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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中哲丝

知行论坛

谈 心 录

言简意赅

看新闻说修养

深入学习《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

“结转”是会计工作常用术语，常

指期末结账时将某一账户的余额或差

额转入另一账户，保证转出账户余额

清零。财务资金结转是正常制度，但

是工作如果今天“结转”明天，这月“结

转”下月，只有将来时没有完成时，实

不可取。

古人讲：“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

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这告诫

人们，要今日事今日毕，切勿将今日之

事拖延到明日，等到“万事成蹉跎”才追

悔莫及。现实中，有的工作具有阶段性

特点，需要紧抓快干，一旦错过时机就

会耽误工作；有的工作具有很强的过程

性，必须按照步骤和时间节点循序渐

进、拾级而上，一步一动做扎实。如果

层层“结转”，到最后阶段扎堆推进，时

间和精力都不允许。有的对于职责范

围内的事，动辄“结转”给他人，更是不

负责任的表现。事实证明，工作“结

转”，一推再推，不但破坏了工作的计划

性，还助长了懒散作风，长此以往，弱化

的是执行力，贻害的最终是战斗力。

谋事干事，须知“今天再晚也是

早，明天再早也是晚”的道理，珍惜当

前、干在当下、走在前列，以进行时促

完成时。各级须科学谋划工作，一旦

确定目标任务，就要“咬定青山不放

松”，务必对标对表如期完成，切不可

“结转”工作。

工作不能“结转”
■武警洛阳支队 董 岩

●善于研判形势，着眼全局，
由表象探究本质，做到见微知著、
明察秋毫，各项工作想在先、谋在
先，做到防微杜渐、未雨绸缪

善于观大势、思大局，是党员干部应

变局、开新局应当具备的重要素质。在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坚持底线思

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一文中，

习主席指出：“要强化风险意识，常观大

势、常思大局，科学预见形势发展走势和

隐藏其中的风险挑战，做到未雨绸缪。”

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记习主席

的谆谆教导，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做到统

揽全局、聚焦重点，下好先手棋、打好主

动仗，提高防范化解风险的本领。

大 势 与 大 局 ，体 现 对 事 物 发 展 的

规 律 性 认 识 。 大 势 是 一 种 发 展 趋 势 ，

大局是总体的 、全盘的情况。“常思大

局，其去有向；常观大势，其为有力”，

这句话告诫人们，在思考问题时，要常

思大局，明确方向；在观察形势时，要

常 观 大 势 ，抓 住 机 遇 。 这 一 察 情 识 势

的 道 理 值 得 我 们 认 真 体 会 ，面 对 错 综

复杂的形势、艰巨繁重的任务，党员干

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尤其需要着力培养

大局观念 、全局意识，观察事物 、思考

问题不能只看局部、只顾眼前利益，而

应立足全局、立足长远思考，关注整体

局 势 的 发 展 走 向 ，使 作 出 的 决 策 更 加

科 学 、更 加 符 合 实 际 。 立 足 大 局 观 大

势，能使我们富有远见卓识，敏锐捕捉

时 代 发 展 的 机 遇 和 挑 战 ，做 到 顺 势 而

为，抓住机遇，赢得挑战，把发展的主

动权牢牢抓在自己手中。

“处大事贵乎明而能断，不明因无以

知事论断。”习主席反复强调，“对国之大

者要心中有数，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

强调什么，深刻领会什么是党和国家最重

要的利益、什么是最需要坚定维护的立

场”。党员领导干部常观大势、常思大局，

就要常观党的事业发展的大势，常思党中

央决策部署的大局，始终心怀“国之大

者”，自觉提高政治站位，站在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的战略高度想问题、办事情、作决

策；就要常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势，

常思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保持历史主

动，在“两个大局”相互交织的背景下坚定

不移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要常观如期实现

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大势，常思推进战

斗力建设的大局，树牢时刻准备打仗的观

念，全面提高备战打仗能力。站在全局看

局部，把工作放到大局中去思考、定位、摆

布，工作就有了系统性、科学性；顺应大势

看当下，对工作就能作出精准定位，工作

就有了预见性、前瞻性。

当前，面对形势任务的发展要求和前

进道路上风险挑战的考验，党员领导干部

如何才能提高观大势、思大局的能力，使

自身能力素质与岗位职责要求相匹配？

至关重要的是加强理论修养，深入学习马

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掌握贯穿

其中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特别是要提高思维能力，把马克思主义的

立场观点方法转化为自己的科学思想方

法，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

创造性，如此才能清醒地认识、从容地应

对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各种风险挑战。

要着力提高战略思维能力，做到放

眼全局谋一域、把握形势谋大事。战略思

维是我们党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

利的重要法宝，领导干部要深刻把握强国

强军的战略目标，保持强大战略定力，善

于从战略层面上看问题，着眼大局、把握

大势，培养战略素养，开阔视野格局，以更

高的政治站位、更长远的战略眼光应对各

种风险挑战。要把战略的坚定性和策略

的灵活性统一起来，站位要高，做事要实，

既要把方向、抓大事、谋长远，又要抓准抓

好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

要着力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驾

驭 复 杂 局 面 、处 理 复 杂 问 题 的 本 领 。

习主席指出：“我们的事业越是向纵深

发展，就越要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

领导干部只有增强辩证思维能力，善于

运用辩证思维观察分析形势，客观地而

不是主观地、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

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

地 、普 遍 联 系 地 而 不 是 孤 立 地 看 待 事

物、处理问题，才能透过纷繁复杂的表

面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聚

焦重点、抓纲带目，有效防范和应对重

大风险，做到化险为夷、转危为机。

要着力强化底线思维能力，凡事从

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的准备，朝最好

的方向努力，打有准备 、有把握之仗。

“居安而念危，则终不危；操治而虑乱，

则终不乱”，领导干部常观大势、常思大

局，尤其要清醒认识到，当前我国发展

面临不少风险挑战，诸多矛盾叠加、风

险隐患增多的挑战依然严峻复杂。对

于军队党员领导干部来说，就要坚持底

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强化忧患意识、危

机意识、打仗意识，始终保持战略清醒，

时刻保持临战状态，以只争朝夕的精神

真想打仗的事情、真谋打仗的问题、真

抓打仗的准备。

毛泽东同志说：“坐在指挥台上，如

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

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

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

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

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

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

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

领导。”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就要善于研

判形势，着眼全局，由表象探究本质，做

到见微知著、明察秋毫，各项工作想在

先、谋在先，做到防微杜渐、未雨绸缪。

如此，才能真正担负起领导职责，高瞻远

瞩作出正确决策，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向

前发展，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作者单位：第82集团军）

常观大势 常思大局
■皇甫海涛

雨后清晨，登顶崂山举目远眺，只

见群山之间，云雾时而如万丈轻纱回旋

飞舞，时而如大河奔腾顺势而下，一派

“云来山更佳，云去山如画”的景致，让

人陶醉其中、流连忘返。

“登高望远天地阔，纵横捭阖自从

容。”高山之巅的壮美风光，不仅让人

游目骋怀、心旷神怡，更启人深思、励

人心志。在向着目标拼搏奋进的道路

上，我们也需要“登高望远”。只有树

立远大目标、培塑远见卓识，让思想境

界达到一定高度，使认知水平达到一

定层次，我们才能跳出封闭的圈子，不

断提升自我、超越自我，看到前进路上

更为壮美的风景。

崂山之巅—

登高望远天地阔
■曲知帅/摄影 刘国辉/撰文

●勤勤恳恳把自己所从事的
工作做到极致、做出精彩，才能成
就一番事业

前不久，第 80集团军某旅班长林莉

君被表彰为陆军第六届“四有”新时代革

命军人标兵。品悟林莉君的成功之道，她

没有什么令人称奇的诀窍，就是肯下苦功

夫、笨功夫。凭借成千上万次的勤学苦

练，林莉君练就了听音知信的“耳功”、倒

背如流的“脑功”、快准牢稳的“手功”，值

班工作 3年做到“零失误”，获评“全国巾

帼建功标兵”。她的成功说明，有勤万事

可期。只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即使

天生愚钝，即便当下柔弱，最终也会变得

聪慧强大，成就人生精彩。

古人讲：“治事以勤为贵；能勤，则

事剧亦暇，暇自心清。不勤，则事简亦

忙，忙先神乱。”从古至今，世间之事，皆

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电路默背万遍，

插头插拔千次”，这是“导弹兵王”王忠

心精武强能的“妙招”；“踢枪上膛、1.2

秒枪响靶落”，这是特战精兵刘珪的绝

技，其背后是成千上万次勤而不辍的练

习。对于广大官兵来说，练真功必须下

苦功。要想练就强军精武的“肌肉记

忆”，就要秉持“勤则不匮”的人生信条，

坚持“勤能补拙”的价值理念，保持“以

勤治事”的事业追求，对工作精益求精、

对技艺如琢如磨，在千锤百炼中脱胎换

骨，在日积月累中脱颖而出。

“心心在一艺，其艺必工；心心在一

职，其职必举。”一个人可以有很多选择，

也可以做很多事情，但很难做到行行精

通、事事成功。因为，一个人的时间精力

毕竟有限。只有坚持“择一事，终一生”，

勤勤恳恳把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做到极致、

做出精彩，才能成就一番事业。“我这辈子

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核试验，我很满意。”

林俊德扎根大漠 50余载，把全部青春献

给了祖国的核事业，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也

没有丝毫动摇和改变，铸就了事业丰碑。

“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把全部心思和精

力集中到自己孜孜以求的目标上，保持矢

志不渝的坚守、心外无物的痴迷、笃行不

怠的勤勉，走稳踩实奋进的每一步，每一

个人在平凡的岗位上都能创造出不凡的

业绩。

人们常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

元。”在每个行业领域，既有人干得出类

拔萃，也有人庸碌无为。之所以会有这

样的差别，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待工作

是否能做到精益求精。如果缺乏追求

卓越的精品意识，勤奋就可能变成低效

率 的 重 复 。 为 了 提 高 产 品 精 度 ，“80

后”技术工人陈亮打破常规思维，通过

“移植工序”，把“铣”和“磨”组合使用，

把产品精度控制在 1 微米之间，相当于

一根头发丝直径的六十分之一粗细。

陈亮虽然只是平凡岗位上的劳动者，但

凭借超越自我、追求卓越的精神，脱颖

而出成为“大国工匠”。“武艺练不精，不

算合格兵”，广大官兵练指挥、练战术、

练技能，更要追求精益求精。今天的武

器装备越来越精良精密，作战体系越来

越错综复杂，任何人、任何环节哪怕出

现一个微小失误，都可能影响整个战

局。所以，要少些急功近利、多些埋头

苦干，一步一步把工作向前推进，一点

一滴积累能力素质，努力把“手中活”练

精、把“必杀技”练强。

以勤治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持之以恒地勤奋付出更是难上加难。

现实中，有的官兵不缺雄心壮志，但往

往心浮气躁，缺乏“板凳甘坐十年冷”的

恒心和定力；有的官兵遭遇挫折、碰到

困难，就心灰意冷、萎靡不振；还有的官

兵干工作被情绪牵着走，心情愉悦就激

情似火，心气不顺就消极怠工。事业千

古事，非朝夕之功。强军路上，我们要

始终保持慎终如始、不舍不弃、愈挫愈

勇的韧劲，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平凡，经

得住雪霜、顶得住风浪，做到时时有所

创造、处处有所精进、日日有所提高。

事业都是勤奋干出来 、奋力拼出

来的。广大官兵要扛起如山重任，就应

牢记“一分辛苦一分才”的道理，把勤奋

融入每一段平凡时光，把汗水浸入每一

个奋斗足迹，滴水穿石、聚沙成塔，不断

积小胜为大胜、积跬步至千里。这样的

努力必有所得，这样的人生必然充实，

这样的事业必定出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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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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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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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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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看似微不足道，实则举足轻

重，关乎成败得失。在部队日常安全

管理工作中，细节尤其关键。实践表

明，“抓小才能防大”，只有善于把控

细节，事事注重细节，抓实抓好每一

个细节，才能最大限度减少疏漏，不

留“短板”，将各类事故隐患消除在萌

芽状态。

海恩法则指出，每一起严重事故

的背后，必然有 29 次轻微事故和 300

起 未 遂 先 兆 以 及 1000 起 事 故 隐 患 。

这些事故隐患就隐藏在工作、训练、

生活的每一件小事、每一处细节中。

然而不可否认，在一些单位，个别人

对此还存在着一些认识误区。他们

平时只关注引发重大事故的风险点

和危险源，认为管住了这些，大的事

故就不会发生，由此对平常细节重视

不够，抱着侥幸心理，觉得操作少道

程序没关系、营区道路上没人就可以

超速驾驶、射击禁区不设警示标志问

题不大……“禁微则易，救末者难”，

殊不知，正是这些错误认识导致在细

节上疏忽大意，给安全事故的发生留

下了“后门”。

针尖大的窟窿漏过斗大的风。防

患于未然，必须养成注重细节的习惯，

坚持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盯紧“细

枝末节”，在重视细节、抓好细节中确

保万无一失。

善于把控细节
■66016 部队 顾雨濛

●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与
党同心同德，不忘肩头责任，始终
牢记初心使命，始终牢记党的宗旨

1942年 10月至 1943年 1月，中共中

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在延安召开。时

任中共关中分委书记的习仲勋同志，领

导军民巩固边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

高，成为被表彰的 22 名模范干部之一。

当时，党组织对他作出鉴定：“凡是关中

的人民，无论大人和小孩都知道他，都喜

欢他”。休会期间，毛泽东同志亲笔题写

了“党的利益在第一位”8 个大字赠与习

仲勋同志。后来，习仲勋同志长期把题

词带在身边，鼓励自己努力改造世界

观。“党的利益在第一位”，深刻揭示了

共产党员的根本信条、彰显了共产党员

的初心使命、体现了共产党员的庄严承

诺，对于我们加强党性修养具有很强的

现实指导意义。

什么是党的利益？为什么共产党员

要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刘少奇同志

曾说过，人民的利益，即是党的利益。除

了人民的利益之外，党再无自己的特殊

利益。因为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政党，所以，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始终

把人民的利益举过头顶，把人民群众的

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人民群众的需要

作为第一选择，把人民群众的满意作为

第一目标，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

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回望党的历史，在党员干部队伍中，

始终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榜样比比

皆是。从“不制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

掉”的谷文昌，到“只要生命不结束，服务

人民不停止”的杨善洲；从“为了小岗村

发展，哪怕牺牲自己生命”的沈浩，到把

生命定格在扶贫路上的驻村第一书记黄

文秀……一代代共产党人为了党和人民

的利益忘我奋斗，无悔付出，甚至献出宝

贵生命，令人钦佩、值得学习。

然 而 现 实 中 ，也 有 一 些 人 不 能 把

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们有的只想

当官不想干事，对待群众期盼和诉求

不用心、不用情；有的不求有功但求无

过，求稳怕变、不思进取，干工作不带

头 、不 争 先 ；有 的 只 当“ 绅 士 ”不 当 战

士，遇到矛盾问题首先想着明哲保身、

爱惜羽毛。这样的人遇事总是把自己

的利益放在前头，在风浪考验中是立

不住脚的，在诱惑考验前是定不住神

的，在复杂严峻的斗争中也是保持不

了政治本色的。

每名党员心中，党的利益在不在第

一位，不仅要看他怎么表态，更要看他

如何行动。党员干部应当时刻牢记自

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

为党工作，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与党

同心同德，不忘肩头责任，始终牢记初

心使命，始终牢记党的宗旨，特别是当

党和人民的利益与个人利益有冲突时，

知晓孰轻孰重，能够自觉从大局出发，

甘于牺牲自己、奉献人民。唯此，才能

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在新征程

上赢得新的荣光。

牢记“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高 峰

忆传统话修养

●党员干部是否有一颗“大
心脏”，不仅关乎个人成长，更关
乎党的事业发展

体育比赛中，那些在关键时刻能够

沉着冷静、出色发挥的运动员，常被人

们形容为有一颗“大心脏”。拥有“大心

脏”，就能保持稳定的心理状态，遇事从

容不迫、沉着应对。许多党员干部处在

事业发展的上升期、干事创业的黄金

期，面对接踵而至的困难和考验，锻炼

一颗“大心脏”，显得尤为重要。

困难和矛盾，是检验党员干部是否

拥有一颗“大心脏”的“试金石”。然而

现实中，有的同志顶不住压力，遇到矛

盾问题就心里发怵、畏葸不前；有的受

不得批评，挨了批评就心生抱怨闹情

绪，甚至破罐子破摔；还有的扛不住挫

折，遇到挫折就像“霜打的茄子”，萎靡

不振、意志消沉。诸如此类情况，就不

具有“大心脏”，也难以履好职、尽好责。

为党工作是党员干部的第一职责，

党员干部是否有一颗“大心脏”，不仅关

乎个人成长，更关乎党的事业发展。试

想，如果没有一颗“大心脏”，遇到挫折

就斗志衰减，甚至丧失信心、颓废倦怠，

荒了自己的“责任田”，给单位发展留下

“后遗症”，何以让组织放心？因而，党

员干部更加需要锻炼一颗“大心脏”，涵

养良好心态，锻造全面素质，更好地履

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

要在坚定信仰信念中锻炼“大心

脏”。邓小平同志讲：“为什么我们过去

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

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

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

主义信念。”党员干部必须认真学习党

的创新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筑牢信仰之基，补

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善用真理

力量强壮“心力”，确保任何时候任何情

况下都信念如磐，不偏向不偏航。要在

涵养真挚情怀中锻炼“大心脏”。情怀

越真，动力越足；情怀越浓，状态越好。

只有怀揣一颗为党为人民矢志奋斗的

心，厚植人民情怀，树牢事业追求，才能

不为物所累、不为利所诱、不为难所困，

在奉献“小我”中成就“大我”。要在接

受实践历练中锻炼“大心脏”。经风雨、

见世面，才能壮筋骨、长才干。党员干

部当以实践为师，坚持在干中学、学中

干，养成不犹豫、不胆怯、不躲闪、不退

缩的干事自觉，勇于在应对挑战、抵御

风险、克服阻力、解决矛盾中锤炼“千磨

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坚韧

品格。

锻炼一颗“大心脏”
■张颖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