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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法 谈

言简意赅

生活寄语

影中哲丝

回望抗战烽火，多少中华儿女，胸

怀家国大义，甘洒热血汇成万众一

心、抗击侵略的滚滚洪流；走进历史

天空，多少革命先辈，坚持计利天下，

不惜流血牺牲写就坚忍不拔、血战到

底的壮美史诗。

“儿要为改造不合理的社会而奋

斗，为后来女子求幸福，也要和男人一

样为国家民族求解放，作一点有意义的

事业。”这是年轻的共产党员韩雅兰

1937年写给双亲的一封请谅书，信中讲

述了自己不辞而别奔赴延安的缘由；

“儿这次为了民族，为了阶级，为了

可爱的家乡，为了骨肉相连的弟妹，求

得生存和幸福……”这是革命烈士程雄

1940年奔赴抗日前线临行前写给父母

的辞别信；

“我在被捕后，没有丝毫悲伤。我

只有仇恨和斗争。我知道我是为了民

族的解放、全人类的解放而牺牲。”这是

年仅19岁的共产党员金方昌在1940年

惨遭杀害前写给兄长的诀别信。

……

从“天不怕、地不怕，愿献头颅保中

华”的铿锵誓言，到“严刑利诱奈我何，

颔首流泪非丈夫”的铮铮铁骨，革命先

辈们也是血肉之躯，心头也有挂念万

千，但为了家国大义，他们作出了自己

坚定的选择。“我非木石人，能无手足

情？死则为正义，生则为人人”“谁无父

母，谁无儿女，谁无情人，我们正是为了

救助全中国人民的父母和妻儿，所以牺

牲了自己的一切”。正因为他们深知生

而为谁、死而为谁，硬是把肉骨凡胎锤

炼成了“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烽火岁月虽已远去，但先辈们心怀

大义、舍生取义的民族气节和心怀大

我、计利天下的家国情怀，在历史长河

中沉淀下来，穿越时空而光芒闪耀，化

成了弥足珍贵的因子，成为无数优秀中

华儿女的精神滋养，成为民族精神宝库

里永不熄灭的火把。

大义之中有大忠，大义之中有大

爱，大义之中有大我。当民族大义、崇

高道义占据精神高地，成为一个人的执

着坚守，灵魂深处就会生成崇高的理想

信念和价值追求，自觉抵御种种诱惑，

做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

天下之大道”，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

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做到“仰不愧于

天，俯不怍于人”。如果义和利难以兼

得，他们必然会主动舍弃各种利益，乃

至牺牲宝贵生命，舍生而取义，正可谓，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

殉道”。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我们这个队

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

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当我们把民族大

义和人民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时就会

发现，义和利从来不是无法突破、难以

调和的矛盾体，而是能够深度融合、相

互作用的统一体。这与古人所倡导的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

义利选择是相一致的。这样的义利观

是纯洁的、崇高的，彰显着人民至上的

初心和本色，映照着无私无我的情怀和

境界，展现着为国为民勇于牺牲奉献的

担当和追求。先辈们“丈夫许国，无须

相送”的伟岸身影，也由此深深印刻在

了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上，彪炳史册、

光照千秋。

与此相比，当义与利走向对立，其

实质必然是大义与私利的冲突和较量、

权衡和抉择，人的命运就会随之发生历

史性、颠覆性的变化。“利重则义轻”，汪

精卫、周佛海、陈公博等人之所以背叛

国家和民族，成为人人唾弃、臭名昭著

的汉奸，就是割裂了义与利的内在关

系，不计天下之利、民族之利、人民之

利，而是把个人私利凌驾于民族大义之

上，不是为义舍利而是见利忘义，不是

重义轻利而是弃义从利，最终被钉在了

历史的耻辱柱上。

所重者民族大义，所轻者个人私

利，共产党人的人格力量源于此，人民

幸福、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精神密码

也在于此。历史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

们这一代人手里。对新时代革命军人

来说，必须大力涵养和牢固树立正确的

义利观，把国家安危和民族大义刻在心

上、扛在肩上，从先辈们留下的可歌可

泣的英勇事迹中汲取精神力量，坚持

“计利当计天下利”，心中时刻装着强国

强军的事业追求，让奋斗的火炬在胸膛

里熊熊燃烧，从容而自信地乘风破浪，

开创美好未来。

●大义之中有大忠，大义之中有大爱，大义之中有大我——

心怀大义 计利天下
■周燕虎

当前，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
展，人们生活的鼓点越敲越快。于是，
一些人滋生了凡事都图“快”的想法，
付出要立见回报、成功要一蹴而就。
但凡事求快，有时就会欲速不达。生
活如同一首“交响曲”，如果从头到尾
都是快速紧凑的节拍，就会使人产生
压抑急躁情绪，音乐也就失去了调节
内心的意义。而适时慢一慢，则会让
人在节奏起伏间获得心灵的栖息。

慢一慢是一种智慧，可以更好地
自我沉淀。慢下来，就有空隙思考问
题，心更容易沉静下来。“非淡泊无以
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人在安静
时，更利于深刻思考，感受内心深处的
真实，知晓自己该去做什么，该摒弃什

么，在总结中“瘦身”，在“精减”中精
进，从而不断发现问题，弥补不足，完
善自我。

一张一弛，文武之道。慢一慢不
是停下来，而是奋斗的另一种姿态，
有利于更好地坚持下去。很多时候，
张弛有度反而更能提高工作效率。
奋斗的历程就像是一场马拉松，只有
安排好快和慢的节奏，才能到达终
点。人生常常会有挫折坎坷，想要一
直“一路高歌”前行，往往不现实。这
时，适当对工作节奏“换挡”，以慢处
之，反思过去，重整行装，才能以更好
的状态和方式再出发，保持对目标愿
景不懈追求的饱满热情和百折不挠
的笃定执着。

慢一慢是一种智慧
■赵艳斌 梁智勇

●忠诚，是共产党人政治品质
的核心。忠诚，是面临考验和诱惑
时从内心迸发出的选择。讲忠诚
不仅是态度问题，也是能力问题

忠诚，看似无形，实则有样。忠诚

是高尚的品德，人的一生可以燃烧也可

以腐朽、可以高尚也可以堕落、可以光

明也可以黑暗，关键在忠于什么、信仰

什么、追求什么。在我国传统文化中，

“忠”不仅是个人“修身之紧要”，还被定

为“天下之纪纲”“义理之所归”，是一个

人最崇高的品德。

忠诚，是共产党人政治品质的核

心。对党忠诚，才华才有根基；否则，

就像没有根的浮萍，随波逐流，湮没于

大浪淘沙之中。当年，毛泽东同志与

美国记者斯诺谈起中共一大代表时

说：“牺牲了几个，死掉了几个，不干的

几个，反革命的几个，现在只剩下两

个，毛泽东一个，董必武一个。”这13名

代表从相同的起点走向了不同的人生

终点，生动阐明了一个道理：如果把人

的每项才能比作一串数字中的“0”，倘

若没有忠诚作为最前面的“1”，再多的

才能也都创造不了价值，不仅于国于

家无益，甚至会危及家国。忠诚是心

中坚守的大爱。人世间的爱有很多

种，而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

于社会主义事业，则是一种超越普通

情感、无私忘我的人间大爱。心怀这

种爱，才能义无反顾地让自己投身党

和人民的事业，为了信仰信念不惜牺

牲奉献自己的一切。

忠诚，是面临考验和诱惑时从内心

迸发出的选择。对党忠诚面临的考验

颇多，需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和平

年代，对忠诚品质的考验，更多的不是

真枪实弹，而是糖衣炮弹，不是生与死、

血与火，而是名与利、得与失。面对意

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日趋尖锐复杂，铸魂

与“蛀魂”、固根与“毁根”的激烈较量，

必须强化忠诚品质，必须发扬斗争精

神。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只有始终保持

忠诚之心，才具有辨别之力，才能做到

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天下者，我们的

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

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

干，谁干？”而当下衡量一个人是否忠

诚，不仅要看能否扎根岗位把平凡的工

作干得不平凡，还要看能否站稳立场，

敢于同嘴上讲得好，工作中却敷衍应

对、不愿担责的现象作斗争；勇于同表

面看着好，实际却作秀作伪、谋取私利

的现象作斗争。

讲忠诚不仅是态度问题，也是能

力问题。对党忠诚要有理论作坚实支

撑。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必须下苦功、

用真功、做常功，学思践悟，孜孜不

倦。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革命

军人做到对党忠诚，最终落点是能打

仗、打胜仗。训练中一定要对抗实打

实、术业有专攻，确保在未来战场上能

打胜仗。军队虽然不生产谷物，却生

产安全。军人的忠诚观里有保卫国家

安全、守护人民安宁、维护世界和平的

大任，讲安全就是讲政治，守安全就是

守忠诚。只有不断加强对忠诚的学

习、实践、磨砺，抓好每一天、干好每件

事、带好每个人，把部队带得全面过

硬，才能真正担负起实现党在新时代

的强军目标、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的重任。

（作者单位：海军陆战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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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应该怎样度过？”相信这是
很多官兵有过或正有的人生之问。
习主席指出：“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
的；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这告诉
我们，青春的底色是奋斗。只有奋斗
了、拼搏了、奉献了，我们的青春才会
精彩、才不后悔。我们身边的训练尖
子、业务大拿、技术能手，哪一个不是
苦出来、累出来的？虽然苦、虽然累，
但坚持上几年，就会发现自己的进步
很大，吃的苦，受的累，值！

奋斗，青年官兵还应搞清楚为了什
么。立功受奖、入党考学、晋职晋衔，这
些可以有，但不应仅仅为了这些。昂首
挺胸走路，我们会看得更远一些。雷锋

的奋斗，是因为他甘愿把有限的生命投
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杜富国
的奋斗，是因为他从当地百姓渴望安全
的眼神中明白了自己的责任。为理想
而奋斗，再苦也不觉得苦，再累也觉得
值。今天的我们，就应该胸怀祖国和人
民，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而努力奋斗。
伟大梦想看上去很远，其实离我们很
近。手上的每一份工作，受领的每一项
任务，不为“过得去”，追求“过得硬”，让
自己成为一个“能打胜仗的精兵”，就是
朝着这个梦想在前进。

青春是宝贵的。让我们以挥洒的
汗水，以不懈的奋斗，为强军事业贡献
力量，书写自己无悔的青春。

奋斗的青春最精彩
■杨从榕 徐 强

●刀磨则快，不磨则钝；人思
则明，不思则愚。一个人、一个团
队的未来发展往往取决于其思维
深度、创造能力

常言道，想得明白才能干得明
白。蹲点调研中，某领导发现有的干
部骨干整天忙忙碌碌，问其有何心得，
却说不出来。针对一些人终日跑跑颠
颠、缺乏深入思考的现象，这位领导
认为，工作落实需要实干，但也离不开
深思，在深入思考中辨明方向、找到方
法，才能踩得更实、干得更好、走得更
快，也会获得更多快乐。

谋定而后动，三思而后行。如果
说，实干是低头拉车，那么思考便是抬
头看路。想不清楚就盲目蛮干，一旦
选错方向、误入歧途，就会与成功渐行
渐远。这就好比穿衣服扣扣子，扣错
第一颗，接下来的都会扣错，回头再来
时，就没那么轻松了。干部骨干如果
作出了缺乏思考的不成熟决策，往往
会导致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影响工
作成效；相反，遇到问题，如果开动脑
筋、深入思考、认真研究，便能透过繁
杂表象抓住问题本质，找准主要矛
盾，酝酿出行之有效的应对办法。问
题解决了，在此过程中提高了能力，赢
得了官兵认可，巨大的获得感、喜悦感
自会油然而生。

四两拨千斤，关键在巧劲，而思考
就是实干中的巧劲。然而，当下一些
同志只想出力气、不愿费脑筋，甚至陷
入事务主义的泥淖，在重复性的劳动
里徘徊。缘何如此？多是因为觉得事
务性工作虽辛苦但不费脑筋，况且是
显绩，上级直接看得到。而创造性的
脑力劳动，劳心费力，结果难以预知，
因而他们不愿深入思考，满足于转圈
拉磨，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当然，重
复性劳动并不是不重要，而且许多时
候还很有必要，抓落实就是要反复抓、
抓反复。但与此同时，抓落实更需要
结合实际深入思考。不经深思就去行
动，简单机械地执行上级指示，是一种
消极工作态度，一定程度上说，这种
“在其位而不‘谋’其政”的行为，是对
部队建设也是对自身的不负责。

刀磨则快，不磨则钝；人思则明，不
思则愚。一个人、一个团队的未来发展
往往取决于其思维深度、创造能力。军
队进入“新体制时间”以来，政治工作、
战备训练、日常管理等面临的新情况新
问题更加复杂多样，必须开动脑筋去
应对。这就要求我们着力提升深入思
考的能力，培养能思善研的素质。对
于干部骨干来说，智力也是战斗力，应
当尊重官兵首创精神，带头思考研究
问题，在深入思考上下功夫，引导官兵
精武强能、创造性开展工作。如此才
能将官兵的智慧充分发挥出来，群策
群力，推动部队建设不断发展。

享受思考的快乐
■李恒剑 辛 悦

●世间最宝贵的是时间，时间
就是生命，有效利用时间就是在延
长生命

大千世界，人海茫茫，人们用于计

算生命的数量单位是大有区别的，这也

决定了一个人的人生高度。

有的人的生命长度是按年计算

的。一年一计划，一年一盘点，春来复

冬去，一年又一年。有的人的生命长度

是按天来计算的。每天都有计划，都有

安排，都要落实。林俊德院士在40多

年的科研历程中，每天都为自己定有任

务指标，雷打不动，几十年如一日，先后

获得30多项科技成果。画家齐白石每

天都要作画，一直坚持到90多岁，如果

哪一天因故没有完成，第二天一定要补

上。他们一年四季都很忙，忙学习，忙

工作，忙充电，忙任务，但也很充实。坚

持下来，不知不觉间就在某一领域登顶

领先，硕果累累，事业有成。

比较起来，凡是生命按天计算的

人，都比生命按年计算的人效率更高，

成就更大，人生也更辉煌。因为，那些

把生命长度按天计算的人，无不惜时如

金，奋发有为。颜真卿的“三更灯火五

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岳武穆的“莫

等闲，白了少年头”，齐白石的“不教一

日闲过”，杨绛的“每天进步一点点”等，

都是有力的说明。他们都做到了“苟日

新，日日新，又日新”。勤奋到这个份

上，自律到这个境界，发力到这个程度，

不想成功都难——天道酬勤的规律是

客观存在的。

那些把生命长度按天计算的人，

首先都知道人生有涯，岁月如梭，因

此对每一天都很重视。陶渊明是“盛

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李白是“光

景不待人，须臾发成丝”；戚继光是

“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

行”。他们知道自己追求什么，该做

什么事，自己的价值所在，因而在有

限的时间里，朝乾夕惕，焚膏继晷，做

出了超乎寻常的业绩，登上了事业的

顶峰，令人高山仰止。

那些把生命长度按天计算的人，不

是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忙而不乱，科

学有序。昆虫学家柳比歇夫在26岁时

独创了一种“时间统计法”，通过记录每

天每件事的花费时间，进行精确统计和

分析，不断进行小结以发现问题，以此

来改进工作方法、计划未来事务，从而

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正因为如此，

他一生完成了70多部学术著作，还有

大量论文，成为一代科学巨匠。

世间最宝贵的是时间，时间就是生

命，有效利用时间就是在延长生命。我

们每个人都是在与时间赛跑，有的人疲

沓松垮，心不在焉，有的人快马加鞭，

只争朝夕，最后的结局便大相径庭，有

人两手空空，有人满载而归，也算是“种

瓜得瓜、种豆得豆”了。

生命是按天计算的
■陈鲁民

炎炎夏日，训练场上，一群年轻的

士兵正在进行战术基础训练。只见一

名士兵目光坚毅，一手持枪、一手用力

撑地，在沙土中匍匐前进。不难看出，

士兵们在训练时精神投入、劲头十足，

尽显革命军人拼搏的青春朝气和无限

活力。

人的一生，最宝贵的就是青春。

青春是花一样的年华，意味着拥有健

康的体魄、充沛的精力和灵活的头

脑。青春应该怎样度过？答案也许有

许多种，但毫无疑问，拼搏与奋斗的青

春最精彩。在短暂美好的青春年华

里，如果年轻人能够找准目标，奋力拼

搏，定能不负韶华，收获满满，书写无

悔青春。

战术训练——

青春因拼搏而无悔
■李强强/摄影 胡 铮/撰文

谈 心 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