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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里有话

玉 渊 潭

前 不 久 ，习 主 席 寄 语 广 大 青 年 ：

“争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

的新时代好青年，在推进强国建设、民

族 复 兴 伟 业 中 展 现 青 春 作 为 、彰 显 青

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奋力书写为中

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无

奋斗，不青春。在“新时代奋斗观”大

讨 论 中 ，如 何 让 青 春 在 强 军 兴 军 的 奋

斗 实 践 中 绽 放 绚 丽 之 花 ，成 为 大 家 热

议的焦点。

“青年者，国之魂也。”青年是整个

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

是民族复兴的栋梁、强国强军的先锋。

青年一代的理想信念、精神状态、综合

素 质 ，是 一 个 国 家 发 展 活 力 的 重 要 体

现，也是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

素。军队青年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

肯奋斗，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军队就有未来。回望征途，在革命、建

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无数有志青年投

身军旅、赴汤蹈火，同祖国一起开拓、同

军队一起奋进，用信仰与忠诚、牺牲与

奉献书写了无愧于时代的青春华章。

时代的责任赋予青年，时代的光荣

属于青年。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人

生际遇，而最大的际遇就是能够与党、

国 家 和 人 民 的 命 运 紧 密 联 系 在 一 起 。

新时代中国青年既面临着建功立业的

难得机遇，也肩负着“天降大任于斯人”

的时代重任。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

标，每名官兵都是奋进者、开拓者、奉献

者。这是新时代革命军人的历史际遇，

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

前 景 无 比 光 明 。“ 强 军 有 我 、请 党 放

心”。只要青年官兵有理想、敢担当、能

吃苦、肯奋斗，把心思集中于本职，把精

力倾注于岗位，把才智奉献于事业，就

一定能在逐梦强军的征程上成就更好

的自己。

做有理想的新时代青年。理想是

指引青年成长进步的灯塔，青年的理想

信念关乎国家未来。正所谓，“立志而

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青年志

存高远，就能激发奋进潜力，青春岁月

就不会像无舵之舟漂泊不定。军队青

年不是生活在真空中，难免受到各种社

会 思 潮 影 响 ，不 可 避 免 会 在 理 想 和 现

实、利己和利他、小我和大我等方面遇

到思想困惑。得其大者兼其小，取其重

者兼其轻。广大军队青年要胸怀“国之

大者”、牢记“军之大事”，始终明白“为

谁扛枪、为谁打仗”，始终牢记肩负的使

命职责，把个人梦融入中国梦强军梦，

把人生理想融入强国强军伟业，把对祖

国的满腔热爱落实到精武强能、矢志打

赢的具体行动中。

做敢担当的新时代青年。鲁迅先

生说，青年“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

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

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

一切视探索尝试为畏途、一切把负重前

行当吃亏、一切“躲进小楼成一统”逃避

责任的思想和行为，都是要不得的，都

是成不了事的，也是难以真正获得人生

快乐的。军队青年正处于干事创业的

黄金期，更须强化事不避难、义不逃责

的担当，敢挑别人挑不动的担子，多挑

别人不愿挑的担子，始终盯着备战打仗

最紧迫、部队发展最急需、基层矛盾最

突出的重难点问题，迎难而上、锐意进

取 ，锻 造 能 干 事 能 扛 事 能 成 事 的 硬 脊

梁、铁肩膀。

做能吃苦的新时代青年。60 多年

前 ，河 南 林 县 的 300 名 青 年 组 成 突 击

队，用 17 个月时间奋战红旗渠咽喉工

程 —— 青 年 洞 ，成 为 一 代 青 年 吃 苦 耐

劳、战天斗地的缩影。习主席曾指出：

“年轻一代要继承和发扬吃苦耐劳、自

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摒弃骄娇二

气，像我们的父辈一样把青春热血镌刻

在历史的丰碑上。”广大军队青年应当

认清苦与乐的辩证关系，树立正确的苦

乐观，将最有生机、最有闯劲、最少保守

思 想 的 优 势 充 分 发 挥 出 来 ，把 吃 苦 当

“吃补”，在艰苦环境和基层一线的“大

熔炉”中吃更多的学习之苦、训练之苦、

钻研之苦，真正做到练胆魄、磨意志、长

才干、强本领。

做肯奋斗的新时代青年。军队青

年 有 什 么 样 的 精 神 状 态 ，就 有 什 么 样

的作风和面貌；有什么样的奋斗姿态，

就有什么样的事业和成就。奋进新征

程 ，无 论 是 意 识 形 态 领 域 斗 争 的 新 形

势，还是边斗争 、边备战 、边建设的新

特 点 ；无 论 是 解 放 和 发 展 新 质 战 斗 力

的 新 要 求 ，还 是 深 化 基 层 治 理 的 新 情

况 ，都 迫 切 需 要 全 军 青 年 高 扬 奋 斗 之

帆 、挥动奋斗之桨，坚定奋斗的方向 、

找准奋斗的落点。广大军队青年应锚

定 目 标 、勇 毅 前 行 ，争 当 爱 岗 敬 业 的

“螺丝钉”、履行使命的“排头兵”、转型

建设的“主力军”，把全部心思和精力

聚 焦 到 打 赢 上 ，把 全 部 智 慧 和 力 量 贡

献到打赢上，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奏

响强军胜战的青春壮歌。

（作者单位：第82集团军）

“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
—培塑新时代奋斗观、当好新时代奋斗者系列谈⑦

■皇甫海涛

解放战争时期，第四野战军从白山

黑水一直打到天涯海角，既打陆战又打

海战，既打平原战又打山地战，既打攻城

战又打阻击战，打得有声有色。战争没

有“熟悉空间”，对手不会对你的“水土不

服”手下留情。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分析

的：对于一个指挥员来说，“起初会在某

一熟悉的地方作战，后来在许多地方也

会作战”，就是“进步了，发展了”。

战争是“找别扭大师”，会让你在最

不熟悉的环境里接敌，用最不默契的武

器作战，用最不适应的方式对抗。衡量

一支部队是否能打仗，很直观的方法就

是将部队置于陌生环境，和一个从未交

手的对手，在几乎无准备的情况下进行

全面较量。一支军队、一名指挥员，如果

只会在自己的“自留地”里练来练去，对

陌 生 地 域 空 间 的 特 点 要 情“ 两 眼 一 抹

黑”，即便能够快速机动到位，恐怕也会

付出惨重代价。

明天的战争，陆海空天电网都是战

场，极可能会在物理空间、技术空间和认

知空间同时打响。我军要遂行不同作战

任务，就要通过训练适应不同时空的战

场环境。比如，未来的陆军不再是单纯

的陆地攻防，既可能乘海军舰船登陆作

战，也可能乘空军飞机实施远程投送打

击，还可能担负防卫火箭军导弹阵地的

作战任务。因此，一旦进入陌生地域，能

否准确识别地形？能否适应气候环境？

能否有效操控装备？这些问题回答不托

底，就会给战场制胜埋下隐患。

一名军事心理学专家曾对 100 名服

役超过 3 年的士兵进行跟踪调查，结果

发现，同样的训练内容，在陌生环境训练

的效果明显高于在同一地方重复训练的

效果。近年来，我军跨战区、跨海区演训

已成常态，官兵适应复杂陌生环境的能

力不断提高，但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

比如，少数单位每年驻训都到同一个地

方，每场演练都在同一块地形，每次进攻

都是同一座高地，年年是“翻版”、次次搞

“临摹”。诸如此类，走不出自我的“熟悉

空间”，就难以适应未来战争全域作战的

需要。

“战争之事，或跋涉冰天雪窟之间，

或驰驱酷暑恶瘴之乡，或趁雨雪露营，

或昼夜趱程行军；寒不得衣，饥不得食，

渴不得水……其精神、其体力，非于平

时养之有素，练之有恒，岂能堪此？”各

单位应坚持全天候、全空间、全方位演

训，挺进复杂环境训，开进陌生地域练，

从地理环境、电磁环境乃至气象环境等

入 手 ，把 战 场 设 真 、对 手 设 强 、情 况 设

险 、困 难 设 足 ，让 参 训 者“ 走 ”得 不 顺 、

“吃”得不香、“住”得不安、“攻”而不下，

努力用训练环境的“陌生系数”提升战

场对决的“打赢底数”。

战争没有“熟悉空间”
■韩 炜

博物致知，洞见文明。5 月 18 日，

一 年 一 度 的“ 国 际 博 物 馆 日 ”将 如 期

而 至 。 今 年 国 际 博 物 馆 日 的 主 题 为

“博物馆致力于教育和研究”，重点强

调了文化机构在提供全面教育体验方

面 的 关 键 作 用 。“ 一 个 博 物 院 就 是 一

所大学校。”博物馆里，承载的是历史

记 忆 ，积 淀 的 是 民 族 底 蕴 ，传 承 的 是

绵长文脉。

“让过去拥有未来。”这是陕西考古

博物馆展陈的结束语，将博物馆的意义

描述得既富有哲理、又充满诗意。博物

馆本身就像是一个“连接”，一端连着过

去的历史、广阔的世界，另一端接着未知

的领域、今天的我们。敦煌研究院的一

面墙上写道：“历史是脆弱的，因为她被

写在了纸上，画在了墙上；历史又是坚强

的，因为总有一批人愿意守护历史的真

实，希望她永不磨灭。”能够惊艳时光的，

除了美轮美奂的壁画艺术，也有一代代

莫高窟人坚守的奇迹。博物馆带给我们

的震撼，不仅是满目烟霞的物质文化遗

产，更是无限传承的精神力量。

有位学者说，博物馆是绝大多数人

一生中最重要的文化体验。“以开民智

而悦民心”，早在 100 多年前，“百日维

新”的先驱者便将建设博物馆当作变革

的要务之一。1925 年 10 月 10 日，500 多

年没有对民众开放过的紫禁城（故宫博

物院前身），突然对社会开放，一时观者

云集。据当时的工作人员回忆，当天闭

馆后打扫卫生，光被挤掉的鞋子就捡了

一筐。如果说当年的蜂拥而至，很多人

是抱着一睹封建王朝的好奇心理，那么

如今纷至沓来的游客背后，则是强烈的

文教需求。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

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

都活起来”。一个“活”字，提供了思路，说

透了方法。近些年，从《国家宝藏》的热

播，到各地博物馆文创产品的走红，从数

字敦煌、诗意长安的惊艳，到洛阳博物馆

剧本打卡的“出圈”、上海“博物馆奇妙夜”

的梦幻，很多博物馆借助新的技术手段、

网络的传播效应，摆脱了陈旧严肃的印

象，增强了公众的参与度和体验感，古老

与现代的“反差萌”，鲜活地焕发出艺术魅

力。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各种博物

馆，怀揣敬畏之心，向大师致礼，对文化鞠

躬，开启一场穿越时空的“旅行”。

如果把藏品当作是博物馆的心脏，

那么教育就是博物馆的灵魂。2024 年 3

月 5 日，习主席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

二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把

博物馆事业搞好。博物馆建设要更完

善、更成体系，同时发挥好博物馆的教育

功能。”博物馆以有限的空间给予人们视

通千里的遐思，既是独一无二的知识宝

库，也是社会教育的重要场所。它不同

于一般景点的呈现，而是创造感知历史

的体验，赋予公众眺望未来的启发。酷

炫的技术、活动的包装是必要的，但博物

馆对公众的教育不能是“买椟还珠”，无

论时代和科技如何变换，充分挖掘藏品

内涵，讲好历史故事，帮助公众变“看热

闹”为“看门道”，提升人文和科学素养，

依然是博物馆的核心功能所在。

“一个党史陈列，就是一部党史教

科书。”2023 年，国家文物局印发《革命

文物主题陈列展览导则（试行）》等文

件，指出要推出一批以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奋斗历程为主线的展览精品，以物证

史、以物叙事，让历史说话。当文物辅

以史实的来龙去脉和人物的风云际会，

历史的脉息顷刻间激活，为我们的记忆

补上骨骼和肌理。先烈们抛洒热血的

地方，今天已成为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

课堂；先辈留下的殷殷嘱托，今天已成

为党性教育的丰厚滋养。红色场馆和

革命文物是党史军史丰富精神遗产的

生动载体，传承党史军史既是守护我党

我军的灵魂，更是我们肩负的责任。

昨天的历史，是今天的镜子，又是

明天的种子。根据《新时代军史场馆体

系建设规划》，我军将打造军队博物馆、

部队军史场馆、省军区系统革命军事场

馆 3 个系列，形成覆盖全军、辐射社会、

功能互补、体系完备的红色谱系展陈教

育大格局。全媒体、大数据时代，官兵

的认知特点、接受习惯、审美情趣都有

了很大改变，我们也应同步提升军史场

馆的受众意识、服务意识，深入挖掘革

命文物的文化价值和历史内涵，因地制

宜建好军史平台，创新丰富军史传播手

段，紧贴实际讲好红色故事，让军史场

馆由参观场所变成教学富矿，为传承红

色基因集聚更多精神力量。

让过去拥有未来
■哲 之

现实中，一些基层带兵人喜欢以严

厉的语气说话，以严肃的面孔示人，以

为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结果却在无

形中树起了“心墙”。有人称其为：扯着

“嗓门”，堵住了“心门”。

心理学上讲，一个人越是身处陌生

环境、面对陌生群体，越会在意别人的评

价。如今，“05 后”新兵正走进我们的视

野，他们是不折不扣的“网生一代”，自我

意识更强烈、求新求变诉求更多样。一个

意味深长的眼神，一次敞开心扉的谈话，

一次饱含期望的提醒，在官兵心海激荡起

的浪花，远比劈头盖脸的训斥强得多。

早在红军时代，我军就要求：“在进

行教育中，如新战士没有了解的动作，须

用和蔼的态度，耐烦地扼要去向他们解

释，并做样子给他们看。”新时代的基层带

兵人，应学会以欣赏的眼光看待每一位新

兵，多露笑脸、少皱眉头，多些循循善诱、

少些批评指责，多些悉心耐心、少些“恨铁

不成钢”，真正做到思想上自觉尊重、情感

上切实贴近、生活上真正融入。

莫因“嗓门”堵“心门”
■晁国胜

八一时评

“按惯例办”，时下成为个别领导

的“ 口 头 禅 ”，甚 至 拿“ 惯 例 ”充 当“ 范

例”。殊不知，这种深陷老经验、老办

法而“不可自拔”的行为，只会令工作

原地踏步。

一般来说，前人的经验是后人进步

的捷径，但有时经验也会成为前进道路上

的绊脚石。现实中，一些干部扔不掉因循

守旧的“坛坛罐罐”，走不出经验主义的

“依赖怪圈”，深究其因，既有“轻车熟路”

的自满，又有“多年媳妇熬成婆”的松懈，

也有“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的骄纵。

“脑子一固定，就很危险。”随着国

防和军队改革的深入推进，部队面临许

多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各级领导和

机关干部应及时破除守旧观念、守常思

维、守成思想，敢于想前人所未想、做前

人所未做，既打破思维定势、又不违背

创新规律，既主动担当作为、又不脱离

部队实际，不断实现知识更新、能力升

级和素质换代，努力成为胜任打赢需要

的行家里手。

莫拿“惯例”充“范例”
■杨韫璋

在党纪学习教育中，各单位普遍加

强警示教育，通过剖析违纪典型案例，

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然而，有个别党

员把警示教育当“故事会”，把典型案例

当“八卦谈资”，并没有从中受警醒、明

底线、知敬畏。这种现象当戒。

警示教育就像一面辨别是非得失的

镜子，通过鲜活的反面教材告诉党员不

该干什么、不能做什么，违反了有什么危

害、会受什么惩罚。“见善，修然必以自存

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现实中，

少数党员要么冷眼旁观、不以为意，要么

隔岸观火、置身事外。如果抱着这种心

态，“哀之而不鉴之”，就容易重蹈覆辙。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每名党员应

把警示教育当成“正衣镜”“提醒铃”，主

动在思想上划出红线、在行为上明确界

限，常敲思想警钟、常紧纪律之弦，努力

把“写在纸上的教训”变为“记在心里的

敬畏”。

（作者单位：武警工程大学信息工

程学院）

莫把“警示”当“故事”
■侯博瀚

作者：侯天白

千秋基业，人才为本。办好思想政

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关键在发挥教师

的 积 极 性 、主 动 性 、创 造 性 。 近 日 ，

习主席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重要指

示：“要着力建设一支政治强、情怀深、

思维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的思政

课教师队伍。”

思政课作用不可替代，思政课教师

队伍责任重大。如果说思政课是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那么思

政课教师队伍则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的重要力量。我们党历来高度重

视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和思想政治教

育骨干队伍建设，为胜利推进各项事业

提供了有力保障。早在抗日战争时期，

毛泽东同志就郑重提出，“如果我们党

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

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

党的战斗力量”。以思政课教师为代表

的思想政治工作者，从事的是传播知

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的工作，承载着

塑造灵魂、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给学

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引导学生扣

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是思政课教师队伍

的责任所在，也是意义所在。

学高为师，德高为范。思政课教师

的道德感召和人格魅力是教育成功的

重要条件。讲思政课，只有让信仰坚

定、学识渊博、理论功底深厚的教师来

讲，才能使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

参与创办“哈军工”的陈赓大将曾语重

心长地说：学员是“上馆子吃饭”的，教

员是“做饭炒菜”的，学员能否“吃饱吃

好”，关键就在于教员的“手艺”。思政

课教师作为燃灯者，在时代的沃土里传

播信仰，先点亮自己，才能照亮他人。

“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只有自身理想

信念坚定，坚持言行雅正，坚守公正廉

洁，涵养干净担当、不染一尘的品德，才

能成为学生由衷敬佩、高度信任的“人

师”，引导学生把为党奉献当作荣耀、把

为国担当视为使命。

亲其师，才能信其道。传道者自

己首先要明道、信道，教育者自己要先

受教育。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教授

刘 光 明 被 称 为 理 论 高 地 上 的“ 追 光

者”，把传播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

义作为为之奋斗的事业；国防大学政

治学院教授姜延军秉持“把学科优势

转化为战斗力”的职业追求，把三尺讲

台当阵地，将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到一

线，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他们用真

理的力量感召学生，以深厚的功底赢

得学生，用高尚的人格感染学生，把对

家国的爱、对军队的爱、对教育的爱、

对学生的爱融为一体，让思政课成为

一门有温度的课。

新时代新征程上，思政课建设面

临新形势新任务，必须有新气象新作

为。无论是军校思政课教员，还是军

队政治工作干部，“表率作用本身就是

最好的政治工作”。政治工作干部应

以“政治强、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

自律严、人格正”的标准要求自己，坚

持真理的力量和人格的力量相统一，

言行一致、知行合一，立身为旗、带头

冲锋，乐教善教、潜心育人，以模范行

动诠释政治工作真谛、以自身过硬为

政治工作威信增效。各级党组织也应

积极为政治工作干部搭建成长进步阶

梯，持续开展岗位练兵比武，立起奖优

汰劣指挥棒，让优秀者优先，让有作为

者有地位，充分发挥政治工作对强军

兴军的生命线作用。

办
好
思
政
课
，关
键
在
教
师

■
王
红
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