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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中哲丝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

加快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

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提高捍卫国家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战略能力，确保

2027年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深

入学习领悟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我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必须着眼

未来战争需要，加快增知强能的步伐，

锻造能打胜仗的过硬本领。

备战打仗是人民军队的核心职

能，聚焦备战打仗提高能力素质是当

代军人成长进步的必由之路。随着武

器装备更新换代进程的加快，部队技

术构成日益复杂，知识密集程度不断

提高，每名官兵、每个战位、每个作战

单元，都是战斗力链条上的一环，都与

战斗力水平紧密相连，这就要求广大

官兵无论处在哪一个岗位上，都应是

精兵强将。广大官兵只有干一行、专

一行、精一行，才能以人人是高手、个

个是能手的整体优势，战胜未来战场

上的强敌对手。

我所在部队的前身是在抗美援朝

战争中打响松骨峰阻击战的英雄部

队，几十年来，部队先后经历机械化改

革、数字化变革，武器装备的信息化、

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虽然武器装备

已具备先进的火控和指挥信息系统，

但官兵们毫不懈怠，全力投入实战化

训练，备战打仗的弦绷得越来越紧。

通过和青年官兵交流我发现，不管是

“80后”的营队主官还是“00后”的年

轻战士，他们心中都有着强烈的使命

感和责任感，“我们的对手在干什么”

“打赢下一场战争需要我们练什么”已

经成了鞭策他们奋力前行的动力。

在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

中，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我国面临的

安全和发展形势更趋复杂。新时代革

命军人要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利

益，在下一场战争打响前抢占军事制

高点，就必须保持创新能力，齐心协力

以更优策略、更快速度、更高质量大力

推进创新。创新是一个国家发展进步

的灵魂，也是一支军队迈向一流的必

由之路。回顾我军发展壮大的历史，

从井冈山革命时期的游击战“十六字

诀”战法到抗日战争时期的“持久战”

思想，从解放战争时总结的十大军事

原则到朝鲜战场上创造出的“零敲牛

皮糖”战法，等等，都是我们党和军队

卓越的军事创新。如今，要想在未来

战争中做到致人而不致于人，更加需

要创新能力的强力支撑。

锻造过硬本领，离不开实战化训

练的重要牵引作用。当今时代，科学

技术飞速发展，战争形态正发生着深

刻嬗变，但无论怎样发展变化，战场始

终是实打实的较量、硬碰硬的对决。

“宜将剑戟多砥砺，不教神州起烽烟。”

英勇善战的部队是练出来的，血性十

足的官兵是训出来的。当前，新的指

挥体制、新的规模结构、新的作战思想

等，既给开展军事训练带来机遇，也提

出严峻挑战。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实

战化训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提高实

战化训练水平，提升训练质量和层次，

坚持训练指向瞄准对手，立起实战化

训练的“靶子”，强化紧盯强手抓训练

谋打赢的战略思维，在与强手过招中

积累经验、增长本事。

90多年来，人民军队历经硝烟战

火，一路披荆斩棘，付出巨大牺牲，一

代代官兵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

福避趋之”的凛然气概和“千淘万漉虽

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的坚强意志，

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为党和人

民建立了不朽功勋。当前，面对党和

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我们当赓续先

辈光荣传统，以“等不起”的紧迫感、

“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

感艰苦奋斗、不懈奋斗、接续奋斗，练

就虎虎生风的“硬拳头”，把部队锻造

成为所向披靡的胜战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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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奋力拼搏，就没有累累
硕果。不敢为难自己的人，很难获
得成功；大凡有所建树的人，都是敢
于为难自己的人

网络上常能见到一些“鸡汤暖文”，
打着“人生智慧”的旗号，劝大家不要跟
生活较真，不要为难自己。然而事实证
明，没有奋力拼搏，就没有累累硕果。不
敢为难自己的人，很难获得成功；大凡有
所建树的人，都是敢于为难自己的人。

先哲老子说：“胜人者有力，自胜者
强。”意思是能够战胜别人只能算是有
力，能够战胜自己才算是真正的强者。
为难自己就要不断挑战自己、战胜自己，
最终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有了“金刚钻”，方能揽得了“瓷器
活”。学习是强大自己、壮大实力的基本
途径，不能把学习看成苦差事，而要看成
是提高本领的当务之急，克服畏难情绪，
变“要我学”为“我要学”，坚持干什么学
什么、缺什么补什么，孜孜不倦地学习新
知识、钻研新业务，锻造专业素质、专业

技能、专业精神。
千锤百炼出精钢。为难自己，就要

敢于向自己内心的懒惰“宣战”，主动克
服懒惰，勇于走出“舒适区”，多承担急难
险重任务，在勇挑重担的实践中增强信
心、厚积底气。为难自己，就要克服娇
气、祛除傲气，磨砺意志、砥砺作风，在经
风雨、见世面中壮筋骨、长才干。多当几
回“热锅上的蚂蚁”，多接几次“烫手的山
芋”，当再遇到荆棘坎坷时，就能从容对
待，“万水千山只等闲”。
“困难像弹簧，你强它就弱，你弱它

就强。”为难自己，就不能在困难面前当
弱者，迎难而上才能“踏平坎坷成大
道”。困难面前，拿出舍我其谁的豪气，
与困难斗一斗，与挑战搏一搏，你会发
现，困难原来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以克
服。在战胜困难和挑战的过程中，你会
取到成事的“真经”，磨砺出担当的“铁
肩膀”。

为难自己，就要在身处顺境时做到
“如履薄冰”，在遭遇挫折时激一激自己，
在碰到难题时逼一逼自己，通过实践的
磨砺，拓宽眼界、积累经验，提高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在为难自己中长
本领、强意志，终能成就一番事业，成为
更好的自己。

（作者单位：武警青海总队）

敢于为难自己
■李忠利

●涵养“爱拼”的精神品质，锤
炼“敢拼”的过硬作风，提高“善拼”
的能力素质，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创造新的事业辉煌

岁月流转，征程如虹。时代的航船

即将驶过极不寻常的2020年，进入充满

希望的2021年。回望来路，面对前进道

路上的重重险阻，我们之所以能够迎风

破浪、逆流而上，关键就在敢于拼搏、勇

于斗争，在风雷激荡中挺立潮头，在勇

毅笃行中写就华章。这是不屈不挠、拼

搏创新的中国气魄，这是厚积薄发、催

人奋进的中国力量。迈步强军征途，我

们当唱响新时代的拼搏奋进之歌，涵养

“爱拼”的精神品质，锤炼“敢拼”的过硬

作风，提高“善拼”的能力素质，百尺竿

头更进一步，创造新的事业辉煌。

有句话说得好：“爱拼才会赢。”

“拼”是“干”的高境界，面对艰巨繁重的

任务，既要有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的品

格和劲头，更要有直面困难、排除万难

的信心和勇气。实践表明，一个把拼搏

融到骨子里的人，无论面对多少困苦、

多大风浪，绝不会轻易低头认输，总是

挺起胸膛临风而立，挺拔脊梁奋力前

行。困难越多，攻坚克难的热情越高；

风险越大，踏平坎坷的斗志越强。新中

国第一代石油钻井工人王进喜之所以

被人们赞誉为“铁人”，就是因为他意志

如铁、精神如铁、作风如铁，为了国家和

人民利益不怕牺牲、敢于拼命。在井喷

发生的危急关头，他奋不顾身率众用血

肉之躯搅拌水泥，他的名言“宁肯少活

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生动诠

释了“爱拼才会赢”的朴实道理。“天行

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一个人只有永不

懈怠、永不停顿，奋斗不息、拼搏不已，

才能以“爱拼”的精神品质，把困难挫折

当“垫脚石”，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

中开新局。

敢拼，就要振奋精神状态。工作实

践中，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切身感受：如

果总是萎靡不振、不思进取，不仅自己

难有建树，还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和削

减他人的奋斗激情；而一个敢闯敢干、

拼劲十足的人，时常给人以信心和勇

气，在无形中感染他人，迸发出一往无

前的豪迈之气。奔腾向前、浪花飞溅的

江河之所以引人赞叹，正是因为其在惊

涛拍岸时释放出来的那种磅礴力量和

恢弘气势，震撼人心、涤荡灵魂。冲开

绝壁夺隘而出的江河最精彩，冲破险阻

创造辉煌的人生最耀眼。我们应当始

终保持知难而进、敢闯敢拼的昂扬状

态，以锐意创新的勇气扛起强军重任，

以蓬勃向上的朝气直面艰难困苦，以敢

为人先的锐气冲过激流险滩。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的，

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拼”不是挂在

嘴边的漂亮口号，而是要用坚决而迅即

的行动去兑现的铿锵誓言，要求我们关

键时刻必须冲得上去、生死关头必须豁

得出来。这个由言到行的过程，饱含着

对脚下土地的深情大爱，体现着对人民

群众的真挚情感，映射着对使命责任的

勇毅担当。正因如此，在疫情肆虐的危

急时刻，在洪水滔天的紧要关头，无数

平凡的人挺身而出、向险而行，无私忘

我、无所畏惧，冲锋在最危险的前沿地

带，用铁一般的担当，为祖国和人民撑

起了万里晴空。“超越自然的奇迹，总是

在对厄运的征服中出现的。”新时代创

造事业辉煌，绝不会轻轻松松、一路坦

途。只有大力发扬“敢拼”的过硬作风，

不为名利犹豫彷徨，不为得失瞻前顾

后，真刀真枪而不是花拳绣腿地去拼去

干，以坚强信心直面重大挑战，抵御重

大风险，越是艰险越向前，才能扫除前

进道路上的“绊脚石”和“拦路虎”，在平

凡中创造不平凡成绩。

能力素质是“拼”的底气和“赢”的

实力。攻坚克难不能仅凭一腔热血、一

股蛮劲，还要遵循事物发展的内在规

律，找到解决问题的“桥和船”。因此，

我们既要树立正确的事业观和政绩观，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被现实困难所

阻，坚持敢打敢拼、紧张快干；又要提高

“善拼”的能力素质，不被复杂矛盾所

惑，善于探索事物发展规律，掌握正确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做到抽丝

剥茧、有的放矢。特别是面对关系到部

队建设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的新情

况新问题时，眼睛要亮、目光要远、站位

要高、思虑要全，积极开拓创新、求真务

实，把爱拼、敢拼和会拼、善拼融合起

来，“拼”在要害处，“拼”出高效益，不断

夺取新的胜利。

使命召唤，战鼓催征。从新的历史

起点出发，向着奋斗目标迈进，我们坚

信，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

的路。敢于击水中流、奋勇搏击，强军

事业的航船必能驶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相关阅读：《在“干”中成就伟大
梦想》（刊于12月22日《解放军报》第6

版） ——编 者

在“拼”中创造事业辉煌
■张叶宏 周燕虎

●一个人要想进步快，最好的
办法就是向比自己强的人学习，学
人之长，补己之短

有人说，你想成为谁，就和谁在一
起。一个人要想进步快，最好的办法就
是向比自己强的人学习，学人之长，补己
之短。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常与强者同行，就会在潜移默化中受到
强者影响，有利于自己更好更快地成
长。然而现实中，有些同志却对强者敬
而远之，不愿与之同行，有的还自我调
侃：强者“光环”太亮眼，要避着点才好。

他们之所以不愿与强者同行，或是
缺乏自信与勇气，认为自己底子差、能力
弱，担心跟不上强者的步伐；或是虚荣心
作怪，觉得与强者同行，难免形成对比，
担心自己的优点被“秒杀”；或是缺乏上
进心，抱着“混日子”心态，得过且过。不
愿或不敢与强者同行，格局就会受限，进
步就会很难，乃至在闭目塞听、庸庸碌碌
中虚度时光。

与强者同行，有利于提高自己的能
力。1923年秋天，沈从文带着铺盖只身
到北京求学。当时的沈从文只有小学文
化水平，连标点符号都不会使用。他在参
加燕京大学的入学考试时，竟一问三不
知，得了零分，自然无缘入学深造。但沈
从文没有打“退堂鼓”，而是决定先“偷师”
学艺，主动向身边优秀的人“取经”，并在
徐志摩的介绍下，与王际真、胡适、巴金等
优秀作家成为好友。在他们的感染带动
下，沈从文逐渐在文坛崭露头角，最终成
为了教授。“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如果你
想像雄鹰一样翱翔天空，就要和雄鹰一起
飞翔。想要成为更好的自己，就应多与强
者同行，如此才能发现差距，激发斗志，取
其之长，补己之短，不断提升自我。

与强者同行，有利于完善自己的品
质。据《世说新语》记载，周子居和黄叔
度同为东汉时期的大儒贤士，经常互相
学习，互以对方为镜，共同提高。在周子
居眼里，黄叔度就如同一个道德标杆，时
刻指引着自己见贤思齐。一旦远离了这
个标杆，周子居就感觉自己随时会走上
邪路。也正因如此，周子居时常说，没有
黄叔度在身边，我的庸俗贪婪想法就会
滋生起来。强者的影响力不仅在一言一
行，还潜移默化于方方面面。正所谓，久
居兰室不闻其香。与强者同行，就如身
处兰室，在不知不觉中，使品行得以校
正，修养得以提高。
“十步之泽，必有香草；十室之邑，必

有忠士。”强者离我们并不遥远，可能是
朋友，可能是领导，也可能是下级，我们
应把他们当作榜样，对照自己，鞭策自
己，学习先进，汲取经验，不断提高自己
的能力，完善自己的品质，在与强者同行
中成就精彩人生。

当然，与强者同行，也不能忘了弱
者。特别是在你成为强者之后，更应先
进带后进，共同进步提高。

常与强者同行
■鲁 伦 郑博文

●“自我妥协”的人，往往不
可避免地成为失败者，在蹉跎岁
月中一事无成

当我们决定做一件事情时，心里

有时会有一个声音出来拖延一番，甚

至会打乱原有计划，“还有时间，可以

一会儿再做”“费时又‘烧脑’，差不多

能交差就行了”“这个太累了，做不来，

要不算了吧”……这些想法，是一种面

对现实的“自我妥协”。

不可否认，“自我妥协”现象在一

些官兵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有的

休息时间沉迷于打扑克、打游戏，总

是想再来一把、再玩一局，结果一天

下来，原计划要做的其他事务一样没

做；有的因上级安排的工作富有挑战

性，就产生畏难情绪而降低标准，敷

衍了事；还有的在年终考核时，对“苦

累难”课目，只求及格，不争优秀……

诸如此类行为，不仅不利于官兵个人

成长进步，也会给部队战斗力水平的

提升带来阻碍。

“自我妥协”的人，往往是动力不

足，缺少上进心，以致遇事能拖就拖、

能躲则躲。这种“自我妥协”往往会导

致思想懈怠、精神萎靡。有道是“千里

之堤，溃于蚁穴”，“自我妥协”的思想

病根一旦在头脑中生根发芽，就会不

断消磨人的斗志，使人在充满挑战的

人生路上习惯于等、靠、拖，周而复始，

便会形成恶性循环，不仅严重阻碍工

作的推进落实，也会影响单位的建设

发展。

南丁格尔曾说，成功的人通常都有

失败者不喜欢的习惯，因为他们愿意做

自己并不十分乐意做的事，以获得成功

的果实。然而失败者却大都不愿挑战

自我，得过且过，最后只能接受不甚满

意的结果。“自我妥协”的人，往往不可

避免地成为失败者，在蹉跎岁月中一事

无成。相反，那些不愿“自我妥协”的

人，会为了心中目标努力拼搏，不断克

服困难，战胜自我，超越自我。著名科

学家居里夫人一生经历了常人难以想

象的困苦，但她并未向生活妥协，凭着

对工作的热情和对事业的执着，对梦想

的追求与对成功的渴望，潜心钻研学

问，致力于科学研究，最终两次获得诺

贝尔奖。

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克服

“自我妥协”，须先从思想上解决问

题。拿出不怕难的勇气，下定克服困

难、挑战自己的决心，迈出行动的第

一步，击碎“自我妥协”的想法；其次

应养成良好的做事习惯，以案无积

卷、事不过夜的雷厉作风对待每一项

工作，争取干一件事情树一个标杆，

完成一项任务出一件精品；最后还要

以“日日知非，日日改过”的态度，经

常反躬自省、检视自己，找准问题、精

准施策，自觉严格要求自己，在不断

自省、严格自律中克服“自我妥协”。

“事辍者无功，耕怠者无获。”谨防

“自我妥协”，始终干劲满满，才能在不

断进取、不懈奋斗中实现新的跨越，创

造美好未来。

谨防“自我妥协”
■杨希圆 胡红兵

初冬时节，一场捕歼战斗演练悄

然展开。面对陌生复杂战场环境，武

警特战队员们冷静沉着，利用现有地

物作掩体持枪警戒，待确认没有险情

后迅速前进。

战场上，变化和风险无处不在、无

时不有。对于军人来说，既要有无畏

冲锋的血性胆魄，也要有研判风险的

冷静头脑，不做无谓的牺牲。只有做

到谋定而后动，遇到情况时沉稳专注、

思虑周全，采取行动时坚决果断、勇猛

顽强，才能抓住战机，战则必胜。

捕歼战斗—

谋定而后动
■刘 欢/摄影 林艺伟/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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