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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观澜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入口西

侧，矗立着一座名为《信仰》的雕塑，71

位不同历史时期的共产党员面向党旗

庄严宣誓。一代代共产党人在信仰的

感召下，带领中国人民团结奋斗，一路

向前，创造了一个个奇迹。

“能够激发灵魂的高贵与伟大的，

只 有 虔 诚 的 信 仰 。 在 最 危 险 的 情 形

下，最虔诚的信仰支撑着人们；在最严

重 的 困 难 面 前 ，也 是 虔 诚 的 信 仰 帮 助

人 们 获 得 胜 利 。”对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信

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

共 产 党 人 的 政 治 灵 魂 ，是 共 产 党 人 经

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怕什么！

早 晚 我 们 是 要 胜 利 的 。 我 们 的 主 义 ，

就 像 庄 稼 人 的 种 子 一 样 ，到 处 都 撒 遍

了”。面对反动军阀举起的屠刀，有人

问 李 大 钊 怕 不 怕 ，这 是 他 的 回 答 。

1927 年 4 月 28 日，他凛然走向绞刑架，

高呼“共产主义在世界 、在中国，必然

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说：“我们若

凭信仰而战斗，就有双重的武装。”为

信 仰 而 战 ，本 质 上 就 是 捍 卫 坚 守 真

理。1935 年 6 月 18 日，福建长汀，瞿秋

白 唱 着 自 己 翻 译 的《国 际 歌》走 向 刑

场。“此地甚好，开枪吧！”牺牲后，他的

遗 体 草 草 葬 于 荒 野 ，与 之 相 伴 的 唯 有

对 共 产 主 义 的 忠 诚 与 信 仰 。 他 曾 说 ：

“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是鞠躬尽瘁、死

而后已。”

“共产主义者的心，至少有一半生

活在未来。”信仰的伟力蕴含于对真理

的认同笃信中，牺牲的背后是大义、是

大德、是大爱。无数优秀的共产党员清

楚地知道共产主义的理想并不一定会

在自己手中实现，但他们坚信，只要一

代又一代同志为之持续努力，崇高的理

想就一定能实现。

信 仰 是 前 仆 后 继 、百 折 不 回 的 追

求。1948 年，江竹筠同志因叛徒出卖被

捕，在重庆渣滓洞监狱遭受敌人残酷折

磨。面对酷刑，她顽强不屈地喊出：“竹

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

铁！”生死面前，靠着对信仰和信念的坚

守，才能做到不改其心、不移其志、不毁

其节。

历史和人民为什么最终选择了中

国共产党？那是因为“共产党、红军信

仰他的主义，甚至于每一个兵，完全是

一个思想”。在崇高信仰的感召下，无

数 仁 人 志 士 怀 着 满 腔 热 血 ，从 五 湖 四

海 、四 面 八 方 汇 聚 到 党 的 旗 帜 下 。 历

史的追问，终将指向信仰的力量。

信 仰 是 艰 苦 奋 斗 、无 怨 无 悔 的 奉

献。“信仰不是一门学问。信仰是一种

行为，它只在 实 践 的 时 候 才 有 意 义 。”

挂 在 嘴 边 的 高 尚 不 值 一 提 ，没 有 实 践

的信仰只是空想。“不带私心搞革命，

一 心 一 意 为 人 民 ”，这 是 谷 文 昌 一 生

的 信 条 。 他 不 追 求 轰 轰 烈 烈 的 显 绩 ，

默默无闻做奉献，“不治服风沙，就让

风 沙 把 我 埋 掉 ”。 杨 善 洲 退 休 后 扎 根

大山义务植树造林 22 年，将一片荒山

改 造 成 了 茫 茫 林 海 ，以 干 事 为 荣 、以

干事为乐。黄旭华隐姓埋名 30 年，执

着 坚 守 、为 国 之 重 器 燃 尽 毕 生 心 血 。

这 些 坚 守 初心 、矢志不渝的故事告诉

我们，信仰始终是具体的、实践的，必须

落实到具体行动中，与履职尽责、担当

作为相结合，才能体现其珍贵、焕发其

光彩。

心中有了信仰的高峰，每个脚印都

会变成希望的路标。巴金曾说过，“支

配战士行动的是信仰，他能忍受一切艰

难、痛苦，而达到他所选定的目标”。人

生如屋，信仰如柱，柱折屋塌，柱坚屋

固。现实中一些人出这样那样的问题，

说到底是信仰迷茫、精神迷失。党员干

部只有坚守崇高信仰，把理想信念植入

血脉、融入灵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才能做到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心

向光明、砥砺前行。

习主席指出，“只有对马克思主义

信 仰 坚 定 了 ，对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信

念 坚 定 了 ，对 党 忠 诚 才 能 有 牢 靠 的 基

础”。坚守信仰 、坚定信念，不是一阵

子而是一辈子的事。我们党是否坚强

有 力 ，最 终 要 看 每 一 名 党 员 在 忠 诚 信

仰 、理 想 信 念 上 是 否 坚 定 不 移 。 每 一

名党员干部都应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

思 想 建 设 的 首 要 任 务 ，坚 持 不 懈 用 党

的 创 新 理 论 最 新 成 果 武 装 头 脑 ，解 决

好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这个“总开

关”问题，从坚定信仰中获得察大势 、

应变局、观未来的指路明灯，获得奋斗

不止、精进不怠的动力源泉，获得抵御

侵蚀 、防止蜕变的强大抗体，铸就“风

雨不动安如山”的定力 、“泰山压顶不

弯腰”的脊梁、“惊涛骇浪不低头”的风

骨 ，真 正 把 坚 定 信 仰 转 化 为 练 兵 备 战

的动力、攻坚克难的勇气、廉洁自律的

操守、担当作为的实绩，让信仰之光永

远照亮前行之路。

信仰信念是忠诚的基石
■金前程

“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

重 。 复 恐 匆 匆 说 不 尽 ，行 人 临 发 又 开

封。”在“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的日

子，家书安放着一个人心中最柔软的牵

挂和最真实的情感。作为与家人之间

的情感交流记录，家书是亲情传递的重

要载体，也是一个家庭家风的延续。

隔了大半个世纪，再读老一辈革命

家笔下的一封封家书，不仅尺素真情感

动人心，还有字里行间展露的廉洁家风

让人深受触动。

父母德高，子女良教。家庭是人生

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

师。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

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在

培育良好家风方面，老一辈革命家为我

们作出了杰出榜样。

1950 年 1 月，谢子谷 、谢廉伯想来

京看望父亲谢觉哉。时任新中国中央

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的谢觉哉写信告

诉儿子：“打听便车是没有的，因为任何

人坐车，都要买票。”为了向儿子清楚表

达 他 的 原 则 和 想 法 ，谢 觉 哉 在 信 中 写

道：“你们会说我这个官是个‘焦官’。

是的，‘官’而不‘焦’，天下大乱，‘官’而

‘焦’了，转‘乱’为安。”谢觉哉还附诗一

首：“你们说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

官 ，起 得 早 来 眠 得 晚 ，能 多 做 事 即 心

安。”这里的“焦官”就是“不挣钱的官”

的意思，而诗里的“周老官”则指的是谢

觉哉家乡一位勤劳能干的雇农。谢觉

哉自比“周老官”，就是告诉儿女，自己

这个“官”只是人民的公仆，是做事的，

不是享福的。

1953 年 9 月，徐特立在给女儿的信

中写道：“我希望你们每一日每一时都

不要只为自己着想，上半晚想自己的困

难，下半晚一定要想群众的困难，以及

政府的困难，机关负责人的困难。”

“ 心 术 不 可 得 罪 于 天 地 ，言 行 要

留 好 样 与 儿 孙 。”家 风 是 一 个 人 精 神

成 长 的 重 要 源 头 ，好 家 风 才 是 助 力 儿

女 跨 过 人 生 沟 沟 坎 坎 的 底 气 。 尤 其

是 领 导 干 部 的 家 风 ，不 仅 关 系 自 己 的

家 庭 ，而 且 关 系 党 风 政 风 。 否 则 ，就

像 徐 向 前 同 志 所 言 ：“ 我 们 这 些 人 迟

早 是 要 离 开 人 世 的 ，如 果 不 把 后 代 教

育 好 ，千 百 万 人 的 流 血 牺 牲 就 会 付 之

东流。”

吴玉章被誉为“延安五老”之一，是

新 中 国 教 育 的 开 拓 者 。 1964 年 1 月 8

日，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吴玉章给

儿子写信：“路子要靠自己去走，不能因

为是干部后代就骄傲自满……这是要

时刻警惕的。”

他 反 对 儿 子 在 学 校 搞 特 殊 ，特 意

叮嘱：“不知你妈妈有没有给你寄过什

么 东 西 。 我 认 为 除 了 学 习 用 品 外 ，如

果要寄生活用品，可不要收，并委婉地

写 信 回 来 谢 绝 ，使 她 知 道 这 样 做 不

好。因为你在学校，一切都有供给，如

再寄食用品，就显得特殊，对党对自己

影响都不好。”

侄孙吴本清来看吴玉章，想要几句

话作为留念。吴玉章便在他的日记本

上写道：“创业难，守业更难，须知物力

维艰，事事莫存虚体面；居家易，治家不

易，欲自我身作则，行行当立好楷模。”

留言态度严正、言辞恳切，把治家的道

理讲透了。

“ 你 们 不 要 有 依 赖 爸 爸 妈 妈 的 思

想 ，要 靠 自 己 的 本 事 吃 饭 。”1961 年 ，

罗荣桓写信给正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

院 读 书 的 儿 子 罗 东 进 ，再 次 向 儿 子 提

出 要 求 。 他 写 道 ：“ 大 致 上 干 部 子 弟

中 有 特 殊 优 越 感 ，在 同 学 中 生 活 中 表

示 突 出 ，不 艰 苦 朴 素 ，应 该 劝 导 要 保

持 革 命 的 光 荣 传 统 。”在 父 亲 的 教 导

和 鼓 励 下 ，罗 东 进 在 校 潜 心 学 习 ，后

来成为我军最早从事自动化指挥系统

研究的专家。

老一辈革命家的家书，对今天仍有

诸多教益。在那个与远方的家人联系

不便的时代，他们于繁忙之中对子女教

育 如 此 关 切 ，遥 寄 家 书 教 之 育 之 。 如

今，人人一机在手，转念之间便可与家

人“面对面”沟通交流，更应以为父为母

的好身段，涵养良好家风，自觉成为儿

女的榜样和楷模。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

本在身。”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

部分。今天，我们倡导培养良好家风，

就是因为家庭建设好了，有助于形成良

好的社会风气，建设起廉洁的党风和清

朗的政风。党员干部应带头用良好家

风家教教育引导子女，影响身边人身边

事，自觉做优良家风的传承者、引领者、

守护者。

一纸家书蕴清风
■陈晓杰

近日，第 80 集团军某旅优化“第二

适应期”培养模式，前移训练关口，将新

兵 嵌 入 任 务 编 组 ，为 能 力 素 质 加 钢 淬

火。这一推动新兵在实践淬炼中提升军

事素质的做法，值得肯定。

诗歌《山中》写道：“一个新兵入伍

了 ，我 们 很 快 就 把 他 引 进 战 斗 的 人

生 。”从 迈 入 军 营 的 那 一 刻 起 ，新 兵 就

像 一 颗 上 膛 的 子 弹 ，要 随 时 做 好 遂 行

各项任务的准备。如果说新兵连的生

活让走好“一步一动”成为打好军旅生

活 的 基 石 ，那 么 融 入 战 斗 班 排 才 是 锤

炼军人本领真正的开始。无论从事什

么 工 作 ，每 名 新 兵 的 第 一 职 责 都 是 练

兵 打 仗 ，都 应 把 目 光 投 向 战 场 ，“ 跑 步

进 入 战 位 ”，经 受 血 与 火 的 洗 礼 、苦 与

累的磨砺。这样才能让“第二适应期”

真 正 变 成 锤 炼 过 硬 本 领 的 黄 金 期 、综

合素质的跃升期。

千 锤 百 炼 的 钢 最 硬 ，风 吹 雨 打 的

松 最 挺 。 想 拥 有 战 斗 的 人 生 ，首 先 要

有战斗的能力。战斗的能力不是凭空

而 来 的 ，“ 平 时 不 习 劳 ，而 临 战 忽 能 习

劳者；平时不能忍饥耐寒，而临战忽能

忍 饥 耐 寒 者 ，未 之 有 也 。” 现 在 ，少 数

单 位 在 新 兵 下 连 后 ，对 于 如 何 帮 带 新

兵 进 入“ 第 二 适 应 期 ”重 视 不 够 ，有 的

仍 采 取“ 老 兵 带 、新 兵 看 ”的 组 训 方

式。这些做法容易导致新兵适应岗位

周期长、能力提升慢。

新兵是部队的新鲜血液，是军队的

未来。让新兵“跑步进入战位”，需要我

们科学设计新兵训练内容，提高新兵训

练标准要求。针对下连后一些新兵对

训练课目增多、强度增大感到不适应的

情况，带兵人应加强分类指导；对一些

基础薄弱、能力水平跟不上的战士，及

时按照“缺什么补什么、需要什么强化

什 么 ”的 原 则 ，对 标 岗 位 需 求 ，以 身 示

范、精心培养，帮助新兵实现能力素质

的“换挡提速”。

浇树重在浇根，带兵贵在带心。要

使新兵缩短“第二适应期”，尽快找到归

属感，不仅需要塑形，更需要铸魂；不仅

要在军事、体能等素质上有明显增强，更

要在思想上、境界上有明显提升。每名

带兵人都应及时引导新兵坚定“须凭弓

箭得功名”的信念，靠素质立身、凭实绩

进步，时刻拧紧当兵打仗的思想发条，确

保做到全时待战、随时能战。

让新兵“跑步进入战位”
■王 伟

在一些单位，由于“令出多门”，同

样的内容基层要多次填报、多头上报，

“一件事，多个表”并未杜绝，让基层官

兵的不少时间和精力花在大量表格的

登记、整理、报告上。此种现象不但会

干扰备战打仗的主责主业，一定程度

上也助长了弄虚作假、投机取巧的不

实之风。

“人不明于急务，而从事于多务、

他务、奇务者，穷困灾厄及之。”诚然，

机关为了掌握基层的具体动态情况，

有一些材料和数据是必须掌握的。但

个别领导机关难以摆脱惯性思维、习

惯做法、路径依赖，表格越要越多、越

要 越 长 ，基 层 不 得 不 忙 于“ 多 务 ”“ 他

务”，造成与“第一要务”挤跑道、争时

间、抢资源。

谭政同志曾指出：“如果某种组织

形式和工作制度，不便利于组织与发扬

广大战士群众的积极性，完成一定任务

的，就不应当采用，已经采用的就应当

废止，而代以新的东西。”深入贯彻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各级机关应坚持“能统

则统，能简则简，能减则减”的原则，优

化信息收集、加强数据共享，集中分流、

规范形式、压缩频次、建章立制，让“瘦

身表格”多一些、基层负担减下来、各项

工作实起来。

多一些“瘦身表格”
■蒋展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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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里有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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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不少部门和单位在汇报工

作、交流经验时，热衷于制作课件，甚至

拍摄视频短片。本是锦上添花的做法，

却由于层层加码，“乱花渐欲迷人眼”，

增加了许多额外负担。

正 如 马 克 思 所 讲 ：“ 如 果 形 式 不

是内容的形式，那么它就没有任何价

值 了 。”应 当 看 到 ，实 际 工 作 中 部 分

“ 屏 幕 花 草 ”，不 讲 客 观 条 件 ，不 看 实

际 需 要 ，重 形 式 轻 内 容 、重 表 象 轻 效

果，是形式主义在数字化背景下的变

异 翻 新 ，极 易 滋 生“ 干 得 好 不 如 秀 得

好”的不良风气。

“屏幕花草”繁多芜杂，看似是重视

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应用，实则有信息化

外表而无信息化减负增效之功，反映的

是工作作风问题。深入贯彻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各级应坚持实事求是，结合

实际做好“加减法”，确有汇报交流价值

的就扎扎实实认真开展，使其惠及更多

官兵；而作用有限、可有可无的“屏幕花

草”该砍掉就砍掉，使官兵从冗杂的工

作中解脱出来，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练兵

备战打仗主业中去。

少一些“屏幕花草”
■宋 涛

仲夏初阳，骊歌未央。又是一年毕

业季，又到人生抉择时。当毕业的步伐

悄然临近，莘莘学子的心海总会泛起涟

漪，既为结束学业、告别母校而感怀，也

为即将面临的人生选择而思虑。

“礼为情貌者也。”六月的夏天，各

大高校的毕业典礼，让人铭记的不只有

庄重的仪式、宏大的场面，还有真挚的

师生情、纯朴的同窗谊，更有师长毕业

寄语的殷殷嘱托。那些语重心长的教

诲，那些推心置腹的勉励，可能寻常，抑

或质朴，但当身临其境、身处其时，定能

品出味道、有所体悟。

“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

波。”青年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

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哈尔滨工业

大学寄语毕业学子，“将个人理想与国

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把时代重

任放在心上、扛在肩上”“把青春融进祖

国的江河”。适逢伟大时代，青年担负

时代重任、涵养时代气质、镌刻时代烙

印，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

想的前景无比光明。

毕业不是终点，是广阔人生新的起

点。著名作家柳青说过：“人生的道路

是漫长的，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尤

其是在人年轻的时候。”站在新时代的

长河堤岸，面对云飞浪卷的崭新征程，

做开路破局的弄潮儿还是事不关己的

旁观者，是广大学子走出校园面临的

“第一道选择题”。

莫被“喧哗”遮蔽“方向”，做目标专

一而不东张西望的人。“与国同梦不是缥

缈的理想主义，而是扎根现实的年代觉

醒，你们所做的不是简单的职业选择，而

是对时代召唤的回应”。这是内蒙古大

学毕业典礼上的一段致辞。在这个价值

观念多元多样多变的时代，有人以财富

论定成功，有人以权势标定价值，有人以

利益设定处世方式。作为新时代青年，

在责任的坐标系中，理应正确处理得与

失、取与予、付出与回报的关系，强化责

任意识、淡泊名利观念，为党分忧、为民

谋利、为国奉献。

莫让“已知”阻挡“未知”，做敢于突

破而不浅尝辄止的人。爱因斯坦曾说，

成功的教育是让学生把已有知识变为

思维的工具，而不是成为束缚思维的枷

锁。约定俗成的惯性会制约人们的创

新，已经掌握的知识会限制人们的视

野。就像复旦大学校长在毕业典礼上

所说的，“只有舒适区之外，才是成长真

正发生的地方”。中山大学毕业典礼上

的这句话更是直击人心：“我们想要培

养的人，都不仅是知识的‘存储器’，而

是要能去探索未知的‘追光者’。”作为

新时代青年，须敢走别人没有走过的

路，敢攀别人没有到达的高峰，用创新

办法寻求化解矛盾的“钥匙”，用创新思

路获取攻坚克难的“良方”，用创新举措

打开实现突破的“锦囊”。

莫因“远途”停下“跬步”，做持之以

恒而不好高骛远的人。“适莽苍者，三餐

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

里者，三月聚粮。”华中科技大学勉励学

子：“每一次‘顶峰相见’的背后都是久久

为功的攀登，每一个‘高光时刻’的背后

都是‘笨功夫’练就的‘硬实力’。”北京邮

电大学叮嘱临别学子：“在这个追求即时

反馈的时代，切不要被‘速成’所迷惑，要

知道，人生的突破往往来自那些无人喝

彩的沉淀累积。”作为新时代青年，要有

不畏艰苦、不惧挑战、不怕寂寞的耐力和

韧劲，心往下沉、力向上使，方能将高远

的志向变成可及的未来。

“时间之河川流不息，每一代青年都

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都要在自己所处

的时代条件下谋划人生、创造历史。”革

命先驱李大钊在《青春》中写道，“以青春

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

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

春之宇宙”。对于军校学员而言，毕业季

的意义更非同寻常，不仅有收获的喜悦、

离别的伤感，更多了份军人的使命与担

当。无论作出何种选择，将来走向哪里、

所处什么岗位，只要与时代同向，与祖国

同行，不以一时之得而满足懈怠，不因一

时之失而气馁止步，定能人生不迷航、奋

斗有力量、事业创辉煌，在火热军营书写

绚丽多彩的青春篇章。

（作者单位：武警警官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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