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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

题、原则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

政权性质的试金石。习主席深刻指出：

“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清醒认

识到，自己手中的权力、所处的岗位，是

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为党和人民做事用

的，只能用来为民谋利。”在新的赶考之

路上，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只有始

终牢记权为民所用，自觉摆正位子、俯

下身子、挑起担子，把人民拥护不拥护、

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

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满

腔热忱把造福人民的实事办实、小事办

好、难事办妥，才能更好赢得民心民意、

汇 聚 民 智 民 力 ，成 为 人 民 群 众 的 知 心

人 、暖心人 、贴心人，创造出经得起实

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一 心 为 公 自 会 宠 辱 不 惊 ，两 袖 清

风 方 能 正 气 凛 然 。 权 为 民 所 赋 ，权 为

民 所 用 ，是 马 克 思 主 义 权 力 观 的 核

心 。 毛 泽 东 同 志 曾 指 出 ：“ 人 民 要 解

放，就把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的、

能 够 忠 实 为 他 们 办 事 的 人 ，这 就 是 我

们共产党人。”在我们党的队伍里，“为

谁当官 、为谁掌权 、为谁服务”这个问

题的答案清晰可见、始终如一：焦裕禄

“ 心 中 装 着 全 体 人 民 ，唯 独 没 有 他 自

己”，直言“革命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

了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谷文昌从

不拿公家一寸木材，坚持“当领导的要

先 把 自 己 的 手 洗 净 ，把 自 己 的 腰 杆 挺

直”；杨善洲从不以权谋私，坦言“我手

中是有权，但它是党和人民的，它只能

老 老 实 实 用 来 办 公 事 ，不 能 用 来 办 私

事”……无数事实证明，党员干部为民

办事、为民造福、为民谋利的信念坚如

磐石，做人才有底气，做事才会硬气，做

官才有正气，才能矢志不渝提升小我、

追求大我，始终辛勤为党和人民工作。

权力既是一块“试金石”，也是一把

“双刃剑”，用好了，可以利国利民；用错

了，则会祸国殃民。分析一些领导干部

违纪违法的原因，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权

力观错位、扭曲、异化，或认为权力是上

级领导“给”的，想问题、办事情“不怕群

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或认为权

力是自己努力“得”的，把“有权不用、过

期作废”奉为信条。我们共产党人干事

创业，谋的是复兴伟业，图的是造福百

姓，为的是家国兴旺，手中的权力姓公

不姓私，只能用来为党分忧、为国干事、

为民谋利，决不能成为满足私欲、攫取

私利的工具。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

干部而言，确保权力行使不偏向、不越

轨 、不出格 、不变质，就应经常扪心自

问，问一问履职用权时，是不是做到了

出于公心、不谋私利；问一问处理敏感

问题时，是不是做到了公平公正、不徇

私情；问一问面对利益诱惑时，是不是

做到了坚持原则、不为所动。

权力既是一种约束、一种压力，更

是一种使命、一种责任。随着时代发展

和社会进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

加强烈，现实中还有一些“急难愁盼”问

题需要解决。人民群众的期待期盼就

是党员干部的工作重心、落实重点。作

为新时代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

必须涵养“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

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把为民

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从最困难的群

众入手、从最突出的问题抓起、从最现

实的利益出发，多办惠民生的急事、暖

民心的难事、顺民意的好事，多干为后

人做铺垫、打基础、增后劲、利长远的工

作，真正做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

不移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

牢记权为民所用的自觉性和坚定

性 ，不 是 自 然 产 生 的 ，必 须 靠 政 治 引

领、纪律约束、实践磨练。这就需要党

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立足自身思想

实 际 和 工 作 实 际 ，坚 持 不 懈 用 习 近 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

魂，着力在把握科学体系 、核心要义 、

实 践 要 求 上 融 会 贯 通 ，切 实 树 牢 正 确

的 权 力 观 ，打 牢 为 民 用 权 的 思 想 根

基 。 在 严 法 纪 中 强 自 律 ，时 刻 警 惕 公

与 私 、权 与 利 的 交 织 ，加 强 对 党 规 党

纪、法律法规的学习，弄清楚什么事能

干 、什 么 事 不 能 干 、权 力 的 边 界 在 哪

里，心中高悬法纪的明镜，知晓为官用

权的尺度，做到时时自警 、处处自省 、

事 事 自 律 。 在 实 干 中 强 担 当 ，永 葆 时

时 放 心 不 下 的 责 任 感 、积 极 担 当 作 为

的 精 气 神 ，以 淡 泊 之 心 对 待 个 人 名 利

和 权 位 ，以 敬 畏 之 心 对 待 肩 负 的 职 责

和 使 命 ，充 分 体 现 权 力 服 务 于 民 的 效

度 、力度和温度，在忠心向党 、真心为

民中尽心履职尽责、以恒心干事创业。

人民军队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

民、力量在人民。毛泽东同志曾指出：

“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

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

唯一的宗旨。”军队党员干部特别是领

导干部肩负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

神圣职责，必须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

良传统，保持同人民群众水乳交融、生

死与共的关系，时刻同人民站在一起、

把人民放在心头。以实际行动切实做

到 权 为 民 所 用 ，当 好 人 民 利 益 的 捍 卫

者，坚决保卫人民和平劳动和生活，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永远做人民信赖、

人民拥护、人民热爱的子弟兵。

牢记权为民所用
—“以正确的权力观干净干事”系列谈之三

■樊伟伟

影中哲丝

知行论坛

●守心是对内心的坚守，也是
对灵魂的修炼，更是对底线的守护

宋代思想家朱熹说：“守正直而佩仁

义。”大道归于隐，良德源于心。加强道

德修养，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守心。守心

是对内心的坚守，也是对灵魂的修炼，更

是对底线的守护。真正有智慧的人，都

能很好地做到守心。心有所守，思考才

能富有远见，行事才能光明磊落，为人才

能境界高尚。

人 人 自 有 定 盘 针 ，万 化 根 源 总 在

心。一个人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

下，都应注重内心的修炼，守住自己的信

仰与追求，守住内心的纯真与善念，守住

所应遵从的职业操守。对于共产党员而

言，更应将守心作为人生必修课，修炼共

产党人的“心学”，常扫“思想灰尘”、常戒

浮躁之气，不断强化自我约束，提高境界

觉悟，始终坚守本心，不忘初心，做到正

心明道、怀德自重、清廉自守。

守牢忠诚之心。对党忠诚是共产党

人首要的政治品质，也是共产党人最厚

重的精神底色。信仰是忠诚之基，对党

忠诚就是从内心里、行动上对党的理论

认同和信仰。要通过不断加强理论学

习，切实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

把稳思想之舵；更要做到知行合一，把守

牢忠诚之心体现到对党的信仰的忠诚

上、体现到对党组织的忠诚上、体现到对

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忠诚上，以

实际行动践行对党忠诚的誓言。

守住干净之心。干净是为人处世、

干事创业必不可少的品质，只有内心干

净的人，才能在干净干事中稳扎稳打、成

就事业。守住干净之心，重在有底线意

识，要把洁身自好作为第一关，从小事小

节做起，不做违规逾矩之事，守住守好拒

腐防变防线；还要注重干净交往，自觉净

化自己的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在健

康交往中保持内心纯洁，清清白白做人、

干干净净做事，为自己的成长与发展创

造一个良好环境和清朗氛围。

守实担当之心。有多大担当才能

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

就。一个人如果失去了担当精神，在重

大考验面前就会败下阵来，难以成就事

业。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王泽山

院士曾说：“国家把火炸药这项任务交

给我，我就要把这件事做好，专心致志，

有恒心有担当地完成任务。”正是有无

数 像 王 泽 山 一 样 默 默 付 出 、无 私 奉 献

者 ，心 系 国 家 ，胸 怀 人 民 ，以 担 当 为 己

任 ，我 们 的 事 业 才 大 有 希 望 。“ 天 下 兴

亡，匹夫有责”，我们应当心怀“国之大

者 ”，守 实 担 当 之 心 ，勇 于 承 担 重 大 任

务 ，以 强 烈 的 责 任 感 和 使 命 感 担 当 奉

献，有所作为。

心有所守

行有所循
■李永胜

阳春三月，正是踏青好时节。北京

一处公园内，湛蓝天空下，和煦的春风

吹动树梢，也把一只只色彩鲜艳的风筝

送上蓝天，构成一幅美丽的春景图。

风筝能在天空中停留，除了风的

作用，也因为有线的牵引。风筝一旦

断了线，就会失去控制、随风飘荡、最

终坠落。做人做事要行稳致远，同样

系 于 一 根 线 ，这 根 线 就 是 纪 律 和 规

则。在纪律和规则约束下做人做事，

就不会迷失方向、不会越轨出格，就能

稳步实现目标；相反，如果摆脱这根线

的约束，天马行空、肆意妄为，结果就

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最终难逃坠落

的命运。所以，做人做事要知敬畏、存

戒惧、守底线，把约束当成对自己的保

护，才能从容有度，走稳人生之路。

放风筝—

有约束才能飞得高
■余世杰/摄影 李修远/撰文

●各级干部应当自觉摒弃坐
而论道、空谈理论，将马克思主义
学风贯彻到理论学习、工作实践
中，在理论联系实际中当好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的坚定行动派、实干家

习主席在为第六批全国干部学习

培训教材所作序言中强调，“道不可坐

论，理不能空谈。学习党的创新理论的

目的全在于运用”，要求各级干部发扬

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自觉

掌握运用好党的创新理论这一强大思

想武器。习主席的重要指示，为各级干

部学用理论、改进学风提供了有力指导

和根本遵循。

学风连着党风、决定政风、关乎作

风。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党的光

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也是共产党人对待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毛泽东同志

讲：“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

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

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坐而论

道、凌空蹈虚与马克思主义学风格格不

入，也不符合干事创业的实践要求。理

论只有与实际相结合，才能真正发挥对

实践的指导作用，才能在理论的引领下

做好实际工作。各级干部应当自觉摒

弃坐而论道、空谈理论，将马克思主义

学风贯彻到理论学习、工作实践中，在

理论联系实际中当好中国式现代化建

设的坚定行动派、实干家。

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

学风，首先要学好理论。理论是实践的

基础，把端正学风贯穿理论学习始终，

就必须坚持把理论学习与淬炼思想、洗

涤精神统一起来，与坚定理想、锤炼党

性结合起来，通过学好理论，真正从思

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着力在凝心

铸魂、学以化人上下功夫见实效。各级

干部要深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特别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观点方法。要坚决防止和克服学习上

的表面化、片面化、简单化、碎片化，坚

持原原本本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做

到知其言更知其义、知其然更知其所以

然，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看家本领学到

手，不断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

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

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

风，还应切实发挥理论指导实践的作

用。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马克思主

义思想武器要真正发挥威力，必须将其

正确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对各级干部而

言，首先要掌握科学工作方法，客观全面

了解工作实际情况，找出具体问题。调

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

工作的基本功。通过深入开展调查研

究，能够更好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找

到破解难题的办法和路径。各级干部要

主动运用调查研究这一工作方法，善于

运用党的创新理论研究实际情况、找出

具体问题，多层次、多方位、多渠道察真

情、听真话、取“真经”。调查研究的最终

目的是解决问题。各级干部在实际工作

中应当强化问题意识，针对发现的问题、

遇到的矛盾，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

导，找到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的有效方

法，切实在解难题、办实事中做到学思用

贯通、知信行统一。

运用理论联系实际解决问题的能

力不是凭空产生的，需要在实践中加强

历练。各级干部应当主动到急难险重

任务中锻炼，勇于直面矛盾、敢于迎难

而上，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和

“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拼劲破解难题，做

到问题不解决不放手，不获全胜不收

兵，在理论联系实际中切实提高应对重

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

化解重大矛盾、解决重大问题的能力，

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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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
银
健

谈 心 录

修养视点

言 简 意 赅

手表是我们用来看时间的工具，

一块手表可以让我们准确掌握时间，

而当两块时间显示不一致的手表同时

出现时，就容易让我们失去对时间的

准确判断。这一现象在心理学中被称

为“手表定律”，它告诉人们，当目标明

确之后，就必须专心致志、持之以恒地

向着实现目标努力，不能朝三暮四、避

免“看两块表”，否则容易使人陷入举

棋不定、无所适从的境地。

“工贵其久，业贵其专。”大量事

实 表 明 ，成 功 离 不 开 专 注 。 著 名 航

空 发 动 机 专 家 吴 大 观 被 誉 为“ 中 国

航 空 发 动 机 之 父 ”，他 说 过 一 句 话 ：

“自从投身发动机事业之后，一天也

没改变努力的方向。不研制出自己

的 发 动 机 ，死 不 瞑 目 ！”当 一 个 人 坚

持 专 注 做 一 件 事 时 ，就 能 拨 开 重 重

迷雾，排除一切干扰，集中全部精力

把事情做好。

警惕“手表定律”干扰自己做事，

就要专注于目标，把游离于目标的各

种干扰和诱惑挡在心门之外，做到锚

定目标心无旁骛，一心一意谋事干事；

还要在持之以恒上下功夫，不断增强

自己的定力，以“十年磨一剑”的韧劲、

“一辈子干成一件事”的执着，排除一

切干扰，耐得住寂寞、抵得住诱惑、定

得住心神，在坚持不懈、持之以恒中努

力干出一番成绩，实现人生价值。

警惕“手表定律”
■刘博榕 靳一诺

曾有一名叫詹森的运动员，平时

训练有素、实力超群，但一走上赛场，

就 因 压 力 过 大 、过 度 紧 张 而 连 连 失

利。这种平时表现良好、但每到关键

时刻就发挥失常的现象，在心理学上

被称为“詹森效应”。

当前，一些基层干部在面临大项

任务考验时，也会出现压力过大的现

象，导致发挥失常。面对困难挑战，只

有保持适当压力，增强心理素质，才能

充分发挥个人能力，圆满完成任务。

防止出现“詹森效应”，既要注重过程、

淡化结果，一门心思提升自己，提前作

好各种准备；又要坦然面对一切可能

出现的结果，将压力提前释放，以良好

的心态轻装上阵，在心理上淡化结果

带来的影响。

同时，还要正视成绩和荣誉所带来

的光环。工作出色、成果丰硕，别人对

你的期望值就会提高，这无形中会给自

己造成一种“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心

理定势，从而带来巨大心理压力。所

以，要忘掉过去的成绩，以“归零心态”

面对现实的考验。在工作中，要不断提

醒自己冷静、细心，及时通过自我心理

暗示唤起自信心，使自己以最好的状态

去面对挑战、攻坚克难。如此，就更容

易发挥出自身实力，更好地面对大项任

务考验；还能增强心理素质，让自己在

能力上和心理上都过硬。

防止“詹森效应”
■逯心一 姚家宁

●“鄙事”不“鄙”，只要精心做
好每一件平常事、琐碎事，一样可
以为日后成就事业打下坚实基础

近 日 读 书 ，偶 得“ 鄙 事 托 基 ”之

说 。 此 言 出 自 明 代 吴 从 先 小 品 格 言

集《小 窗 自 纪》：“效 大 用 者 不 妨 小 试

其 才 。 百 里 奚 饭 牛 而 牛 肥 ，卜 式 牧

羊 而 羊 息 。 其 受 知 于 秦 穆 公 ，受 知

于 汉 武 帝 ，固 皆 以 鄙 事 托 基 也 。”这

句 话 意 思 是 ，想 要 重 用 一 个 人 ，不 妨

在 小 事 上 试 试 他 的 才 能 。 昔 时 ，百

里 奚 饲 养 的 牛 健 硕 结 实 ，卜 式 放 牧

的 羊 繁 殖 壮 大 ，二 人 因 此 分 别 受 到

秦 穆 公 、汉 武 帝 的 赏 识 并 成 就 大 业 ，

这 些 均 得 益 于 做 小 事 时 打 下 的 良 好

基础。

“鄙事”，指平常之事、琐碎之事。

有 些 人 认 为 整 天 做 这 样 的 事 难 成 大

器，但百里奚和卜式的故事告诉我们，

“鄙事”不“鄙”，只要精心做好每一件

平常事、琐碎事，一样可以为日后成就

事业打下坚实基础。

重视平常事，端正做事态度。古

人云：“古之成大业者，多自克勤小物

而 来 。 百 尺 之 栋 ，基 于 平 地 ；千 丈 之

帛，一尺一寸之所积也；万石之钟，一

铢一两之所累也。”一些不起眼的平常

琐碎之事，其实是磨练的机会和进步

的 阶 梯 ，需 要 我 们 认 真 对 待 、积 极 作

为 。 如 果 只 愿 意 做 那 些 容 易 出 彩 的

事，而对平常小事不屑一顾，就会错过

许多成长进步的机会。广大官兵要从

思想上正确认识平常琐碎之事，对这

些事情不轻视、不推诿，以认真负责的

态 度 干 好 交 给 自 己 的 每 一 项 具 体 工

作，努力做到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精一行。

立足平常事，打好素质基础。古

人说：“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

卒 伍 。”纵 观 军 中 先 进 典 型 的 成 长 之

路，大都始于“鄙事”，成于奋斗。立足

于把平常事做好，既是熟悉工作、丰富

阅 历 、提 升 能 力 的 过 程 ，也 是 蹲 苗 成

长、积累经验、实现目标的过程。广大

官兵要努力把日常小事做好、做精，做

出成效。要善于在实践中掌握工作方

法 、总 结 工 作 经 验 ，通 过 自 身 不 懈 努

力，让平常事也能有亮点、受关注。在

做平常事中经受摔打磨练，养成高标

准高质量做事的习惯，我们就能挑起

更重的担子，执行更难的任务，不断成

长进步。

做好平常事，体现责任担当。从

工作角度看，平常事虽然繁杂，但任何

单位、任何岗位都不可或缺，广大官兵

要把其当作考验磨练定力和耐力的机

会，无论身处什么岗位，只要组织给任

务，一声令下立即执行，即使再平常的

事 、再 琐 碎 的 事 ，都 要 以 满 腔 热 情 干

好。要以高标准高质量落实工作、服

务大局，在以小见大中彰显革命军人

的责任担当，在做好平常事、琐碎事中

检验作风形象，在各自岗位上多做贡

献，成就精彩人生。

有感于“鄙事托基”
■洪 伟 张凤波

书边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