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军 人 修 养２０２４年２月２２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王悦

影中哲丝

知行论坛

生活寄语

书边随笔

●广大党员干部要继承发扬
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在勤俭养德、律己修身中提升自
我、成就事业

据《三国志》记载，蜀国丞相诸葛

亮节俭奉公、力戒奢侈，他死前立下遗

嘱，称“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

有赢财”，终其一生做到了“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他不仅自己俭朴兴业，还

以此来教育后代，在名篇《诫子书》中

写下“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的千古良

训，时至今天仍有教育意义，值得我们

学习借鉴。

崇 俭 戒 奢 是 中 华 民 族 的 传 统 美

德。《尚书》有“克勤于邦，克俭于家”的

教诲，《左传》有“俭，德之共也；侈，恶之

大也”的训诫，《格言联璧》有“俭则约，

约则百善俱兴；侈则肆，肆则百恶俱纵”

的见解……从古至今，“俭”不仅被视为

一种美德，还能涵养其他美德，也是历

代先贤修身养性、治国治家的一剂良

方。今天，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们的

物质生活日益丰裕，但戒奢以俭的道理

并未过时。广大党员干部要继承发扬

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在勤

俭 养 德 、律 己 修 身 中 提 升 自 我 、成 就

事业。

严 俭 修 身 ，培 养 纯 朴 节 俭 的 习

惯。在这一方面，老一辈无产阶级革

命家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毛泽东同志

一件睡衣打了 73 个补丁，刘少奇同志

一条床单一用就是十几年，陈云同志

一 个 皮 箱 陪 伴 了 自 己 62 年 …… 纯 朴

节俭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

体现了严俭修身的道德自律，如果一

个人养成了纯朴节俭的习惯，就能在

成长过程中勇于吃苦、抵御诱惑；倘若

不加节制铺张浪费，久而久之，就会变

得贪图安逸、怕苦畏难。广大党员干

部应当积极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严

俭 修 身 ，从 身 边 小 事 做 起 ，坚 决 杜 绝

“舌尖上”“手头上”“车轮上”的浪费，

将勤俭节约品质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做崇尚节俭、反对浪费的践行者和推

动者。

以 俭 养 廉 ，砥 砺 清 正 廉 洁 的 品

格。“廉者，政之本也。”清正廉洁是我

们党的政治本色，也是共产党人的政

治品格。吃穿用度上的点点滴滴，看

似微不足道，却体现了一个人的作风

与操守。现实中，仍有少数党员干部

在衣食住行上讲排场、追求奢侈，在灯

红酒绿中淡化了理想信念、消磨了意

志斗志，随之萌生贪腐之念，最终走上

贪赃枉法的不归路。“居官之所恃者，

在廉；其所以能廉者，在俭。”党员干部

要想清廉为官，就要注重涵养俭以养

德的生活作风，管住自己的欲望，保持

勤俭的习惯，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坚持

生活上向低标准看齐、工作上向高标

准看齐，一心一意扑在党和人民的事

业上，做到以德铸廉，永葆共产党人清

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勤 俭 兴 业 ，传 承 艰 苦 奋 斗 的 作

风。创业维艰，奋斗以成。中华民族

向来以不畏艰苦、勤劳智慧著称，用勤

俭与奋斗书写了五千年文明史。艰苦

奋斗也是共产党人的本色和作风，是

我党我军的“传家宝”。方志敏同志曾

说：“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

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我

们党一百多年的历史，就是一部艰苦

奋斗史，无数共产党员在艰苦奋斗中

勤俭兴业，克服重重困难，战胜各种挑

战，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成

就。新时代新征程，面对艰巨繁重的

使命任务，面对各种艰难险阻甚至惊

涛骇浪，党员干部更应自觉传承和发

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不惧怕困难，不懈

怠松劲，把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融入

日常工作中，体现到担苦、担难、担重、

担险的实际行动中，锚定目标真抓实

干、争创一流，用艰苦奋斗精神写就新

时代的奋斗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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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待私利的问题上不违
规、不逾矩，不为私心所扰，不为名
利所累，筑牢公权与私利间的“隔
离墙”

厘清公与私的界限，坚决做到不用

公权谋私利，是党员干部加强党性修养

的必修课。在如何对待公与私这个重

要问题上，习主席强调“衡量党性强弱

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并一针见血

地指出：“有的领导干部为了捞资本、谋

升迁，不惜动用人力物力财力，大搞‘形

象工程’、‘政绩工程’；有的领导干部任

人唯亲、任人唯利，甚至搞顺我者昌、逆

我者亡；有的领导干部以权谋私、贪赃

枉法，为自己和小团体谋取私利，甚至

到了欲壑难填、蛇欲吞象的地步，其中

的动因不就是一个‘私’字吗？”

剖析一些党员干部出现违法违纪

行为的深层次思想原因，就在于在对待

公私问题上模棱两可，甚至把“私”凌驾

于“公”之上，最终触犯党纪国法，教训

十分深刻。“公私一念间，荣辱两世界”，

在用权上只有做到了大公无私，自觉坚

持为民用权、一心为公，才能始终保持

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不辜负组织的信

任和群众的期望。古代的清官廉吏以

“治官事则不营私家，在公门则不言货

利”为用权原则，作为以全心全意为人

民 服 务 为 宗 旨 的 共 产 党 人 ，更 应 牢 记

“为官发财，应当两道”的道理，经常思

考和解决好入党为了什么、当干部干些

什么、身后留下什么的问题，切实做到

公私分明、廉洁奉公，像珍惜生命一样

珍惜自己的名节和操守，为党和人民用

好权、干好工作。

不 用 公 权 谋 私 利 ，首 要 的 是 树 立

正确的利益观。习主席强调：“江山就

是 人 民 ，人 民 就 是 江 山 。 中 国 共 产 党

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

的心。”党员干部必须清醒认识到，我

们 党 除 了 最 广 大 人 民 的 根 本 利 益 ，没

有 任 何 自 己 的 私 利 。 历 史 充 分 表 明 ，

党 在 一 百 多 年 的 奋 斗 历 程 中 ，谋 求 的

是“把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摆在自己

的 私 人 利 益 之 上 ”，为 中 国 人 民 谋 幸

福 ，为 中 华 民 族 谋 复 兴 。 在 共 产 党 人

的字典里，“民”字最大，“公”字至高，

“公”与“私”从来都是泾渭分明的。“我

将无我，不负人民”，既反映不变的初

心，更体现在为民用权、为民谋利的坚

定 行 动 上 。 只 有 树 立 正 确 的 利 益 观 ，

始 终 做 到 以 党 和 人 民 利 益 为 重 ，自 觉

把 小 我 融 入 党 、国 家 和 人 民 的 大 我 之

中，党员干部才能为大公 、守大义 、求

大 我 ，在 为 党 和 人 民 事 业 无 私 奉 献 中

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

不 用 公 权 谋 私 利 ，还 要 遏 制 内 心

的 私 欲 ，在 现 实 的 公 私 选 择 中 接 受 考

验。“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党员

干 部 在 公 私 问 题 上 的 辨 别 能 力 、对 于

私 心 私 欲 的 自 控 能 力 不 是 与 生 俱 来

的，也不会随着党龄增长而自然提高，

必 须 在 日 复 一 日 的 政 治 引 领 中 生 发 ，

在 久 久 为 功 的 党 性 锻 炼 中 强 化 ，在 持

之以恒的检视整改中巩固。党员干部

不 是 生 活 在 真 空 中 ，现 实 中 各 种 思 想

观 念 相 互 碰 撞 ，各 种 诱 惑 更 是 无 处 不

在，能否厘清公权与私利的边界，做到

秉公用权、廉洁从政，是非常现实的考

验 。 党 员 干 部 必 须 头 脑 特 别 清 醒 、态

度 特 别 坚 定 ，经 常 对 照 党 的 理 论 和 路

线方针政策、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对照

初心使命，勤掸“思想尘”、多思“贪欲

害”、常破“心中贼”，正确处理公私、义

利 、情法 、得失等关系，做到踩线的事

坚决不干、出格的忙坚决不帮、徇私的

门坚决不开，在时时自重自省、自警自

励中做到言行有矩，在处处慎初慎微、

防微杜渐中行稳致远。

不用公权谋私利，必须养成自觉接

受监督的习惯。“欲知平直，则必准绳；

欲知方圆，则必规矩。”履职要用权，用

权要接受监督。权力如果不受监督，很

容易导致公权异化。从某种意义上讲，

权力行使的公私限度取决于制度设计

对用权的公私限制。为确保公私分明、

秉公用权，除了权力行使主体的道德自

觉、党性修养外，还要加强对权力的有

效制约和监督。党员干部要形成“公权

不私，私用即盗”的思想自觉和行为自

觉，认识到权力的本质是责任，而不是

待遇和享受，更不是攫取私利的工具，

要把职位看作干事创业的岗位、为人民

服 务 的 平 台 ，自 觉 让 权 力 在 阳 光 下 运

行，主动接受组织和群众监督，习惯于

在“聚光灯”下工作，坚决把权力关进制

度的笼子里。

当然，党员干部也有个人利益，比

如日常生活、合法所得、子女就业等，实

现和保障这些个人利益，无可厚非。但

是 ，党 员 干 部 特 别 是 领 导 干 部 公 职 在

身、公权在手，必须摆正利益观，在对待

私利的问题上不违规、不逾矩，不为私

心所扰，不为名利所累，筑牢公权与私

利间的“隔离墙”。领导干部的一言一

行、一举一动，群众都看在眼里，在对待

公权与私利的问题上，尤其要带头做到

不用公权谋私利，充分发挥表率作用，

以上率下、立身为旗，带头践行党的宗

旨，善于从政治上审视公私问题，以经

常看齐的清醒、主动看齐的自觉、坚决

看齐的勇气校正行为偏差，切实用“关

键少数”的率先垂范，带动广大党员干

部见贤思齐、奉公守法。同时，还要正

视作风之弊、行为之垢的顽固性、反复

性，充分发挥组织功能，加强制度建设，

标本兼治、综合施策，协同发力、锲而不

舍，努力把“公私分明是基本操守，公而

忘私是崇高境界”内化为党员干部队伍

的一种追求、一种习惯、一种文化。

（作者单位：无锡联勤保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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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公权谋私利
—加强党性修养，树立正确的利益观⑥

■汪治国

●扎实打基础、固根本，是成长
成才的必由之路

种庄稼有个讲究叫“蹲苗”，就是在

幼苗拔节时，控制灌水和施肥，进行中

耕和压土。如此，庄稼的根系会往下扎

得更深，这就为日后庄稼的茁壮成长打

下牢固根基。和庄稼生长类似，青年官

兵的成长成才也须经历“蹲苗”过程，只

有打牢基础，才能茁壮成长。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扎实打基础、固根本，是成

长 成 才 的 必 由 之 路 。 现 实 中 ，有 些 人

眼 高 手 低 、好 高 骛 远 ，只 想 向 上 成 长 ，

不愿向下扎根，做事总想立竿见影，不

愿进行艰苦而漫长的积累。这样的人

基础不牢，虽然可能会暂时占据优势，

但 是 经 过 岁 月 的 淘 洗 ，终 究 难 有 大

成。只有那些脚踏实地重视打基础的

人 ，才 能 稳 扎 稳 打 、稳 步 前 行 ，在 日 积

月 累 中 练 就 担 当 任 事 的 宽 肩 膀 ，干 出

一番成绩。

向下扎根，需要树牢长期打基础的

思想。画家李可染有一句话：做一辈子

基本功。他还专门请人刻了一方印章，

叫“白发学童”，意在活到老学到老，坚

持扎实打基础。京剧大师盖叫天，年逾

花甲仍注重加强基本功，勤练“抻筋拔

骨”的功夫。事实证明，成长的道路上

没 有 捷 径 可 走 ，只 有 下 足 苦 功 稳 扎 稳

打，才能练就过硬的真本领。对于青年

官兵来说，扎根基层，埋头打基础，就不

能有急功近利思想，必须沉下心来，脚

踏实地学习，以永远在路上的心态，通

过扎扎实实的“蹲苗”实现能力素质的

“拔节”。

向 下 扎 根 打 基 础 是 一 个 不 断 重

复 、不 断 巩 固 的 动 态 过 程 。“ 板 凳 要 坐

十 年 冷 ”，重 复 带 来 的 寂 寞 和 漫 长 是

“ 蹲 苗 ”的 痛 苦 考 验 ，要 想 最 终 迎 来 成

长 ，就 必 须 有 能 够 忍 受 艰 难 困 苦 的 顽

强 意 志 。 向 上 生 长 ，难 免 会 遇 到 困 难

挫 折 ，一 旦 意 志 消 沉 、畏 葸 不 前 ，便 会

前 功 尽 弃 。 只 有 以 顽 强 意 志 支 撑 自

己，才能从挫折失意中走出，战胜困难

挑 战 ，取 得 长 足 进 步 。 风 霜 雨 雪 淬 炼

蓬 勃 青 春 ，日 积 月 累 终 能 厚 积 薄 发 。

青 年 官 兵 应 当 心 怀 高 远 志 向 ，以 顽 强

意 志 扎 根 基 层 沃 土 ，在 寂 寞 痛 苦 之 时

不 失 信 念 ，在 困 难 挫 折 面 前 不 言 放

弃 。 如 此 定 能 在 实 践 中 经 受 历 练 ，最

终成就事业，收获精彩人生。

向上的青春
向下扎根
■李龙飞 李雪娅

●失意就像彩虹出现前的疾
风骤雨，只要心中有阳光，终将迎
来五彩缤纷的绚丽天色

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总有失意

之时。有个成语叫做“得意忘形”，形

容 一 个 人 稍 稍 得 志 便 高 兴 得 控 制 不

住 自 己 ，于 是 现 实 中 常 会 有“ 做 人 不

要 得 意 忘 形 ”的 劝 告 。 然 而 ，对 于 许

多 人 来 说 ，得 意 不 忘 形 往 往 可 以 做

到，失意不忘形却很难做到。现实生

活中，有些人一失意就忘形——萎靡

不振、万念俱灰，忘了自己是什么人；

甚至一失意就失态——莫名发火、怨

气 冲 天 ，似 乎 完 全 变 了 一 个 人 ，说 话

做事不顾及自身形象，有的甚至连人

格也扭曲了。

事实上，失意忘形和得意忘形同样

糟糕。得意忘形容易乐极生悲，失意忘

形容易一蹶不振。过度失意会使人沉

溺于挫折之中难以自拔，甚至将挫折任

意放大，失落感更加强烈，进而消极沉

沦、心灰意冷，失去对事业和生活的信

心与勇气。笔者认识一位地方干部，他

曾几年内连续晋升，那时的他待人处事

常流露出仰首伸眉、春风得意的神情，

自我感觉良好。后来，因为犯错误受到

处罚，从此他似离群孤雁，沉默寡言，做

事唯唯诺诺、丧失自信，完全变了一副

模样。有人说，看他以前得意忘形的样

子，令人心生反感；可看他现在失意忘

形的样子，不免令人唏嘘。

人 生 就 像 大 海 ，有 潮 起 也 有 潮

落，潮起如得意，潮落如失意，它们都

是 人 生 的 常 态 。 失 意 就 像 彩 虹 出 现

前 的 疾 风 骤 雨 ，只 要 心 中 有 阳 光 ，终

将 迎 来 五 彩 缤 纷 的 绚 丽 天 色 。 弱 者

在失意时常常会一蹶不振，强者在失

意 时 往 往 能 毅 然 奋 起 。 能 在 得 意 中

保 持 本 心 的 人 ，很 有 定 力 ；能 从 失 意

中奋起的人，很有魅力。得意忘形往

往 导 致 故 步 自 封 ，令 人 敬 而 远 之 ；失

意忘形则每每招致雪上加霜、愈“挫”

愈“折 ”。 故 而 ，做 人 应 得 意 不 忘 形 、

失意也不忘形，这是我们在人生旅途

中需要恪守的一条准则。

遭遇失意时，应当保持和维护自

己的良好形象，泰然自若、宠辱不惊，

一如既往地工作和生活。如若遭遇重

大挫折，更应知难而进、逆势而上，让

心中充满阳光。人生不经历一些挫折

和 失 意 ，往 往 很 难 认 识 到 自 己 的 不

足。当一个人受挫和失意的时候，就

容易去反思昨天的自己，认清今天的

现状，直面明天的生活。失意代表的

不只是一种逆境，也是人生一次难得

的机遇，只要正确面对，就可以锻造刚

毅性格，催人逆势奋起。无论身处怎

样的逆境、遭遇怎样的失意，都要鼓足

勇气、充满锐气，一直昂首挺胸、毅然

决然地向着远方走去——那里，正是

成功招手的地方。

切莫“失意忘形”
■古 聿

青砖墙爬满藤蔓、条石砌成的墙

角满是青苔、黄桷树上写满沧桑……

在重庆市南岸区龙门浩老街，依山而

建的旧巷山水环绕、青砖黛瓦，透过门

洞一眼望去，东水门长江大桥横跨滚

滚长江之上，仿佛一幅现代与古典交

融的画卷。

看似毫无关联的景物被巧妙地组

合在一起，相互映衬，呈现为一幅美轮

美奂的画卷。这种“巧妙组合”不仅仅

是对于美的创造性利用，更是一种思

维方式的呈现。善用“组合思维”，学

会将不同事物联系在一起，往往能够

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产生好的创

意。我们在工作生活中也应多从联系

的角度看问题，在细致观察和深入思

考中将多种因素进行巧妙组合，同样

会取得创新成果。

别样风景—

巧妙组合
有新意

■李 哲/摄影 王 肸/撰文

言 简 意 赅

部队安全管理是一项基础性、综

合性、全局性工作，重在日常，贵在经

常，要在见微知著。春节刚过，部队各

项工作正在按照年度计划有序铺开，

这就要求各级干部骨干练好抓安全的

“绣花功夫”，做到忙而不乱、细密有

致 ，始 终 保 持 部 队 安 全 管 理 高 水 平

状态。

做到“成图在胸”。一幅好的刺绣

作品，绝不是随意之作，而要有精心设

计的绣稿。开展各项工作前，干部骨

干要认真标定安全图谱、制订管理预

案，既要确保为战斗力服务，也不能破

了安全这道防线。在筹划工作过程

中，要坚持以条令法规为准绳，依法管

理、依法用权，真正使胸中的图谱切实

为提升战斗力奠定基础。

善于“穿针引线”。干部骨干好

比“ 绣 花 针 ”，广 大 官 兵 就 是“ 绣 花

线”。针走对了，线才能到预定位置；

针走好了，才能集线成锦。这就要求

干部骨干发挥好“领头雁”的作用，用

行动践行“看我的”，让官兵心甘情愿

“跟我做”。

用好“细针密线”。绣花讲究慢工

出细活，抓安全工作也应如此。在这

个过程中，干部骨干既要耐得住性子，

反复抓、抓反复，也要善于由点到面、

由表及里地掌握官兵思想动态，确保

工作落实到位。这样才能在隐患显露

的时候，及时拿出精准有力的举措对

症下药，用“细针密线”成就安全管理。

练好“绣花功夫”
■潘一烽 陈游峰

心理学中有一个“超限效应”，指

的是刺激过多、过强或作用时间过久，

引起对方心理极不耐烦或逆反的现

象。这种现象在一些带兵人身上或多

或少存在：几句话就能说清的事情非

要 东 拉 西 扯 ，反 复 说 与 主 题 无 关 的

话。语言简洁击中要害，才能让谈话

对象入耳入脑，有所警醒，反之则不但

无 法 使 道 理 深 入 人 心 ，还 会 令 人 生

厌。一件事情、一个道理官兵已经听

明白了、理解了，就不再反复去讲，这

样不仅能提高工作效率，赢得官兵好

感，而且能够多给他们一些感受和思

考的时间，效果往往更好。

语言是否简练，体现的是带兵人

的思想水平和提炼概括能力。对带兵

人来说，防止出现“超限效应”，并不意

味着不说、少说，也不必每句话都斟酌

衡量，而是在说的时候，要努力让语言

贴切透彻、高度凝练、言简意赅。抗美

援朝战争时期，志愿军的后勤保障匮

乏，面对困难的处境，彭德怀同志给中

央发去电文，只用了“饥无粮，寒缺衣”

6 个字。带兵人在日常工作中当培养

“立片言以居要”的能力，把话说在关

键处、说到点子上，不说冗长的废话，

力求语言精练，易于理解。要多为官

兵着想，讲评时不过分拉长时间，不拖

泥带水，在讲清楚问题的同时取得良

好效果。

防止“超限效应”
■邵天然 刘含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