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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新闻说修养

影中哲丝

知行论坛

生活寄语

谈 心 录

修养漫笔

远眺峨眉山金顶，苍茫的云海犹如一

块巨大的绒毯铺展开来，环绕着山峰。山

上的群松被皑皑白雪覆盖，在海拔高、气温

低的恶劣环境下，依然保持着傲然挺立的

姿态，这样的美景令人心生震撼。

“凌风知劲节，负雪见贞心”，这是古

人赞美松树的诗句，意思是在风雪之中，

才能真正体会到松树那种坚韧不拔的品

格和风骨。成长道路上的雨雪风霜，既

是检验一个人意志品质的“试金石”，也

是使人成熟、促人成长的“催化剂”。生

活中的强者，也像负雪的青松那样，不惧

艰险挑战，困难越大意志越坚，在与逆境

和挫折的斗争中锤炼品质、砥砺风骨、增

长才干。

雪后青松——

凌风知劲节
■李毅恒/摄影 慕佩洲/撰文

●愿啃“硬骨头”、能够“越是艰
险越向前”，是党员干部敢于担当作
为的现实表现，也是发现人才、培养
人才、造就人才的重要途径

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在平常的工作

中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工作方法。但从另一

个角度来讲，总是拣容易的事情做，绕开困

难走，也会使一些“硬骨头”长期没人愿意

去啃，一些艰苦的工作很少有人愿意去做，

导致一些棘手问题久拖不决。尤其是在深

化国防和军队改革过程中，必然会面对一

些难啃的“硬骨头”，如果一味按部就班、采

取四平八稳的工作方法，很多重点难点工

作就无法推进，很多必须要做但又矛盾突

出的事情就可能成为“烂尾工程”，不仅影

响其他工作的推进，也会导致消极情绪蔓

延，最终难事干不成，一般性工作落实也打

了折扣。

“硬骨头”之硬，在其具有复杂性、

顽固性，大都是艰巨的任务，要么时间

久 远 无 人 敢 碰 ，要 么 任 务 繁 重 无 人 愿

接 ，一 般 都 是 急 事 、难 事 ，而 且 大 多 没

有 经 验 可 以 照 搬 ，少 有 先 例 可 以 遵

循 。 但 这 样 的“ 硬 骨 头 ”，往 往 又 是 官

兵 热 切 期 望 解 决 的“ 烦 心 事 ”、影 响 单

位 建 设 发 展 的“ 绊 脚 石 ”，对 于 基 层 官

兵来说，它也许是压在心里的一块“石

头 ”，对 于 党 员 干 部 而 言 ，它 就 是 一 副

沉 甸 甸 的 担 子 。 所 以 ，党 员 干 部 要 拿

出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担当，加强调

查研究，倾听基层官兵心声，真正把那

些盘根错节、成因复杂、亟须解决的问

题“拎”出来，真正把“硬骨头”找准，下

功 夫 研 究 问 题 ，拿 出 啃 下“ 硬 骨 头 ”的

真招实策，用“铁齿铜牙”去攻克难题。

路不险则无以知马之良，任不重则

无以知人之德。愿啃“硬骨头”、能够“越

是艰险越向前”，是党员干部敢于担当作

为的现实表现，也是发现人才、培养人

才、造就人才的重要途径。啃“硬骨头”

既需要一股敢冲锋、不服输的劲头，也要

有能干事、干成事的能力素质。人在事

上练，刀在石上磨。实践一再证明，能力

素 质 是 在 历 大 事 、经 风 浪 中 摔 打 出 来

的。只有真正经历了急事、难事的锻炼，

敢啃“最硬的骨头”，自觉在实践中提高

本领、磨练意志，练就一副“铁肩膀”，重

担子挑起来才能更加游刃有余。

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敢

于做难事，才能赢得先机、获得成功；倘

若拈轻怕重，只想着舒适安逸，则注定会

一事无成。党员干部必须勇于挑重担

子、啃“硬骨头”，该挺身而出时决不逃避

退缩，该主动作为决不敷衍塞责，在完成

好一件件困难、棘手的工作中，锻炼能

力、彰显担当，交出一份无愧于党和人民

的合格答卷。

愿啃“硬骨头”
■王 宇 洪庆任

●想念而不贪念，念旧而不守
旧，便是积极的、可提倡的；怀念若成
苦念，念旧若抱守陈旧，便是消极的、
应避免的

最近一次出差途中，行李箱的拉杆

突然出现故障，怎么按也无法收回。这

个行李箱，是 12 年前驻地政府八一建军

节发放的慰问品，四四方方，大小适中，

朴实耐用。它陪伴我走南闯北，既放衣

物，也装书籍，给我带来很多方便，也让

我对它有了几分感情。现在既然出了故

障，且已显破旧之相，家人便劝我换个新

的，可我实在舍不得，就悄悄去修了一

下，照用不误。家人说我太念旧，我心

想，念旧有什么不好呢？不过，这也引发

了我对念旧的思考。

念旧，顾名思义，是对过去的人和事

念念不忘。之所以念念不忘，往往是因为

曾经经历和体验的一份美好、一份感恩、

一份留恋。一个人念旧，就像牛儿反刍一

样，会把“过去”重新咀嚼一遍，从中汲取

养分、感受快乐。念旧的人，常常善于总

结、乐于回味。念旧既是一种正常的心理

状态，也是一种有益的心理活动。想念而

不贪念，念旧而不守旧，便是积极的、可提

倡的；怀念若成苦念，念旧若抱守陈旧，便

是消极的、应避免的。所以，就“念旧”本

身而言，无所谓好坏，不宜有褒贬，一切取

决于人的理解、人的态度、人的主动。

念旧，有时与处境有关。一个人在

面临危局、险局、困局时，往往对前途有

不确定性看法，产生不安全感，便容易念

及旧事、旧人、旧物，期待从对过往的追

忆中获得启示、获得自信、获得动力、获

得方向。“过去”已去，“将来”未来。唯有

“过去”是确定的，过去的经验、教训也许

可成当下的镜鉴，过去的成功、荣誉也许

可成今天的参照，也给自己以信心和激

励。如此分析，固然有一定道理，但事实

告诉我们，念旧不可囿于“旧”，更不可固

守“旧”。否则，念旧就可能演变成逃避

现实的“驼鸟”心理、孤芳自赏的“自嗨”

心态。

念旧，往往与一个人的经历有关。

社会上有一种说法：一个人如果总喜欢

怀旧，恰恰说明他老了；一个人如果没有

“故事”，又何来念旧？这并非无稽之谈，

确实有一定道理。一个人如果履历太

薄、资历太浅、阅历太少，是不太可能产

生念旧心理的。但念旧之“旧”，应当是

基于现实、面向未来的可鉴之“旧”、有益

之“旧”、向善之“旧”，譬如雪中送炭之

“ 旧 ”、苦 尽 甘 来 之“ 旧 ”、千 磨 万 击 之

“旧”、刻骨铭心之“旧”。念旧的目的和

意义，也恰恰是在这雪中送炭、苦尽甘

来、千磨万击、刻骨铭心之中，找到某种

实践体悟和生活感悟。

念旧，作为人的一种正常心理，需要

守正扬善、修身立行。我们要在念旧中

保持善念，多念“受人滴水之恩”，多思

“当以涌泉相报”。我们要在念旧中保持

自省，多念“走麦城”的教训，少念“偶得

之”的幸运。我们要在念旧中保持宽容，

多念“人无完人”的常理，多思“己非完

人”的道理。我们要在念旧中保持激情，

多念“温故知新”的初衷，多立“知耻后

勇”的志气，多谋“继往开来”的新局。

念旧，但不囿于“旧”
■濮端华

●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伟业的壮阔征程上，让我们一同保
持向上的姿态，释放青春的光芒，用

“向上的力量”书写属于我们这代人
的荣光

前不久，新华社一则《2024，中国向

上 ！》的 短 视 频 在 网 络 上 引 起 热 烈 反

响。2024年开年以来，祖国大江南北处

处是向上景象，中国男子乒乓球队实现

世乒赛 11 连冠、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

持续增长、天舟七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

取得圆满成功……竞技赛场摘金夺银，

国之重器捷报连连，视频中一组组攀升

的数据、一串串坚实的脚印、一个个亮

眼的成绩，是对奋斗者们心血汗水的最

好回报，是对拼搏奉献的最好褒奖。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

来。2024 年是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也

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

一年。青春中国，前程似锦，在这片气

象万千的热土上，万物孕育着勃勃生

机，处处涌动着“向上的力量”。这力量

如蓬勃的朝阳，似三春的雨露，激励每

个 人 奋 发 进 取 ，推 动 事 业 不 断 向 前

迈进。

保持“向上的力量”，用百折不挠的

精神迈稳前行步伐。习主席指出：“每

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

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人间万事出

艰辛。世上没有哪一项事业是随随便

便就能成功的，奋斗的道路往往荆棘丛

生、充满坎坷。那么，如何才能战胜艰

难险阻，在新征程上破局开路、书写新

篇？答案就是用“向上的力量”不懈奋

斗、艰苦奋斗、永远奋斗，成功时不懈

怠、不松劲，遭遇挫折时不气馁、不放

弃。宝玉需要打磨，成功需要磨砺。用

百折不挠的精神拼搏奋斗，任何困难都

阻挡不了我们前进的步伐。我们应当

保持“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拼劲，激

发“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壮志豪情，不断

爬坡过坎、攻坚克难，冲破“腊子口”、攻

克“娄山关”，直至攀上事业的高峰、抵

达胜利的彼岸。

保持“向上的力量”，用永不停歇的

动力奔向星辰大海。高耸的山峰能证

明攀登的意义，漫长的征途能体现坚持

的力量。人生是一场马拉松，比的不仅

是速度，还有耐力。当擦去汗水发现终

点依旧遥远时，不要灰心丧气，长路漫

漫，还有足够的时间让我们来追赶和超

越。“时代楷模”钟扬扎根青藏高原 16

年，“吃最苦的苦”，收集了上千种植物

的 4000 多万颗种子，为国家和人类储

存下丰富的基因宝藏；诺贝尔生理学或

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毕生钻研青蒿素

提纯，在经历 190 次失败后，终于登上

了科研高峰……“骐骥一跃，不能十步；

驽马十驾，功在不舍。”在奔向星辰大海

的征程上，我们要保持持之以恒的韧

劲、一以贯之的坚守，耐得住寂寞、经得

起诱惑、坐得住“冷板凳”，不浮躁、不摇

摆、不走神，风雨兼程、稳扎稳打，积小

胜为大胜，最终实现梦想、收获成功。

保持“向上的力量”，用脚踏实地的

作风抵达梦想彼岸。新时代是奋斗者

的时代，对每个人而言，越是壮志满怀

越需要脚踏实地。邓小平同志曾说，世

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

马克思主义都没有。大道至简，实干为

要。王泽山院士虽然年近九旬，但仍奋

战在条件艰苦的试验场，推动中国的火

炸药技术迈向新高度。黄令仪研究员

80 多岁时，依然奋战在科研一线，为我

国计算机核心器件的发展作出了突出

贡献。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接班人，我们要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

邦的道理，坚持知行合一、真抓实干，做

起而行之的行动者、不做坐而论道的清

谈客，当攻坚克难的奋斗者、不当怕见

风雨的泥菩萨，始终立足岗位踏实苦

干、锤炼本领，打牢专业基础，努力成为

本职工作的行家里手，以实干拼搏做到

不负韶华、青春无悔。

一年之计在于春。新的春天，我们

当如朝阳一般蓬勃向上，激发“生龙活

虎”的精神状态，保持“龙腾虎跃”的奋

发姿态，步履坚实地向着奋斗目标砥

砺前行。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

业的壮阔征程上，让我们一同保持向上

的姿态，释放青春的光芒，用“向上的力

量”书写属于我们这代人的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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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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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

宏

●常怀一颗好奇心，不断向
未知领域发起冲锋，才能在一次
次探索、一次次突破中收获成功
的果实

在科学家座谈会上，习主席多次

提到“好奇心”，点明好奇心之于创新、

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人类社会向前发

展 ，一 定 程 度 上 是 因 为 人 的 好 奇 心 。

一个人如果没有好奇心，就会凡事见

怪不怪，不能发现问题、提出问题，难

以刨根问底作进一步探究。相反，常

怀一颗好奇心，不断向未知领域发起

冲锋，才能在一次次探索、一次次突破

中收获成功的果实。

有好奇心，需要具备敏锐的观察

力。人最初的好奇心都源于对周围事

物的观察和思考。一个人拥有了敏锐

的观察力，就能迅速捕捉事物的各种特

征和细节，由此进行进一步的思考和探

究。牛顿看到从树上掉落的苹果后，引

发一系列联想，最终提出了万有引力定

律；瓦特看到水开后不停跳动着的壶

盖，想到了新的动力来源，最终改良了

蒸汽机。实践证明，唯有保持敏锐的观

察力，做生活中的有心人，以好奇之心、

新鲜之感面对司空见惯的工作生活，善

于观察、发现问题，方能寻得更多的机

会，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有好奇心，需要保持年轻心态。有

人说：“岁月沧桑，生命终会老去，但是，

保持心态年轻，能从精神上给生命注入

更多活力。”一个人只有保持年轻心态，

才更容易接纳新鲜事物，从而激发出源

源不断的求知欲望。倘若心态染上秋

霜、沾上暮气，做事就会缺乏兴趣，缺少

求知的动力。年轻心态犹如生命深处

的一汪清泉，能够流淌出无穷的激情和

热情，迸发出无穷的能量。“两弹一星”

元勋任新民，虽然被尊称为中国航天

“四老”之一，心态却从来不老。从参与

设计东风一号导弹，到研究试验长征三

号运载火箭，从领导发射东方红一号卫

星，到担任载人航天工程论证小组首席

顾问，多年来，他对新知的好奇心从未

熄灭，始终不遗余力地学习新知识、探

索新领域。广大官兵当保持“年轻的

心”“勇敢的心”，既有“闯”的魄力、“创”

的意识，又有“争”的劲头、“拼”的勇气，

敢于想别人不敢想的问题，敢于涉足别

人没有涉足的领域。

有 好 奇 心 ，还 要 勇 于 接 受 挑 战 。

核物理学家陈佳洱曾说：“科学事物，

必须不断研究，认真实验……通过韧

性的战斗，才可能获取光辉的成就。”

对新事物有好奇心，不能停留在“看到

了”“听到了”“知道了”的浅层认知上，

而要深入细致地研究探索。现实中，

有的人在经历了几次失败尝试后便畏

首 畏 尾 、患 得 患 失 ，最 终 导 致 半 途 而

废。青年官兵在探索未知的路上，难

免要经历崎岖坎坷，要做到面对困难

不言败、遇到挫折不弯腰、历经磨难不

后退。在练兵备战上敢拼敢闯，在本

职岗位上敢作敢为，在科技创新上敢

想 敢 干 ，以 持 续 用 力 、久 久 为 功 的 韧

劲，挥洒辛勤汗水，激发聪明才智，不

断创造新业绩，取得新突破。

常怀一颗好奇心
■周宗良 郭杨洁

●锤炼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
涵养不负人民的家国情怀，练就堪
当重任的过硬本领，永葆担当作为
的精神品质

近日，在 2024 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

之际，习主席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征程

上，年轻干部重任在肩、大有可为，必须

牢记初心使命、顽强拼搏进取，奋力跑好

历史的接力棒。作为强军兴军的生力

军，军队年轻干部要牢记习主席谆谆教

导，增强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拿出一股

干劲、闯劲和拼劲，挺膺担当、奋勇争先、

狠抓落实，坚决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

命任务，奋力推进新时代强军事业。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

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

特征更加明显。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

略机遇、新的战略任务、新的战略阶段、

新的战略要求、新的战略环境。前进路

上，面对深刻而复杂变化的形势，面对

艰巨而繁重的使命任务，广大年轻干部

必须牢记初心使命，增强忧患意识、危

机意识和打仗意识，始终着眼实现既定

目标，把全部心思和精力放在备战打仗

上，突破一系列制约新质战斗力提升的

难点、卡点、堵点，以道不变、志不改的

决心，立自力更生之志气、壮自强不息

之骨气、长独立自主之底气，提高新时

代人民军队打赢能力，为以中国式现代

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

供坚强战略支撑。

锤炼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天下至

德，莫过于忠。”对党忠诚是共产党人首

要的政治品质。只有做到对党忠诚，才

能时刻牢记初心使命，永远听党话、跟党

走。面对纷繁复杂的形势任务和风险挑

战，广大年轻干部更要守好忠诚之心，锤

炼过硬政治品格，始终牢记“国之大者”，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做到

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听从党中

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要以党的

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以党的

使命为使命，做到思想不迷航、行动不偏

向，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改其心、不

移其志、不毁其节，以绝对忠诚真心爱

党、时刻忧党、坚定护党、全力兴党。

涵养不负人民的家国情怀。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也是革命

军人家国情怀的集中体现。回望在党

领导下人民军队走过的奋斗历程，一代

代革命军人在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

贴近群众、工作上凝聚群众、行动上服

务群众，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

系，为了人民的利益而不懈奋斗、甘于

牺牲。“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

给老百姓”的女红军，“哪里最苦最累，

他就出现在哪里”的张思德，“把有限的

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的雷锋……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

使 命 ，生 动 诠 释 了 不 负 人 民 的 家 国 情

怀。新征程上，广大年轻干部同样要把

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把人生理想融

入党和人民事业之中，把为人民幸福而

奋斗作为自己的最大幸福和不懈追求，

勇于承担急难险重任务，以不负人民的

实际行动彰显家国情怀。

练就堪当重任的过硬本领。无论

是 干 事 创 业 还 是 攻 坚 克 难 ，不 仅 要 有

“宽肩膀”，更要有“真本领”。面对新形

势 新 任 务 带 来 的 新 情 况 新 问 题 ，摆 脱

“新办法不会用，老办法不管用，硬办法

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的困境，年轻干

部就要常怀忧患、常思不足，做到干什

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以时不我待

的精神抓紧学习，掌握各方面知识，及

时填知识空白、补素质短板，增强制胜

未来战场的底气和信心。要全面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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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

提升政治能力、思维能力、实践能力，真

正把马克思主义看家本领学到手，有效

解决强军征程上遇到的各种矛盾问题；

“武艺练不精，不算合格兵”，要努力争

当训练尖子、技术能手、精武标兵，主动

投身到强军兴军的伟大实践中去，敢于

“自找苦吃”，多经历“风吹浪打”，多捧

几回“烫手的山芋”，多当几回“热锅上

的蚂蚁”，在经风雨、见世面中壮筋骨、

长才干。

永葆担当作为的精神品质。有多大

担当才能成就多大事业。年轻干部虽然

岗位不同，但每个岗位都是干事创业、担

当作为的舞台，只有强化使命担当，努力

有所作为，才能做到“无愧于时代、无愧

于 人 民 、无 愧 于 历 史 、无 愧 于 强 军 伟

业”。要勇于担事，以做事为荣、以不做

事为耻，忠于职守、爱岗敬业，主动把自

己的岗位放到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

的大局中考量，通过高标准履职尽责推

动强军事业发展。要敢于担难，在压力

和困难面前，我们必须比对手站得更高、

想得更深、看得更准、谋得更远、做得更

实，在攻坚克难中跑出强军加速度。要

乐于担责，充分认清自身肩负的使命和

重任，以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深研

制胜机理，苦练胜战本领，爱岗敬业，精

武强能，为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高质量

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击鼓催征，时不我待；奋楫扬帆，正

当其时。新时代是大有可为的时代，新

征程是奔赴光荣与梦想的远征。我们

在各自岗位牢记初心使命、奋力拼搏进

取，只争朝夕、砥砺前行，就一定能打好

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攻坚战。

牢记初心使命 顽强拼搏进取
■孙家斌 周志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