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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里有话

玉 渊 潭

八一时评

作者：周 洁

“今天，我和你们一起执勤站
岗！”

——2014年春节前夕，习主席

迎风踏雪来到内蒙古三角山哨所，

看望正在执勤巡逻的官兵。

“很感谢你们发来的‘全家福’，这

是我最珍贵的礼物。”前不久，“卫国戍

边英雄”陈红军的家人收到一份来自喀

喇昆仑的礼物——一张电脑合成的一

家三口照片。年关将近，年味渐浓，火

红的窗花映照脸颊，喜庆的灯笼高高挂

起，这张令人泪目、温暖寒冬的“全家

福”，让更多人的目光投向漫天风雪的

万里边关，也让戍边官兵的思乡情愫愈

发滚烫。

“听说漠漠黄沙连着戈壁滩，听说

漫漫风雪牵着国境线，听说你少绿色，

听说你无人烟，听说你那寂寞的名字，

自古就叫边关。”边关，是家国天下的地

理标志和文化符号。说起边关，会让人

心里发烫，会让人挺起肩膀，会让人血

脉偾张。万里边关，国之藩篱。我国拥

有 2.2 万公里陆地边境线，1.8 万多公里

大陆海岸线。在普通人眼里，边关不过

是远离都市的边界；而在戍边官兵心

中，边关是国家的墙，界碑是最高的峰，

“疆域有表国有维，此柱可立不可移”。

“对于乡愁而言，还乡是唯一的解

药。”团圆是春节的主题，是情感的磁

场。平常日子，它慢慢发酵；团圆时刻，

它汪洋恣肆。当回家过年的脚步遇上

“边疆有我们，祖国请放心”的誓言，团

圆对于戍边官兵来说弥足珍贵，却又颇

显奢侈，“最爱的是哨所，最盼的是家

信，最怕说团圆”。军人与年，永远是一

幅金戈作笔、沙场为纸、征尘着墨的戍

边图。军人团圆的距离坐标，从来由祖

国标定。为了“不教胡马度阴山”，他们

只能“年年马上见春风”；为了“万家团

圆万家暖”，他们只能“心在一起就是

年”；为了“一派歌声喜欲狂”，他们只能

“多是横戈马上行”。

自古边关多艰险。打开祖国版图，

人们很难找到这两个哨所：三角山哨所

和东极哨所。一个很冷，冬季最低零下

50 摄氏度；一个很远，每天最早把太阳

迎进祖国。而这里始终是统帅心头的

牵挂，习主席顶风冒雪来到这两个哨

所，在观察登记本上签下名字，与官兵

合影留念。雪沃纵横霜天廓，边关有爱

不觉寒。如今在三角山哨所的墙上，悬

挂着一张习主席当年与哨所官兵亲切

合影的照片。无论多少次狂风卷雪严

寒彻骨，无论多少次梦回故土泪湿枕

衫，官兵们说：“每次看到照片，想到边

关离习主席这么近，就会觉得心里热乎

乎的，同时也感受到如山的责任。”

有一种说法：“能够听到自己心里

声音的人，是幸福的人。”浓浓除夕夜，

谁不想跟家人一起吃顿热腾腾的年夜

饭？暖暖团圆日，谁不想跟亲人一块唠

唠军营里的难忘事？当巡逻的脚步送

走除夕，当灶前的火光映红日记，“心里

声音”又一次在戍边官兵耳畔响起。“边

陲之戍，用保封疆，国之大防，莫重于

此”，这是他们最笃实的坚守；“哪怕风

似刀来山如铁，祖国山河一寸不能丢”，

这是他们最铿锵的誓言；“只要万家灯

火中有一盏是为我而亮，边关风雪再大

又如何”，这是他们最深情的告白。

“人海茫茫，你不会认识我，我在遥

远的路上风雨兼程；霓虹闪闪，你不会

发现我，我在高高的山上戴月披星。”这

首悠扬雄壮的歌曲《边关军魂》，唱出了

戍边官兵献身边疆的豪情壮志，也道出

了远离亲人的孤寂情怀。一年将尽夜，

风雪未归人。“没有牵挂，生命就不会有

积极的追求、顽强的坚守。”万家团圆

日、举国欢庆时，戍边官兵越是“纵马昆

仑未顾家”，我们越要“雪自送寒晴送

暖”，越要读懂“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

家国大义，越要理解“世上哪有什么岁

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的

深刻含义，多一些实实在在的关爱，多

一些解难帮困的举措，切不可“使备塞

乘城之士饥寒于边”。

黑格尔说：“人的精神，必须而且

应该配得上最高尚的东西。”一位连续

10 多年没有回家过年的“老边防”，手

机里始终保存着一首诗：“苦吗？苦。

但 苦 得 值 得 ！ 累 吗 ？ 累 。 但 累 得 欣

慰！因为我们是祖国的界碑，我们守

卫的地方是中国。”毫无疑问，一代代

戍边官兵同严寒抗争、与孤独为伴、向

极 限 挑 战 ，铸 就 的 忠 诚 信 念 、铁 血 担

当、家国情怀，就是这样“最高尚的东

西”。这种精神和力量，风雪挡不住，

冰山隔不断，让边路如虹、边网如织、

边关如铁，守卫着新春佳节的宁静祥

和，守望着人民群众的幸福安康，守护

着中华大地的和平安宁。

（作者单位：武警警官学院）

风雪边关，年年横戈马上行
——团圆时刻追寻那些踔厉奋发的身影①

■杨华明

前不久，一个名为“一键三连”的热

词走红网络，意思是用户可通过长按

“点赞”按键，快捷完成点赞、收藏、分享

三步操作。“热”的背后，折射出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关注他人的分享，并渴望分

享自我的心理需求。

网络世界很精彩。从经典文章到

搞笑视频，从精美图片到美食制作，从

生活心得到创业秘笈，网上内容应有尽

有。作为“网生一代”，网络分享正成为

青年官兵社交生活的一部分。看到自

己感兴趣和比较认同的内容，大部分人

不仅愿意收藏，还会转发给战友，或是

分享到朋友圈。某部一项问卷调查显

示，90%以上的官兵发布过自己的生活

动态。

心理学家马斯洛将自我实现的需

求 列 于 人 的 其 他 需 求 之 上 的 更 高 层

次。从某种程度上讲，网络分享反映了

官兵渴望被聆听、被关注、被认同的深

层次心理需求。正如一位大学生士兵

所讲：“给他人网络分享的内容点赞，再

把精彩内容拿来分享，这让我感觉很快

乐，很有成就感。”

一篇评论、一段视频、几句励志话

语、几幅讽刺漫画，就可以引发讨论，产

生共鸣。网络分享用得好，不仅可以促

进交流、增进感情，还能营造健康有益

的“舆论场”和“学习场”，既有利于官兵

拓宽视野、增长技能，还能使思想政治

教育内容更丰富、手段更多样、效果更

显著。如果把“一键三连”变成学习、表

达、互促，可谓一举多得、事半功倍。

分享只需“一键”，但背后隐藏的问

题不容忽视。网上内容无奇不有，但也

五花八门，鱼目混珠。个别官兵缺乏辨

别能力，存在盲从心理，分享的内容多

是为了博人眼球，有时只看标题和点击

量，就随意点赞、评论、转发。如果长期

分享一些夹带“私货”甚至连立场、观

点、导向都存在问题的内容，不仅不能

使人受益，还会降低审美情趣、影响价

值取向，甚至违反相关纪律规定。

孔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发过“目

犹不可信”的感叹。网上资源海量庞

杂，广大官兵在共享信息便利的同时，

一定要睁大眼睛，不能是非不辨、良莠

不分。眼见不一定为实，我们要养成

客观理性的心态、善于思考的习惯，不

断提高辨别能力和网络安全意识，不

该转的不转、不该评的不评，对那些别

有用心、庸俗低俗的内容，更要坚决抵

制、勇于批驳，共同创建绿色文明网络

环境。

从“一键三连”说开去
■吴会华 刘开来

“虎之跃也，必伏乃厉”。奋斗
新时代，虎虎生风、一往无前，梦想
的世界天高海阔；奋进新征程，龙
腾虎跃、勇往直前，我们的未来无
限光明！

“寅木也，其禽虎。”再过 10 多天，

壬寅年就要到来了。“岁遇辞牛迎虎来，

人间四季律重推。”辛劳一载的黄牛倏

然谢幕，啸震山林的猛虎闪亮登场。虎

年话虎，瑞兽至，虎气生。

《本草纲目》中记载：“虎在夜间一

目放光，一目看物，声吼如雷，风从而

生，百兽震恐。”虎，集速度、力量、敏捷

于一身，体格雄伟，双目犀利，四肢强

健。前额的黑纹颇似“王”字，更是天赋

异禀、威风凛凛，“猛气不与凡兽同”。

“眈眈老虎底许来，抱石踞坐何雄

哉。”虎，是正义、勇猛、强壮、威严、无畏

的象征，也是代表吉祥与平安的瑞兽，

能驱除灾难、邪恶和污秽。《易经·乾卦》

记载着“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

睹”的文字，生动反映了古人对虎的崇

敬。歌谣也唱道：“百兽之王列第三，不

争名利不争先；神虎避邪主正义，为保

平安永向前。”

“虎踞老林威百兽，声扬幽谷啸长

空。”虎，一直为人们所敬畏、咏叹，逐

渐形成了一种虎文化，化为中华民族

自强不息、英勇无畏的精神图腾。除

夕贴门神以镇宅，端午悬艾虎以禳毒，

元宵扎灯虎以娱乐，乡俗剪纸虎以饰

物。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虎头袖、

虎肚兜……民间崇虎之情结，源远流

长，相沿成俗。

“虎乃武也，军之威也。”虎，威风凛

凛的形象常常被用于象征和歌颂军人

的勇敢和坚强，军事上许多称谓都与虎

有关。古代调兵遣将的兵符上面就用

黄金刻着一只老虎，称为虎符。从兵器

上看，盾有虎头之饰，剑有虎气之腾，弩

有虎蹲之射。从年代上看，魏有虎侯，

唐得虓将，清设虎营。

“天威咫尺黄金阙，虎拜三千白玉

墀。”一个个虎字，尽显将士之勇猛。虎

将、虎臣、虎师、虎侯、虎士、虎夫，极状

名将雄风；虎拜、虎步、虎牙、虎貔、虎

鸷、虎冠，殊效猛士威容。“柳营春试马，

虎帐夜谈兵”“将军分虎竹，战士卧龙

沙”，是古代军营生活的写照；“猛虎不

怯敌，烈士无虚言”“爪牙欺白刃，果敢

无前阵”，是三军将士杀敌的场景。

“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

虎。”我军是一支英雄辈出、群星灿烂的

战斗集体，历经硝烟战火，一路浴血奋

战，涌现出一大批能征善战、所向披靡

的虎将。爱国老人何香凝慰问抗美援

朝志愿军将士时，就亲笔画了一幅下山

虎赠彭德怀司令员，可见虎气体现着士

气，虎威代表着军威。“军神”刘伯承、

“白袍小将”杨成武、“猛张飞”刘昌毅、

“旋风司令”韩先楚、“常胜将军”粟裕、

“ 胡 子 将 军 ”王 震 、“ 独 臂 将 军 ”贺 炳

炎 ……这些虎胆英雄，战如风发，攻如

河决，令敌闻风丧胆，建立不朽功勋。

虎，静时，闲庭信步、不疾不徐；动

时，迅疾如风、锐不可当。我军一大批

荣誉单位的名称里都有“虎”字。某旅

十连在淮海战役中，一举攻克 9 个敌军

阵地，打退敌人 3 次反扑，被授予“攻如

猛虎，守如泰山”荣誉称号。“猛虎师”

“老虎团”“老虎连”“夜老虎连”“白老虎

连”“猛虎三连”……这些单位攻如猛虎

下山，守如泰山巍巍，一往无前、血性无

敌，留下了攻必克、守必固、战必胜的赫

赫威名。

“问从前虎气，如今在否？当年风

骨，兹下有无？”虎，贵有王者之风，豪有

丈夫之气，情有自然之性，傲有英雄之

骨。虎精神在时代前进中不断丰富发

展、生生不息。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

民 豪 迈 ，前 程 远 大 ，“ 虎 踞 龙 盘 今 胜

昔”。但前行之路不可能一帆风顺、一

路鲜花，唯有鼓足勠力同心、攻坚克难

的虎劲，提振乘风破浪、勇毅前行的虎

气，方能成就“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历史

伟业。

“虎之跃也，必伏乃厉”。奋斗新时

代，虎虎生风、一往无前，梦想的世界天

高海阔；奋进新征程，龙腾虎跃、勇往直

前，我们的未来无限光明！

一啸山河动 雄风撼九州
——虎年话虎

■宋子雄 冯浩杰

冰天雪地汇聚如火热情，冰雪运动

绽放绚丽色彩。

中 国 践 诺 ，世 界 赴 约 。 再 过 10 多

天，冬奥盛会大幕将拉开，世界瞩目“双

奥之城”，北京创造新的历史。

冰 雪 交 融 ，激 情 飞 扬 。 再 过 10 多

天，奥林匹克圣火将再次在“鸟巢”上空

点燃，奥运梦想绽放新的光华。

“我们将竭诚为世界奉献一届奥运盛

会。”这是中国向世界发出的盛情邀约，也

是中国兑现申办时的庄严承诺。冬奥之

约，践行中国之诺。这份承诺，随着冬奥脚

步的临近，更加清晰、更加坚定、更为自信。

“世界期待中国，中国做好了准备。”

从“一起向未来”的主题口号中，人们普

遍感受到了中国的信心与暖意。“世界越

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

从《一起向未来》的优美旋律中，世界深

深体会到了大国的责任与担当。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7年筹办，中国人民以最大的热情，坚定信

心、振奋精神，攻坚克难、改革创新，鼎力托

举起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盛会；7年

践诺，泱泱中华尽最大的努力，同时间赛

跑、与困难较量，精心奉献一场人类共叙友

情、共享和平的“冰雪盛宴”。

“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现在我们

敢去想，而且想了就能去做，做了就能做

成。”12 个竞赛场馆全部提前完工，3 个

冬奥村如期交付使用，京张高铁、京礼高

速全线通车……“冬奥蓝图”一步步变为

现实，世界又一次看到中国“言必信，行

必果”的大国风范。

“我们不仅要办好一届冬奥盛会，而

且要办出特色、办出精彩、办出独一无二

来。”我们“有此成功，非偶然也”的底气，

不仅来自“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的精神、

“踔厉奋发、笃行不怠”的态度，更来自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绿色、

共享、开放、廉洁”的办奥理念。

“我们国家的各项事业，都是有时间表

的。”筹办冬奥是一项系统工程，离不开“十

年磨一剑”的执著与坚守。实现党在新时代

的强军目标是一场寂寞的长跑，同样需要

“恒日在阵前”的拼搏与奋斗。砥砺“咬定青

山不放松”的精神，鼓起“不破楼兰终不还”

的劲头，时不我待、只争朝夕，一往无前、决

战决胜，宏伟蓝图一定会变为现实美景。

（作者单位：武警北京总队执勤十三

支队）

冬奥之约践行中国之诺
■江 明

国运兴，体育兴。百年前爱国主义

教 育 家 张 伯 苓 的“ 奥 运 三 问 ”，振 聋 发

聩。“奥运举办之日，就是我中华腾飞之

时！”从奥林匹亚山到万里长城，从“东亚

病夫”到体育大国，从夏奥到冬奥，激情

依旧，梦想依旧，精神依旧。

路漫漫其修远兮。有识之士“中国

什么时候能举办奥运”的殷殷期盼，刘

长春孑然一身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的

孤独步履，蒙特卡洛申奥失利后“坚定

不移地走向世界”的含泪誓言……中国

参与奥林匹克的历史，浸透着中华民族

的辛酸与苦涩、光荣与梦想，不仅创造

了非凡的体育业绩,而且丰富了伟大的

奥运精神。

“在北京举办一场全球瞩目的冬奥

盛会，必将极大振奋民族精神”。“冰丝

带”“雪如意”“冰玉环”“雪游龙”“冰墩

墩”“雪容融”……北京冬奥会已不单纯

是一个冰雪运动的竞技舞台，也是展现

国家形象、促进国家发展、振奋民族精

神、坚定强国信心的重要契机。北京冬

奥会架起一座新桥梁，沟通世界，展现风

采，弘扬奥运精神，砥砺奋进力量。

“体育就是对战争的直接模仿。”奥

运最早起源于军队，与军人有着不解之

缘，许多运动项目取材于军事活动。“更

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格言

熔铸着军人的价值追求，“和平、友谊、进

步”的奥林匹克精神蕴含着军人的热切

期盼。回首奥运征程，有频繁深重的灾

难和悲剧，也有激动人心的奋争和进步，

让军人更加懂得太平盛世来之不易、奥

运精神弥足珍贵。

“ 现 代 奥 林 匹 克 主 义 是 一 种 生 活

哲学。”体育之于世界，传递友谊、共筑

和 平 ；体 育 之 于 军 人 ，追 求 卓 越 、超 越

一流。军人的眼里，奥运不仅有成绩、

奖 牌 、冠 军 ，也 有 汗 水 、泪 水 、艰 辛 ，还

有 坚 韧 、顽 强 、奋 斗 。 奥 运 精 神 ，也 是

奋斗强军的题中应有之义。

冬奥梦交汇中国梦。伟大事业需要

伟大精神。民族复兴、强国强军，奥林匹

克精神、体育的力量具有独特而重要的

作用。让我们一起向未来，争做奥运精

神的积极实践者和传播者，以一流的精

神风貌、一流的工作标准、一流的能力素

质，为北京冬奥加油喝彩，为强军事业贡

献力量。

（作者单位：65447部队）

奥运精神砥砺奋进力量
■冯善良 梁海洋

“马不伏枥不可以趋道，士不素养

不可以重国。”人才是培养出来的，更是

用出来的。

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数学家谷超

豪给自己定下“三不”原则：不压制年轻人

的想法、不阻碍年轻人的发展、不挡年轻

人的道。用好盘活各方面人才，就要深入

贯彻习主席提出的“以用为本”要求，不搞

论资排辈，不分三六九等，用其所能、任其

所宜，不断开创人才强军工作新局面。

“千条万条，用好人才是第一条。”无

论是发现人才、培养人才，还是引进人才、

留住人才，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更好

地使用人才。人才强军的重要标志，不仅

在于人才的数量、质量和结构，更在于能

否做到挖掘最大潜力、释放最大效能，让

每一粒“金子”都发出耀眼光芒。

强军之道，要在得人。对人才的用

与不用、能否恰当使用，不是一个人、两

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人才强军战略

的 推 进 落 实 、军 队 人 才 建 设 的 质 量 效

益。正确处理“才”与“用”的关系，既要

加快人才建设，扩大人才总量，提升人才

质量，更要树牢成本意识，强化效益观

念，盘活用好现有人才，确保人才层出不

穷，事业长盛不衰。

“君子如钟，扣则鸣，不扣则不鸣。”

知人善任的道理众人皆知，但做到这一

点并非易事。从现实情况看，用人理念

滞后、管理方式粗放、资源配置错位、使

用效益不高等问题依然存在。有的人才

分布不均衡、流向不合理，一方面慨叹

“没有人才”，一方面对身边的人才视而

不见、见而不用、用而不当，人才短缺与

闲置现象并存，等等。

“生材贵适用，慎勿多苛求。”凡是人

才必有长处和短处，关键是要以事择人、

扬长避短，随才器使、用其所长。实践是

检验人才的平台，参考资历，但不能唯资

历；注重履历，但更要重能力。坚持用辩

证眼光看待人才，让合适的人做合适的

事，在合适的位置用合适的人，才能不断

提高选人用人的岗位匹配度。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人才也

有最佳的使用期、黄金期，正所谓“冯唐易

老，李广难封”。如果明明看准了，却瞻前

顾后，不敢大胆使用，就可能让风华正茂

的人才“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要充分遵

循人才成长规律，在最佳使用期内使用人

才，让人才在黄金时期得到“黄金发展”，

真正做到用当其时。

孔子曰：“知贤，智也；推贤，仁也；引

贤，义也。”如何用好人才，体现了眼界、

魄力和气度。善用人者，人才便无处不

在。领导者要有识才之眼、爱才之意、用

才之胆、容才之量，坚持用事业聚才育

才，完善容错纠错机制，加大松绑减负力

度，真正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作者单位：军委后勤保障部政治工

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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