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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上永不自满，是一种
学习态度、治学品格，也是一种价
值追求、精神状态

学习是成长进步之梯、立业成事

之需。习主席在“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中强调：“学习的最大敌人是自我满

足，要学有所成，就必须永不自满。”新

时代新征程，我们应强化依靠学习走

向未来的自觉意识，激发矢志向学、求

知不辍的内在动力，坚定以学求进、永

不自满的执着追求，真正使思想、能

力、行动跟上时代前进步伐、跟上强国

强军事业发展需要。

学习上永不自满，是一种学习态

度、治学品格，也是一种价值追求、精

神状态。“凡为学之道，必先至诚；不

诚，未有能至焉者也。”其实，是否具有

永不自满的至诚态度，不仅直接关系

学习的质量和成效，更是对确立什么

样的事业观、工作观、进步观、奋斗观

的实际检验。从党的事业看，正是崇

尚学习、善于学习，积极改造学习，持

续深化学习，使我们党获得了战胜艰

难险阻和风险挑战的智慧和力量，不

断铸就事业发展的辉煌。从人生成长

看，正是自觉学习、勤奋学习，善于重

新学习、创新学习，使一代又一代共产

党人获得了解放思想、升华境界、增强

本领的不竭动力，书写出锐意进取、奋

发作为的闪光人生。新时代是以大学

习推动大发展大进步的时代，从建设

学习型政党、学习型军队到建设学习

型党组织、学习型军营，必然要求我们

保持永不自满的学习状态，不断提高

能力素质，确保担当起时代赋予的神

圣使命。

然而反观现实，在一些同志身上

仍存在着对学习盲目自满的现象。有

的自视学历高，知识够用了；有的自感

专业精通，足够应付了；有的自恃经历

丰富，凭经验就行了。正是这些不应

有的满足感作祟，导致了一些同志学

习动力不足、志趣不高、学风不正。因

此，必须把克服盲目自满作为改造我

们学习的关键。

增强矢志向学的紧迫感。当今时

代，面对知识更新的不断加快，需要我

们树立重新学习、终身学习、持续学习

的理念，在学习上拿出更多时间、投入

更大精力、追求更高效率，否则就会陷

入少知而迷、不知而盲、无知而乱的困

境，就会因盲目自满、思想懈怠而成为

时代的落伍者。面对时代挑战，应主

动来一场“学习的革命”，做知难而进

的乐学者，切实把外在要求转化为内

在自觉，使学习成为一种兴趣、一种习

惯、一种精神需要、一种生活方式；做

深钻细研的善学者，克服碎片化、随意

化、浅表化的倾向，在务求甚解、融会

贯通中，不断丰富知识储备、优化知识

结构；做勤耕不辍的笃学者，防止心浮

气躁、忽冷忽热、一曝十寒，用持之以

恒、水滴石穿的韧劲，不断充实、拓展、

提高自己。

增强本领不够的危机感。延安时

期，我们党就创造了克服本领恐慌、大

兴学习之风的成功经验。在当今这个

深刻变革的时代，各种新情况新问题

新事物层出不穷，来自各方面的困难、

风险、挑战不断出现，使得我们在应对

上能力不足、本领不够的问题愈加凸

显。克服新的本领恐慌，解决好能力

本领与新使命新任务新要求不相适应

的问题，必须以时不我待的精神加强

学习。要紧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夯

实思想理论基础，提高政治素养和本

领；紧盯军事发展前沿、战争形态演

变、备战打仗难题，深化学习研究，全

面提高强军打赢所需的能力素质，增

强谋划和指挥打仗的过硬本领；坚持

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着眼适

应时代发展和岗位履职需要，努力学

习新知识、开拓新视野、了解新领域、

掌握新本领。

增强以学求进的使命感。“学业才

识，不日进，则日退。”学习是一切进步

的前提和关键。惟有通过学习，不断

领悟新思想、接受新理念、补充新知

识，才能把与时俱进落实到思想和行

动中，摆脱用老观念看问题、用老套路

作决策、用老办法抓工作的惯性。“知

之明，则行愈达，而行之力，则所知又

益精也。”学习关键在于做到知行合

一、学用相长。要坚持带着问题学，把

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作为着

力点，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破解难题、推

动落实的新思路新办法；坚持带着思

考学，研机析理、学深悟透，知其然又

知其所以然，使各项决策和工作体现

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坚

持带着责任学，把学习当作履职尽责

的第一需要，在攻坚克难中长胆识、增

才干，练就担当作为的真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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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服周”是武汉人的口头禅，意为

不服气、不甘心、不服输。一句“不服

周”，在武汉流传了两千多年，早在春秋

战国时期，楚国屡屡与周王朝抗衡，并进

入中原称霸，后更有“楚虽三户，亡秦必

楚”之说。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场没

有硝烟的战争中，英雄的武汉人民、湖北

人民把这种“不服周”、不向命运低头的

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

武汉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不服

周”。这位 2018年就被查出患有渐冻

症、自身生命已进入倒计时的硬汉子，从

疫情暴发开始，就忍着病痛，迈着蹒跚的

步子，一直奔走在挽救生命的第一线。

武汉市肺科医院 ICU主任胡明“不服

周”。当他得知同行好友连日救治患者

被感染时，泣不成声：“不能因为身边战

友倒下了，你的战斗就结束了，疫情没结

束，我们不能退！”武汉沌口街卫生服务

中心护士李莎“不服周”。在防控疫情最

紧张的时候，她因劳累过度病倒了，幸运

的是，排除了新冠肺炎。在病情好转后，

她再次请战到一线……像这样“不服周”

的人还有许多，他们是冲锋在前的医务

工作者、日夜值守的公安民警、不辞辛劳

的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在他们的人

生字典里，没有“退缩”二字，只有勇敢担

当与执着坚守。

“我们之所以赞颂勇气，是因为我

们人类总是在明知风险的时候，仍然选

择做我们该做的事情。”纵观中华民族奋

斗史，无不书写着取义成仁的民族气节、

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追求大我的道德

境界。作为军人，更应知使命、明责任，

汲取英雄精神、英雄文化的营养，面对困

难挑战“不服周”。

“不服周”，就要有“明知山有虎，偏

向虎山行”的勇敢精神。狭路相逢勇者

胜。红军长征强渡大渡河时，人人争着

报名参加突击队，实在不好定夺，最后由

聂荣臻授权营长孙继先挑选队员。本来

是选16人，但一名叫陈万清的新战士哭

喊着非要参加突击队不可，最后得到批

准，所以留下了17勇士的故事。冷的铁

索热的血，出生入死何所惧。正是这种

勇敢无畏的精神，使我军走过了两万五

千里，开创了胜利新局面。“登山不以艰

险而止，则必臻乎峻岭矣。”今天奋进新

征程，更需要我们发扬知难而进、迎难而

上的精神，把困难当作垫脚石，把勇敢当

作划行桨，勇于破浪前行。

“不服周”，就要有“逢山开路，遇水架

桥”的攻坚精神。“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

务，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

战胜不了的敌人！”这是英雄杨根思的誓

言。正是有了这种信念，在国家危难、人

民危急的时候，我军书写了无数刀尖跳

舞、险中取胜的人间奇迹。今天，在强军

征程上，必然会遇到许多困难、矛盾和挑

战，更加需要我们闯难关、涉险滩、啃硬骨

头，勇于摆脱个人利益羁绊，在改革中履

行职责使命，在担当中实现人生价值。

“不服周”，就要有“一不怕苦、二不

怕死”的战斗精神。对新时代革命军人

来说，做到不负重托，不辱使命，不仅要

把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深植灵魂，涵

养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博大情怀，还要

把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融入血脉，把“一

不怕苦、二不怕死”铸进脊梁。当号角吹

响、使命催征的时候，闻令而动、一往无

前，为了胜利一无所惜，让英雄精神、英

雄战歌代代相传、经久不息。

困难面前“不服周”
■乐 其

2月24日，在全国正处于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第十三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

表决通过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

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并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这一法规的施行，

对于我们建立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特

别是养成健康文明的饮食习惯，具有重

要指导意义。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但是，在

吃什么的问题上，有文明与不文明之

分，有科学与落后之别。在人类社会

的蒙昧时代，因为生产力水平极度落

后，食物只能来自野生的飞禽走兽

和野菜野果等。社会发展进入农耕

文明后，农作物和经过人类驯化的猪

牛羊鸡等，逐渐成为人类食物的主要

来源。人类对野生动物的驯化，是一

个长期的过程。现如今进入人们食谱

的动植物食材，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

生活和社会实践中优选和淘汰的结

果。现代科学已经证明，这些食材不

仅能够满足人们身体所需营养成分

的摄入，而且也是经过实践检验的

安全食品。

食用野生动物，不仅是社会生产

力落后和人类社会处于蒙昧阶段的标

记，而且事实已经反复证明，它不仅与

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背道而驰，而且

还会给个人健康乃至整个社会的安全

带来风险。一些人对食用野生动物的

嗜好和追逐，并非因为这些野生动物

具有更高的营养价值或更好的品尝体

验，更多的是源自猎奇心理以及满足

虚荣心的需要。

健康文明的饮食习惯不仅关乎吃

什么，而且涉及怎么吃的问题。现实

生活中，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有

的人喜欢外出到饭店吃饭，原因无非

是饭店的菜品口味好、花样多，到饭店

吃饭省时省力，等等。但是，一些饭店

为了让菜品的口感更好，过量使用调

味料，如果经常食用这些食物，会影响

身体健康。有这样一句话：人有百万

富，我有平常心；莫贪豪华宴，家常饭

养人。这次疫情期间，因为“宅”在家

里，不能外出吃饭，让很多人烹饪水平

大涨。在微博和微信朋友圈里，网友

们纷纷“晒”出其烹饪佳作。这也说

明，提供饮食是家庭的重要功能，饮食

也是家居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

“宅”在家里，用常用食材做出了美味

佳肴，可见家常饭菜才是最养人的饮

食。它不仅能够为我们提高免疫力提

供充足营养，还可以帮助人们尤其是

年轻人树立重视家庭生活的理念和勤

俭节约的思想观念。

对于军人而言，日常生活中的饮食

方式，不仅体现在家庭生活中，而且还

体现在集体生活中。饮食不仅关乎个

人身体健康，而且影响战斗力的形成。

同时，作为人民子弟兵，我们的行为方

式具有示范作用，理应在养成健康文明

的饮食习惯上作出表率。

首先，在吃什么的问题上，不管是

家庭生活还是集体生活，必须以身作则

维护和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远离陋习，

合理饮食，从我做起促进健康饮食习惯

的养成和文明饮食风气的形成。

其次，在怎么吃的问题上，军人特

别是基层官兵虽多数时间在集体中生

活，但应该严格实行分餐制。在就餐的

过程中，尽量避免因与进食无关的话语

或者行为造成的互相干扰，要做到“食

不言”，避免大声讲话、唾沫横飞等不文

明现象。

第三，任何时候都不要丢了勤俭

节约的传统，切实做到节约食物。节

约食物不仅是个人美德，而且也是健

康文明饮食习惯的一部分。不管是自

助餐还是窗口打饭打菜，应自觉做到

吃多少取多少、要多少，在结束就餐

时“光盘”离开。

全民健康是全面小康的一个重要

保证。在建设小康社会和维护生态文

明的过程中，在包括野生动物在内的自

然界面前，我们必须有基本的敬畏之

心。现代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不仅完全

可以满足我们对食物的需求，而且可以

提供多样化的优质选项。全国人大常

委会在关于野生动物交易和革除滥食

野生动物陋习方面的立法，是我们必须

遵循的行为规范和不可突破的法律底

线，也应该成为我们敬畏自然、养成健

康文明饮食习惯的警钟。

家常饭菜最养人
——注重合理饮食

■吴敏文

近日与一位领导干部交谈，他坦言：
“现在部队任务重、情况多、要求高，工作
怕出差错、落实怕不托底、安全怕出问
题，心经常放不下呀。”

诚然，作为新体制下部队的第一批建
设者，从将校军官到普通一兵，都必须直
面不同程度“累、难、苦、忧”等现实考验。
特别是各级主官和负责人，上级对工作标
准高要求严，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工作压力
增大。但同时也应认识到，当领导、做主
官，“放不下”是正常的，是履职所需。

领导干部身后有千军万马，肩头有
千钧重担，“心中无事、脑中空空”肯定不
行。“在其位，谋其政”，当领导就是要树
立“此心不敢不尽，此身不敢不劳”的意
识，多想事、常想事、把事想全，时刻把自
己负责的领域和应做的工作挂在心上，
常念练兵备战、常思工作重点、常问官兵
冷暖、常忧发展短板、常虑安全隐患。

但在许多时候，当领导、做主官，也
要懂得“往下放”。部队建设只有层层各
司其职、各负其责，坚持一级抓一级，才

能充分发挥各级的主观能动性，上下合
力、高效运转。如果每一级都对下面不
放心不信任，大包大揽、亲力亲为，其结
果必然是领导劳心费力，工作成效却未
必高。“位高者事不可以烦”。一个人的
精力和时间是有限的，必须学会放手，做
到有所为有所不为。陈云同志说：“即使
你的精力很强，‘天下第一’，也要有天下
第二、天下第三的人来帮助扶持，你才会
成功。”就是说，当领导还要善于“放权”，
工作中大胆给下级交任务、压担子，让他

们自主想办法、抓落实。要相信下级，给
予他们一定的自主决策权，充分发挥其
聪明才智，最大限度激发他们的主动性
和创造力。
“放不下”是责任，“往下放”是信

任。作为领导干部，既要心里始终装着
事，对本职工作、分内职责常想常思，用
心把工作干好，不负组织重托、官兵信
任；又要注重层级管理，用好用活各级力
量，放手让下级担当作为，形成上下同
欲、共抓落实的良好局面。

“放不下”与“往下放”
■徐 冲

训练场上，倾盆大雨突然到来。一

名年轻的士兵毫不在意，仍按照规定动

作进行课目训练。尽管他在摔打的过程

中，有过痛，有过泪，受过伤，但正是这样

的经历，才会促使其茁壮成长。一名军

人经历一次次淬火蜕变，才能够在军营

这座大熔炉里百炼成钢。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经历磨难，难以

成才。正如孟子所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

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

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

益其所不能。”一个人要取得成功，应该懂

得“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

摔打—

经历风雨方见彩虹
■朱金平 摄影并撰文

●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
不得”的危机感、“不够用”的恐慌
感，注重学习积累、加强实践锻炼

红军长征时期，飞夺泸定桥的 22
名勇士；抗日战争时期，纵身跳崖的狼
牙山五壮士；解放战争时期，舍身炸碉
堡的董存瑞；抗美援朝时期，以胸膛堵
住敌人射击口的黄继光……回顾我军
战斗历程，无数官兵关键时刻勇于站出
来，危急关头敢于豁出去，用不怕流血
牺牲、战斗到底的英雄气概，对我军战
斗精神作出了生动诠释。正因如此，我
军官兵才能征服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征
服，一次又一次写就胜利篇章。

今天，我们仍然需要这种勇敢担
当的血性胆气。面对矛盾问题敢于无
私无畏担当，也是践行初心使命的题
中应有之义。古今中外，因平时不重
视解决矛盾问题而在关键时刻付出惨
重代价的教训不在少数。平时的小问
题、小漏洞如果不能及时纠正解决，战
时就可能造成流血牺牲的严重后果。

敢于流血牺牲是担当，勇于解决矛盾
问题也是担当，并且是和平时期更加
需要的担当。我们应本着对部队建设
负责的态度，强化问题意识、责任意
识，自觉从部队存在的问题抓起，从可
以解决的问题抓起，敢于较真碰硬，摒
弃私心杂念，一抓到底，不见成效不松
劲、不解决问题不撒手，以钉钉子精神
补齐工作中的短板弱项。

青年官兵正处在丰富阅历、积累
才干、成长成熟的关键期，要做到有担
当，仅有“不教胡马度阴山”的壮志豪
情是不够的，还需要有过硬能力素质
作支撑。合格的革命军人必须有逆水
行舟、不进则退的意识，以“等不起”的
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不够用”
的恐慌感，注重学习积累、加强实践锻
炼，不断挖掘自身潜能、提高自身素
质。常怀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部
队的责任之心、感恩之心、奉献之心，
以忠诚于党的政治品格、精武报国的
理想追求、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敢打
必胜的素质本领，在平常时候敬业精
业，关键时刻无私无畏挺身而出，做到
不辱使命，便能成就更有高度、更有境
界的人生。

（作者单位：中部战区某部）

无私无畏见担当
■李永胜

●“放不下”是责任，“往下放”
是信任

●当号角吹响、使命催征的时
候，闻令而动、一往无前，为了胜利
一无所惜，让英雄精神、英雄战歌代
代相传、经久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