坚守信仰的共产党人。

哲人有言：“举凡常人难以想象、难

以做到的事情，背后往往都有特殊精神

力量的支撑。”面对常人难以忍受的酷

刑，共产党人为何“坚挺脊梁死，决不跪

着生”？是什么精神力量支撑他们只向

初心鞠躬？是什么信仰让他们像一柄

火炬燃烧着照亮了灵魂？是因为他们

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这“特殊”之

“特”，就在于他们有理想、有信仰、有毅

力、有追求，相信“革命终将成功”。在

这样的共产党人眼里，“为主义而牺牲，

虽九死而不悔”。

中共永新县委书记刘真面对酷刑

正告敌人：“我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

产党的鬼，活一天就坚决跟共产党为人

民奋斗一天。”敌人在挖掉刘真的双眼，

挑断他的脚筋和手筋后，将这名年仅23

岁的共产党员放到蒸笼里活活蒸死。

我党黄麻起义领导人程昭续被捕后，敌

人用刺刀顶住他的脖子问：“你要脑袋，

还是要共产党？”他斩钉截铁地回答：

“老子要的当然是共产党！”可以想见，

得有怎样坚定的信仰、怎样执著的选

择，才使他们能够如此坚贞不屈。

白公馆里，一份份自由书，字字血

斑斑；渣滓洞里，一首首绝笔诗，句句情

切切。历史是最好的镜鉴。今天，面对

一名名“纵死犹闻侠骨香”的钢铁脊梁，

每一名共产党员都应该扪心自问：追随

信仰的动机纯不纯？践行信仰的底气

足不足？

令人扼腕的是，在党的历史上，不

少起初相识相知的人曾为了同一个初

心而坐在一起，却在敌人的威逼利诱面

前选择了屈服。这些曾在“历史的草

稿”上留下记录的人，最终把臭名刻在

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初心易得，始终难守。“当华美的叶

片落尽，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见。”标注

一个人的品质和价值高度的，永远不是

物质财富的丰裕，而是初心的洁净与信

念的纯粹。

“打仗时，抓到俘虏是英雄；生活

中，不被俘虏也是英雄。”新形势下，

我军承担着繁重而艰巨的使命，也面

临着和平环境的考验。这种考验看似

平静温柔，实则刀光剑影。当初面对

党旗的誓言，能不能经得起时光的考

验？行进在强军征途上，会不会走着

走着而忘记为什么出发？前进的智

慧、向上的力量，常蕴于先行者的足迹

和历史的辙印。回溯历史，多少先烈

我以我血荐轩辕、万顷涛花涌血花，即

使身陷囹圄，也初心如磐。走在新时

代的长征路上，我们理应在心中为先

烈设一个祭坛，经常提醒自己不忘初

心、不违本心、不负真心。

那些只向初心鞠躬的脊梁
■江秀礼

玉渊潭

解放后不久，“总打神仙仗”的粟裕

大将在一次军事教学中指出，当两支战斗

力不相上下的部队交手时，官兵的日常养

成有时起决定因素。他还强调，如果平时

的养成不好，真正干起来是要吃大亏的。

近日，有两支部队证实了粟裕大将

的预言。某穿插分队对机动途中的就

餐垃圾清理不彻底，被对方发现后判断

出行踪，结果穿插分队刚到预定作战地

域就遭到伏击。另一个部队的一名下

士在训练后没有将修理工具严格归位，

导致紧急抢修时忙中出错，结果没能及

时抢修好的那部电台，成了对抗败北的

“多米诺骨牌”中的第一块。

餐后清理垃圾、使用完工具后自然

归位，对普通人来说，这是应该养成的

良好习惯。没有这个好习惯，顶多是屋

里乱一点、找工具时多耗时一点。但对

军人来说，这应该是基本素养。上面两

个单位“吃大亏”给我们一笔“血色财

富”：只有在平时注重点滴养成，把各种

规定培养成为“习惯性动作”“无意识行

为”，才能在战时规范操作，忙而不乱。

战场行为是平时训练的延续。细节

养成，浅层次看是个人行为。深层次看，

则是一个军人职业素养的体现。德国一

位军事家在研究了古今中外30支军队

的军人习惯后指出：“当一支部队的军人

具备了与战场需求相适应的习惯性行为

和思维，这样的部队是很难失败的。”

正是因为认识到细节养成的重要

性，我军历来重视官兵的日常养成。战

争年代，我军强调士兵的战斗力提高要

从缠好裤腿、扣好扣子做起并成为习

惯。建设年代，我军从晚上睡觉时上下

铺的鞋子怎么放等细节养成抓起，力求

平时行为与战时要求相一致。我军各

个时期的条令条例，都强调要“强化作

风养成”“养成良好作风”。

然而尽管如此，个别部队还是不注

重细节养成的培养。有的只抓关键时，

觉得平时养成差一点没关系，战前强化

一下就好了；有的只抓关键人，对关键

岗位人员抓得紧，而其它岗位人员抓得

松；还有的甚至认为抓细节养成周期

长、效果不明显，干脆不抓。这些认识

和做法好比溃千丈之堤的“蚁穴”、焚百

尺之室的“突隙”，很可能是导致战争失

败的“马蹄钉”。

“一支部队战斗力强不强，看看他

们的日常习惯就知道了。”日常养成最

能体现战斗力。“导弹司令”杨业功任何

时候兵力调度都很精准，源于他“每天

都把所属部队的战备情况在图上过一

遍”的习惯。“逐梦海天的强军先锋”张

超总是最快掌握新装备的操作技能，就

是因为他“睡觉前都会把每个操作流程

在脑子里想几回”。这些看似不起眼的

细节，往往是反映练兵备战质量的“晴

雨表”。

对于细节养成，前苏联军事心理学

家巴拉班希科夫曾说：“只有经历多次

和经常复习已学过的动作才有可能牢

固地掌握技能。”细节养成的培养，难在

经常，贵在经常，也成在经常。唯有坚

持抓实对抗中的一招一式、训练中的一

举一动、生活中的一点一滴，方能把行

为固化为习惯、使习惯成为自然，使细

节养成成为“肌肉记忆”。

（作者单位：31670部队）

日常养成最能体现战斗力
■陈祥东

谈训论战

机关干部带车执行任务时，直接
放行；基层干部带车执行任务时，严查
是否有派车单。近日，某旅对营门执
勤哨兵这种检查标准因人而异的现象
给予严厉批评，要求哨兵执行规定坚
持一个标准，把从严治军、依法治军落
到实处。

这正是：
规定不是橡皮筋，

时紧时松最闹心。

一把尺子量到底，

切莫执行双标准。

刘含钰文 周 洁图

9月 18日，是九一八事变爆发 88

周年；9月21日，是第19个全民国防教

育日。两个日子前后相连，仿佛历史用

伤痛警示世人、提醒国人、教育后人。

重视国防则国存家安，轻视国防

则国破家毁。一个国家，只有建立强

大的国防才能远离战争。国防羸弱，

不管我们怎么表示我们没有威胁，别

人还是会打上门来，中国的近代史已

经充分说明这个道理。如果没有一个

强大的国防，即使占理，别的国家也不

会跟你讲道理，落后就会挨打——这

是我们从百年的屈辱史中得到的深刻

教训。那些山河破碎、人民饱受欺凌，

国人屈辱的血泪告诫我们：没有全民

国防就没有幸福的家园，没有全民国

防就没有平安的中国。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建设

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是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战略任务；而开展国防教育，

则是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基

础性工程。国防教育是根本大计，事关

国家与民族兴衰存亡。正如亚里士多

德所说：“思想的防线是一个国家最廉

价和最有效的国防。”强烈的国防观念

是一种重要的精神力量，是制止战争、

威慑敌人的重要因素。只有全民族具

有强烈的国防意识，我们才能筑牢国防

安全的坚实砥柱。

我国高度重视全民国防教育。

2001年颁布《国防教育法》，关于国防

教育的法规制度不断完善；同年确定每

年9月第三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

日，进一步普及国防教育。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国设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纪念日、烈士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

者国家公祭日，隆重举行纪念抗战胜利

70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庆

祝建军90周年，以及即将到来的新中

国成立70周年等系列活动，全社会形

成关心和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良好

氛围，全民国防观念不断增强。

但是，身处和平年代，不可否认一

些人的国防意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逐

渐淡化。有的认为国防就是军队和军

人的事，和自己没有关系；有的觉得谈

战争离自己太远太不现实；还有的地

区和单位适龄青年报名参军热情不

高，拥军优属工作不够到位。但战争

与和平的规律告诉我们，越是和平时

期越要重视国防教育。历史上，由于

和平时期忽视国防教育，国民缺少忧

患意识而败战亡国的例子屡见不鲜。

二战初期，法国在败给德军后，法军司

令甘莫林就说：“今天所动员的人员，

在两次战争之间的阶段中，并不曾受

到爱国的精神教育，所以他们对于决

定国家命运的决斗，在精神上是毫无

准备的。我方正面之所以被敌军突破

的主要原因，即为部队的自动溃逃。”

精神上的“马奇诺防线”的崩塌已经决

定了法国的失败。

武备之要务，当以强心为先。牢固

的国防观念不仅是保家卫国的思想基

础，而且是增强中华民族向心力、凝聚

力的强大精神力量。国家昌盛、民族复

兴，离不开全民国防意识的增强。今

天，我们要比任何时候都清醒：当年，没

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今

天的中国，没有强大的军队，世界之大

不会有中国的一席之地；未来，如果我

们淡化国防观念，再大的中国，也不会

有一个中国人的安身之地。

“没有一个巩固的国防，没有一支

强大的军队，实现中国梦就没有保障。”

只有营造全社会关心国防、热爱国防、

建设国防的浓厚氛围，每一个人关注国

防、投身国防，尽己所能为国防事业多

作贡献，我们才能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

凝聚更大力量。

（作者单位：河南省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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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