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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指出，领导干部的家风，不仅

关系自己的家庭，而且关系党风政风。

采访回到北京，记者再一次来到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在一个绣着

“娘的心”的针线包前，耳边回响起这

样 一 段 话 ：“ 家 庭 是 人 生 的 第 一 个 课

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

们从牙牙学语起就开始接受家教，有

什么样的家教，就有什么样的人。”

家庭，是社会肌体的细胞；家风，是

社会风气的发源地。家风正则民心淳，

民风清则社稷安。家风从来不是私事

小事，而是国家和社会的大事，能够带

动党风政风、引领民风社风。新时代新

征程，面对各种挑战考验、诱惑风险，尤

其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

的优良家风。守好初心，坚决不谋一己

一家一族之私；立下决心，过好亲情关、

管好身边人、育好下一代。

家齐，国治，天下安。让我们共同

努力，加强家风建设，让好家风成为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丰厚道德滋养和持

久精神动力。

家 风 从 来 不 是 私 事 小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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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时节，大江南北绿荫渐浓、山

川染翠。

记者一行从首都北京出发，下三

湘、走川渝、访延安，追寻革命先辈红

色家风的印记。

家庭、家人、家教、家规……一路

走来，记者看到舐犊深情也看到家国

大义，看到身体力行也看到耳提面命，

公与私的考验、情与理的取舍、严与爱

的辩证，汇成充盈着清风正气的红色

家风，生生不息、历久弥新。

回头望、向前走，一个问题始终萦

绕记者心头：我们这代人该给子孙后

代留下怎样的家风遗产？

父辈身教在前，晚辈践行
在后—

以身作则是最好的家教

首 都 北 京 中 轴 线 北 延 长 线 的 东

侧，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巍然矗立。

步入一个个展厅，在 2600 余幅图

片 、3500 多 件 套 文 物 实 物 中 ，记 者 看

到 了 毛 泽 东 曾 经 珍 藏 的 儿 子 毛 岸 英

穿过的衣物、赵一曼写给儿子的绝笔

信……其中，一张父子的合影让记者

驻足良久。

父亲是彭湃，一位出身大地主家

庭的共产党员，家里拥有“鸦飞不过的

田产”。当年为了革命，他说服家人把

土地分给贫苦农民，创建了中国第一

个县级苏维埃政权，被称为“农民运动

大王”。

其中一个儿子是彭士禄，新中国

核动力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

曾主持研制出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为

共和国的核事业隐姓埋名大半生。

1929 年，彭湃高唱着《国际歌》慷

慨赴死时，彭士禄还不满 4 岁。往后岁

月，父亲对儿子所有的陪伴便只剩下

这张模糊不清的合影，上面写着“彭湃

及他的小乖乖”，那是彭湃亲笔写下的

父爱。

“父亲将家产毫无保留分给农民，

为革命牺牲；儿子把聪明才智毫无保

留奉献给祖国，终生不渝。这就是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红色家风。”凝

视这张父子合影，听着解说员的点睛

之语，记者感慨万千。

湖南湘潭，彭德怀纪念馆，在曾保

存过“八万言书”手稿的瓷坛前，讲解

员贺阳为记者再现了彭德怀与侄女彭

钢的一段对话——

“你当你的国防部长，干嘛要去管

经济问题？”1959 年，彭德怀遭到错误

批判后，彭钢忍不住问他。“我怎么能

不管呢？我是共产党员！”彭德怀说着

激动起来，“我要对人民负责！”

“公而忘私的境界，具有感召后辈

的强大力量。”贺阳介绍，彭钢后来从

事军队纪检工作，她曾说“伯伯的话让

我受用一生”。

离开湘潭，一路驱车 200 多公里，

记 者 来 到 位 于 湖 南 永 兴 的 黄 克 诚 故

居纪念馆，讲解员周小玲为记者动容

地 讲 述 了 黄 克 诚 大 将 的 人 生 最 后 时

光——

1986 年，黄克诚病重被送进医院，

但他拒绝治疗，要求把药留给能工作

的同志。他反复说：“我这样一个油尽

灯枯的人，为人民做不了什么，为什么

还要花费人民的钱财来治病？”

“受黄克诚影响，他的几个子女都

在各自领域为国尽力、克己奉公。小

儿子黄晴结婚时，用自行车把新娘接

到家中，一起吃了顿饭，就算把婚事办

了。”周小玲说。

一路追寻，有赞叹有敬服。李大

钊烈士，当年经常捐出薪俸接济贫寒

学生和革命青年。他牺牲后，有报纸

报道，“李大钊平昔不事储蓄，身后极

为 萧 条 ”，李 宅 室 内“空 无 家 具 ，即 有

亦甚破烂”；他的儿子李葆华，担任过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却一直住着 20 世

纪 70 年代建成的住房，屋内是老旧的

三 合 板 家 具 ；李 葆 华 的 儿 子 李 宏 塔 ，

常年坚持骑自行车上下班，一家三口

在 仅 有 55 平 方 米 的 两 居 室 里 ，住 了

16 年……

革命家庭，祖孙三代，就这样接力

传承，延续着优良家风。

（下转第三版）

题图：武警陕西总队延安支队组

织部分党员在延安红色家风馆开展教

育实践活动。 杜威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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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

近日，火箭军某旅一场实战化训练

有序展开。面对错综复杂的战场态势，

该旅某营一连党支部一班人迅速进行部

署、灵活处置特情，带领官兵圆满完成训

练任务。

“必须进一步提升快反能力”“要持

续改进战法训法”……训练刚结束，该

连党支部便组织官兵进行复盘总结，围

绕 训 练 中 暴 露 出 的 问 题 找 差 距 、研 对

策。这是该旅以建强各级党组织、提升

部队战斗力为重点，推动学习贯彻中央

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走深走实的生

动一幕。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强则军队

强。坚强有力的党组织，是我军的优势

所在、力量所在。”该旅领导介绍，中央

军委政治工作会议召开后，旅党委一班

人认真学习领会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

充分认识到只有提高党组织领导力、组

织力、执行力，锻造政治坚定、能力过硬

的坚强党组织，才能为强军事业提供坚

强政治保证。为此，他们聚焦备战打仗

主责主业，紧贴使命任务加强各级党组

织建设，把党的领导贯穿到备战打仗各

领域和全过程，确保将党的政治优势和

组织优势转化为制胜优势。

前期，该旅党委和机关干部深入一

线调研，发现个别基层党组织存在自建

能力不够强、组织功能发挥不充分等问

题。对此，他们组织相关单位查短板、补

缺口，并针对不同单位的具体情况精准

制订帮建计划，推动基层党组织建设提

质增效；进一步规范议事程序，提高议事

效率；开展“正导向、练指挥、强能力”活

动，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引导官兵将全部精力

投入到备战打仗主责主业上来。

“党组织到底强不强，关键要看任务

完成情况。”该旅领导告诉记者，随着各

级党组织建设不断加强、作用得到充分

发挥，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前

不久，该旅某营执行专项任务，营党委一

班人带领党员骨干主动作为，围绕装备

系统升级等问题展开集智攻关，破解多

个难题，最终圆满完成任务。

建强党组织，催生战斗力。随着学

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不断

深入，该旅党委的领导作用、基层党组织

的战斗堡垒作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发挥更加明显，官兵向战发力、向实用

劲，练兵备战热情愈发高涨。

火箭军某旅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

建强党组织 催生战斗力
■曹四春 本报记者 胡云艳

初夏，陆军某旅组织飞行训练。 曹 健摄

周恩来同志酷爱书法艺术。上世

纪 70 年代初，周恩来在龙门石窟见到

有魏碑书法代表作《龙门二十品》拓本

在 出 售 ，翻 看 后 爱 不 释 手 ，很 想 买 一

套。可得知售价高达 500 元，他放回了

原处。在场有人提议送他一套，周恩来

严肃地对他说：“你这个同志怎么能这

样讲？国家的财产怎么能随便送人？”

周恩来这种防止个人爱好成为别人利

用的“门径”的高度警醒值得我们学习。

情趣爱好如同一面镜子，不仅反映

出个人爱好、生活格调和欣赏品位，也反

映出精神境界、价值追求和生活作风。

习主席深刻指出，年轻干部要时刻

警醒自己，培育积极健康的生活情趣，

坚决抵制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永葆共

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视其所

好，可以知其人焉。”一个人有什么样的

情趣爱好，就会有什么样的道德情操。

正如一位作家所说：“高尚的爱好可以

造就天堂，庸俗的爱好只会造就坟墓。”

“爱好文雅，广延诗赋，以知得失。”

注重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保持高尚的

精神追求，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体

现。但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情趣爱好是

把“双刃剑”，既可使人陶冶情操、奋发

向上，也可能让人玩物丧志、精神萎靡，

甚至步入腐化堕落的歧途。古人把不

良的生活情趣称为“祸媒”，“好船者溺，

好骑者堕，君子各以所好为祸”，告诫人

们绝不能把情趣爱好当作无关紧要的

小事。

“从来玩物多丧志，不是人迷是自

迷。”一些别有用心的“围猎者”，不怕领

导讲原则，就怕领导没爱好。领导干部

的情趣爱好，在这些人眼里变成了“投

其所好、谋己所需”的“门径”，他们甚至

不惜血本“围猎”，以换取不正当利益。

分析近些年落马的官员，被自己所谓的

“爱好”拉下水的并不少。心为物役、权

为私用，很容易滑向深渊而不自知。

“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

意于物。”寓意于物，就是欣赏美好的事

物，但不会沉溺其中；留意于物，是指过

分看重外物，耽溺于物。对军队党员干

部来说，备战打仗是主责主业。对于个

人的情趣爱好，尤须牢牢把握住“度”，

防止主次不分、本末倒置、荒废主业。

诚如古人所说，人不明于急务，而从事

于多务、他务、奇务者，穷困灾厄及之。

刘伯承同志爱钻研军事理论，粟

裕同志爱看作战地图……革命先辈善

于把情趣爱好与职责使命统一起来，

使之相得益彰、互相促进。今天，广大

官兵特别是领导干部应向革命先辈学

习，正确处理情趣爱好与事业追求的

关系，不仅要“好”之有道 、“好”之有

度，而且要“好”之有方、“好”之有益，

让情趣爱好成为成就事业、成就人生

的“催化剂”和“助推器”。

怎么正确对待情趣爱好
—明辨是非系列谈⑤

■王耀武

“‘敌’火力封锁区内有‘伤员’，立即

展开救援！”初夏时节，燕山脚下硝烟弥

漫，第 81 集团军某旅一场卫勤保障训练

紧张进行。

装甲救护车疾速驶过，卷起阵阵沙

尘。卫勤分队指挥员紧盯电子地图，指挥

车队快速突进。“‘敌’无人机靠近！”警报

声响起，驾驶员迅速将车辆开到路旁洼地

隐蔽。架设伪装网、清除车辙痕迹……很

快，车辆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有效躲避

了“敌”无人机侦察。

据 该 旅 领 导 介 绍 ，此 次 训 练 他 们

坚 持“ 实 战 化 设 计 、模 块 化 编 组 、全 流

程 实 施 ”原 则 ，将 3 类 17 项 特 情 嵌 入

伤 员 搜 索 、伤 情 处 置 、转 运 后 送 和 野

战 救 护 等 课 目 ，全 面 锤 炼 官 兵 卫 勤 保

障能力。

突 破“ 敌 ”封 锁 线 后 ，救 护 组 抵 近

目 标 地 域 ，一 级 上 士 崔 由 申 带 队 快 速

展 开 搜 索 。 很 快 ，红 外 生 命 探 测 仪 发

出 蜂 鸣 ，他 们 发 现 两 名 藏 身 在 弹 坑 里

的“伤员”。

“一人左前臂开放性骨折伴动脉破

裂，另一人眼部受伤且右大腿骨折！”判

定伤情后，救护组官兵迅速进行现场急

救，并对“伤员”紧急后送。

“ 前 方 300 米 出 现‘ 敌 ’巡 逻 分 队 ”

“两名‘伤员’出现休克体征”……后送途

中，特情接踵而至。卫勤分队队员紧密

配合、及时处置。很快，“伤员”被安全转

移到救护车上。

孰料，救护车刚刚启动，特情又至：

“一名‘伤员’伤情恶化，出现室颤。”队员

们立即采取抢救措施。救护车行进途

中，队员们密切监测“伤员”生命体征。

“伤员”被安全送至后方野战救护

所，医护人员准备实施手术时，导调组

突 然 通 报“ 救 护 所 主 电 源 被‘ 敌 特 ’破

坏”。“启动备用供电系统！”随着指令下

达，应急电源启动，手术室内的灯光再

次亮起……最终，手术顺利完成。

夕阳西下，新一轮训练即将开始，参

训官兵征衣未解，向着目标地域进发。

第 81 集团军某旅紧贴实战练强卫勤保障能力—

一 场 训 练 嵌 入 17 项 特 情
■汤 伟 于晓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