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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中哲丝

谈 心 录知行论坛

生活寄语

●生命像块铁，越是敲打，就
越能迸发火花；成长如登山，冲顶
越难，就越能收获美景

长期以来，中国航天人对浩瀚宇宙

的探索从未止步。从 2003 年 10 月，中

国首次载人飞行任务成功，到前不久正

式公布的新一代载人飞船“梦舟”与月

面着陆器“揽月”，一代代中国航天人敢

于有梦、勇于追梦，艰苦奋斗、自力更

生，推动中国载人航天事业走过光辉历

程，开启了追逐登月梦想的新篇章。“世

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中国航天人

探问苍穹的历程告诉我们，实现梦想的

路上，少不了崇山峻岭、湍流险滩的阻

碍，种种风险挑战绕不开、躲不过，但是

只要有向着梦想奋力攀登的恒心毅力，

就能抵达胜利的彼岸。

生命像块铁，越是敲打，就越能迸

发火花；成长如登山，冲顶越难，就越能

收获美景。梦想指引前进方向，信心决

定事业成败。成功总是属于那些怀揣

梦想、敢于追梦，并且坚信自己能够登

上山顶的攀登者。只有对成功充满信

心，才能在遥望目标时不心生畏怯、遭

遇打击时不心生气馁、陷入绝境时不心

生绝望。怀抱梦想，方有行动目标；满

怀信心，才能阔步向前。“山再高，往上

攀，总能登顶；路再长，走下去，定能到

达”，只要肯努力、肯付出，不怕难、不怕

险，定能把一个个“不可能”变成“一定

能”，让梦想照进现实。

当然，美好梦想不会自动成真，向

上攀登往往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

程，离不开锲而不舍、驰而不息的奋

斗。攀登者追风赶月，贵在笃行不怠，

倘若贪恋“半山腰”的美景而忘记了自

己志在山顶，或者产生“歇歇脚”的想

法而徘徊不前，就无法体会到“会当凌

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壮阔人生。前进

道路上，我们应当咬定目标、脚踏实

地，务实奋斗、久久为功，主动把一件

件小事做好，不为沿途风景所惑、不为

周围杂音所扰、不为风吹雨打所阻，在

经历风雨中强筋壮骨，立足本职岗位，

锤炼素质本领，一步一个脚印奋斗实

干，一点一滴浇灌梦想之花。

向着梦想奋力攀登，遇到困难挫

折是常态。越是攀登险峰，越需要坚

毅果敢的勇气。一个具有勇气的人，

困难挑战挡不住他逆流而上的坚定步

伐，挫折伤痛动摇不了他勇往直前的

决心意志。面对攀登途中的困难挫

折，我们要有一颗勇敢的心，无惧险

阻，保持“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鼓

起“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劲头，从挫折

中汲取奋进的力量，从失败中总结经

验教训，努力实现更大的突破、攀上更

高的山峰。

向着梦想奋力攀登
■王林声

●把自己的思想工作做通，才
能尽快甩掉思想包袱，轻装上阵

一次和一名基层主官交流，他谈到

一个工作体会，就是经常给自己做思想

工作。他说，基层一线的工作节奏快、压

力大，难免会有思想波动，此时，找上级

或他人倾诉，寻求开导慰藉，虽不失为一

种办法，但更多时候，还是要靠自己说服

自己、自己给自己鼓劲。把自己的思想

工作做通，才能尽快甩掉思想包袱，轻装

上阵。细想一下，这种给自己做思想工

作的方法，值得肯定和借鉴。

那么，什么时候我们的思想容易产

生波动，需要给自己做工作呢？情况大

抵有三。

其 一 是 面 对 问 题 困 难 时 。 比 如 ，

工 作 中 碰 到 了 急 难 险 重 任 务 ，生 活 上

遇 到 了 看 似 过 不 去 的 坎 ，一 些 同 志 容

易 因 此 产 生 思 想 压 力 ，出 现 退 缩 、逃

避 、放 弃 的 想 法 ，并 在 这 种 心 态 驱 使

下 ，造 成“ 动 作 变 形 ”，导 致 糟 糕 结 果 。

对 此 ，我 们 当 常 给 自 己 加 加 油 、打 打

气 ，在 遇 到 难 题 时 ，少 对 自 己 说“ 我 不

行 ”，而 要 多 鼓 励 自 己“ 我 能 行 ”，不 断

增加勇气、信心，并在全面客观分析问

题的基础上，多创造积极的条件，努力

争取好的解决结果；在遇到挫折时，不

轻言放弃，而是冷静总结经验教训，重

整 行 装 再 出 发 ，在 愈 挫 愈 勇 中 不 断 接

近成功，直至实现目标。

其二是面对荣誉奖励时。军人视荣

誉为“第二生命”。在评优评先、表彰奖

励等事项面前，很多同志渴望能为单位

“扛红旗”，也让自己“挂红花”。这种想

法虽无可厚非，但要注意树立正确的荣

誉观、成绩观。获得了荣誉和奖励，要认

识到这是组织对自己、对本单位工作成

绩的认可，应当保持谦虚谨慎、继续努

力，切不可翘尾巴、飘飘然；另一方面，假

如没有如愿以偿，则要客观看待结果，乐

于为别人点赞，决不能患得患失、萎靡不

振，更不能被功利思想蒙蔽双眼，投机取

巧、刻意钻营，否则，只会给功劳簿抹上

不光彩的一笔。

其三是面对矛盾误解时。工作中，

有时因为思想差异、交流方式等原因，

难免会和战友产生误会、发生矛盾，被

误解、受委屈……这些都是常有的事，

我 们 同 样 要 以 宽 大 气 量 胸 怀 去 看 待 。

当面对他人批评、指责时，首先要从自

身找原因，如果是自身能力不够，就努

力去补短板；如果是有了误会，能第一

时间解释说明、消除影响的，就主动去

做，哪怕有些时候，误解短期无法消除，

也要坚信“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只要自己脚踏实地干好工作，群众的眼

睛是雪亮的，组织也一定会给予自己客

观公正评价。

哲人把人比作“会思想的芦苇”，常

给自己做思想工作，其目的也就是经常

把“芦苇的穗子”，拨到积极的、正面的那

一边，如此，我们才能始终以积极向上、

乐观进取的人生态度，走好军营成长路。

常给自己做思想工作
■杨思聪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漫步军营，一

树树嫣红的春梅映入眼帘。走近看才发

现，这满树的梅花开了一半，另外一半大

多还是将开未开的花蕾，甚至还有一些

刚刚长出花苞。其实，不只是春梅，大自

然中其他种类的花都是次第绽放。

每朵花都有自己的花期，人亦如

此。每个人的学识、性格等不尽相同，成

长的速度自然也不会同步，有的很早就

崭露头角，有的晚一点才会“迎来春天”，

还有的可能需要等待更长时间……这些

都属于正常现象，不必因为一时缓慢就

慌乱紧张，更不能因为暂时落后而自暴

自弃。只要向下扎根、向阳生长，时间到

了，自然会迎来属于自己的花期，绽放出

自己的美丽。

梅花朵朵——

春回大地 次第芬芳
■王文杰/摄影 戴永洋/撰文

●有正气、有骨气、有底气，则
人可立；勤学习、勤思考、勤实践，
则事可成；常知足、不知足、知不
足，则行可远

习主席指出：“面对纷繁复杂的社

会现实，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务必

把加强道德修养作为十分重要的人生

必修课。”党员干部上好这堂“人生必修

课”，就应把加强道德修养作为一种责

任、一种追求，把做人做事、为官修德有

机统一起来，不断强化自我修炼、自我

约束、自我塑造。

有正气、有骨气、有底气，则人可

立。一曰正气。“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

形。”正气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

是民族之魂。一个人有了浩然正气，就

能坚持真理、坚守正道；党员干部保持一

股正气，就能光明磊落待人处事，以自身

正、自身硬的人格魅力影响和带动作风

建设。二曰骨气。骨气即坚贞不屈的气

节。中华民族自古就崇尚“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宁为玉碎，不

为瓦全”等高尚气节。赵一曼、朱自清、

闻一多……他们都是有骨气的中国人，

在生死、荣辱、义利等重大抉择面前，始

终“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党员干部要做

一个有骨气的人，淡名利、重气节，在各

种困难挑战面前做到不畏惧、不怕压，始

终保持钢铁般的意志。三曰底气。底气

是从一个人内心深处萌生的精神力量，

主要表现为对自我能力的肯定和对未来

前途的自信。底气不会与生俱来，需要

我们在岗位锻炼、工作实践中磨砺和积

累。党员干部要把实践作为增强能力的

有效途径，把岗位锻炼作为提高素质的

最佳平台，在棘手问题多的岗位上“练一

练”，在条件艰苦的岗位上“磨一磨”，在

充满挑战的岗位上“闯一闯”，在不断提

高综合素质中增强底气。

勤学习、勤思考、勤实践，则事可

成。学习是立身之本、成事之基。毛泽东

同志说过：“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

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

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

人。”学习力度的大小，决定了一个人视

野的宽度、思维的深度和事业的高度。

党员干部一定要把学习放在重要的位

置，养成勤奋学习的习惯，始终保持一

股锲而不舍的韧劲、常学常新的恒劲、

求知似渴的钻劲，真正静下心、定住神，

排除一切干扰、抓紧点滴时间，在孜孜

笃学中促进学识水平、才干能力的提

高。古人说，“学而不思则罔”“读书之

法，在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思考

是学习的更高层次和更高境界。思考

的过程，是思维与经验进行碰撞的过

程，是把所学知识归纳整理，使无序变

为有序的过程；是将所学知识消化吸

收，使知识转化为能力的过程。要坚持

学思并举，养成边学习边思考的习惯；

坚持以思促学，在思考中去粗取精、去

伪存真。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学

习不是为了装点门面，而是为了认识问

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要坚持在干

中学、学中干，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

用相长，让学习成为坚定信念、加强修

养的重要途径，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解决

问题、推动工作的过硬本领。

常知足、不知足、知不足，则行可

远。首先要常知足。对党员干部来说，

工作和生活中诱惑考验无处不在，如果

在物质上不知足，必然会在浮华中迷失

方向，被欲望拉进深渊。党员干部应当

控制好自己的欲望，守得住清苦、耐得

住寂寞、抵得住诱惑，领悟好“知足常

乐”的真谛。其次要不知足。在物质

利益上常知足，在事业追求上则要不

知足。事业向前发展，得益于永不满

足的进取精神。然而在现实中，有的

人工作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

有的人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吃老本

不作为……这样的行为不仅不利于个

人成长进步，也会损害党和军队的事业

发展。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提高人民军

队打赢能力，迫切需要一大批有担当、

善作为的党员干部去抓落实、解难题。

要切实增强责任意识和进取精神，扑下

身子投入本职工作，钻研胜战本领，立

起爱岗敬业、担当作为的好形象。最后

要知不足。人贵有自知之明。只有不

断发现不足、弥补短板弱项，才能不断

完善自己，不断成长进步。对党员干部

来说，做到知不足，需要涵养“闻过则

喜”的胸襟。要善于听取意见建议，虚

心接受中肯的批评，及时发现问题，及

时纠正偏差；还要积极支持建言献策，

包容和鼓励有利于部队建设和战斗力

提升的意见建议，营造风清气正、聚力

打赢的氛围。

（作者单位：战略支援部队特色医

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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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征程上，我们要深刻把握
雷锋精神的时代内涵，深切感悟其
超越时空的强大力量，坚持不懈用
雷锋精神滋养心灵，身体力行继续
书写新时代雷锋故事

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精神力量的

滋养；一支军队的强大，离不开精神力

量的熔铸；一个民族的复兴，离不开精

神力量的支撑。习主席深刻指出：“雷

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

心，雷锋精神滋养着一代代中华儿女的

心灵。”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雷锋精神是中华民族的

宝贵精神财富，在润物无声中滋养着中

华儿女的精神家园，引导大家在服务人

民、奉献社会中拓宽生命的意义，实现

人生价值。新征程上，我们要深刻把握

雷锋精神的时代内涵，深切感悟其超越

时空的强大力量，坚持不懈用雷锋精神

滋养心灵，身体力行继续书写新时代雷

锋故事。

“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

源。”雷锋精神之所以成为中华民族精

神家园的一座伟岸丰碑和中国人民精

神世界的一个价值标杆，答案就在于雷

锋精神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优秀传统

文化和红色革命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的

结合，由此生发出弘扬真善美的强大精

神动能，春风化雨、温润人心，激励着无

数中华儿女崇德向善，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源源不断地注入正能量。今

天，我们学习、传承、弘扬雷锋精神，关

键就 是 要 从 中 汲 取 丰 厚 的 精 神 滋 养 ，

常问自己“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

润 了 一 寸 土 地 ？ 如 果 你 是 一 线 阳 光 ，

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自觉做中华

民 族 传 统 美 德 的 传 承 者 、社 会 主 义 道

德 规 范 的 实 践 者 、良 好 社 会 风 尚 的 引

领者，坚持爱党爱国 、服务人民，坚持

敬业奉献 、锐意进取，坚持艰苦奋斗 、

勤 俭 节 约 ，让 崇 德 向 善 的 种 子 伴 着 和

煦春风传播军营内外、撒遍大江南北。

用雷锋精神滋养心灵，就要积极汲

取真理的力量，让信仰信念坚如磐石。

列宁曾说，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

念。雷锋在日记中写道：“毛主席著作对

我来说好比粮食和武器，好比汽车上的

方向盘。人不吃饭不行，打仗没有武器

不行，开车没有方向盘不行，干革命不学

习毛主席著作不行！”“把毕生精力和整

个生命为人类解放事业——共产主义

全部献出”，就是雷锋在理论学习过程

中确定的精神坐标和价值追求，并在真

学真懂真信真用中升华为“听党话、跟

党走”的坚定信仰信念，坚信“为人类的

解放事业——共产主义贡献自己的一

切，这才是最幸福的”。我们要像雷锋那

样，锲而不舍地加强理论学习，深学细悟

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自觉用党的创新理

论滋养初心、引领思想，把崇高信仰信念

深植于心、践履于行，做到“为共产主义奋

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用雷锋精神滋养心灵，就要始终怀

有 一 颗 大 爱 之 心 ，把 服 务 人 民 深 植 血

脉。雷锋精神生动体现了天下为公、仁

者爱人、人民至上、积德行善、助人为乐

等优秀精神品质，集中体现了党的性质

宗旨、优良作风，感召着无数中华儿女服

务人民、奉献社会。从见义勇为、舍身保

护铁路的欧阳海，到为保护他人毅然扑

向爆炸点的王杰；从累倒在抗震救灾现

场英勇牺牲的武文斌，到以生命践行“清

澈的爱，只为中国”的陈祥榕……一个个

像雷锋一样赤诚报国、服务人民的优秀

官兵，成为人民军队英雄谱中一道道亮

丽的风景。“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既

是雷锋孜孜以求的人生目标，也是人民

子弟兵应有的价值追求。我们要把雷锋

当作“看得见的哲理”，矢志“把有限的生

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俯

首甘为孺子牛，为民甘洒血和汗，做到哪

里人民最需要就出现在哪里、哪里最艰

险就战斗在哪里、哪里最危急就打拼到

哪里，用一个个“最美逆行”“最美冲锋”

“最美身影”，书写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时代新篇。

用雷锋精神滋养心灵，就要充分激

扬进取的锐气，以忘我奋斗建功立业。

雷锋在日记中写道：“我愿做高山岩石之

松，不做湖岸河旁之柳。我愿在暴风雨

中——艰苦的斗争中锻炼自己，不愿在

平平静静的日子里度过自己的一生。”这

是 雷 锋 砥 砺 奋 进 、忘 我 奋 斗 的 铮 铮 誓

言。雷锋 7 岁成为孤儿，但穷困、苦难和

挫折，没有消磨他的进取意志，而是磨练

了他的坚毅品格。他在短暂一生中追求

进步、锐意进取，谱写出一曲绚丽的青春

之歌。雷锋的人生奋斗经历启示我们，

自强不息方能活力迸发，忘我奋斗才能

蓬勃向前。当前，向着如期实现建军一

百年奋斗目标砥砺奋进，我们须激扬进

取的锐气，始终对本职岗位充满感情、倾

注热情，坚持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

行，勇当备战打仗急先锋、转型发展主力

军、战法创新先行者，从容面对艰难险

阻，在迎难而上中锤炼胆魄、磨练意志，

在披荆斩棘中增长才干、增强本领，在攻

坚克难中闯出新路、创造业绩。

“接过雷锋的枪，千万个雷锋在成

长”，这是人民子弟兵以火热的赤子之

心绘就的生动画卷，也是走向未来必须

继续书写的时代答卷。行进在新时代

强军征途上，广大官兵要坚持用雷锋精

神滋养心灵，爱党报国、爱军精武、爱岗

敬业，甘当革命事业的一颗“螺丝钉”。

如此，精神家园必定清风朗朗、碧波荡

漾，强军事业必能劈波斩浪、扬帆远航。

坚持用雷锋精神滋养心灵
■王 伟

方 法 谈

●想问题、办事情、作决策，都
要“致广大而尽精微”，做到谋划时
统揽全局、操作中细致精当

抗 日 战 争 时 期 ，山 东 抗 日 根 据 地

工作一度受挫，党中央派罗荣桓同志

前往山东主持工作。他到位后，坚持

把整个山东战场看成一盘棋运筹，不

但彻底扭转了不利局面，而且使山东

成为当时我们党唯一全面控制了战略

要点的省份。毛泽东同志就此高度评

价道：“山东只换上一个罗荣桓，全局

的棋就下活了。”可以说，站在全局高

度抓落实是我们党非常重要的思想方

法和工作方法，面对艰巨繁重的任务

和千头万绪的工作，我们只有坚持从

大处着眼，抓住根本，其他问题才能纲

举目张、迎刃而解。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站在全

局高度抓落实，是开展工作必备的素

质。客观讲，每个人分析问题、解决问

题或多或少都会受限于自身阅历经历，

通常都会从某个局部开始。但平时抓

工作不能停留于局部，如果片面认为站

在全局抓落实只是领导的事、上级机关

的事，凡事都局限于自己的“一亩三分

地”，久而久之，就会陷入“埋头拉车却

不抬头看路”的窘境，甚至可能走偏方

向。因此，党员干部想问题、办事情、作

决策，都要“致广大而尽精微”，做到谋

划时统揽全局、操作中细致精当。

要提高政治站位。思想认识站上

位，工作才能抓到位。党员干部要牢固

树立政治意识，旗帜鲜明讲政治，自觉与

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决策部署对

标对表，坚持局部服从全局、部门和单位

利益服从国防和军队建设利益，做到在

准确吃透上级精神的前提下开展工作，

始终胸怀“国之大者”“军之大事”，养成

从全局高度想问题、办事情的习惯。

要 拓 宽 视 野 格 局 。 眼 界 决 定 境

界，格局决定结局。如果格局不够大、

视野不够宽，就会缺乏对大局的敏锐

判断和把握，经常被眼界局限、被私利

牵绊。因此，心里要始终装着全局，把

目光放长远，多算大账，坚决防止和反

对个人主义、本位主义。落实到行动

中，就是要处理好“大局”和“棋子”的

关系，既在战略上布好局，又在关键处

落好子，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找

到上级指示精神和本单位实际情况的

结合点，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

要注重实践锻炼。坚持在干中学、

学中干，是一个人成长成才的必由之

路。对于党员干部而言，要多到困难

多、群众意见集中、工作难以打开局面

的地方历练，多接几次“烫手的山芋”，

多做几回“热锅上的蚂蚁”，在急难险重

任务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

干，切实增强站在全局抓落实的本领，

为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贡献

智慧力量。

站在全局高度抓落实
■陈 程

忆传统话修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