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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寄语

影中哲丝

知行论坛

谈 心 录

书边随笔

●注重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
成就鼓舞斗志、指引方向，注重用党
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
凝聚力量，注重用党的历史经验和
实践创造启迪智慧、砥砺品格

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

教科书。习主席强调：“要推动党史学

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引导广大党员、

干 部 把 学 习 党 史 作 为 必 修 课 和 常 修

课。”近日，中共中央印发《党史学习教

育工作条例》，对党史学习教育的领导

体制和工作职责、内容、主要形式、保障

和监督等作出全面规范，为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提供了基本遵循。在新的赶考

路上，广大党员干部只有把学习党史作

为必修课和常修课，孜孜不倦从中寻经

验、悟方法、求规律、启智慧，矢志不渝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

行，才能更好地以奋斗状态办实事、解

难事，以昂扬姿态育新机、开新局，牢牢

掌握善谋善断、善作善成的历史主动。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对历史进程

的认识越全面，对历史规律的把握越深

刻，党的历史智慧越丰富，对前途的掌握

就越主动。毛泽东同志讲过：“如果不把

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

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

党史记录了我们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

的奋斗历程，彰显出中国共产党人历经

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

的精神特质，充盈着苦难和辉煌、曲折和

胜利、付出和收获，蕴藏有丰富的思想资

源、实践智慧、宝贵经验和精神财富。党

员干部只有修好党史这门必修课、常修

课，才能弄清楚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

什么，弄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

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更加

坚定自觉地践行初心使命，在新时代新

征程上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学史以明智，鉴往而知来。我们学

习历史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

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现

在，我们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

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前进道路上，既面

临着难得机遇，也会遇到严峻挑战，迫

切需要党员干部把学习党史作为一种

精神追求、一种工作责任、一种自觉习

惯，努力在鉴往知来中砥砺前行，在乱

云飞渡中把准航向，在凝心聚力中团结

奋斗，做到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

何 干 扰 所 惑 ，以 咬 定 青 山 不 放 松 的 执

着，奋力实现既定目标。

注重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

鼓舞斗志、指引方向。一百多年来，从

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

换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再到党

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

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们党踏平

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再出发，创造了

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书写了一个又一

个发展传奇。作为新时代党员干部，在

学党史中强斗志、明方向，关键是要从

历史运动中厘清发展脉络，从历史规律

中感悟思想伟力，从历史趋势中找准前

进方向，读懂以历史主动精神创造历史

的规律性启示。善于用客观全面的、联

系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党的历史，主动从

苦难和辉煌、曲折和胜利、付出和收获

中，发现“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精神

密码，找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精

神坐标；从党的非凡历程、历史经验、精

神传承中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

会 主 义 为 什 么 好 等 道 理 ，增 强 风 雨 无

阻、勇毅前行的信心和底气。

注重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坚定信念、凝聚力量。历史能给人信念

的指引、力量的汇聚，也能诠释信念的

坚贞、奋斗的价值。在一百多年的非凡

奋斗历程中，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顽强

拼搏、不懈奋斗，涌现了一大批视死如

归的革命烈士、一大批顽强奋斗的英雄

人物、一大批忘我奉献的先进模范，形

成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精神谱

系。这些宝贵精神财富跨越时空、历久

弥新，集中体现了党的坚定信念、根本

宗旨、优良作风，凝聚着共产党人艰苦

奋 斗 、牺 牲 奉 献 、开 拓 进 取 的 伟 大 品

格。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中不断

开新局，广大党员干部应善于从党史中

汲取坚守初心使命的营养剂和动力源，

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

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

持续增强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

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做到在胜

利和顺境时不骄傲不急躁，在困难和逆

境时不消沉不动摇，以实际行动把理想

信念的火种一代代传下去。

注重用党的历史经验和实践创造

启迪智慧 、砥砺品格。历史 、现实 、未

来是相通的。早在 1938 年，毛泽东同

志就讲过：“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

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

知 识 ，没 有 对 于 实 际 运 动 的 深 刻 的 了

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党的经

验 不 是 从 天 上 掉 下 来 的 ，也 不 是 从 书

本上抄来的，而是我们党在历经艰辛、

饱 经 风 雨 的 长 期 摸 索 中 积 累 下 来 的 ，

饱含着成败得失，凝结着鲜血汗水，充

满着智慧力量。回望过往、眺望未来，

我 们 已 经 走 过 千 山 万 水 ，还 要 继 续 跋

山 涉 水 ，向 着 新 的 目 标 迈 进 。 立 足 新

起点、阔步新征程，广大党员干部尤其

要 看 清 大 变 局 中 蕴 含 的 机 遇 与 挑 战 ，

总结运用党在不同历史时期防范化解

风 险 挑 战 的 丰 富 经 验 ，真 正 把 苦 难 辉

煌的过去、日新月异的现在、光明美好

的未来贯通起来，把党的出发原点、强

国复兴基点、个人成长起点连接起来，

把学到的知识、掌握的规律，转化为解

决发展问题、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转

化为锐意进取、担当实干的精气神，切

实在知重负重、知难克难、知险化险中

干出新业绩。

（作者单位：海军政治工作部）

把学习党史作为必修课和常修课
■樊伟伟

●读书学习铢积寸累、日有所
进，方能学有所成

“今日记一事，明日悟一理，积久而

成学。”这句话告诉我们，读书学习铢积

寸累、日有所进，方能学有所成。

读书贵在坚持，也难在坚持。坚持

读书，首先要培养兴趣。人们常说，兴趣

是最好的老师。兴趣能够激发好奇心、

探索欲，能够促使我们忘我投入、不懈追

求。读书学习有了兴趣作导引，投入其

中、乐在其中，更容易取得进步、获得成

就。如果一拿起书本就哈欠连天，一说

起学习就痛苦不堪，对读书学习提不起

兴趣，又怎么能坚持呢？坚持读书，就要

从培养兴趣做起，可以围绕提高思想水

平、完善知识结构、提升精神境界，选择

那些自己感兴趣的、与自己工作生活紧

密相关的书来读，如此读书才能越读越

有趣、越读越知益处，在潜移默化中不断

提高自我、完善自我。

坚持读书，就要肯下功夫、花时间。

有人感慨，以前在学校的时候还能坚持

读书，工作以后，就忙得没有时间了。诚

然，部队工作千头万绪，少有大块时间用

于读书。但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

愿意挤，总还是有的。对于青年官兵来

说，在战备训练和繁忙工作之余，仍有一

些时间可以利用。比如，训练间隙、节假

日等休息时间，都可以捧起书本，专注于

学习。即使是碎片化时间，也可以系统

化利用，通过积零为整，有目的、系统连

贯地读书学习，长期坚持下去，养成一个

好习惯，必能有所长进。

坚持读书，还要学有目标，做好计

划。计划是做事成事的重要前提，如果没

有计划，没有清晰的努力方向，就会无所适

从、忙而无序，最终忙忙碌碌、一无所获。

因而，读书要设立目标、制订读书计划，更

好地协调阅读时间、提高阅读效率、培养阅

读习惯。首先要把读书目标订具体，既有

立足长远的目标，也有近期可以实现的小

目标，既可以是某一领域的目标，也可以是

数量方面的目标。明确了读书目标，就可

以根据日常安排，列出时间表，确定每天或

每周的读书时间和学习任务。在计划实施

过程中，坚持今日事今日毕，对进度实时跟

踪，避免“拖延症”，在实现一个个目标过程

中，将读书学习坚持下去。

坚持读书的同时，还要坚持思考。

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联系实际，开动脑

筋，多进行深入思考，这样才能真正从读

书中受益，才能更好地坚持读书，使读书

成为开阔视野、提高认知、促进工作的有

力途径。

读书贵在
“积久而成学”

■陈 凯

●端正态度，架起官兵之间的
“连心桥”；深入兵中，成为熟悉兵情
的“知心人”；立身为旗，当好官兵信
赖的“主心骨”；以情带兵，绘出团结
奋斗的“同心圆”

习主席指出，军队是要打仗的，如果

上上下下都没有感情，怎么可能在需要

时赴汤蹈火、同生共死？亲密无间的官

兵关系，是我军特有的政治优势和优良

传统。进入新时代，继承发扬这一优良

传统，密切官兵关系，各级干部须在“心”

字上下功夫，以用心带兵、倾心爱兵的行

动，走进兵心、凝聚人心。

端正态度，架起官兵之间的“连心

桥”。带兵首先要从解决思想问题入手，

端正对士兵的根本态度。坚持用信任的

眼光看待士兵，尊重他们的主体地位，包

容他们的个性，善于听取他们的意见建

议，最大限度激发他们热爱基层、献身强

军事业的内生动力；用欣赏的眼光看待

士兵，对新时代战士的特点有正确的认

识，多欣赏、多肯定，鼓励和引导他们投

身建功军营的火热实践中；用发展的眼

光看待士兵，多关心他们的成长进步，从

促进个体发展的角度出发，多为他们成

长成才搭梯子、铺路子、压担子，帮助他

们弥补不足、缩短差距，引领他们在军营

不断成长。

深入兵中，成为熟悉兵情的“知心

人”。深入兵中摸兵情，开展工作才有

针对性，解决问题才有实效性。要深入

摸排情况。自觉放下架子，通过训练间

隙唠唠嗑、受到挫折时谈谈心、遇到困

惑时指指路，拉近官兵间的距离，与战

士 们 做 到 心 贴 心 ，使 他 们 能 够 把 烦 心

事、揪心事说出来。要留心细微变化。

从言谈举止、饮食睡眠、仪容仪表、脾气

情绪、工作表现等方面观察点滴变化，

切实把问题苗头掌握清楚，把产生原因

分析透彻，把发展趋势预测准确。要自

觉融入兵中。利用官兵共同面对艰巨

任务、共享心得体会、共度业余时光等

时机，将思想摸底工作贯穿其中，在心

与心的交流中增进感情、在实打实的关

爱中赢得兵心。

立身为旗，当好官兵信赖的“主心

骨”。身教重于言传，干部骨干带兵要发

挥好表率作用，用率先垂范的行动汇聚

兵心、提振士气。要始终保持对自身要

求更严、标准更高的工作状态，练就扎实

过硬的本领素质；自觉做到干在前、冲在

前，敢于叫响“看我的、跟我上”，做到任

务一线扛红旗、战备训练拔头筹，当好练

兵备战的“排头兵”；保持良好工作作风、

生活作风，要求别人做的，自己先做到，

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不“当

面一套背后一套、台上一套台下一套”，

以严格自律提升素质引领力、人格吸引

力、形象感召力。

以情带兵，绘出团结奋斗的“同心

圆”。拿出真心、使出实劲，才能实现上

下同心、同频共振。要关爱士兵，真正

想兵之所想、急兵之所急，为他们办实

事、做好事、解难事，让他们对集体有归

属感、亲切感。还要做到宽严相济，坚

持严管与厚爱结合、激励与约束并重，

用严格的纪律、真挚的情感，赢得战士

的尊重、信赖和支持。同时，注重营造

凝心聚气的团结氛围，开展好群众性文

化生活，让官兵相互竞技有平台、增进

感 情 有 抓 手 ，通 过 不 断 增 强 集 体 使 命

感、荣誉感，牵引官兵形成共同的事业

追求、使命担当，众志成城、团结奋斗，

为强军事业贡献智慧力量。

（作者单位：马鞍山军分区）

带兵就要知兵爱兵育兵
■吕国立群山之间，一条大道蜿蜒向前，伸

向远方，消失在层峦叠嶂之中。

古人说，“行远必自迩”。即使再远

的路，也要从脚下开始。面对群山阻隔，

勇毅前行，就能穿山越岭，抵达远方；如

果踌躇徘徊，止步不前，就看不到山那边

的风景。我们干事创业，也会面临如崇

山峻岭般的层层阻碍，绝不能畏惧困难，

丧失前行的信心和勇气，而应从脚下开

始，坚定迈出前进的步伐。路再长再崎

岖，只要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就能把重

重阻碍甩在身后，把心中理想变成现实。

路在脚下——

行远必自迩
■李毅恒/摄影 宋原青/撰文 方 法 谈

●要让学雷锋成为一种行动
自觉，体现在日常点滴之中，在新
时代继续把雷锋精神发扬光大，绽
放出璀璨的时代光芒

1963 年 3 月 5 日 ，《人 民 日 报》

《解 放 军 报》刊 登 了 毛 泽 东 同 志 的 题

词 ——“ 向 雷 锋 同 志 学 习 ”。 时 光 荏

苒 ，光 阴 飞 逝 ，61 年 来 ，雷 锋 精 神 始

终 历 久 弥 新 、熠 熠 生 辉 。 雷 锋 精 神

不 是 抽 象 的 概 念 ，而 是 具 体 的 要 求 ，

人 人 可 学 、处 处 可 为 。 向 雷 锋 同 志

学 习 是 需 要 长 期 坚 持 、一 以 贯 之 的 ，

要 让 学 雷 锋 成 为 一 种 行 动 自 觉 ，体

现 在 日 常 点 滴 之 中 ，在 新 时 代 继 续

把 雷 锋 精 神 发 扬 光 大 ，绽 放 出 璀 璨

的时代光芒。

坚定的行动自觉源自情感的认同、

思想的引领。毛泽东同志曾说：“学雷

锋不是学他哪一两件先进事迹，也不只

是学他的某一方面的优点，而是要学他

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品德。”真正学到

雷锋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品德，就要深

刻把握雷锋精神的本质特征和时代内

涵，从情感上深度认同，在思想上正确

引领，真正把雷锋精神内化于心、外化

于行。要深入学习领会雷锋身上所表

现出来的高尚品格和优良作风，真正学

到雷锋乐于奉献、不怕苦累的品质，学

到雷锋爱岗敬业、扎实肯干的精神，学

到雷锋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的

责任感、使命感，把雷锋精神融进自己

的精神底蕴，在新征程上勇做走在前列

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

学雷锋的行动自觉，须体现在做

好工作生活中的平凡事情上。习主席

深 刻 指 出 ：“ 我 们 既 要 学 习 雷 锋 的 精

神，也要学习雷锋的做法，把崇高理想

信 念 和 道 德 品 质 追 求 转 化 为 具 体 行

动，体现在平凡的工作生活中，作出自

己应有的贡献，把雷锋精神代代传承

下去。”积小善为大善，善莫大焉。雷

锋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

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在做一件件平

凡小事中养成了与人为善、乐于助人

的习惯。在休息时间，他帮战友洗衣

服、缝被子，为驻地群众做好事，给孩

子当课外辅导员；他生活节俭，把省吃

俭用积存下来的钱用于帮助受灾群众

和家庭困难的战友。学雷锋，就是要

学习他从平凡事做起、以平凡成就非

凡的优秀品质，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

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立足本职岗位，站好每一班

岗、搞好每一次训练、完成好每一项任

务；当有人需要帮助时，尽自己最大努

力伸出援助之手……从小事做起，从

自身做起，以实际行动把雷锋精神在

新时代发扬光大。

坚定学雷锋的行动自觉，是时代的

呼唤，也是恒久的价值追求。多年来，

雷锋精神跨越时空，影响了一代代人，

也造就了一个个雷锋式的模范人物。

“当代雷锋”郭明义始终秉持“助人为

乐、奉献社会”理念，坚持做好事，他常

说，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帮助有困难的

人，睡得踏实；王继才、王仕花夫妇面对

孤寂恶劣的环境，坚守黄海前哨开山岛

30 余年，被附近的渔民亲切地称为“孤

岛活雷锋”；王兰花退休后，成立“热心

小组”志愿服务队，照顾社区空巢老人、

留守儿童，关心百姓琐事，解决邻里纠

纷，年逾古稀依然奔走在志愿服务第一

线，被社区群众称为“活雷锋”……从一

个人的奉献到一群人的传承，成千上万

的学雷锋标兵不断涌现，让雷锋精神薪

火相传。实践证明，无论时代如何变

迁，雷锋精神永不过时。我们要向雷锋

学习，向先进典型学习，坚持不懈地弘

扬雷锋精神，在融入个人道德修养、转

化为行动自觉中争做堪当大任的时代

新人。

（作者单位：武警长沙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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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
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练兵备
战，才能跑出加速度，提升战斗力，
为打赢未来战争奠定坚实基础

雷厉风行的作风，是当代社会实

践发展的客观要求。当今时代，高新

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使社会生活节奏

明显加快，及时和高效成为人们普遍

追求和遵循的行为准则。

对于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来说，

雷厉风行也是不可或缺的作风。军队

的根本职能是打仗，其特殊的使命和

任 务 ，对 时 间 观 念 有 着 特 殊 的 要 求 。

“ 赢 得 时 间 就 是 赢 得 胜 利 ”“ 兵 贵 神

速”，就是对这一要求的生动诠释。当

前，战争形态加速向信息化智能化战

争演进，作战模式不断革新，作战节奏

空前加快，对军队的指挥控制能力、快

速机动能力、远程攻击能力、精确打击

能力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部队

官兵只有始终保持雷厉风行的战斗作

风，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

感、坐不住的责任感练兵备战，才能跑

出加速度，提升战斗力，为打赢未来战

争奠定坚实基础。

做到雷厉风行，重在树立效率意

识。干工作争在朝夕，抓落实贵在高

效。当今社会，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

异，创新成果层出不穷。因时而变、迅

速高效，第一时间抢占未来军事竞争的

战略制高点，才能确保我们紧跟世界军

事潮流，始终站在时代前沿、战争前沿、

科技前沿。这就需要广大官兵树立效

率意识，培养善抓时机、快速反应的能

力。如果缺乏效率意识，对变化反应迟

缓，拖拖拉拉、慢慢悠悠，长此以往，必

然会被别人远远甩在身后。牢固树立

效率意识，以只争朝夕、时不我待的精

神状态干事业、抓备战，才能担当起肩

负的历史使命。

做到雷厉风行，还须注重练强本

领。养成雷厉风行的作风，既需要振奋

精神状态，也需要素质本领支撑。如果

自身能力素质达不到岗位所需，即便想

雷厉风行，也有心无力。在工作中立起

雷厉风行的作风，需要我们不断充实自

我、提升本领、增长才干，努力成为本领

域本专业的行家里手。这就要求广大官

兵不断加强学习，坚持在干中学、学中

干，尤其要把与岗位相关的新知识、新技

能学到手，跟上时代发展步伐。只有不

断提升各方面本领，才能掌握工作主动，

干工作才能得心应手、雷厉风行，把工作

干出效率、干出成绩。

做到雷厉风行，更要坚持实干笃

行。雷厉风行的作风离不开实干，只

有 下 实 功 、出 实 效 ，雷 厉 风 行 才 有 意

义。要以务实作风做到立说立行，定

了就要抓紧实施，不拖、不等、不推、不

靠 ，以 龙 腾 虎 跃 、鱼 跃 龙 门 的 干 劲 闯

劲，一抓到底、抓出成效。推进强军事

业必然会遇到各种困难挑战，要应对

各种艰难险阻，我们只有以实干的态

度勇于担当作为、攻坚克难，拿出真招

实策去“破冰化雪”，以雷厉风行的劲

头去抓建设、促发展，才能使各项工作

扎实推进、行稳致远。

培养雷厉风行作风
■罗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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