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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简意赅

深秋时节，在一片水杉林中，随

着树叶泛黄、渐渐稀落，一棵棵笔直

高耸的水杉树树干清晰地呈现在人

们眼前。这些水杉高大挺拔，密密匝

匝，由下向上望去，如一把把利剑直

插云霄。水杉喜光，为了获得更充足

的阳光，它一直奋力向上生长。只有

与其他树木竞相生长，才能享受阳光

的照射。

当今时代，千帆竞渡，我们也如

同这一棵棵水杉一样，如果不努力提

升自己，不能与其他人竞相前行，就

会被远远甩在后面，难有所成。因

而，在前进过程中，我们不能有丝毫

懈怠，而应拿出只争朝夕的状态，以

“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

感，积极开拓进取，才能不断取得成

绩，获得进步，成为能担重任的栋梁

之才。

水杉林——

向阳生长
终成栋梁

■庄浩宁/摄影 王林声/撰文

●地瓜在给我们提供物质营
养的同时，也给人以精神滋养

地瓜，又称红薯、番薯、红苕，既营

养又美味，几乎人人喜爱。细细琢磨它

的品性，地瓜在给我们提供物质营养的

同时，也给人以精神滋养。

在农作物中，地瓜是很容易成活

的 ，无 论 土 地 贫 瘠 还 是 肥 沃 ，种 下 去

都 能 有 收 获 。 农 民 只 要 带 着 一 把 地

瓜 秧 苗 到 地 里 去 ，用 锄 头 挖 好 地 窝 ，

浇 上 半 瓢 水 ，把 苗 扶 正 ，四 周 再 用 土

压实就行了。即使地瓜秧苗有点蔫，

但一沾上湿土就能鲜活起来，不断向

上生长、向下扎根，过不了多久，就见

一畦碧绿了。

夏衍在散文名篇《野草》中，赞叹

植物的种子是世界上力气最大的。种

子的力量来源于向往阳光的“向上”，

更来源于扎根土地的“向下”。地瓜沾

地就活，正是这种力量的体现。人如

同植物一般渴望向上，但也只有把根

深扎于实践的土壤中，从中汲取丰富

的养料，才能获得向上的力量，让自己

不惧风雨，逐渐成长成熟，最终收获累

累硕果。如果不愿向下扎根，那么就

会空有其表，经不住风雨的考验，最终

一无所获。工作中，只有安心扎根岗

位、努力奋斗，才能建功立业，收获事

业成功。

俗 话 说 ，地 瓜 不 翻 蔓 ，金 蛋 不 值

钱 。 当 田 野 里 布 满 嫩 绿 ，这 时 候 ，便

不能放任地瓜蔓疯长了，若让它四处

蔓 延 ，不 仅 影 响 主 根 下 的 地 瓜 生 长 ，

而且蔓下的地瓜也长不大。所以，必

须把藤蔓从土里翻出来，修理一下侧

枝 ，多 余 的 藤 蔓 还 要 剪 断 去 掉 ，才 能

强 壮 其 主 根 ，集 中 养 分 ，长 出 又 大 又

甜的地瓜。

古人说：“工贵其久，业贵其专。”地

瓜枝蔓如果太多，就长不出高质量的地

瓜；一个人如果用心不专、精力分散，也

难以成就事业。有记者问袁隆平院士

成功之道，袁隆平回答，专注地做好一

件事，无论它是大是小，都用心去做。

人的一生时间有限，有的人可以在多个

方面有所成就，也有人在某一个领域深

耕细作。从袁隆平到南仁东，从黄旭华

到樊锦诗，他们的成功让人感受到“择

一事，终一生”的精神魅力。“守少则固，

力专则强。”剪去人生之树上不必要的

“枝杈”，主干才能充分吮吸养分，向上

生长，枝繁叶茂。锚定目标，锲而不舍，

最终才能干出一番成绩。

吃过地瓜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

刚挖出来的地瓜无论是蒸烤，还是熬

粥，不仅不绵不甜，还发干发硬，影响

口感。而搁置一段时间再吃，其口感

就 大 不 相 同 了 。 这 是 因 为 地 瓜 在 放

置过程中，所含的淀粉成分发生水解

反 应 ，逐 渐 转 化 为 糖 分 ，随 着 糖 分 增

加 、淀 粉 减 少 ，地 瓜 自 然 变 得 绵 软 甘

甜了。

生活中这种放一放的奇妙效果随

处可见。红酒倒出来放一放，口感会更

加绵柔；面粉揉成团后放一放，蒸出来

的馒头会更加松软……在很多时候、很

多事情上，时间是最好的催熟剂。一个

人的成长，也需要时间的积淀，静下心

来不断充实自己、沉淀自己，坐得住冷

板凳、蹲得住苗，假以时日，必能厚积薄

发、成就事业。

地瓜浑身是宝，不只果实能食用，

地瓜叶也是可口的时令蔬菜。平日里，

吃一个香喷喷的烤地瓜、炒一盘绿油油

的地瓜叶，我们或许会觉得寻常，但经

历过荒年的人都知道，地瓜会在这个时

候，凭借强大的生命力，成为人们救命

的“金疙瘩”。

地瓜索取于人类的甚少，而奉献给

人类的甚多。地瓜的这种品质，不禁让

人想到现实中守护和平的军人、勇赴火

场的消防员、救死扶伤的医生……他们

都是这样的存在。平日里，他们在岗位

上默默耕耘，关键时刻，他们挺身而出，

勇于担当。做人做事就需要这样的品

质，多去奉献、不去索取，让人生在奉献

中得到升华。

地瓜味道之美，需要我们用味蕾去

品鉴；地瓜丰厚予人的品性，则需要我

们用心去感悟。

由
地
瓜
想
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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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仅要盯着目标勇往
直前，也要能够殿后，勇于啃硬骨
头，为发展扫除一切障碍

《现代汉语词典》中，“殿后”的释义

为行军时走在部队的最后。在行军作

战时，不仅需要冲锋陷阵，也需要勇于

殿后。殿后就要随时处置突发情况、应

对风险挑战，其重要性可想而知。没有

人殿后、只知冲锋陷阵的部队，是很难

取得最终胜利的。由此想到，干事创业

也一样，我们不仅要盯着目标勇往直

前，也要能够殿后，勇于啃硬骨头，为发

展扫除一切障碍。

然而现实中，有的人觉得当先锋、

打头阵才能展现自己，没有认识到殿

后工作的重要性。他们往往对上级重

视的、容易出成绩的、短期能见成效的

工作争着干、抢着干，对制约单位建设

的矛盾困难却不愿去碰，问题面前不

担当不作为，结果让问题久拖不决，影

响单位发展。其实，勇于殿后也是干

事创业所需，是履好职尽好责的内在

要求。

勇 于 殿 后 ，要 有“ 乱 云 飞 渡 仍 从

容”的定力。殿后任务大多会面临复

杂多变的情况，有时甚至会遇到惊涛

骇浪，这就需要我们坚定信心，保持定

力，不急躁、不冒进，遇事沉着冷静、认

真 思 考 、谋 定 后 动 ，准 确 分 析 研 判 形

势，积极寻求对策措施。只有不为一

时一事所惑、不为惊涛骇浪所惧，始终

站稳阵脚，迎难而上，从容应对殿后任

务中的各种艰难险阻，方能防范化解

风险，确保行稳致远。

勇于殿后，当有“直挂云帆济沧海”

的魄力。一定程度上讲，殿后没有退

路，尤其在关键时刻、紧要关头，它考验

的是一个人的胆识和担当，也是检验战

斗力的重要标准。在错综复杂的殿后

任务中，无论遇到何种情形、身处何种

境地，我们都不能坐等观望、犹豫不决，

否则就会错失良机、贻误战机。要善于

拍板决策，敢于攻坚克难，不等不靠、果

断出击，一鼓作气啃下硬骨头、拿下硬

任务、攻下硬堡垒。

勇于殿后，须有“咬定青山不放松”

的毅力。面对殿后任务，即使问题再

多、困难再大、矛盾再尖锐，也要咬紧牙

关、闯过难关，不逃避、不退缩，放开手

脚拼到底、干到底、坚持到底。1934 年，

面对严峻的形势任务，为掩护中央红军

安全转移，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勇于

担起殿后任务，带领部队以顽强的意

志、昂扬的斗志、果敢的精神，不惧艰

险，不怕牺牲，日夜血战，突破了敌人的

重兵围追堵截，立下了赫赫战功。在干

事创业过程中，我们也会遇到很多困难

重重的殿后任务，无论过程多么艰辛，

我们都不能有丝毫懈怠和退缩，而要保

持一股韧劲，不解决问题不撒手，坚定

不移干到底。

百 舸 争 流 千 帆 竞 ，乘 风 破 浪 正 当

时。干事创业道路上有许多“娄山关”

“腊子口”要去攻克，我们既要叫响“看

我的，跟我上”，也要喊出“你先走，我

殿后”，本着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以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血性胆

气和“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的精神境界，立足本职真抓实干，锚定

目标奋勇向前，想方设法克服困难，努

力创造精彩，奋力书写新时代强军兴

军壮丽篇章。

（作者单位：32137部队）

干事创业也要勇于殿后
■侯军飞 周 伟

“寒号鸟”的故事不少人耳熟能

详。故事讲的是一只寒号鸟，在秋日

里只顾享受，没有提前筑巢来抵御寒

冬，夜里，当寒风袭来时，它被冻得凄

厉哀叫。但等到第二天太阳出来后，

它又忘了昨夜的寒冷，一边玩耍一边

高唱“太阳真暖和，太阳真暖和”。最

后，寒号鸟冻死在石缝中。

寒号鸟的故事告诫我们，不能沉迷

于眼前的安逸，而要主动作为，立足长

远做打算。道理大家都懂，但现实中，

仍有人像寒号鸟一样，凡事得过且过，

抱着快乐一时是一时的想法，让自己一

次次陷入被动，不知悔改，最终深陷困

局，难以自拔。

究其原因：一是懒惰，不愿努力付

出、艰辛劳作，忍受不了劳作的枯燥和

寂寞，该做的事情不用心去做；二是拖

延，总想再等一等，认为还来得及，直

到危险逼近，也没有任何行动，结果不

言而喻。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只有从思想

上深刻认识到沉迷于眼前安逸的危

害 ，才 会 拿 出 克 服 懒 惰 和 拖 延 的 行

动。克服懒惰和拖延，需要树立明确

坚定的目标。目标越明确、越坚定，干

事就越积极、越主动。一个人有了甘

愿为之奋斗的目标，就不会沉迷于安

逸享乐，而是积极进取、主动作为，为

了实现目标而不懈努力。

不能沉迷于眼前安逸
■陈游峰 李露赢

能 打 胜 仗 是 强 军 目 标 的 核 心 要

求，是军人的使命担当。做到能打胜

仗，靠嘴皮子是“磨”不出来的，需要每

名官兵在实际行动中苦练胜战本领，

凝聚起强大的战斗力，做到攻无不克、

战无不胜。

对于军人来说，岗位并无轻重之

别，只有职责分工不同。其实，每名

官 兵 的 岗 位 都 与 能 打 胜 仗 息 息 相

关。以联勤保障工作岗位为例，虽然

这类岗位上的官兵大多数时候是做

服务一线、保障供给工作，但从某种

程度上说，也能影响战争胜负。先进

武器装备如果离开了保障岗位人员

的维护保养，就发挥不出威力。如果

战场上武器装备出故障，后勤保障跟

不上，将直接影响战局，甚至决定战

争胜负。在部队，任何岗位都责重千

钧，无论是谁、身处哪个岗位，都须以

强烈的责任感、过硬的作风专注于工

作，练精业务本领，认真负责地对待

每一次任务，如此才能保证部队在关

键时刻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

能 打 胜 仗 的 追 求 是 具 体 而 实 在

的。我们应正视能打胜仗这一核心

要求，把它转化成奋进的动力，确立

为事业上的追求，全力投入、毫不懈

怠，哪怕再小再细的事情都不打折扣

地做到最好，确保工作扎实有效，促

进部队战斗力稳步提升。

把胜战追求落于行动
■陈 新

●弘扬优良学风，党员干部要
当好“排头兵”，以崇实、唯实、务实
态度抓学习，常思虚浮、粗浅、无术
之害，认真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
习、向人民群众学习

知然后行，行起于知。学习是增长

知 识 、增 加 智 慧 、提 高 本 领 的 重 要 途

径 。 当 前 ，全 党 正 在 开 展 学 习 贯 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主题教育，对党员干部来说，如何弘扬

优良学风、抓实理论武装，是党性修养

的 基 本 要 求 ，也 是 责 无 旁 贷 的 政 治 责

任 。 只 有 把 学 风 问 题 摆 在 前 面 ，自 觉

“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

促干”，做到真学真研、真懂真信、真用

真 做 ，才 能 推 动 主 题 教 育 不 断 往 深 里

走、往实里走。

重视学风建设，是我党我军的鲜明

特质和光荣传统。学习不仅是个人成

长成才之基，更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之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大党员干部以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为己任，勤奋学习、

勇于钻研，发现、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不断提高。但从现实情况看，仍

有 少 数 人 存 在 学 风 不 够 端 正 的 问 题 。

有的认为掌握的东西足够了，不学习照

样能干好工作，看不到差距，盲目自满

“厌烦学”；有的把学习视为负担，心不

甘、情不愿，得过且过“被动学”；有的把

学习当成软指标，蜻蜓点水、浅尝辄止

“肤浅学”；有的把学习与实践割裂开

来，不辨菽粟、脱离实际“应付学”；有的

把 学 习 当 作 装 点 门 面 的 工 具 ，摆 花 架

子 、做 表 面 文 章 ，装 模 作 样“ 虚 假

学”……问题虽然出现在少数党员干部

身上，但其危害不容小觑。倘若任其滋

长蔓延，不仅会阻碍个人成长进步，还

会影响单位学风建设，必须引起我们的

高度重视，不能等闲视之。

学风问题是关系党风政风和党的

事 业 的 一 个 重 大 政 治 问 题 。 可 以 说 ，

学风正，事业兴旺；学风不正，事业受

损 。 学 者 非 必 为 仕 ，而 仕 者 必 为 学 。

学风是一名党员干部思想作风和工作

作风的重要表现，学不学习、学得到不

到 位 不 仅 仅 是 自 己 的 事 情 ，也 是 关 乎

党 和 国 家 事 业 发 展 的 大 事 情 。“ 根 底

浅 ”不 能 成 栋 梁 ，“ 腹 中 空 ”难 以 担 重

任 ，党 员 干 部 必 须 自 觉 把 学 习 作 为 一

种追求、一种责任、一种健康的生活方

式，做到好学、乐学，善学，让学习成为

扬 帆 远 航 的 动 力 源 ，让 本 领 成 为 践 行

使命的“压舱石”。

真学真悟才能真武装。学习真不

真，骗不了人。每名党员干部都应以对

党、对人民、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坚

持真学真悟，切实做到自觉学习、刻苦

学习、积极学习，不断学习新知识、增长

新本领。对于党员干部来说，如果不抓

紧学习、不抓好学习，不在真学真悟中

提高自己，就难以履行好肩负的职责使

命。真学真悟，需要我们发扬“挤”和

“钻”的精神。当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

在 职 干 部 教 育 动 员 大 会 上 说 ，工 作 再

忙，时间也可以“挤”出来，“好比木匠师

傅钉一个钉子到木头上，就可以挂衣裳

了”，这其中就是一个“挤”的功夫。基

础 差 ，看 不 懂 ，也 有 一 个 办 法 ，叫 作

“钻”，如同木匠钻木头一样地“钻”进

去，多看看，不懂的东西就懂了。党员

干部须学习弘扬革命先辈的优良学风，

用好“挤”和“钻”的方法，付出充足的时

间和精力，扎扎实实学习，下足苦功夫、

笨功夫，深钻细研、学深悟透，如此才能

使自己的思想和能力跟上事业发展需

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更好肩负起自

身的使命。

绳 短 不 能 汲 深 井 ，浅 水 难 以 负 大

舟。学习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是一个日

积月累的工程，没有“休止符”，只有“进

行时”，决不能有任何松劲懈怠的想法，

否则就会思想落伍，被时代所淘汰。“我

们的干部要上进，我们的党要上进，我们

的国家要上进，我们的民族要上进，就必

须大兴学习之风，坚持学习、学习、再学

习”，只有一刻不停地学习提高，加快知

识更新、优化知识结构，才能赢得主动、

赢得优势、赢得未来。面对世界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面对伟大斗争、伟大工程、

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波澜壮阔实践，我

们的学习任务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

唯有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劲头笃

学不怠，补足精神之“钙”，及时“充电蓄

能”，方能求得真学问，练强真本领，使自

身能力素质与时代发展要求相匹配，在

日新月异、纷繁变化的世界中不懈前行，

不断取得新成绩。

在 长 期 的 革 命 、建 设 和 改 革 征 程

中，我们党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

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

际相结合，形成了符合我国国情的理论

成果，从而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赢

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中国共产党人

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依靠学习走

向未来。弘扬优良学风，党员干部要当

好“排头兵”，以崇实、唯实、务实态度抓

学习，常思虚浮、粗浅、无术之害，认真

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向人民群众

学习。学习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

持学以致用、学用结合，反对主观主义、

教条主义、形式主义，防止空对空、两张

皮。既读无字之书，又学无字之技，在

增智强能上下真功夫、苦功夫、细功夫，

着力锤炼走在前、勇担当、善作为的硬

实力，练就乘风破浪、踔厉前行的真本

领，在新征程上作出不负时代、不负人

民的业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贡献力量。

抓 实 学 风 强 本 领
■魏顺庆

●成功在于坚持，胜利在于
奋斗，只有时刻保持冲刺状态，向
着目标拼尽全力，不到最后一刻
绝不止步，才能最终收获成功

势均力敌的竞技比赛竞争极为激

烈，很多时候，不到最后一刻，很难分

出胜负。不久前，在杭州亚运会男子

速度轮滑 3000 米接力赛中，一直领先

的韩国队队员眼看胜利在望，在接近

终点线时提前振臂欢呼，结果被全力

冲刺的中国台北队队员在最后一刻以

微弱优势反超，最终功亏一篑。

竞技比赛之所以具有巨大魅力，

往往是因为赛场瞬息万变，有的比赛

不到临近结束都胜负难料。以什么样

的态度和精神对待赛场上一时的输

赢，往往成为决定最终比赛结果的最

大变量。不可否认，初期的努力，中程

的加速，都是最终取得胜利的重要积

淀，但最后时刻的奋力一搏也能起到

重要作用。在速度轮滑赛场实现大逆

转的中国台北队队员黄玉霖赛后就表

示：“我看到他在庆祝，但我想说，你们

在庆祝的时候，我还在奋斗。”正是不

到最后一刻决不放弃的拼搏，使他们

最终夺得了冠军。

人生的赛道如同竞技的赛场，同

样离不开拼搏到底的执着。航天员邓

清 明“ 苦 等 ”近 25 年 ，虽 然 经 历 多 次

“备份”，但他始终保持高强度的学习

和训练，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终于在

56 岁时圆梦太空；“最美新时代革命

军人”向跃东刚入伍时体形较胖、体能

较差，在摸底考核中排名倒数，但这激

发了他的斗志。基础体能不行，他就

用矿泉水瓶装满沙子绑在子弹袋上

训练，晚点名后还进行加练，30 天减

重 30 斤 ，结 果 会 操 时 取 得 全 营 第 一

名，完成了一次精彩的逆袭。无数事

实表明，成功在于坚持，胜利在于奋

斗，只有时刻保持冲刺状态，向着目标

拼尽全力，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止步，才

能最终收获成功。

拼搏贵在执着到底。在成长过程

中，当我们取得一定成绩时，不能骄傲

自满，总想着歇歇脚、喘口气，否则很容

易就会被他人甩在身后。而当我们落

后于他人时，能不能克服心理压力，全

力拼搏到最后，往往决定我们最终能走

多远。此时，我们既不能气馁，更不能

放弃，而应专注于做好自己，全力拼搏，

也许就能逆风翻盘。“绳锯木断，水滴石

穿”，只要坚韧不拔、百折不挠，成功就

一定在前方等着你。面对人生赛场的

激烈较量，要有“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定

力，既不一得自矜，也不自暴自弃，拼搏

到最后一刻，无论结果如何，都是最好

的收获。

拼搏到最后一刻
■谌 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