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2023年年 1111月月 22日 星期四日 星期四 3长 城 责任编辑 / 李媛媛Tel：010-66720924

国防纪事

短笛新韵

学养，是通过读书学习逐步积累形

成的一种内在素养和气质，是学识和修

养的综合体现。古人云，腹有诗书气自

华。这“气”，就是博学广识、通达人生的

学养之气。人们常以学养深厚，褒许那

些学问大家。其实，对每个人特别是青

年人来说，加强学养是成就自我、书写美

好人生的必修课。

中华民族历来讲究读书修身，推崇

以学明理、以学立德、以学修行的治学态

度。从孔子的“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

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到孟

子的“存其心，养其性”“修身以俟之，所

以立命也”；从朱熹的“自和顺于道德者”

“是学之成也”，到陶行知的“追求真理做

真人”“方是真学问”，讲的是治学之道，

也是修炼学养之理。蔡元培曾著有《学

养》和《中国人的修养》，认为“当代中国

人需要有学养精神”。习主席多次谈到

自己的读书爱好：“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

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

然之气。”这深刻阐明了读书对加强和完

善学养的重要意义。

学养由学而成，以广博的学识为底

蕴。学识是学习掌握和运用知识的能

力。开卷有益，学而知之，知而不惑。“人

之知识，若登梯然，进一级，则所见愈广。”

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

缜密，哲学使人深刻，伦理使人庄重。凡

有所学，必增进学识，皆厚积学养。学识

是学养之基，学养是学识之果。欧阳修有

言：“学既积于心，犹木之敷荣；根本既坚

好，蓊郁其干茎。”让学问积累于心，就会

像树木那样开花结果；而学问的根基越坚

实，树木的枝干就越繁茂。学养，实质上

是一种由学识积淀构建的“心力”，是一种

把知识转化为智慧的“内功”。自觉养成

好学求知的习惯，博览群书，含英咀华，浸

润书香，真正把读书学习当成一种生活态

度、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存方式，就能收

获丰硕的“学养之果”。

学养重在养德，正心立德是修身的

根本。“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

止于至善。”《大学》开篇的这句话蕴意很

深，“大学”乃成人立人之学，其宗旨在于

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增强服务社会的

本领。中华传统文化，倡导治学先治心、

立身先立德，认为“德者，才之帅也”“非

学无以立德”。读书学习不仅能获取知

识、开阔视野、增长才干，更是陶冶情操、

塑造品德、提升境界、净化心灵的重要途

径。特别是阅读古今中外的经典，与贤

者同行、与智者对话，有益于求真理、悟

道理、明事理，找准人生奋斗的坐标。“德

不优者，不能怀远。”在求知中增强明大

德、守公德、严私德的道德自觉，涵养“富

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

浩然正气，砥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

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怀，怀德自重，崇

德向善，人生才能行稳致远。

学养久久为功，贵在从心而觅、求索

不辍。“积薄为厚，积卑为高，故君子日孳

孳以成辉。”学养作为一种修为，并非一

朝一夕之功，而是一个寸积铢累、集腋成

裘的过程，一个心向往之、孜孜以求的人

生 课 题 。 学 无 止 境 ，加 强 学 养 也 无 止

境。周恩来同志有句至理名言：“活到

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坚持把读书学习

与改造主观世界紧密联系起来，自觉做

到“学习一辈子，改造一辈子”，这种生命

不息、学习不止、追求不止的人生态度，

正是学养的修为之道。“非淡泊无以明

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摒弃浮躁和急功

近利之心，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

“三更灯火五更鸡”的勤勉、“板凳要坐十

年冷”的定力，去追求“学业日新、学养日

进”的更大收获。

学养滋润人生、点亮人生，给人自省

自励、自信自强的内生动力。不负韶华

勤读书，最是学养润人生。置身新时代，

坚定学习改变命运、创造未来的信念，顺

应时代要求用学养为自己赋能，让心灵

插上智慧的翅膀，我们前进的脚步必将

更有力量。

读书与学养
■邓一非

终于又完成一项攻关课题的立项

论证，陆军特种作战学院某教研室主

任、文职人员陈彦龙走出办公室，置身

于广阔的天地间活动筋骨。

陈彦龙眼里闪烁着兴奋的光，炙

热的情感在心中不断升腾。怀着使命

感和责任感，把梦想熔铸在课堂，努力

将所学知识奉献给部队，“诗和远方”

变成脚下的奋斗之路——这是他想要

的人生，也是他追寻的目标。

一

2020 年 9 月 17 日，从现役军官转

改为文职人员的陈彦龙，身着“孔雀

蓝”，像往常一样走进教室，为大二学

员上课。流畅的板书、滔滔的讲解，让

学员们目不转睛。当好一名文职人

员，成为陈彦龙新的目标。

“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

河。”陈彦龙最喜欢辛弃疾的这句词。

小时候，他最喜欢玩具枪，几部有名的

军旅题材影视剧翻来覆去看好几遍。

高考时，他的 3 个志愿填报的都是国

防生。胸怀献身国防的理想来到学

院，他承担多门主干课程教学任务，参

与完成多项课题，快速实现从博士到

军校教员的华丽转身。

转改前夕，地方多家单位提供优

渥的待遇，想把陈彦龙挖过去。陈彦

龙不为所动，因为他舍不得军营，更舍

不得军事职业教育这项事业。“只要让

我干与强军相关的工作就行！”他毫不

犹豫向学院递交申请，期待早日穿上

“孔雀蓝”。

“追赶超越的脚步不能停。”身份

变了，陈彦龙的奉献和担当没有变。

每次教学之前，他都提前来到学员队，

跟学员们一一见面，了解掌握他们的

知识储备和现实关注。对每名学员的

知识结构、基本履历、专业优长、性格

特点和学习需求等情况，他都要详细

记录，手里的学员名单上标注得密密

麻麻。在此基础上，他有针对性地聚

焦难点，进一步调整教学重点、优化教

学内容、设计研讨问题。许多学员反

映：“陈教员的课就像是专门为我们设

计的，贴近一线部队训练、贴近实战，

听后很受启发。”

把根深深地扎在校园，把心牢牢

地系在学员身上。这份沉甸甸的责

任，激励着陈彦龙在为战育人的道路

上继续前进、继续拼搏。

二

春光明媚，夏阳似火，秋意阑珊，

冬雨绵长。这是南国的四季。陈彦龙

的四季只有一种状态：忙碌。

看准了目标，就下定决心，克服一

切困难，努力去实现，这是陈彦龙做事

的态度。学院职业教育在线课程建

设，投入大，耗时长，制作复杂。通知

刚一下发，他迎难而上主动请缨，承担

《枪械使用知识》课程制作。很长一段

时间，他的眼里没有白天黑夜，只有任

务节点，钻进图书馆查找相关资料，最

大限度地盘活资源，创新提出“基于

‘学讲研练考’一体设计的理论精讲方

法”；与同事们一道反复商讨，紧紧围

绕满足学习人员的岗位任职需要，研

究设计课题结构、调整教学内容、创新

方法手段；带领团队深入一线部队，在

官兵中寻找鲜活题材，挖掘有价值的

线索。

匠心与专注，能将平凡的工作雕

琢出耀眼的光彩。两个多月下来，陈

彦龙有了自己深切的感悟，一份 5 万

多字的讲稿新鲜出炉。他还在林地、

田野构筑课程拍摄场景，和学员们反

复验证每个动作细节，把相对枯燥的

专业知识讲深、讲透、讲活，做到“有趣

有料又有用”。课程上线不久，就有两

万余人参与在线学习。

引人注目的陆军第二届“教坛之

星”比武拉开大幕。心无旁骛、执着

钻研的陈彦龙，被学院推选为参赛选

手。

从讲台到擂台，澎湃的激情点燃

斗志。陈彦龙全力以赴准备冲刺，找

来往年参赛教案、授课视频反复观摩

学习。前人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

训 ，都 成 为 他 摸 索 前 行 的 路 标 和 方

向。

在激烈讨论和不懈探索之中，一

条崭新的实战化教学思路变得愈加清

晰：线上与线下、室内与室外、战术与

技术、合格与特长有机结合，讲出新鲜

故事，做到交流互动，既有“战味”又有

“战力”。

号角吹响，来自陆军院校 60 多名

参赛选手摩拳擦掌。陈彦龙以流畅的

表述、精准的语速、规范的手语结束说

课时，受到评委们一致好评：不但角度

新颖、资料翔实，而且把严肃的工程理

论课讲出精彩和韵味，让人听得进、记

得住、用得上，很有吸引力和感染力。

最终，他夺得总分第二名的佳绩。

获奖的兴奋感消退后，陈彦龙在

心中复盘比赛。他从其他选手娴熟的

授课技能中，感受到差距。“言语精准、

设计精湛、内容精深、面向未来……教

学 领 域 山 外 有 山 ，我 可 不 能 停 滞 不

前。”坐在返程的飞机上，他心潮起伏，

一直在思考如何精进提高。

回到岗位，在授课和备课之余，陈

彦龙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埋头读书，

填补认知空白，提炼新思想，探寻新思

路。反复钻研，日复一日，腰累弯了，

心思却变得更加细腻：每完成一项任

务，都要总结一番，一年记了 4 本案例

笔记。他觉得，打磨创新成果的过程，

就是在打磨内心。

三

芳华绽放知识课堂，匠心出自平

凡岗位。

因为一次次在急难险重任务面前

表现出色，陈彦龙被确定为学院名师

培养对象、陆军科技英才培育对象。

他的荣誉证书摆满书柜：获学院教学

成果一等奖、三等奖各 1 项，5 篇学术

论文获奖，完成 20 余项科研课题、1 项

春蕾课题……2023 年 10 月，他登上陆

军“四有”优秀文职人员的领奖台。

“无论学科专业怎么变，智能化发

展趋势不会变。”走马上任教研室主任

的陈彦龙，把这个理念反复说给自己

听，也反复向全室人员阐释。可是，人

工智能门槛高、转岗难，室里的大项任

务很多就是由转岗的“85 后”教员领

衔担纲。如何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把

一支年轻的“合成军”打造成敢啃硬骨

头的“常胜军”？

经过深思熟虑，陈彦龙得出一个

响亮的答案：依托“教研一体”的团队，

探索“博士带硕士”的集体冲锋，在备

战打仗亟需的方向上深耕细作，确保

随时能点将出征。

陈彦龙带领的这支高素质专业化

队伍，凭着不服输的韧劲和拼劲奋斗

着，好消息一个接着一个从校园里传

出。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陈彦

龙接连打出聚拢要素、协同发力的“组

合拳”，点燃全室创新引擎。没有先来

后到之分，没有名气大小之别，所有人

形成合力，用一门好课带动多个专业

群，累计获省级以上奖励 30 余项。这

支朝气蓬勃的队伍，能吃苦、敢创新，

一步一个脚印努力实现梦想，走出一

串串奋斗的足迹。

见过陈彦龙的人，都对他那双明

亮的眸子印象深刻。无论经历什么，

不管取得多少荣誉，他的眼神始终真

诚清澈。“不能满足，不敢满足。”此时

的陈彦龙，像营区随处可见的三角梅，

默默盛开，坚定绽放，用全部精力去寻

找自己的芬芳之路。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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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房穿插于稻田之间

士兵和乡亲如同家人

我们在晒谷场上操练

老乡在田间耙田

到了饭点四处升起炊烟

口渴随时用一只葫芦瓢舀水

所以我熟悉水缸、木桶、古井

熟悉汗滴的咸和井水的甜

比我更熟悉老营房的是水牛

一走到田垄尽头便回望

黑葡萄一样的眼睛

漫不经心的咀嚼

与犁铧一起盼望收获季节

空荡荡的水田

目之所及却是稻黍满仓

我熟悉的还有松坡下的靶场

堰塘苇影里梳理羽毛的白鹤

打靶归来与收工的乡亲

在青石板上一同洗去污泥

水面波纹上飘来悠扬的歌声

柔软的暮色

总是让人想起家乡

现在我用瓷杯喝水

喝水不都是训练时畅快解渴

吹拂茶汤时变为程式化动作

更像在掩饰身体另一种缺失

我习惯了新的习惯

只是手握瓷杯的时候

老营房
■程文胜

总会想到那只在水缸里仰泳的瓢

从而品味水的质地和温度

水调歌头
贺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

■尹令名

鲲鹏一声吼，大地为之抖。展翅直

扑苍穹，行程九万九。一缕青云不散，作

别华夏神州，笑傲九天走。挥手向日月，

金木水火土。

汤唐江，三英杰，显身手。战友相逢

宇宙，逐梦星河游。中华儿女奇志，荣

光汗水铸就。青山哪里有？玉宇建琼

楼，航天弄潮头。

沁园春
观壶口瀑布

■张继温

大河奔腾，波涛汹涌，风起浪作。想

青藏源头，涓流相汇；九曲弯处，丹青交

错。长峡壁立，峰岭争峙，不挡激流向海

阔。到壶口，听雷霆咆哮，山石崩挫。

自古人称洪祸，驱黎民百姓俱流落。

然怒吼黄龙，横绝盗寇；遍野青纱，奇兵隐

若。一代伟人，湘江毛公，遏浪飞舟从容

过。挥巨手，看雄师驰骋，天地开拓。

川西秋色（油画） 朱志斌作

左：对党忠诚

刘松柏篆刻

右：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丁 勇篆刻

读有所得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这

是一个经过历史检验的真理，更是我们

党百年奋斗得出的重大历史结论，而要

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何其不易。电视剧

《大道薪火》通过讲述 1931年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到 1935年遵义

会议召开的 4 年间，年轻的中国共产党

“寻路”的故事，热情讴歌了以毛泽东同志

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通过调查研究、

深入思索，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和中

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革命

道路的生动实践，诠释了以坚定信念、求

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

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涵的苏

区精神。

从 1930 年 冬 到 1931 年 秋 ，中 央 革

命根据地军民在毛泽东、朱德同志指挥

下，连续粉碎国民党军的三次“围剿”，

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1931 年 11 月 7

日至 20 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布成立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受到错

误路线排挤的情况下，毛泽东同志坚定

信念、实事求是，探索治国理政真理大

道和正确的革命路线。可以说，毛泽东

同志是苏区精神的孕育者和模范践行

者。苏区精神跨越时空，永不过时，是

砥砺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不竭精

神动力。

在“寻路”的征程上，理想信念弥足

珍贵。信仰、信念、信心，任何时候都至

关重要。《大道薪火》集中展示了立足中

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真理解决问题、

推动中国革命在实事求是中勇毅前行的

光辉历史。这段历史充分说明，任何成

功的事业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任何胜利

的道路都不是一马平川的，成功和胜利

源自内心坚定的信仰、始终如一的信念

和忠诚笃行的坚持。剧中讲述了毛泽东

同志顺境不骄、逆境不馁，在遭受错误批

评时专心做好工作，通过调查研究找到

解决问题的办法；面对党内同志的不同

意见，他一次次与他们促膝交谈，阐述自

己的主张，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历史的

转折不仅仅源自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坚

定不移，还有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

祥等同志的重要贡献。他们虽然有着不

同的经历和个性，但有一点是共同具备

的，那就是对理想信念的坚定执着、对革

命必胜的坚定信心。

在“寻路”的征程上，创新奋进弥足

珍贵。坚持开拓创新，是我们党百年奋

斗历程中积累的一条重要经验。在党

的领导下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就是

一次开拓创新，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

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

区执政的重要尝试，也是党治国理政的

一次伟大预演，且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

探索。在金融经济方面，国家银行应运

而生，初步形成了造币、发行纸币、发行

债券等红色金融体系，有力支援了苏区

人民发展生产和军事斗争；在司法建设

上，颁布了有关反腐倡廉和建立监督体

系的法规，有效地推进保护民众权益和

惩治贪腐；在教育上，出台教育法，建立

列宁小学、红军大学以及各级的教育机

关……在一系列探索中，毛泽东同志提

出许多独创性想法，做了大量开创性工

作，项英、何叔衡、徐特立、林伯渠、毛泽

民、邓子恢等同志也作出突出贡献。

在“寻路”的征程上，爱民情怀弥足

珍贵。《大道薪火》开场讲述了毛泽东同

志帮徐阿婆家开天窗，给阴暗的屋子带

来光明。该剧围绕爱民为民展开了一系

列感人的故事：毛泽东同志与徐阿婆一

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把自己的军被送

给她，并请傅连暲医生为她医治眼疾，还

关心秀秀的婚事、“小瑞金”的成长；找来

教员上课，教群众熬制硝盐，以解决因国

民党封锁带来的盐荒；带领瑞金沙洲坝

人民打水井，解决群众吃水难的问题；长

征前夕，嘱咐毛泽民一定要把百姓手中

的苏币兑换成银圆，以免敌人来后群众

利益受损……这一桩桩一件件为民务实

的实事好事，暖了民心、聚了民心，让苏

区民众看到了革命胜利的希望，坚定了

跟党走的信心。

在“寻路”的征程上，优良作风弥足

珍贵。剧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

国共产党人的务实清廉、艰苦奋斗作风

得以充分体现。流传于 20 世纪 30 年代

的兴国山歌《苏区干部好作风》这样唱

道：“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

日穿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

从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到普通干部都是

这样的形象——穿草鞋、提灯笼、带干

粮、走山路，访贫问苦，一心为民。即使

在极为艰难的情况下，毛泽东同志依然

在不停地进行调查研究，指导改进干部

的工作方法，关心群众生活；即使在物资

极度匮乏时，毛泽东和其他同志也不搞

特殊，不多吃一粒粮、一粒盐，始终与苏

区军民休戚与共、同甘共苦。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电

视剧《大道薪火》对于传承红色基因、赓

续红色血脉，激励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

记 使 命 ，增 强 前 行 的 动 力 极 具 现 实 意

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

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

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新时代新征

程，我们要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

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

之不易，自觉弘扬苏区精神，积极开拓进

取，勇于担当作为。正如片尾曲所唱：

“ 沧 桑 大 道 多 险 阻 ，朝 着 阳 光 走 ，不 回

头！”

苏区精神的生动诠释
——观电视剧《大道薪火》

■向贤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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