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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里有话

玉 渊 潭

夜读恽代英烈士的日记，发现这位

深受中国青年敬仰的革命先驱，对境界

问题有着深刻、独到的见解。他主张人

生在世“每日须辟一新境界”，并指出：

“无新境界，则自信力薄弱，气魄日小，

即固有境界亦不能保。”

境界，既是人的学识涵养和品德修

养达到的程度，也是自我修持、自我完

善的能力。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把人生

境界分为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

德境界、天地境界。学者张世英先生把

人 的 生 活 境 界 分 为 欲 求 境 界 、求 知 境

界、道德境界和审美境界。而恽代英同

志提出的“境界说”，则体现了一名革命

者对除旧布新、开拓创新的执着追求，

对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严格要求，对

于今天的我们有着深刻的启悟和教益。

境界不同，领略的人生风光、享受的

精神愉悦是有差异的。“每日须辟一新境

界”，实质上是要走出自我、超越自我。

这种自我超越表现在雷锋身上，就是“把

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

中去”；表现在杜富国身上，就是危险关

头推开战友，“你退后，让我来”；表现在

陈祥榕身上，就是“清澈的爱，只为中

国”……正因为他们以比自我“更大的东

西”作为定盘星，方能不断释放生命强

光，实现人生境界的升华。“每日须辟一

新境界”，就要像无数英模人物那样，在

理论学习中强化理想信念，在见贤思齐

中提升奋斗标杆，在艰苦锤炼中提纯思

想品德，在日常修养中升华人生境界。

“ 君 子 之 学 必 日 新 ，日 新 者 日 进

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进而不退

者。”实现“每日须辟一新境界”，持续不

断地学习是重要途径。当今时代，知识

更新速度呈几何级数增长，过去读几年

书 可 以 用 一 辈 子 ，如 今 只 有 学 习 一 辈

子，才可能跟上时代前进的脚步。“最美

新时代革命军人”叶升学，入伍时只有

初中文化，通过刻苦学习，不仅拿到了

硕士学位，而且成为战区通信圈里的高

手，擅长解决各种棘手难题。他的成功

秘籍，就是始终保持“升学”状态，不断

用知识丰富自己、提高自己。“每日须辟

一新境界”，就要在学习上保持“日新日

进”的状态，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

着、“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通过锲

而不舍、久久为功的刻苦学习，不断抵

达新的境界和高度。

精神境界的提升，与事业境界的开

辟是相辅相成的。前者为后者提供源

源不断的动力，后者则是前者的重要体

现和检验标准。“将无法实现之事付诸

实现，正是非凡毅力真正的标志”，也是

提升境界的“磨刀石”、检验境界的“试

金石”。被誉为“青藏公路之父”的慕生

忠，当年带领 1200 多名筑路大军，用手

中的铁锹和十字镐等简陋工具，劈开昆

仑山，战胜唐古拉，通过怒江上游的黑

河，炸开冈底斯山的石峡……终于建成

了青藏公路这条“天路”，书写了人间传

奇。在慕生忠身上，精神境界与事业境

界相互成就、相互辉映。军人生来为战

胜。对新时代革命军人而言，“每日须

辟一新境界”，就是要永葆“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的进取精神，勇于突破、勇攀

新高，精耕细作、精益求精，一步一个脚

印，一步一个台阶，不断推动强军事业

向上向好、开拓开新。

“人类被赋予了一种工作，那就是精

神的成长。”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指出，

中国人民的前进动力更加强大、奋斗精

神更加昂扬、必胜信念更加坚定，焕发出

更为强烈的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说到

底，真正能束缚我们的，只有主观因素，

能击倒我们的，也只有思路、眼界、观念、

决心上的局限。一旦我们思路洞开，敢

于打破思维定式，敢于在他人想不到的

地方寻找机会或出路，就能采撷到别人

可望而不可即的成功果实，从而让人生

和事业进入更为辽阔的新境界。

习主席在二〇二四年新年贺词中指

出：“中国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奋力攀登，

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创造。”我们所处的

时代是催人奋进的伟大时代，我们进行

的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多一分

进取少一分安逸，多一分闯劲少一分守

成，做好精气神的“加减法”，做到“每日

须辟一新境界”，我们的人生就会更加丰

富和开阔，我们的事业必将无往而不胜，

我们的奋斗定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每日须辟一新境界”
■向贤彪

西汉时期，有两位将军以善于用

兵闻名当时。一位是“飞将军”李广，

他带兵重情义而轻军纪，崇尚宽松有

恩的将兵氛围，常以奇谋武勇克敌制

胜，与敌交战宛如“赌博”，要么大获全

胜，要么惨败。而另一位“不败将军”

程 不 识 ，在 治 理 军 伍 上 则 十 分 严 苛 。

行军打仗期间，他要求将士人不解甲，

马不卸鞍。他驻守的地方固若金汤，

一生未尝败绩。司马光在《资治通鉴》

中评价：“效程不识，虽无功，犹不败；

效李广，鲜不覆亡哉！”

令严方可肃兵威，命重始于整纲

纪。李广带兵虽多有可鉴之处，可一

旦部队陷入突发情况，往往会阵脚自

乱，其散漫的治军方式实不可取。特

别 是 随 着 战 争 进 入 信 息 化 智 能 化 时

代，战争形态发生深刻变化，对指挥统

一性、行动精准性提出更高标准，要求

部队必须令行禁止、协调一致。如果

像“飞将军”那般治军，必定无法适应

愈加复杂激烈的未来战场。一支部队

只有做到令必行、禁必止，才能攻如猛

虎、守如泰山。

严治之军，所向披靡；无治之兵，

百万无益。古今中外，任何一支强大

军队对于“治军务必从严”都有着高度

一致的认识，都把严明法纪作为治军

通则，使铁律生威成为治军常态。我

军一贯重视纪律建设，是唱着“三大纪

律八项注意”走向胜利的，是秉持“一

靠理想二靠纪律”走向正规化的，是在

坚持依法治军、从严治军中发展进步

的。《朱德选集》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怎

样创造铁的红军》，强调要自觉地遵守

铁的纪律。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不

仅以力服人，且能于作战混乱之际，表

现其严明之纪律，如此服人之德，谁不

钦 佩 。”解 放 战 争 时 期 ，淮 海 战 役 中 ，

我 军 总 兵 力 比 国 民 党 军 少 20 万 。 但

几乎每次战斗，我军都能形成较大的

局部优势，根本原因就在于参战部队

和 官 兵 都 具 有 严 明 的 纪 律 性 。 正 如

毛 泽 东 同 志 在《论 联 合 政 府》中 指 出

的：“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

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

的纪律”。人民军队走过的每一程都

诠释了一条浅显而深刻的道理：加强

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从严治军是历史的昭示，更是现

实的呼唤。习主席深刻指出：“厉行法

治，严肃军纪，是治军带兵的铁律，也

是建设强大军队的基本规律。”必须清

醒看到，新时代新征程上，革命军人加

强 纪 律 性 面 临 着 新 形 势 新 课 题 新 考

验。现代战争，作战空间全域多维，作

战要素高度联动，作战节奏空前加快，

更加需要“用铁的纪律凝聚铁的意志、

锤炼铁的作风、锻造铁的队伍”。在日

常 实 战 化 训 练 中 ，武 器 装 备 、组 训 模

式、人员管理也变得更加复杂精细，更

加强调标准化、程序化、规范化，对纪

律意识提出了更高要求。扎实开展军

事斗争准备和实战化训练，必须把战

斗精神和军法军纪有机结合起来，只

有每名官兵都具有严格的纪律性，才

能保证领导指挥坚强有力，形成步调

一致的强大合力。就像程不识那样，

指挥如臂使指，行动灵活高效。

“以身先人，故其兵为天下雄。”从

严治军，关键是从严治官。军队领导

干 部 特 别 是 高 级 干 部 肩 上 有 千 钧 重

担，身后有千军万马，在依法治军、从

严治军上必须标准更高、要求更严、走

在前列。各级领导干部要率先强化纪

律意识，提升法治素养，严于律己、以

身作则，敢抓敢管、严抓严管，增强法

规纪律的执行力，切实把依法治军、从

严治军落到实处，把部队带成一支律

令如山、能打胜仗的精兵劲旅，向党和

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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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一元复始都开启万象更新的

奋斗。

元旦刚过，人民军队新年度军事训

练热潮再起。从海洋到天空，从平川到

高原，全军将士热血奔涌、士气高昂，苦

练打赢本领，一幅幅恢宏壮阔的练兵画

卷正在胜战征程上铺展开来。

“守不忘战，将之任也；训练有备，

兵之事也。”军队因战而生，军人为战而

练。毛泽东同志曾告诫：“准备好了敌

人可能不来，准备不好敌人就可能来”

“把一切都准备好，准备好了，敌人要来

也好办”。可以说，时刻准备战斗的姿

态是披坚执锐的秣马厉兵，是直面对手

的严阵以待，是以克敌制胜的本领保持

的状态，是以人装合一的状态生成的能

力。历史也充分证明，一支军队的战斗

力，与其最直接的关系，恰恰就是这种

时刻准备战斗的姿态。有了这样一种

姿态，什么样的对手都不敢轻易来犯。

当今世界变乱交织，百年变局加速

演进，国际政治纷争和军事冲突多点爆

发，我国安全形势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

大。以时刻准备战斗的姿态投入军事

训 练 ，就 是 要 求 部 队 以 打 仗 之 目 标 练

兵，以打赢之追求磨砺，心里存不得一

丝“和平积弊”，容不得些许应付塞责。

时刻准备战斗既是要求，更是行动。新

年度新征程，以时刻准备战斗的姿态投

入军事训练，必须设置更高“坐标系”、

更新“度量衡”，牢固立起实战化训练的

“风向标”，实现战斗力水平新的跃升。

以时刻准备战斗的姿态投入军事

训练，思维要“更高一层”。革命先辈曾

谆谆告诫：“打仗的事，可不能问樵樵不

知，问牧牧不晓呵！”从我军练兵备战的

实 践 看 ，凡 是 实 战 能 力 不 断 提 升 的 部

队，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知道敌人

是谁，知道敌人在哪里，知道如何与敌

人 过 招 ”，始 终 在 实 战 背 景 下 练 兵 施

训。如今，面对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

手之变，只有用前瞻眼光密切关注世界

新军事革命发展动向，用超前思维加强

对未来战争特点规律的认知研究，深刻

洞悉信息化智能化战争的制胜机理，才

能指导训练更加符合现代战争的本质

要求，让训练更加科学、实用、管用。

以时刻准备战斗的姿态投入军事

训练，标准须“更严一步”。练为战的内

涵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个时代，每支军

队，每一场军事变革之后，练为战的标

准都会有极大变化。2018 年年初，中央

军委批准颁发了国防和军队改革后首

批新军事训练大纲。许多官兵反映，与

以前的大纲相比，标准更高、要求更严、

强度更大，变化堪称脱胎换骨。训练标

准为什么变、变什么，都是奔着打赢未

来战争去的。面对明天的战争，面对强

敌对手，我们决不能把作战对手设愚笨

了、作战环境设理想了、作战进程设简

单了。只有让训练标准离实战近些、再

近 些 ，尤 其 是 离 下 一 场 战 争 的 要 求 近

些、再近些，才能让战斗力水平向着更

快、更准、更强推进。

以时刻准备战斗的姿态投入军事训

练，训法应“更新一筹”。兵无常势，水无

常形。一支部队以前能打胜仗不等于未

来能打胜仗。未来战场的变化时时刻刻

都在“跑步前进”，战争的不确定性将比

以往更为突出，夹杂的时代特征更加明

显，需要以变求新、以新求胜。在过去的

一年里，我军加快推进军事训练转型升

级，突出了科技练兵，强化“科技+”“科学

家+”“网络+”训练理念，广泛开展基地化

模拟化网络化训练，军事训练质效不断

提高。我们从中可以明晰，要经得起未

来战争考验，必须将训法创新升级当成

一种习惯，让训法最大程度适应战场变

化，真正练就先敌一秒、快敌一步、多敌

一招、胜敌一筹的过硬本领。

军之大事，命在于将。以时刻准备

战斗的姿态投入军事训练，既是指挥员

应有的状态，也是必备素质。现在，装

备技术构成日益复杂，信息知识更新不

断加快，一体化联合作战已成为基本作

战样式，这对指挥员的指挥艺术、信息

素养、军事技能等提出了更高要求。时

刻准备战斗，决不是胳膊一挥、嗓子一

吼那么简单。各级指挥员要全部心思

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劲，通

过严格扎实的训练，不断提高新领域斗

争筹划、新型作战力量运用、新系统手

段操作本领，从而带出精兵劲旅，在关

键时刻不负重托、不辱使命。

合格军人，从来不是喊出来的，而

是扎扎实实练出来的；胜战之师，无不

以突破极限、追求极致为旨归。值此新

年度军事训练展开之际，希望各部队都

能 开 个 好 头 ，深 入 贯 彻 习 近 平 强 军 思

想，以时刻准备战斗的姿态投入军事训

练，在能打仗、打胜仗的新征程上踔厉

奋发、笃行不怠，切实担当起党和人民

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作者单位：92212部队）

以时刻准备战斗的姿态投入军事训练
—在强军新征程上跑出加速度、打好攻坚战③

■孔 强

在《西游记》第六回里，孙悟空与二

郎神斗法，想变成庙宇躲过二郎神，别的

地方都变好了，唯独尾巴不好收拾，情急

之下将其变成旗杆立于庙后。结果因造

型违和，被二郎神识破，陷于被动。

我们常把做事不彻底叫作“留尾

巴”。在实际工作中，“留尾巴”的现象并

不少见。有的源于惯性依赖，总觉得反

正有人兜底，习惯性降低工作质量；有的

源于忽视细节，缺少较真精神，导致出现

短板漏洞；还有的易犯“拖延症”，不到时

间后墙不动工，最终留下“半截子工程”。

“留尾巴”不仅会影响一项工作的

有序推进，还会迟滞整个部队建设，是

一 种 不 良 习 惯 和 作 风 。 该 如 何 改 正

呢？其实不难。首先，变等靠依赖为主

动作为，培塑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工

作作风，凡事以“自己这道关就是最后

一关”的态度对待，不心浮气躁，不心存

侥幸，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

责。其次，变忽视细节为较真碰硬，筹

划工作确保要素完整、组织严密，执行

任务跟进每个环节、抓实每个节点，于

细微处见精神、见境界、见水平，绝不当

“差不多”先生。最后，变拖泥带水为雷

厉风行，强化时间观念，加强预想预判，

多 一 些“ 马 上 就 干 ”、少 一 些“ 拖 拉 懒

散”，养成“不解决问题不收兵、不见到

成效不撒手”的工作作风。如此做事，

方能“不留尾巴”、善作善成。

干工作切忌“留尾巴”
■曹 巍 张 晨

时值严冬，在高寒地区或是低温复杂

环境下，有些装备可能会因温度过低而出

现启动慢等现象，关键时刻无疑会影响部

队战斗力。因此，每逢军事训练、战备值

班任务，官兵都会预先给装备加温一段时

间，以便让装备处于良好状态。

装备需要加温，人亦如此。对于军

人而言，自觉沉下心来、专心致志，把思

想上的自勉、学习上的自主、能力上的

自强作为一种“加温”，经常性地反思不

足、固本强能，才能时刻保持最佳状态，

随时迎接各种挑战。

装备会经历严寒，军旅人生也会面

临各种考验，不可能一帆风顺。身处日新

月异、飞速变革的新时代，不论军官还是

士兵，都应当有“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

忧患，有等不起、慢不得的紧迫。既经常

自我审视，看当下是否称职；也进行前瞻

分析，看能否紧跟时代潮流。如果像寓言

里的寒号鸟那样，整天得过且过，天气变

冷时，就只有挨冻的份了。

为装备加温是一件辛苦的工作，而

且 远 离 聚 光 灯 ，甚 至 颇 显 枯 燥 。 然

而，志从苦中砺，才从苦中长，功从苦中

建。回望来时路，我们取得的一个个进

步，无不是苦出来、干出来的；观察身边

的先进模范，每个人都是吃苦耐劳、脚

踏实地的典型。自我“加温”往往也是

一个吃苦的过程，年轻干部要把艰苦环

境、艰巨任务作为磨炼自己的机遇，把

肯吃苦、敢吃苦当作成就更好人生的选

择，这样才能增益其所不能，练就担当

的宽肩膀、成事的真本领，才能让前行

的脚步愈加稳健。

装备加温是确保严寒条件下训练顺

利开展的重要一环，最重要的在于长期

坚持落实，容不得丝毫闪失。100 天中，

哪怕 99天做到了，只要有 1天疏忽了，也

是不合格的。这启示我们，常立志容易，

立长志很难。当我们有了追求成长进步

的意识，尝过了努力过程中的辛苦，取得

了一定成绩时，更要清醒认识到，这一过

程是没有止境的，如果不能对自己的志

向持之以恒，注定不能一路披荆斩棘，达

到梦想之巅。只有矢志不渝，为自己不

断添柴加火，才算是将自我“加温”固化

成为一种内在需求和行为自觉，才能在

本职岗位上担当尽责、发光发热，描绘出

更加精彩的军旅画卷。

学会自我“加温”
■文/高思峰 张坚坤 图/周 洁

近日，笔者翻看一些干部去年的

述 职 报 告 ，发 现 有 一 现 象 值 得 关 注 ：

不 少 人 对 缺 点 和 不 足 往 往 轻 描 淡

写 、语 焉 不 详 ，存 在“ 模 板 化 ”的 倾

向 。 最 常 见 的 有 这么几种：一是工作

不够大胆；二是有时容易急躁，处理问

题方法比较简单；三是学习不够努力。

这几种缺点成了干部的“常见病”，如

果 不 看 述 职 报 告 上 姓 名 、岗 位 、职 务

之 类 的 内 容 ，很 难 看 出 究 竟 是 谁 的

缺点。

倘 若 每 名 干 部 都 能 这 么 完 美 少

缺，当然最好。不过，事实并非如此。

如果大家都仅仅有不够大胆、容易急

躁的“常见病”，工作上就不会有那么

多的失误，更不会有什么违纪违法的

情况发生了。只讲“常见病”而不去深

入细致地挖掘自身实质性的缺点，实

际上和夸大自身优点一样，都是不如

实评价自己的表现。这不仅失去了总

结述职的意义，而且也不利于自身改

正缺点、弥补不足。

俗 话 说 ，常 见 病 好 治 ，疑 难 症 难

医。一名军人如果不敢正视自己的缺

点和问题，那可真成了一大缺点。新

的一年已经开始，我们不妨结合新年

度工作计划，对照岗位职责，再认真做

一 次“ 体 检 ”，真 正 找 到“ 病 根 ”，思 得

“良方”。这不仅是对自己负责，也是

对部队负责。

述职别只讲“常见病”
■华 瑞 孙 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