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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时评

“不须迎向东郊去，春在千门万户

中。”春节，是华夏儿女最浓郁的乡愁；

团圆，是炎黄子孙最沉醉的年味。

团圆，一个美丽、温馨又让人充满

期盼的词语。当火红的灯笼高高挂起，

当吉祥的对联贴上门楣，回家团圆的念

头，便涌上无数中华儿女的心头。为

此，多少人千里辗转、穿越山海，都要与

家人“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对许

多人来说，团圆，才是一个幸福年。没

有团圆，成就再大也是个缺憾，年味再

浓也有些寡淡。

“说句心里话，我也想家，家中的

老 妈 妈 已 是 满 头 白 发 ……”军 人 ，既

具 侠 骨 丹 心 ，也 有 铁 血 柔 情 。 春 节 ，

谁不想在浓浓除夕夜，跟家人一起吃

顿 热 腾 腾 的 年 夜 饭 ？ 谁 不 想 在 暖 暖

团圆日，跟亲人一块唠唠军营里的难

忘事？而家中的亲人，也期盼军人能

回家团圆。这不，当一名军人在视频

中叮嘱妻子多备些好年货时，妻子笑

称：“你把自己打包快递回家，才是最

好的年货。”

军人不能回家团圆，并非真无情，

只因有大爱。春节前，一名新春走军

营的记者随某边防连官兵巡逻时问一

名战士：“不能回家团圆，有想法吗？”

这名战士笑着说：“军人，都不会有想

法吧。”过了一会儿，这名战士又高兴

地告诉记者：“守望团圆，是咱军人过

年的方式。”

跟这名战士一样，春节期间，还有

很多边防军人爬冰卧雪、昼夜巡逻，还

有很多海军官兵骑鲸蹈海、劈波斩浪，

还有很多蓝天将士驾机翱翔、穿云破

雾，还有很多忠诚卫士时刻警惕、守卫

安宁……铆在战位上的广大官兵用行

动证明：最浪漫的不是花前月下，而是

守望平安；最幸福的不是卿卿我我，而

是以身许国。

“剑戟多砥砺，神州无烽烟。”这就

是军人的年关，这也是军人的心愿。为

了这样的年关、这样的心愿，战争年代，

刘伯承同志用“多打大胜仗”的捷报为

人民恭贺新春。今天某边防团官兵给

哨所贴上这样的春联：“情燃万家灯火，

剑挡塞外胡风。”

有一首歌这样唱道：“都说国很大，

其实一个家。一心装满国，一手撑起

家。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歌声即

心声。军人心中有小家，但更有大家；

有家人的呼唤，但更有祖国的召唤；有

团圆的期盼，但更有守望团圆的责任。

正是这如山的责任，让子弟兵甘愿用

“一人辛苦万人甜，一家不圆万家圆”的

坚守奉献，守望人民喜庆团圆的万家灯

火。

一心为人民的人，人民也会念着。

对节日期间执戈卫和平的子弟兵，人民

群众格外挂念。每年春节，“难得举城

作一庆，爱我人民爱我军”的拥军热潮，

还有各级党委和政府数年如一日为驻

地部队办实事解难题的温暖举动，这

“双向奔赴”的牵挂，既饱含着人民军队

人民爱的似海深情，也激发出人民军队

爱人民的磅礴力量。

“报春花开满心欢，心在一起就是

年。采撷一朵送给您，祝福祖国天下

安。”草木萌发，春山可望。在“冰雪梅

中尽，春风柳上归”的春色里，让我们做

壮美山河的守卫者、人民幸福的守护

者，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团结奋斗、勇

毅前行，迎接神州大地又一个生机盎然

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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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习主席在

二〇二三年新年贺词中引用此语，唤起

亿万人民的情感共鸣，激扬起大家勇挑

重担子、敢啃硬骨头的激情和干劲。

“志之所趋，无远弗届，穷山距海，

不能限也。”勇挑最重的担子、敢啃最硬

的骨头，是一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

行”的胆识，是一种“事不避难、义不逃

责”的担当，是一种“逢山开路、遇水架

桥”的责任。干事担事，是干部的职责

所在，也是价值所在。领导干部敢不敢

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检验的

是忠诚度、事业心和使命感。

刘少奇同志说：“要完成任何伟大的

事业，都必须有吃苦耐劳的精神，都必须

有意识地把较为艰苦和困难的工作担当

起来。”1936 年初，党中央派刘少奇去北

方局工作，有同志对他说：你这次去白

区，是重返虎穴，任务艰巨呐！他果断回

答：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革命前辈身上

这种勇挑最重的担子、敢啃最硬的骨头

的精神，不仅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也是

每名党员干部必备的精神品质。

最重的担子和最硬的骨头，是试金

石、磨刀石，也是铺路石，它们考验人、锻

炼人，也成就人。放眼世界，没有一支军

队像我军这样，风险挑战面前“越是艰险

越向前”，生死考验面前“为国牺牲敢惜

身”。长征结束后，我军数量锐减 15 万

多人；抗日战争中，60 余万人伤亡；解放

战场上，26 万人捐躯；抗美援朝时，18 万

人献身。可以说，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

的骨头，已经深深融入人民军队的血脉，

成为我军战胜困难、克敌制胜的法宝。

“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

溪，不知地之厚也。”实践出真知，实践

长真才，实践是人才成长的最好课堂。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强实践锻炼、

专 业 训 练 ，注 重 在 重 大 斗 争 中 磨 砺 干

部，增强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服

务群众本领、防范化解风险本领。”领导

干部不挑一挑最重的担子，不啃一啃最

硬的骨头，不当几回“热锅上的蚂蚁”，

是不可能磨出真功夫 、练出“大心脏”

的，也不可能扛得起重活、打得了硬仗、

担得起重任。

2027 年前是国防和军队建设很紧

要 的 一 段 时 期 ，实 现 建 军 一 百 年 奋 斗

目 标 到 了 吃 劲 奋 斗 的 攻 坚 期 、加 油 加

压的冲刺期。领导干部作为强军路上

的 带 头 人 ，不 仅 要 在 增 强 本 领 上 有 更

高 标 准 ，还 要 在 担 当 作 为 上 有 更 严 要

求 ；不 仅 要 对 转 型 发 展 瓶 颈 问 题 进 行

体 系 治 理 ，而 且 要 对 备 战 打 仗 短 板 弱

项全力攻克。这要求领导干部必须挺

起脊梁、冲锋在前，努力在挺膺负责中

树立形象，在攻坚克难中淬炼能力，在

真 抓 实 干 中 有 所 作 为 。 当 然 ，各 级 党

组 织 也 要 敢 于 为 担 当 者 担 当 、为 负 责

者负责、为干事者撑腰。

勇挑最重的担子、敢啃最硬的骨头，

需要担责尽责。“知责任者，大丈夫之始

也；行责任者，大丈夫之终也。”有多大担

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

多大成就。领导干部应以时时放心不下

的责任感、积极担当作为的精气神，在机

遇面前主动出击，不犹豫、不观望；在困

难面前迎难而上，不推诿、不逃避；在风

险面前积极应对，不畏缩、不躲闪，努力

肩负起强军事业赋予的时代重任。

勇 挑 最 重 的 担 子 、敢 啃 最 硬 的 骨

头，需要知重负重。“致力非凡之事业，

定有非凡之精神、非凡之担当。”当前，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摆在我们面前的

任务更艰巨、挑战更严峻，迫切需要各

级领导干部知难而进、敢于担当，苦干

实干、乐于担当，谋事干事、善于担当，

急难险重任务要敢于顶在一线，敏感棘

手问题要敢于较真碰硬，既当指挥员，

又当战斗员。

勇挑最重的担子、敢啃最硬的骨头，

需要无私无畏。心底无私天地宽。无私

者无畏，为公者恒强，无畏者才能担当和

斗争。领导干部应涵养家国情怀，牢记

“国之大者”，锤炼坚强党性、摒弃私心杂

念，以宽广的胸襟谋事、干事、担事。坚决

克服事事患得患失、处处畏首畏尾的消极

心态，不怕担风险、不怕担责任、不怕得罪

人、不怕遭非议，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

本领，积极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依靠顽强

斗争打开强军事业发展新局面。

（作者单位：69231部队）

勇挑最重的担子 敢啃最硬的骨头
—在强军伟业征程上昂扬奋进⑥

■李嘉斌 李 曦

军营不是“情感真空”，战友之间

也有亲情、乡情、战友情。新桃换旧

符，春风入屠苏。春节期间，战友们相

互拜年，彼此祝福，会让年味充满人情

味，无可厚非。

然而需要提醒的是，年味很多种，

“廉味”是其一。如果把节日当成疏通

关系的良机，把送礼当成拉近距离的

手段，夜深人静到领导家“意思意思”，

或者悄悄支付宝“转账拜年”，抑或提

醒领导让家人代收“变名快递”，都只

会让年味变味。

“春之德风，风不信，则花不成。”

让年俗远离庸俗，使年味没有“腐味”，

需要全体官兵共同努力。对领导干部

来说，应更加严格自律，“盛情”难却也

要却，不因过节而“失节”。对广大官

兵而言，应不背“人情包袱”，保持“阳

光心态”。唯此，节日期间的“绿色交

往”，就没有人情之累，只有人情之美。

拜年：“廉味”也是年味
■孙宇来

军营过年，开展一些球类比赛、文

艺演出等活动，有利于官兵放松身心、

增进感情，能让军营充盈浓浓的年味，

这样的活动应该组织好。

但从往年情况看，活动安排不合

理的现象还不同程度存在。有的活动

太“小众”，少数人参加，多数人加油；

有的活动太“扎堆”，前几天忙得团团

转，后几天闲得没事干。

著名军旅词作家阎肃生前曾说：

“真正爱兵的领导，对节日活动安排都

很讲究，都不将就。”通盘考虑时间安

排，争取活动人人有份，同时注意给官

兵多些自主支配时间，这样充满人情

味的节日安排，才能让官兵有所乐、有

所得。

活动：“讲究”切莫将就
■蔡建奇

“春节会餐，建议少些大鱼大肉，

多些种类花样，这样更容易光盘。”近

日，一名战友的这条建议，值得各级领

导倾听。

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对一直相

同的东西，会越来越没有兴趣。饮食

也一样。试想，如果次次会餐都是宫

保鸡丁、红烧茄子等“常见菜”，餐桌难

免会“年年有余”。如果顿顿餐桌都上

红烧牛腩、虎皮尖椒等“老面孔”，官兵

难免因熟而生腻。

春节会餐，要让官兵光盘，除了搞

好教育之外，丰富“盘中餐”的品种也

很重要。特别要看到，节日期间，官兵

运动量相对下降，对饭菜的摄取量减

少。会餐前，多征求官兵意见，多考虑

口味差异；烹饪时，尽可能多些花样，

这样才能吃得既健康又节俭。

会餐：“花样”不妨多些
■薛 强

“大年糕、炸面团、搓鱼鱼，窗户上

新贴的红剪纸，映衬出新年的喜庆。”

1942 年春节，“延安五老”之一、著名教

育家吴玉章，与青年官兵边吃着陕北小

吃边交谈。吴玉章告诉青年官兵，做事

情只有目标还不行，还要有目标感。目

标感，就是时时想着目标、天天奔向目

标的好状态。

“距离疏远不了亲切，屏幕隔离不

了祝福。”2022 年春节，中国科学院院

士、中国卫星事业的奠基人孙家栋在视

频通话中勉励年轻的航天人：我们的使

命 感 、成 就 感 ，都 来 自 责 任 感 和 目 标

感。航天的路很长很长，保持目标感很

重要。

目标昭示方向，目标引领发展，目

标 凝 聚 力 量 ，目 标 的 重 要 性 无 需 多

言。然而，当“目标”二字后面加上了

一个“感”字，目标便“升华为精神的向

往”“增添了几分内心的力量”。这种

对目标有“精神的向往”和“内心的力

量”的人，被管理学家称为“意义塑造

师 ”—— 那 些 目 标 感 强 ，能 清 晰 、生 动

地描绘目标的人，会让生活有意思、人

生有意义。

“ 他 是 戈 壁 胡 杨 ，一 生 坚 守 ，千 年

万 年 终 不 悔 ；他 是 大 漠 红 柳 ，扎 根 大

漠，我以我血荐轩辕。”“献身国防科技

事 业 杰 出 科 学 家 ”林 俊 德 生 前 一 直 这

样自勉——每天向着目标前进。一次

谈话中，有人问林俊德靠什么实现了冲

击波测量“三级跳”，林俊德微笑着回

答，可能跟我的目标感有一点关系吧。

“我不是目的性很强，而是目标感

很强。”“逐梦海天的强军先锋”张超曾

这样解释，“目标感，其实就是盯着目标

干，就是朝着目标赶，不停歇、不懈怠。”

战友们说，张超人如其名，确定当优秀

舰载机飞行员的目标后，他始终以赶超

的姿态奋力前行，以超多的汗水刻苦训

练，最终通过超强的努力收获了超常的

成绩。

万事从来贵有恒。现实中，很多没

有成功的人，并不是没有目标，而是没

有对目标保持专注持续的努力，也就是

缺乏目标感。而一个个成功者的经历

也启示我们，有了强烈的目标感，人生

就犹如长长的奔跑，一程一程，向着目

标奋力前行；就像艰难的攀登，一步一

步，不达目标决不罢休。

有 人 说 ，生 活 的 意 义 在 于 向 往 目

标 的 力 量 。 然 而 ，当“ 乱 花 渐 欲 迷 人

眼”，目标感如同稀缺的注意力资源，

很容易被模糊、冲淡，甚至打断。正因

为如此，建立目标 、笃定目标，让自己

的 行 动 始 终 有 目 标 指 向 性 就 非 常 重

要 。 而 一 旦 对 目 标 坚 定 不 移 、坚 持 不

懈、坚忍不拔，那就会如网友所言，“如

果 你 有 目 标 ，每 天 去 靠 近 这 个 目 标 一

点点，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歌德有言：“向着某一天终于要达

到的那个终极目标迈步还不够，还要把

每一步骤都看成目标，使它作为步骤而

起作用。”的确，终日紧盯远在天边的大

目标，容易使人望而却步，而如果把大

目标加以分解，使其成为一个个近在眼

前 的 小 目 标 ，则 更 容 易 使 人 通 过 每 日

“打卡”的方式去实现。

当年钱钟书进入清华大学后，目标

是“横扫清华图书馆”。为了这个目标，

钱钟书把每天的读书和写作细化到具

体页数，最终“把这里的书通吃了一遍，

有的还是咀嚼。”有人统计，在代表钱钟

书学术成就的《管锥编》中，就引述了

4000 多位名家的上万种著作中的 12 万

多条书证，旁征博引，博大精深。

“当兵当好兵”，这是李向群 1996 年

12 月刚入伍时给自己树立的目标。为

了这个目标，李向群叠被子要求自己叠

得最好，入不了党就先当“编外党员”，

主动当清扫厕所的“所长”，每一项训练

都练到最好……一天天的努力、一月月

的进步，最终让李向群成为了“新时期

英雄战士”。

保持目标感，吃苦不可或缺。什么

是真正的吃苦？有人这样解释：吃苦是

长时间为了目标而聚焦的能力，是放弃

无效社交、忍受不被理解而继续坚持的

能力，是小有成就依然更勤奋更有理想

的能力。

“对于已经建立的目标，必须有使

用实践的新人。这样的新人，就是目标

专一而不东张西望的人，脚踏实地而不

好高骛远的人，持之以恒而不浅尝辄止

的人。”律回春渐，新元肇启。新年新征

程，你我他，都应该做这样有目标感的

时代新人。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

工作研究院）

人生须有目标感
■范 晶

战备的目的是为了慑战、应战、止

战。节日战备，作战值班员和战备值班

分队是否处于引而待发的状态、是否为

战而备，反映一支部队的战备水平，关

乎一支部队的应战能力。

诗人说，年有个别名叫团圆。然

而，对担负春节战备值班的官兵来说，

越是“万家团圆日，举国欢庆时”，越要

“挽弓当满弦，将士带甲眠”。

毋庸置疑，各单位对节日战备的安

排是周到的，都按规定保证了人员在位

率，确定了战备分队，也对预案进行了

演练。战备人员全时“在”已没有问题，

但随时“战”还有差距：有的认为节日战

备就是关上门、看住人，没有把备战突

出出来；有的觉得能拉得出就是箭在弦

上，对“箭”究竟射向哪里研究不够、不

透；还有的确定战备分队搞轮流坐庄，

而不是根据可能执行的任务确定战备

值班分队。

历史上，因节日战备松懈而导致失

败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1968 年春

节前夕，驻越美军认为“没有任何东西，

甚至一场决定生死存亡的战争，能阻止

他们庆祝节日。”于是，美军也“入乡随

俗”过起了节，把节日战备放在了一边，

结 果 在 越 军 的“ 春 节 攻 势 ”中 吃 了 大

亏。战史警示我们，节日不是和平日。

相反，越是节日来临之时，越是战备关

键之际。

我军历来重视节日战备。习主席

多次要求“值班人员强化席位就是战

位的思想”“要抓好战备值班工作，深

入研判可能发生的安全风险，有效应

对各类突发情况”。前不久，习主席以

视频方式检查部队战备工作时强调，

全军部队要加强战备值班，坚决维护

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内务条令》也

明确规定，战备值班人员要“保持常备

不懈和指挥不间断，保证及时、有效应

对紧急情况”。

“备战甚于防川，止战高于胜战。”

备战，贵在备全、备实、备细。备全备实

备 细 了 ，本 身 就 是 一 种 力 量 、一 种 威

慑。春节期间，各单位只有把战备预案

搞精确，把战备行动练扎实，对节日战

备的每一项工作、每一个环节、每一个

阶段都做到胸中有数，方能临危不乱、

处变不惊，让祖国的节日成为欢庆的日

子、和平的日子。

战备：为战而备
■梁冠第

画里有话

作者：周 洁

玉 渊 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