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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中哲丝

知行论坛

谈 心 录

言简意赅

深入学习《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第二卷

生活寄语

方 法 谈

●青年官兵要想成大器，必须
勇于顶破成长过程中的“天花板”

“只有勇于顶破自己成长的‘天花

板’，才能一次次超越自己、提升自己，

不断塑造更好的自己。”这是笔者不久

前在某单位年终总结会上听到的一句

话，此语道出了青年官兵成长过程中

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天花板”，即建筑物室内顶部的

表面部分，人们常借用它来形容人或

事 物 发 展 中 所 遇 到 的 难 以 逾 越 的 障

碍。毫无疑问，任何人在成长过程中，

一定时候和条件下都会遇到某个方面

或几个方面的“天花板”，或学识上的，

或能力上的。无数事实证明，面对成

长中的“天花板”，是望而却步、就此躺

平，还是勇于挑战、顶而破之，往往决

定一个人的前途命运。古往今来，举

凡事业成功、人生出彩者，他们无不勇

于顶破某些方面的“天花板”，成为生

活的强者和事业的佼佼者。青年官兵

要想成大器，必须勇于顶破成长过程

中的“天花板”。

要坚定信心。现实中，之所以有

人被“天花板”所吓倒，就在于顶破它

很 难 ，给 人 一 种 可 望 而 不 可 即 的 感

觉 。 因 此 ，青 年 官 兵 要 顶 破 成 长 的

“天花板”，必须坚定信心、下定决心，

敢 于 挑 战 极 限 ，向 困 难“ 叫 板 ”。 当

然 ，也 要 清 醒 认 识 到 ，坚 定 挑 战 成 长

“天花板”的信心，是基于对个人主客

观条件理性认识后的尽力而为，绝非

不切实际的空想。

要不畏挫折。顶破成长的“天花

板”，决不是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就能

做 到 的 ，必 然 要 经 历 艰 辛 、坎 坷 和 磨

难，不仅需要不怕吃苦、不拒辛劳，而

且 要 不 畏 挫 折 、不 惧 打 击 、不 轻 言 放

弃。青年官兵要勇于走出“舒适区”，

以愈挫愈奋、永不言败的意志品质挑

战“天花板”，跌倒了再爬起、失败了善

总结，保持过了一山再登一峰、跨过一

沟 再 越 一 壑 的 韧 劲 ，“ 踏 平 坎 坷 成 大

道”，不断进取。

要稳扎稳打。顶破成长的“天花

板”，绝非一朝一夕之事，也不是打几个

冲锋就能大功告成的，只有持之以恒、

脚踏实地、久久为功，才能见到进展和

成效。要稳得住心神、经得起诱惑、耐

得住寂寞，不彷徨、不分心，在日积月

累、滴水穿石中迎来“质的飞跃”。要拿

出“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拼劲，不偷懒、

不懈怠，在一步一个脚印的扎实前行中

让自己的人生不断进阶，最终实现理想

抱负。

勇于顶破成长的“天花板”
■梁 新

●绵绵用力、久久为功，蕴含
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凝结着
谋事干事的智慧与经验

习主席在多个场合指出，干工作要

“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所谓绵绵用

力、久久为功，就是持续不断努力奋斗，

持之以恒追求目标，直至取得成功。这

一指示要求，为我们干事创业指明了方

法和路径。

绵绵用力，是十分重要的工作方

法。俗话说：“不怕慢，就怕站。”干工作

也是这个道理，须盯紧抓牢、持续用力，

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不能虎头蛇

尾，不能松一阵、紧一阵。工作推推动

动、走走停停、断断续续，往往容易使人

产生倦怠和惰性。对待工作，我们必须

保持满格状态，持续用力，爬上一坡再

过一坎，一仗接着一仗打，特别是在需

要吃劲的关键时刻，更要保持一鼓作气

的劲头，咬紧牙关拾级而上，不达目的

不罢休。

久久为功，体现了一种正确的事业

观。干事创业贵在长久，没有“板凳要坐

十年冷”的执着，很难有大作为。邓稼先

隐姓埋名戈壁滩数十载，“用最原始的办

法”破译原子弹的奥秘；樊锦诗 60年如一

日与莫高窟相守，为保护和传承敦煌文

化作出巨大贡献；“大国工匠”毛胜利从

事宣纸制作 30多年，把“纸上功夫”练得

炉火纯青……干事创业是扎扎实实的持

久战，成在持久也难在持久，要有“择一

事终一生”的韧性、“十年磨一剑”的恒

心，一锤接着一锤敲，多积尺寸之功，必

将干出一番不凡的事业。

绵绵用力、久久为功，需要我们善

谋长远。古人云：“不谋万世者，不足谋

一时。”谋事干事须正确处理好谋长远

与干好当下之间的关系，既立足将来谋

长远之势、行长久之策，又绵绵用力干

在实处、把握好现在。“不畏浮云遮望

眼，自缘身在最高层”，我们要学会用战

略思维思考问题，善于用战略的眼光和

胸怀观大势判走势，正确把握事物发展

总体趋势和方向，增强工作预见性，避

免因谋篇布局短视走弯路。“运筹帷幄

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们应学会用系

统思维分析问题，善于从全局出发通盘

把握事物彼此间联系，做到统筹兼顾、

综合施策、系统推进、链条治理。“了解

历史才能看得远，理解历史才能走得

远”，我们须学会用历史思维审视问题，

端起历史望远镜，把握历史规律，吸取

历史教训，争取历史主动。

绵绵用力、久久为功，需要我们打

好基础。打基础是一个动态过程，须不

断给自己的头脑“进货”，不能有“啃老

本”思想。“啃老本”，今天啃一点明天啃

一点，渐渐也就没有老本可啃了。著名

画家李可染讲过一句话：做一辈子基本

功。打基础是一辈子的事，不是一时的

事，更不可能一劳永逸，要坚持长期去

做，做一辈子，练好基本功。要舍得下

苦功夫。俗话说：“拳不离手，曲不离

口。”打基础要有长期吃苦的准备，非下

“水滴石穿”的苦功夫不可。练好基本

功，应当一招一式练过硬，把基础打得

实而又实。

绵绵用力、久久为功，需要我们精

益 求 精 。 正 所 谓“ 一 事 精 致 ，足 以 动

人”，干事创业须精雕细刻、精琢细磨、

精益求精，做到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

精一行。思维上，善于“写意”、精于“工

笔”，多下绣花功夫；过程上，从“第一粒

扣子”到“最后一公里”，一个步骤都不

能少，每一步都扎扎实实；内容上，横向

到边、纵向到底、精确到点；方法上，由

粗到细、由外到内、由此及彼，反反复复

都搞通透了，摸索出规律，总结出经验，

方能出成果。

绵绵用力、久久为功，蕴含着科学的

世界观和方法论，凝结着谋事干事的智

慧与经验。没有绵绵用力，就保持不了

连续性；没有久久为功，就不能行稳致

远。干好强军事业，需要我们摒弃急功

近利，胸怀国之大者，以“功成不必在我，

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绵绵用力、久久

为功，跑好属于我们的这一棒。

绵
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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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奇
山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需要因时而

变、因人而异的工作，精准“滴灌”是搞

好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法。

“滴灌”首先在“滴”，就是充分结

合教育对象的实际情况，注重一点一

滴用力，抓实细小环节，把思想政治教

育融入日常工作生活之中，起到滴水

穿石、潜移默化的作用；其次要“灌”，

就是把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灌输给教育对象。但这种“灌”不是漫

无目的的灌输，而要讲求集中性、渗透

性、长效性，做到润物无声、久久为功。

做 到 精 准“ 滴 灌 ”，熟 悉 了 解 教

育 对 象 是 重 要 前 提 。 在 部 队 ，带 兵

首 先 要 知 兵 ，要 充 分 了 解 战 士 的 性

格特点、兴趣爱好，掌握他们的工作

情 况 、思 想 状 况 ，多 和 他 们 平 等 交

流，倾听他们的心声，为他们解疑释

惑。创新教育方法是重要手段。要

坚 持 因 人 施 教 ，针 对 不 同 教 育 对 象

的不同特点和不同情况，靶向用力、

分层教育，用好各类教育资源，做到

循循善诱，用好各种交流手段，让教

育对象易于接受、自觉融入，以方法

手段的创新增强教育的感染力和说

服 力 。 持 之 以 恒 是 取 得 效 果 的 关

键。对一些道理、学理、哲理要不厌

其 烦 、和 风 细 雨 地 教 育 讲 解 ，抓 反

复 、反 复 抓 、反 复 讲 ，真 正 让 官 兵 形

成“ 肌 肉 效 应 ”，并 成 为 一 种 习 惯 和

自 觉 ，坚 决 防 止 和 克 服“ 一 蹴 而 就 ”

“ 一 劳 永 逸 ”的 思 想 。 同 时 ，还 要 注

重把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

结 合 起 来 ，真 心 实 意 为 教 育 对 象 排

忧解难，解决了他们的所忧所盼，思

想问题往往也会迎刃而解。

做到精准“滴灌”
■李瑶亭

●“铁肩膀”是压出来、磨砺出
来的，“硬本领”是练出来、摔打出
来的

绳 短 不 能 汲 深 井 ，浅 水 难 以 负 大

舟。在《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推进

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一

文中，习主席深刻指出：“能力不是一劳

永逸、一蹴而就的，必须持续升级、不断

扩容。”事业越发展、时代越进步，新情

况新问题就越多，对能力素质的要求也

越来越突出、越来越紧迫。面对严峻复

杂的斗争形势、艰巨繁重的备战任务，

军队党员干部只有在能力上持续升级、

不断扩容，始终保持对新事物的敏锐感

知、对新知识的孜孜以求、对新理念的

接纳吸收，才能使自己的政治素质、理

论水平、专业能力、实践本领适应强军

打赢需要、跟上备战转型步伐。

过硬的能力是成就梦想、建功立业

的重要基础，也是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

关键支撑。习主席强调：“无论是干事创

业还是攻坚克难，不仅需要宽肩膀，也需

要铁肩膀；不仅需要政治过硬，也需要本

领高强。”身处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如

果知识不够、眼界不宽，就会干不好事、

也成不了事；面对日新月异的形势变化，

如果能力不强、素质不高，就会赶不上潮

流、落后于时代。作为军队党员干部，强

素质，首先要强履行使命的素质；练本

领，关键是练能打胜仗的本领。持续补

足能力上的短板、本领上的不足，一刻不

停厚实基础、升级能力，毫不动摇为战强

能、向战聚力，方能积蓄全心思战的专

注、潜心谋战的智慧、尽心务战的底气，

在强军征途上干出新业绩。

软肩膀挑不起硬担子，打胜仗必须

有真本事。然而从现实情况看，干部队

伍能力不足问题仍然存在。有的思想束

缚、视野局限，缺乏准确识变、科学应变、

主动求变的意识；有的素质有短板、知识

存弱项，缺乏自主学习、超前学习、终身

学习的自觉；还有的实践经验不足、水平

不高，缺乏突出中心、聚焦中心、保障中

心的能力，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势必

陷入少知而迷、不知而盲、无知而乱的困

境，难以在打赢能力上实现真正的突破，

也难以在事业发展上开创崭新的局面。

历史接力是一棒接着一棒向前奔

跑的，强军兴军是一程接着一程向前推

进的。现在，强军事业迎来了前所未有

的时代机遇，但前进道路上还有很多难

关险阻需要攻克，还有很多现实挑战需

要应对，还有很多发展机遇需要把握，

对军队党员干部的能力素质提出了更

高要求。越是使命重、责任大、要求高，

越需要我们以深沉的忧患意识心系强

军胜战，以强烈的担当精神聚力备战打

仗，保持“本领恐慌”和“素质危机感”，

自觉把谋打赢作为最大职责，把练打仗

当作最强使命，坚持打仗需要什么就苦

练 什 么 、部 队 最 缺 什 么 就 专 攻 精 练 什

么，持续深学理论 、精学军事 、勤学科

技、常学法规，着力锻造主战担当、联战

思维、胜战品质、敢战血性，更好地把该

办 的 事 情 办 到 位 、把 该 搞 的 建 设 搞 上

去，使备战转型在更高水平、更深层次

上见成效。

“铁肩膀”是压出来、磨砺出来的，

“ 硬 本 领 ”是 练 出 来 、摔 打 出 来 的 。

习主席明确要求：“要通过加强思想淬

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推

动广大干部严格按照制度履行职责、行

使权力、开展工作。”军队党员干部在能

力上持续升级、不断扩容，必须深学深

悟强根基，全面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突 出 学 好

习近平强军思想，悉心掌握蕴含其中的

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

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体

系把握“六个必须坚持”的世界观和方

法论、“五个坚持”的军事观和方法论，

推动学思践悟向思想层面、精神层面、

工作层面深化内化转化；必须从严从紧

强党性，经常开展政治体检、打扫思想

灰尘，把鲜明的问题导向和强烈的整风

精神贯穿到党内生活之中，不断提高政

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切

实学会从繁杂问题中把握事物的规律

性、从苗头问题中发现事物的趋势性、

从偶然问题中认识事物的必然性，做到

心明眼亮、心境澄明、心力茁壮；必须稳

扎稳打强素质，紧密联系工作实际、对

照岗位要求，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

么补什么，系统学习与做好本职工作相

关的新知识新技能，主动投身军事斗争

准备主阵地、重大任务第一线、科研攻

关最前沿、基层实践大熔炉，全面摔打

磨练、淬火成钢，不断强化为战追求、敢

战意志、勇战胆魄、善战能力，立起新时

代革命军人应有的样子。

实践是提升能力的大课堂，也是检

验能力的大考场。习主席强调：“要在

重大工作、重大斗争第一线培养干部、

锤炼干部，让好干部茁壮成长、脱颖而

出。”当前，面对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

斗目标的使命召唤，我们既慢不得，更

等不得，要牢牢抓住磨砺思想、砥砺本

领的难得机遇，拿出“敢为天下先”的勇

气和魄力，主动把态度和行动、认识和

实践统一起来，时刻保持战斗清醒、使

命清醒、责任清醒，紧盯备战重点、转型

难点、工作堵点，既想干愿干勤奋干，又

真 干 实 干 抓 紧 干 ，既 把 大 事 难 事 办 圆

满，又把小事急事办精细，让奋进的力

量永不消退、奋发的精神永不懈怠、奋

斗的步伐永不停歇，以实际行动回答好

“胜战之问”“价值之问”“本领拷问”。

（作者单位：海军政治工作部）

让能力持续升级不断扩容
■樊伟伟

●做廉洁自律、廉洁用权、廉洁
齐家的模范，让廉洁从政观念在党
员干部头脑中深深扎根

习主席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

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永远吹冲锋

号，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

以零容忍态度反腐惩恶，决不姑息。”作为

领导干部，应深入领会并坚决贯彻“必须永

远吹冲锋号”要求，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

从自身做起，在廉洁自律上发挥好模范带

头作用，扛起党风廉政建设的责任担当。

“廉者，政之本也。”习主席对廉洁问

题高度关注，深刻指出：“对领导干部来

讲，自身硬首先要自身廉。”领导干部的一

言一行、一举一动，有着重要的示范引领

作用，有形无形之中会营造一种风气。领

导干部作为“关键少数”，须时刻注重自身

言行举止，带头树立正确是非观、义利观、

权力观、事业观，明辨是非、站稳立场，做

廉洁自律、廉洁用权、廉洁齐家的模范，以

自身行动引领人、感召人；要带头深入学

习领会习主席关于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

严治军重要论述，关于加强党风廉政建

设、廉洁文化建设重要指示，以理论上的

清醒强固政治定力，在党风廉政建设上真

正发挥“领头雁”作用。

领导干部不仅自身要在廉洁上过得

硬，还有责任有义务教育引导广大党员

干部增强不想腐的自觉，不断加固拒腐

防变的思想堤坝。要用足党史重大事

件、重要活动、重要人物等红色文化资源

中蕴含的廉洁元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

坚守共产党人精神家园，淬炼公而忘私、

克己奉公的高尚品格，营造崇尚廉洁、抵

制腐败的良好氛围，充分发挥廉洁文化

的“催化剂”效应，让廉洁从政观念在党

员干部头脑中深深扎根。

制度是行为的规范，是加强党风廉

政建设的基础。领导干部须认真学习廉

洁从政方面的相关法规制度，明确廉洁

要求，强化规章制度刚性约束，让铁规发

力、让禁令生威。面对不正之风和消极

腐败现象，领导干部要敢于亮剑，坚决与

之作斗争，压紧压实职能部门主体责任，

结 合 经 常 性 基 础 性 工 作 检 查 ，加 强 监

督。对那些苗头性、倾向性、潜在性问

题，要对当事人及时咬耳扯袖，做到早发

现、早纠正；对那些踩“红线”、踏“雷区”

的党员干部，坚决严肃查处，决不姑息纵

容。还要深入开展警示教育，坚持运用

典型案例和身边人身边事强化震慑，使

党员干部时时敲响警钟，自觉遵规守纪，

共同营造良好政治生态。

（作者单位：武警四川总队机动第一

支队）

身体力行反腐倡廉
■高 润

青山绿水之间，一名渔夫专注地

观察着水面的动静，等到捕鱼最佳时

机来临，便利索地抛撒出渔网。

撒网捕鱼能否有所收获，关键在

于时机的把握。水中鱼群游动迅捷，

时聚时散，需要迅速作出反应，才能抓

住稍纵即逝的机会，把更多的鱼捞进

网中。一旦反应迟缓，就会错失时机，

所获无几。人生许多事情都需要抓住

时机，正所谓“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抓住时机并不容易，不仅要以心无旁

骛的专注力等待时机，还须以见微知

著的洞察力发现机会，如此才能瞅准

时机，迅速反应，牢牢抓住机遇，收获

更多成果。

撒网捕鱼——

抓住时机方有所获
■董鑫超/摄影 许艳辉/撰文

现实中，有的干部平时严抓严管，

敢于较真碰硬，却不善于“拒软”，在他

人犯错误后诉苦求情、软磨硬泡的“攻

势”下容易心软，最终网开一面，给予

迁就照顾，导致失之于“软”。

在“软”面前放宽尺度，看似在讲

感情讲关怀，实际却是放弃了原则底

线。犯了错误后能够诚恳认错当然

好，但违反了纪律就必须追责问责，严

格执纪容不得半点变通，不能搞“下不

为例”。如果执纪宽松软，法规制度的

权威性就会渐渐丧失，长此下去，必将

严重损害正规化建设。

“拒软”需要硬起手段。面对违规

违纪问题时，管理者必须坚持原则，不

能避重就轻；该处理时则要依规依纪，

不能搞所谓“法外开恩”。只有严格抓

好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才能管好部

队带好兵。

“拒软”还要讲究工作方法和策

略。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把对方的犯错

行为和后果分析透彻，明确按法规处置

的必要性，讲清楚个人情感意愿替代不

了组织处理。在严格执行制度的同时，

也要注重彰显温度，设身处地对当事人

进行耐心开导和教育，促使对方受触

动、亮态度，共同促进问题解决。同时

要开展好后续思想引导和心理疏导，跟

进做好一人一事工作，帮助当事人卸下

包袱、轻装前行，防止再犯错误。

善于较真“拒软”
■赵美军 王 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