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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永远只能有两种状态，打仗和

准备打仗，节日期间也不例外。尤其是

担负战备值班的人员和分队，更必须绷

紧节日“战备弦”。

常言道，国不可一日无防，军不可一

日无备。这里的“一日”，指的是“每一

日”，当然包括节假日。战备“在位”更要

“有为”，预案“有了”更要“有用”。只有严

格落实节日战备值班制度，把战备的弦绷

得紧而又紧，把“箭在弦上”当成一种常

态，把“引而待发”练成一种习惯，才能有

效慑止潜伏在节日背后的战争恶魔。

节日战备，贵在备全、备准、备实、备

细。国庆期间，各单位应把战备预案搞精

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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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方能临危不乱、处变不

惊，让祖国的节日成为和平的假日。

绷紧节日“战备弦”
■申鹏天

保密是防御敌人的盾牌，泄密是刺

向自己的利刃。国庆前夕，某部组织官

兵观看保密教育宣传片，排查保密薄弱

环节，给探亲休假和外出官兵发保密提

示，引导大家做到过节不忘保密。

节假日，既是官兵与外界联系的密

集期，也是敌人窃密的高发期。敌特就

在身边，泄密就在瞬间。如果严守秘密

的警觉性和敏感性不强，“思想哨兵”打

个盹，舌头上不能加把锁，行为上失守失

控，就可能造成失泄密。

“保守秘密九分半不行、九分九也

不行，非十分不可。”保密工作没有节假

日，必须时刻锁好“保密门”。我们应树

牢“百分之一的疏忽，就可能导致百分

之百失败”的意识，对哪些可以使用、哪

些必须禁用，哪些适合分享、哪些守口

如瓶，必须有清醒认识、明确界限，对保

密工作严之又严、细之又细，切实筑牢

保密防线。

时刻锁好“保密门”
■彭晓刚

大 道 之 行 ，天 下 为 公 。 初 秋 的 北

京 ，“ 中 非 时 间 ”点 亮“ 南 方 时 刻 ”。

习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

式上指出，中非共逐现代化之梦，必将

掀起全球南方现代化热潮，谱写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新中国成

立 75 周年来临之际，携手推进现代化、

共筑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方案，再次唱

响时代强音。

在近现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

程中，处理国与国关系，共同维护世界

和平与安宁，促进全人类发展与进步，

始终是各国不懈探索的重大命题。深

谙 人 类 社 会 发 展 规 律 的 中 国 共 产 党

人 ，具 有 深 邃 的 历 史 眼 光 和 包 容 天 下

的博大胸怀。当年红军长征即将到达

陕北时，毛泽东同志就吟出了“太平世

界，环球同此凉热”的豪迈诗句，并在

随 后 强 调“ 中 国 应 当 对 于 人 类 有 较 大

的贡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冷战阴云笼罩

世界，刚刚获得独立的新生国家渴望维

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新中国坚

持独立自主，积极谋求同世界各国和平

共处，努力改善外部环境尤其是周边环

境。在此背景下，中国领导人首次完整

提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

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并在随后得到国际社会广泛

认同和遵循。

辨方位而正则，明大势方致远。当

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

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

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社会信

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人类生活

的关联前所未有。同时，人类也正处在

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

代，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数量之多、

规模之大、程度之深也前所未有。让和

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

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

人民的期待。

大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呼唤大

理念。为此，习主席以宽广战略视野、

卓越政治智慧和深厚世界情怀，深刻认

识人类社会发展大势和演变规律，创造

性地提出了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这一中国方

案，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

深刻回答了“世界向何处去、人类怎么

办”的时代之问，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

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的世界情怀，

展现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

定决心，在重大历史关头为世界发展指

明了正确方向。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能够被历史

认识的，是思想的产生；能够被历史记

录的，是思想对世界的改变。10 多年

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方案

的内涵不断丰富，在实践中走深走实，

多次写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文件，得到

国际社会广泛认同，越发彰显影响力、

感召力。从中国倡议扩大为国际共识，

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从理念主

张发展为科学体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成为引领时代前进的光辉旗帜。实

践无可辩驳地证明，这一中国方案顺潮

流、谋大同、利天下，是相互支持、团结

合作的人间正道，也是增进各国人民福

祉的光明大道。

“被行动证明的语言是最有力的语

言。”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不

仅有主张，更是坚定的行动派。这些年

来，中国始终尽己所能，努力在发展、安

全、文明等领域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事业推向前进。积极践行全球发展倡

议，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世

界共同发展带来了新机遇；积极践行全

球安全倡议，为推进国际共同安全开辟

新路径；积极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为促

进文明交流互鉴注入新动力。中国同

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始终做

世 界 和 平 的 建 设 者 、全 球 发 展 的 贡 献

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用实际行动赢

得世界各国人民的尊敬。

“心合意同，谋无不成。”中国军队是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钢铁长

城，也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服务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定力量。前不久闭幕

的第十一届北京香山论坛上，与会者再

次感受到了中国军队致力于维护世界安

全稳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

定决心。人们坚信，无论中国军力如何

发展，都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站

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军队必将忠实践

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秉持共同、综

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积极履行大

国军队国际责任，努力为建设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的美好世界作贡献。

一 花 独 放 不 是 春 ，百 花 齐 放 春 满

园 。 高 楼 晓 见 一 花 开 ，便 觉 春 光 四 面

来。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作为

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全球其他文明相互

借鉴，必将极大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

新时代中国与世界携手同行现代化之

路 ，也 必 将 为 促 进 人 类 和 平 与 发 展 事

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
—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⑦

■曹 芳

组织安全法规教育、细心排查安全

隐患……近日，某部通过强化安全知识、

补齐短板弱项、拿出管用实招等方法，确

保部队节日安全。

安全重于泰山。安全工作做不到

“ 万 无 一 失 ”，就 可 能“ 一 失 万 无 ”。 节

假 日 ，官 兵 外 出 较 多 、军 地 交 往 较 多 、

车 流 物 流 增 多 ，各 种 不 确 定 因 素 的 增

多 ，给 安 全 工 作 带 来 了 较 大 压 力 。 实

践 告 诉 我 们 ，节 假 日 ，更 应 拧 紧“ 安 全

阀”，决不能有丝毫马虎、任何疏忽、点

滴懈怠。

“事前百分之一的预防，胜过事后百

分之九十九的补救。”抓安全工作，放“马

后炮”不行，最关键的是预防。值班是否

落到了实处，电脑是否人走电断，安全预

案是否多次演练，等等。把“补牢”之功

下在“亡羊”之前，苗头早发现、风险早预

警、措施早干预，方能打好安全工作主动

仗，确保部队安全稳定。

始终拧紧“安全阀”
■刘含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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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 年，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在南开

大学开学典礼上，向学生提出了振聋发

聩的“爱国三问”：你是中国人吗？你爱

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这 3个问题，

是历史之问，更是时代之问、未来之问。

国庆前夕，在由中央网信办、教育部

等联合主办的 2024“把青春华章写在祖

国大地上”大思政课网络主题宣传和互

动引导活动上，许多学生和奥运健儿穿

越时空，用这样一个共同答案回复“爱国

三问”：奋斗是爱国最实际的宣言。

“ 爱 国 心 重 者 ，其 国 必 强 ，反 之 则

弱。”爱国主义自古以来就流淌在中华民

族血脉之中，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

中华民族情感系于斯、认同归于斯的民

族心、民族魂，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自

强 不 息 的 精 神 纽 带 。 中 华 文 明 历 经

5000 多年而绵延不断，中华民族屡经挫

折而愈挫愈勇，既靠中华儿女“天下兴

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也靠“位卑未敢

忘忧国”的强国志，更靠“苟利国家生死

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报国行。

“祖国，爱你的方式有千万种，最美

的，是为你不懈奋斗的样子。”这是爱国最

实际的宣言。爱国不是喊出来的，也不是

用来喊的。爱国情怀是一种“情”，更是一

种“行”。“行”因“情”而坚定，“情”因“行”

而真挚。对祖国的爱并不抽象，并不空

洞，在每一滴奋斗的汗水中，也在每一个

革命加拼命的实干中。“心中醒，口中说，

纸上作，不从身上习过，皆无用也。”把奋

斗作为爱国最美的姿态、最实际的宣言，

就是要把爱国主义精神熔铸在一岗一哨

的工作中，落实到一职一位的奋斗中。

是奋斗，让祖国不再受制于人。不

论树的影子有多长，根永远扎在土里。

“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

的归宿在中国”的钱学森，“这辈子最大

的幸福，就是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和祖国

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程开甲，“振兴中

华，乃我辈之责”的黄大年……一大批英

雄模范人物用他们的奋斗让祖国不再受

制于人，他们的“根本动力就是爱国的情

怀、报国的志向”。

是奋斗，让祖国令人仰望。爱国，就

要让生命为使命燃烧。有了这种奋斗的

激情，才能激发巨大的潜能、创造一流的

业绩。“要做就做最前沿的！”科研先锋马

伟明正是凭着这样的奋斗激情，在科技

创新的征程上奋起直追、弯道超越，锻造

出一件件制胜深蓝的国之重器，书写了

扬我国威军威的辉煌篇章。

是奋斗，让祖国渡过难关。九八抗

洪，无数勇士用血肉之躯筑起冲不垮的大

堤；汶川救灾，无数英雄在废墟上挺起民族

的希望；武汉抗疫，无数医务工作者白衣为

甲、丹心为矛、逆行出征……这种在危急关

头把国家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无私奋斗、

顽强奋斗、不懈奋斗，在让祖国渡过难关的

同时，也给了爱国最生动的注解。

“头顶边关月，心系天下安。”军人的

肩上有千钧重担，脚下是万里河山，军人

的爱国从来都是“我以我心爱祖国，我以

我行报祖国”。现在，实现建军一百年奋

斗目标到了攻坚期。这期间，转型发展

中的瓶颈问题需要体系治理，备战打仗

中的短板弱项需要全力攻克，规划执行

中还有不少堵点卡点需要打通。征途漫

漫，惟有奋斗。广大官兵只有勇当不登

顶不言弃的前行者，知难而进、迎难而

上，勇毅前行、团结奋斗，才能把一个个

“问题账单”转化为“成效清单”，确保如

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

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爱得深沉，更要

爱得持久。全军官兵必将以守土有责

的时代担当，与民族同命运、与祖国共

前进、与时代齐发展，在爱国主义的历

史长卷上，在强国强军的广阔舞台上，

用实干和奋斗“喊”出最实际、最铿锵的

爱国宣言。

奋
斗
是
爱
国
最
实
际
的
宣
言

■
马

璟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同志的时间

是按分、甚至秒来分配的。然而，为了写

好刻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 114 个字，

周恩来闭门三日，潜心练字，抄写多遍。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

民 革 命 中 牺 牲 的 人 民 英 雄 们 永 垂 不

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

民 革 命 中 牺 牲 的 人 民 英 雄 们 永 垂 不

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

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

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

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是的，就是这 114 个字，让周恩来如

此上心，并坚决不题名落款。

对这一碑文，诗人臧克家说：“这些

字，让碑下浮雕上的 172 个英雄人物复

活了。”郭沫若先生说：“这深沉的文字，

能把所有淡忘先烈的心霎时照亮。”艺

术家阎肃则说：“它纵横千年 、气象磅

礴，可谓振奋民族之强音。”

“碑，竖石也。”碑文，即悲往事刻文

以 纪 念 ，或 述 逝 者 生 平 ，或 表 达 其 功

美。新中国是烈士用自己的躯体挺立

起 来 的 。 碧 血 凝 成 彩 霞 ，山 河 矗 就 丰

碑。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数万座纪念

碑上的碑文，刻着战斗的惨烈、忠诚的

信仰，也暗含胜利的昭示、历史的启迪。

1949 年 9 月 4 日，27 岁的李卡牺牲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为缅怀李卡烈士，

人们在翁源革命烈士纪念碑上刻下他

的遗书——

“ …… 我 们 这 一 代 就 是 施 肥 的 一

代，用自己的血灌溉快将实现的乐园，

让 后 代 享 受 人 类 应 有 的 一 切 幸 福 ，这

就 是 我 们 一 代 的 任 务 ，是 光 荣 不 过 的

事业……我走了，太阳我带不走，你跟

着 它 呀 ！ 永 远 地 跟 着 它 ！ 朋 友 ，努

力！天一亮，你就会看见太阳微笑。”

青山依旧在，生死长相忆。读着纪

念碑上李卡烈士的遗书，一位诗人这样

赋诗：

既然那段历史浸透过血泪/又凝聚

成碑，解释它/也就不必再用泪水//无

名 的 生 命 和 荣 耀/立 起 那 段 辉 煌 的 岁

月/不仅仅是企求怀念和安慰//留下一

束深情的花，走吧/纪念碑就是路标/他

们未死去的希望/沿途上会春草般地萌

发/走！往前走/在他们/交给了我们自

由的地方/列成让世界震惊的方队。

有字的碑文让人肃然起敬，无字的

碑文同样震撼人心。川陕革命根据地

红军烈士陵园，很多红军烈士的墓碑上

没有姓名，只有一个红五角星；闽北武

夷山深处，青砖和竹片组成的 1343 座

无名烈士墓，层层叠叠散落在千亩竹林

中……

“碑上无名，常留英名”“他们的事

迹写在青山脚下，他们的精神记在天地

之间”。英烈们“不参加收获的播种”，

化作了后来者“寒风透骨凉，风凉血不

凉”的豪迈气概，铸就出“杀了我一个，

自有后来人”的无畏精神，标注出一个

国家走向新生的辉煌征程，耸立成一个

民族迈向复兴的巍峨丰碑。

甘肃省天水市花牛寨的村中，竖有

一块石碑。碑文是：中央早有不收受群

众 礼 物 的 规 定 。 请 你 们 以 后 不 要 再

送。为了不致使你们的收入受到影响，

现汇去人民币 44 元 8 角 2 分，请查收。

1965 年秋，花牛寨生产大队的社员

们给毛泽东同志寄去一箱他们自己产

的苹果。不久，中央办公厅给他们回了

上面内容的信，还有 44.82 元钱。钱是

毛泽东让寄的。

钱，精确计算到一角一分。为人民

一心一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是最

好的教材。党的丰碑，就是这样树立起

来的。

这样一段 10 秒视频，近日刷屏网

络：100多岁的老妈妈，放下拐杖，亲吻着

纪念碑上儿子年轻英俊的军装照。“我的

心头肉啊！儿子等我”，撕心裂肺的哭

诉，利刃一般瞬间割开人们的泪腺。

老 妈 妈 瘫 坐 在 纪 念 碑 底 座 ，人 们

看到墓碑上仅有“李加友烈士”、出生

年月 、牺牲年月等碑文。“老妈妈语不

多，句句戳心窝”“史书太薄，装不下他

们的伟大”……评论区，一个个跟帖感

人至深。

英雄铁骨，齐苍峰青松，鼎石镌铭；

烈士忠魂，同碧天皓月，峦岳曜晖。

当年，夏明翰在给母亲陈云凤的一

封家书中写道：“你会看到我们举过的

红旗飘扬在祖国的蓝天。”先烈回眸应

笑慰，擎旗自有后来人。每天，特别是

国庆节期间，都会有许许多多仰望人民

英雄纪念碑的人告慰英烈——

你们活在我们的记忆中，我们奋斗

在你们为之奋斗的事业中。我们已经

走进新时代，也必将走进更加美好的新

未来。因为我们身上连着英烈的精神

脐 带 ，我 们 的 基 因 里 有 英 烈 的 遗 传 密

码，英烈们创造的精神至今并将永远在

我们身上延续。

（作者单位：31692部队）

读 碑
■张忠博

没有轻车熟路，处处陷阱；没有绝对

优势，步步惊心……近日，某部训练中的

一个个“未知数”，让官兵的心一直提在

嗓子眼。大家感叹，参加这种“陌生指

数”高的训练，更利于提高“打赢底数”。

“战争是不确定性的王国，战争所依

据的四分之三的因素或多或少地被不确

定性的迷雾包围着”，这是当年克劳塞维

茨对战争图景的经典论述。时代在变，

战争在变，如今即使原来清晰的那“四分

之一”，也已发生变化：信息化智能化战

争环境下，战争的不确定性更为突显。

这就要求部队平时训练更多在“未知数”

多的情况下进行。

然而，一些部队的训练让官兵多在程

序中、多在意料中，步步都是“已知数”。

比如想当然地拟制想定、把作战对手想得

很“笨”、将作战环境设得很熟悉、把作战

进程设得很简单，等等。殊不知，军事训

练一旦偏离了战场，“真、难、严、实”就必

然本末倒置，走得越远就越南辕北辙。

俗话说，解难题才有大进步。古人也

说：“未然之前，吾有防患之术；已然之后，

吾则有救患之策。”精兵劲旅是在硬仗恶仗

中历练出来的，胜战之师是在危局残局中

锤炼出来的。战斗行动历来是将领要解答

的一道含有许多未知数的算术题。训练中

的“未知数”越多，越能暴露自身问题，越能

检验训练成效，越能锤炼打赢能力。

当年，效力于拿破仑的约米尼，有一

种可贵的思维品质，即“遇事要解决，必

先做假设”。靠科学的假设，约米尼具备

了未来之事先知的能力，几乎很少有过

失败。事实上，战斗中的很多“未知数”，

多是因为战前缺少“假设”造成的。指挥

所遇到突袭怎么办？与上级失去联系怎

么办？目标突然暴露怎么办？善于从各

种角度提出“假设”，给训练多设“未知

数”，既有助于完善预见性决策，也有利

于提高反应性决策。

战争千古无同局。一些训练效果不

佳，关键在于“未知数”不多，深层次原因是

对现代战争制胜机理缺乏认识。明天仗怎

么打，今天就须怎么练。给训练设“未知

数”时，只有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

之变，贴近作战任务、作战对手、作战环境，

每个“未知数”才能成为发现短板的“镜

子”、促进训练质量提升的“梯子”。

给训练多设“未知数”
■李忠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