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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中哲丝

知行论坛

书边随笔

我出生在一个光荣的家庭，作为党

的好干部焦裕禄最小的孙女，虽然我从

来没见过爷爷，但是爷爷的故事伴随我

成长的每一步，从懵懂青涩再到逐渐成

熟。在爷爷精神的激励下，我立下志

向：爱党报国、忠诚奉献，努力当好焦裕

禄精神传人。

“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

迎难而上、无私奉献”是焦裕禄精神的

内涵。爷爷身上所体现的这些品质，也

在父亲身上得到了传承。作为一名刑

警，我的父亲每天围着各种案件奔波在

一线。在一次追捕行动中，他凭借丰富

的侦查经验，很快就追上了犯罪嫌疑

人。就在押送嫌疑人出山时，疲惫至极

的父亲再也支撑不住，昏倒在山脚下的

村子旁，好在父亲的同事及时赶到，控

制住了嫌疑人，并把父亲紧急送往医院

救治。2012年，长期在工作岗位上操劳

的父亲突发脑溢血，几个月后永远离开

了我们。

有人说，子女是父母生命的延续，

这种延续也体现在精神上。我的父亲

用奋斗拼搏的一生，传承了爷爷的精

神品格，对我进行了言传身教，让我更

加深刻地认识到，“焦裕禄孙女”这一

身份并不仅是受他人瞩目的光环，更

是不断指引我沿着爷爷的奋斗方向前

进的路标。

是什么样的理想信念激励着爷爷

和父亲奋斗终生？在父亲离开人世的

那一年，大学毕业的我选择参军入伍，

以军人的身份去寻找心中的答案。

在部队，我体会到“为人民服务”

不是一句简单口号，唯有练好真本事，

才能更好地保家卫国、服务人民，履行

好神圣使命。对我而言，也唯有不断

向更高标准挑战，才能不负“焦裕禄孙

女”这一身份。我刻苦学习通信专业

知识，随身携带的书被我翻烂了四本，

原本体能较差的我，也在无数次自我

加练后逐渐成为团里的训练尖子。基

层的摔打磨练为我的成长提供了丰富

营养，2016年，我如愿通过部队提干考

试，在部队继续追寻心中那个越发清

晰的答案。

成为基层干部后，我被调往驻香港

部队工作，身份的变化、岗位的变化、环

境的变化，促使我思考了很多。面对

“一国两制”的特殊环境、多元思想文化

的冲击，我曾一遍遍问自己：如何做一

个像爷爷那样的共产党人？如何将爷

爷的精神传承发扬下去？休假期间，我

再次走进焦裕禄纪念馆和故居，看着爷

爷佩戴过的党徽、用过的笔记本、工作

时的照片，再次学习爷爷曾经在兰考团

结带领当地百姓对抗自然灾害、挖河排

涝、封闭沙丘、根治盐碱的事迹，思考着

我们这一代年轻军人面对的新挑战和

新使命，渐渐对焦裕禄精神有了更深入

更具体的理解。回到军营，在单位组织

的“红色朗读者”活动中，我自告奋勇登

上讲台，结合自身成长经历和对驻港任

务的个人理解，向战友们讲述我从爷爷

身上汲取精神力量、强化理想信念的心

路历程。

对精神的最好传承，是把它体现

到本职工作中。刚到驻香港部队仪仗

队时，我深知仪仗队是展示国家形象

和军队形象的重要窗口，丝毫不能马

虎；自己离一名优秀仪仗队队员还有

不小差距，更须努力迎头赶上。一次

次提枪过肩，一次次汗透衣衫，一次次

熬夜加班……从经常被队长在训练时

批评的“吊车尾”到有能力担任训练骨

干，我用自己的付出向战友们诠释了

焦裕禄精神中“迎难而上”的含义。

即将离开驻香港部队时，身边的战

友在一次聊天中说，其实他们每一天都

在观察着我，在想焦裕禄的孙女是有真

才实学，还是徒有其名？随着时间的推

移，在同我朝夕相处中，他们看到了焦

裕禄的精神品质在他的后人身上得到

传承。这一点让我感到很欣慰很自豪。

战友们的认可让我充满动力，作

为一名新时代革命军人、一名共产党

员，不论身在何处，我都将用焦裕禄精

神激励自己更好地履职尽责，在本职

岗位多作贡献，努力向着阳光的方向

成长；我也决心用实际行动宣传好焦

裕禄精神，努力传承好爷爷留下的宝

贵精神遗产。

（作者现任中部战区陆军某旅指导

员，当选为河南省征兵形象大使、中国

妇女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文

字整理：陈俣林、纵瑞锐）

努力当好焦裕禄精神传人
■焦 力

●战斗精神是一支军队战斗
力的内生动力。要做到能打仗、打
胜仗，就必须赓续红色基因、锤炼
血性胆气，锻造具有胜战心理优势
的威武之师

新年伊始，习主席签署中央军委

2021年1号命令，向全军发布开训动员

令指出：“全军指战员要坚决贯彻党中央

和中央军委决策指示，发扬一不怕苦、二

不怕死战斗精神，端正训练作风，磨砺战

斗意志，锤炼过硬本领，坚决完成党和人

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以优异成绩

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锤炼

作风方面，再一次强调了要发扬一不怕

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

战斗精神是一支军队战斗力的内

生动力。我军在几十年血与火的淬炼

中所体现出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

斗精神，是我军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构成战斗力的要素和克敌

制胜的法宝。中国历史上，许多具有不

同阶级性质的军队也曾辉煌一时，但没

有一支军队具有我军这样的战斗精

神。正是凭着坚定的革命意志，凭着一

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我军官

兵克服艰难险阻，无惧生死考验，打败

了国内外一个个强大敌人，一次次用胜

利书写了荣光。

我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

神，源自理想信念、根植于我军性质宗

旨。战争年代，在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

敌人的情况下，我军何以能够战胜强敌，

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一个起主导作用

的因素，就是广大官兵具有坚定的理想

信念，懂得“为谁扛枪、为谁打仗”，因而

不惧怕任何困难和强敌，勇于为党和人

民的利益而牺牲个人的一切。新形势

下，面对国内外环境深刻变化、价值观念

日趋多元的现实情况，我们更应从党的

创新理论中汲取政治营养，从革命先辈

和英模人物身上获取前行力量，筑牢信

仰根基，强化军魂意识，以忠诚品格涵养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

有人认为，未来战争是高技术武器

装备的对抗，只要掌握了高技术知识与手

段，能按电钮、会操控武器装备就可以打

胜仗，培养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精

神似乎无足轻重了。这种认识显然是站

不住脚的。尽管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

展和军事变革大潮的澎湃向前，战争形态

和作战方式发生深刻变化，但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永不过时。现代战

争不仅是武器装备、军事战略和作战技能

的角逐，更是军人意志品格和精神心理的

对抗。面对未来竞争激烈的战场、实力强

大的对手，要做到能打仗、打胜仗，就必须

赓续红色基因、锤炼血性胆气，锻造具有

胜战心理优势的威武之师。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

来。一位革命先辈回忆战争岁月时说：

“是野菜充饥的艰辛，培育了不怕吃苦

的毅力；是长途行军的坚持，磨砺了坚

强的意志；是残酷频繁的战斗，锻造了

勇敢无畏的精神。战争是一所大学校，

我们这些人都是在战火中成长起来

的。”今天，我们虽身处和平环境，却不

能患上“和平病”，在舒适安逸中销蚀战

斗意志、磨灭战斗精神，必须绷紧备战

打仗这根弦，在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中

为培育战斗精神淬火。要紧贴实战化

训练，在严与苦中砥砺血性；紧贴重大

任务，在难与险中磨砺意志；紧贴日常

工作，在各项军事实践活动中培养过硬

作风，使部队官兵始终保持“嗷嗷叫”的

士气、“不服输”的斗志、“争着上”的姿

态，不断强化当兵打仗、带兵打仗、练兵

打仗的意识，提高能打胜仗的本领。

“观国者观君，观军者观将。”指挥

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是激发官兵战斗精

神的关键。我军历史上，不惧枪林弹

雨、听到冲锋号高喊“跟我上”的指挥

员不计其数。原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徐

其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拍着胸脯

说：“你数数，我的身上，起码有30个伤

口……因为枪一响，我就喊‘跟我上’，

第一个往前冲。”将有必死之心，士怎会

有贪生之念？正是千千万万指挥员身

先士卒“跟我上”的率先垂范，才有身后

无数官兵跟着冲锋的英勇无畏。率军

者披坚执锐，执戈者战不旋踵。指挥员

冲在前，是带领部队完成各项任务的最

好动员令；指挥员不怕苦、不怕死，是激

励官兵攻坚克难、奋勇杀敌的激昂冲锋

号。指挥员就要做出这样的“好样子”，

带兵就要带出这样的“英雄气”。

迈上新征程、耳闻新号令，我们既

深感沉甸甸的压力，又倍添勇毅前行的

动力。像革命先辈那样不怕苦、不怕

死，见困难敢上、见重担敢挑、见硬仗敢

打，就一定能攻克新征程上的“娄山关”

“腊子口”，用过硬的素质和作风续写新

的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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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

●任何时候都要稳得住心神、
管得住行为、守得住清白

人都有七情六欲，“目则欲色，耳则
欲声，鼻则欲香，口则欲味，体则欲安，此
皆有以使之也”。人的欲望是无穷的，对
于不合理的欲望不加节制，就会得陇望
蜀、欲壑难填，必然招来灾祸、害了自
身。正因如此，古人强调“欲不可纵”，认
为“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
莫大于欲得”，指出“贪欲者，众恶之本；
寡欲者，众善之基”，告诫世人“养心莫善
于寡欲”“修身以寡欲为要”。现实也反
复证明，一个人若是不节制贪欲，就很容
易被各种诱惑俘虏，最终导致利令智昏，
铤而走险，“如蛾扑灯，焚身乃止”。

一个人廉洁自律不过关，做人就会
没有骨气，做事就会丧失原则。自身净

才能腰杆硬，要求别人才会有底气，面
对不正之风才有资格硬气，也才能远离
贪欲招来的祸端。所以，党员干部应树
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任何
时候都要稳得住心神、管得住行为、守
得住清白。时刻提醒自己心存敬畏、手
握戒尺，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
己，从而做到坚守正道、坚守原则、坚守
规矩。

节欲还须勤于自省。要明白“广厦
千间，居之不过七尺；山珍海味，食之无
非一饱”的朴素道理，每天想一想自己有
没有贪婪的动机、有没有享乐的念头、有
没有攀比的心理、有没有出格的行为、有
没有失范的举止，做到知足、知止、知荣、
知耻，在各种诱惑面前管住“动念时”、卡
住“第一次”、严于“无人处”。更要以先
进典型为榜样，见贤思齐，不断加强党性
修养，提高境界觉悟，甘于奉献、不求回
报，始终做一个高尚纯粹的人，做一名心
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
的党员干部。

节欲方能守廉
■轩 荻

无论做任何事情，心态很重要。把

心态放好，就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纵观古今中外，很多人生奇迹，都是那

些心有志向、积极乐观的人创造的。

比如，有的长期与病魔抗争，却能

乐天知命，成就非凡人生。物理学家史

蒂芬·霍金年轻时罹患“渐冻人症”，医

生当时认为，他只能活两三年。随着病

情发展，他浑身上下最后只剩脸部部分

肌肉可以活动。在被疾病困扰的50多

年里，他不仅提出了著名的“霍金辐射”

学说，还经常去参加各种摇滚音乐节，

不时和顶尖乐团合作录专辑。他曾如

此自述：“它（疾病）并没有阻止我有一

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家庭，也没有阻止我

在工作中取得成功……这说明人们不

能失去希望。”

还比如，有的屡遭挫折，却能乐观

面对，始终“不坠青云之志”。苏轼一生

曾五次被贬。被贬黄州，他说“长江绕

郭知鱼美”；被贬岭南，他说“不辞长作

岭南人”；被贬海南，他说“海南万里真

吾乡”……不仅心态上乐观，每到一地，

他也总想着造福一方百姓。在杭州，他

疏浚运河淤泥、建设输水管道、修筑西

湖堤坝；在徐州，他抗洪护城、开仓放

粮、救济灾民；在扬州，他重开漕运、废

除花会、减免税赋……被贬谪至海南儋

州后，据当地史志记载：“宋苏文忠公之

谪儋耳，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

之盛，实自公启之。”

其实，在人生的道路上，遇到挫折和

困难在所难免，但人不怕痛苦，就怕丢掉

坚强；人不怕磨难，就怕放弃希望。特别

是对军人这个群体来说，和平时期，要学

会面对来自日常工作生活中的压力考

验；战争来临之时，更要学会面对血与火

的拼杀、生与死的考验，除了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的战斗精神，还要以乐观的心

境、积极的态度，调整好心态、拿出好状

态，发挥真本领。

当年抗美援朝战争中，上甘岭战役

的坑道里，我军指战员们想方设法布置

“阵地之家”，给防炮洞起名叫“立功洞”

“英雄洞”“抗美洞”“胜利洞”。除夕夜，

对敌机投下的照明弹，他们幽默比喻成

“敌人给我们送来了节日礼花”；跳进敌

军炮弹炸出的弹坑，他们笑称“敌人给

我们送来了炮弹火炉”。指战员们这种

“不为一时困难而悲观，不因一时曲折

而退缩”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是志愿

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最终取得胜利的

重要原因之一。

瞿秋白说：“如果人是乐观的，一切

都有抵抗，一切都能抵抗，一切都会增

强抵抗力。”今天，不论是面对军事训练

中对意志的磨砺、工作任务所带来的压

力，还是成长进步中不可避免的烦恼、

日常生活中不时遇到的坎坷，都需要我

们用积极、乐观的心态去面对，把那些

磕磕绊绊、纷纷扰扰，视作磨练意志、锻

炼心智、丰富阅历的人生必经旅程，把

承受每一次失意、克服每一次困难，作

为提高自我、增强信心的成长必经阶

段，在崎岖的道路上不畏艰苦、不懈努

力，在挫折的风浪中迎难而上、乘风破

浪，努力使自己成为生活的强者、事业

的成功者。

乐 观 的 力 量
■杨思聪

站在海拔3600多米的牛背山山巅，

环顾四周，云海云瀑时而如丝般柔滑，时

而如潮水般汹涌，无限风光尽收眼底。

这不禁让人想起那句名言：“世之

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

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

至人所罕至，欣赏“一览众山小”的壮阔

风景，是对立志登顶者的最好回报。登

山如此，干事创业也是这样。志存高

远，并为实现高远之志而付出不懈努力

的人，才能“山登绝顶我为峰”，收获成

功的喜悦。

山登绝顶—

无限风光在险峰
■刘国辉/摄影 高鸣远/撰文

谈 心 录
●除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的战斗精神，还要以乐观的心境、
积极的态度，调整好心态、拿出好
状态，发挥真本领

方 法 谈

俗话说：“物有棱角而露锋芒，人有
棱角而见风骨。”所谓“棱角”，多形容做
人有个性、有锋芒。在日常工作中，不
乏“棱角”分明的同志。对于“棱角”应
区分情况对待，不守纪律规矩、说话办
事天马行空的“棱角”，需要用心打磨除
去；对于坚持原则、敢讲真话、敢较真碰
硬的“棱角”，则要加以保护。

作为党员干部，拥护什么、反对什
么，提倡什么、禁止什么，必须泾渭分明、
旗帜鲜明。然而现实中，一些同志奉行
“说话太直是非多，爱提意见麻烦多”之
类的庸俗哲学，对人对事不讲原则、讲究

和气。工作中，在小事小节上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对一些违反纪律、违反原则的
事情处理起来避重就轻，大事化小、小事
化了；组织生活会上缺乏“当面锣、对面
鼓”，该指出问题的时候往往不愿唱黑
脸，习惯当老好人。这些被磨去“棱角”
的党员干部，问题的根本在于党性不强、
担当精神弱化。

古人云：“为官避事平生耻。”党员
领导干部是单位建设的“领头羊”。如
果遇到矛盾问题不解决，发现错误不敢
指出，总是有意无意地捂着，就会错失
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的好时机，导致矛

盾和问题越积越多，甚至积重难返。
无私才能无畏，无私才敢担当。敢

不敢较真碰硬，是检验党员干部党性修
养的“试金石”。党员干部只有始终牢记
自己的身份职责，才能站在事业全局高
度考虑问题，大事难事不推诿，困难面前
不低头，才能不怕得罪人，敢讲真话、敢
坚持原则、敢提反对意见，以高度负责的
精神和迎难而上的勇气抓好各项工作，
有效解决矛盾问题。

当然，有“棱角”不是刻意追求特立独
行，一味去“唱反调”；更不是动不动就剑
拔弩张，说话办事充满“火药味”；而应当

在严格遵守纪律规矩的前提下，以对党和
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坚持党性原则和做
人准则，真诚坦荡地对待组织和同志。既
要在该表达意见、坚决斗争时挺身而出，
也应在为人处世中讲究正确恰当的方式
方法，让“棱角”用当其时、用当其位。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在工作
生活中，对那些有“棱角”的干部要客观
看待，不戴“有色眼镜”，充分发挥“棱
角”的积极作用，倡导坦坦荡荡做人、求
真务实做事的作风，勇于开展批评和自
我批评，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亮剑”，
使“棱角”成为推动事业发展的“利器”。

多些敢较真碰硬的“棱角”
■杨希圆 胡红兵

●既要在该表达意见、坚决
斗争时挺身而出，也应在为人处
世中讲究正确恰当的方式方法，
让“棱角”用当其时、用当其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