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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有句谚语：不骑马，不骑牛，骑

着毛驴坐中游。常用来形容做人做事

不主动、不争先，安于现状，满足于一般

化。时下，就有少数官兵把这种消极状

态当成做人做事的“秘诀”，倘若任其蔓

延下去，既不利于个人成长，也于事业

发展无益。培塑新时代奋斗观、当好新

时代奋斗者，就是要坚决纠治“要我干”

的慵懒作风 、强化“我要干”的思想自

觉；摒弃“过得去”的消极心态，树牢“过

得硬”的标准追求，靠一锤一凿、一步一

桩的工作实绩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

习主席反复强调，“以严和实的精

神 做 好 各 项 工 作 ”“ 不 达 标 准 不 交

账”。心态决定状态，状态决定业绩。

对 个 人 来 说 ，一 生 碌 碌 无 为 还 是 充 盈

丰 满 ，很 大 程 度 上 取 决 于 干 事 的 心 态

和 状 态 。 飞 鸟 和 白 云 都 在 天 上 飞 ，鸟

儿 飞 得 自 由 自 在 ，云 却 始 终 无 法 把 握

行进的方向。差别何在？就是因为鸟

儿 自 己 在 飞 ，而 云 一 直 被 风 吹 着 走 。

“要我干”与“我要干”，语序不同，态度

迥 异 ；“ 过 得 去 ”与“ 过 得 硬 ”，一 字 之

差 ，天 壤 之 别 。 两 者 体 现 着 截 然 不 同

的 行 为 状 态 与 价 值 追 求 ，其 所 对 应 的

结果也自然对比鲜明。

在 党 和 人 民 军 队 的 队 伍 中 ，选 择

“我要干”、事事“过得硬”的榜样比比

皆 是 。 焦 裕 禄 笃 信“ 革 命 者 要 在 困 难

面 前 逞 英 雄 ”，凭 借 抓 工 作 的 那 股 韧

劲、干事业的那股拼劲，硬是闯出了治

理“三害”的新天地；谷文昌以“不制服

风 沙 ，就 让 风 沙 把 我 埋 掉 ”的 使 命 担

当，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劲

头，14 年带领东山人民筑起 30 多公里

长的沿海“绿色长城”；航天员景海鹏

为了出色完成飞天任务，每天 600 个俯

卧撑 、600 个仰卧起坐 、上千次跳绳成

为“标配”，最终四次梦圆太空；空军特

级 飞 行 员 李 凌 一 心 向 战 、深 钻 细 研 ，

“ 盯 着 重 难 点 课 目 飞 ，压 着 大 纲 上 限

飞”，坚持不懈锤炼空战本领……无论

是 焦 裕 禄 的 韧 劲 拼 劲 ，还 是 谷 文 昌 的

使 命 担 当 ，抑 或 是 景 海 鹏 的“ 一 贯 优

秀”、李凌的高标准严要求，都彰显着

“我要干”的思想自觉 、“过得硬”的价

值标准。

奋斗强军、建功强军，究竟该选择

怎 样 的 心 态 与 姿 态 ，其 实 一 目 了 然 。

“要我干”提的都是困难，“我要干”想

的都是办法。事事满足“过得去”，结

果 必 然 是 疲 于 应 付 ；处 处 追 求“ 过 得

硬”，才能推动强军事业高质量发展。

古人说得好，“观操守在利害时”。当

前 ，实 现 建 军 一 百 年 奋 斗 目 标 到 了 吃

劲奋斗的攻坚期、加油加压的冲刺期，

习主席号召全军要打好实现建军一百

年 奋 斗 目 标 攻 坚 战 。 然 而 观 诸 现 实 ，

少数官兵不愿担当、不敢担当、不善担

当的问题还一定程度存在。有的信奉

“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有的琢磨“只

要不出事 、宁愿不做事”，还有的不愿

精益求精，只想得过且过……这些“亚

健 康 ”状 态 已 经 成 为 阻 碍 目 标 实 现 的

“绊脚石”、个人成长进步的“拦路虎”，

迫 切 需 要 通 过 大 讨 论 ，来 一 场 思 想 和

精神的淬火提纯，实现从“要我干”到

“我要干”的蜕变，完成从“过得去”到

“过得硬”的转身，奋力跑出新时代奋

斗强军的加速度。

持续强化广大官兵“我要干”的精

气神、追求“过得硬”的高标准，需要各

级 不 断 在 同 心 协 力 、同 向 共 进 上 下 功

夫、求实效。领导干部要当好领头雁，

敢说“看我的”，叫响“跟我上”，主动挂

帅出征，带头冲锋在前。广大官兵要赓

续敢担当、敢作为的奋斗基因，多一分

“苦干”少一分“苦熬”，多一分“讲究”少

一分“将就”，主动在斗争前沿、练兵一

线摔打锤炼、砥砺本领，在经风雨、见世

面中壮筋骨、长才干。各级党组织要注

重严管厚爱结合、约束激励并重，用足

用实容错机制，主动为“愿干者”鼓劲、

为“能干者”撑腰、为“担当者”担当，让

官 兵 真 正 放 下 顾 虑 担 事 、放 开 手 脚 干

事、放心大胆成事。

陈 云 同 志 说 ：“ 一 个 共 产 党 员 ，不

能 只 是 口 头 上 拥 护 党 的 决 议 就 算 完

事，他的责任在于坚决地执行决议，在

实际工作中实现这些决议……在工作

中萎靡不振和用雇佣劳动的态度来对

付党的工作，是绝对不允许的。”在新

的征程上，走好奋进路，选择“要我干”

还是“我要干”、追求“过得去”还是“过

得硬”，检验着我们的精神品质 、工作

质 量 。 自 己 目 前 的 状 态 ，属 于 哪 一

种？应该成为哪一种？值得我们每个

人在大讨论中深切思之、悉心明之，进

而躬身行之。

（作者单位：92330部队）

选择“我要干” 追求“过得硬”
—培塑新时代奋斗观、当好新时代奋斗者系列谈④

■余会涛

画里有话

玉 渊 潭

随着我军改革重塑、转型建设的深

入推进，一批信息化智能化装备陆续列

装部队。面对新装备，许多保障人员感

到，日常维护更简捷了。例如，有的检

查不用拆卸设备，也不用再顺着线路一

条一条过，而是按下按钮，装备便可自

动进行自检，一有异常迅速告警，甚至

能给出解决办法。

对于新装备维护保障的便利，我们

应该辩证看。一“键”维护确实好处不

少，不仅减少了工作量，而且节省了不少

时间。特别是因为检查手段更加智能，

查故排障的精细度、准确度显著提升。

有些我们肉眼难以发现的隐患，设备能

数秒锁定；有些需要人工反复排查的故

障 ，设 备 能 快 速 给 出 最 终 结 果 。 但 一

“键”维护不等于一“见”就懂，更不意味

着可以忽视装备学习、轻视故障研究。

我们要清醒认识到，不是每一处隐患都

能一“键”发现，也不是每一个故障都能

自动排除。机器给出的答案有时并不

“靠谱”，智能设备也存在错误报警的可

能，这些概率虽然不高，但不等于没有。

因此，不懂装备运行机理，不知道维护重

点难点，关键时刻就容易束手无策。即

便能一“键”发现问题、给出解决办法，我

们也不能盲目依赖，还应该依据自己的

经验和理解，做出最终的决断。

“无论小提琴多好，关键还要看琴

手。”为了战场出动快一秒、打赢胜算增

一分，我们呼唤高效的装备维护保障方

式。这种高效，既需要先进技术手段来

助力，更需要我们自身熟谙武器装备的

构造原理、战术技术性能等复杂事理来

把关。只有平时吃透装备，熟悉常见故

障 现 象 和 排 除 方 法 ，才 能 及 时 判 明 一

“键”给出的结果是否正确。也只有深

度 了 解 装 备 ，才 能 更 好 地 摸 清 其“ 脾

性”，进而改进设计缺陷 、优化排障流

程，提高一“键”维护的准确率。

习主席强调，“我们说武器装备越

来 越 重 要 ，并 不 意 味 着 人 就 不 起 决 定

作 用 了 ”。 战 争 胜 负 不 仅 仅 取 决 于 武

器这个“定数”，更取决于人的主观能

动作用这个“变数”。从现实情况看，

武 器 装 备 信 息 化 智 能 化 程 度 越 高 ，对

技 术 保 障 的 依 赖 性 越 强 ，对 保 障 人 才

队 伍 的 专 业 化 、知 识 化 程 度 要 求 也 就

越高。因此，一“键”维护的手段与一

“ 见 ”就 懂 的 本 领 同 样 重 要 。 键 在 手

上，更在脑中，脑子里有谱，手上才有

准头，遇到紧急情况就能心里不慌，保

障就能更加有底。

（作者单位：93152部队）

一一““键键””维护呼唤高素质维护呼唤高素质
■■文文//曹曹 硕硕 图图//周周 洁洁

夏衍在散文名篇《野草》中，热情讴

歌了种子的力量：“人的头盖骨结合得

非常致密，坚固，生物学家和解剖学家

用尽了一切的办法，要把它完整地分开

来，都没有成功。后来忽然有人发明了

一个方法，就是把一些植物的种子放在

要剖析的头盖骨里，给与温度和湿度，

使种子发芽。一发芽，这些种子便以可

怕的力量，将一切机械力所不能分开的

骨骼，完全地分开了。植物种子力量之

大如此。”

于最粗砺的大地上萌发出最娇嫩

的芽，以最弱小的身躯诠释最不可思议

的能量，种子可谓自然界中极具启发意

义的存在。而许多优秀党员、时代先锋

也是这样的一粒种子，他们在各自岗位

上不辱使命、埋头苦干，书写平凡中的

不朽传奇。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让我

们都选择做一粒种子。

做一粒有梦想的种子。中国工程

院院士袁隆平年轻时就立志献身杂交

水稻事业，“不在家，就在试验田；不在

试验田，就在去试验田的路上”。在希

望的田野上，他一走就是几十个春秋，

发明了“三系法”籼型杂交水稻，成功研

究出“两系法”杂交水稻，创建了超级杂

交稻技术体系……成功的背后，皆源自

于他年轻时的“禾下乘凉梦”。人生如

船，梦想是帆。人生有了梦想，就有了

砥砺前行的动力，就有了一往无前的勇

气，任何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做一粒有韧性的种子。无论被风带

到哪里，无论被小鸟衔到哪里，无论面对

怎 样 的 恶 劣 环 境 ，坚 韧 的 种 子 总 会 发

芽，或结出饱满的果实，成长为参天大

树……一部原创话剧《种子的天堂》，讴

歌了钟扬种子般的品格。钟扬坚持十几

年援藏，只为填补西藏的生态学植物学

空白，带出一支留得下的学术队伍……

对于生命健康风险、物质生活简陋、家庭

疏于照顾、学术成果显示等，他都置之脑

后，用 53岁的生命，做了别人 100年才能

做出的事情，展示了一位科学家可贵的

家国情怀和坚忍不拔的精神。面对困难

和挫折，锻造毅力、学会坚韧，不向命运

低头，不怕困难挡道，“越是艰险越向

前”，生活总会给我们丰厚的回报。

做一粒有能量的种子。在革命战

争年代，一名党员就是一粒种子，他们

到了一个地方，就在那里发动群众、积

蓄力量，掀起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在

建 设 和 改 革 年 代 ，一 名 党 员 也 是 一 粒

种子，他们无论在哪个岗位、做何种工

作，都能发挥最大的能量，或改变一个

地 方 的 面 貌 ，或 取 得 骄 人 的 业 绩 和 成

果。从“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

件也要上”的铁人王进喜，到“把自己

变成农民，把农民变成自己”的教授李

保 国 ；从“ 一 生 与 青 蒿 素 结 下 不 解 之

缘”的屠呦呦，到“把深潜进行到底”的

叶 聪 …… 他 们 既 有 一 颗 赤 诚 报 国 之

心，又有为国家担当重任之能，从而让

生 命 的 能 量 发 挥 到 极 致 ，取 得 常 人 难

以 企 及 的 成 果 。 选 择 做 一 粒 种 子 ，就

要 赋 予 其 强 大 的 能 量 ，把 根 扎 在 实 践

和群众中，不断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始终以高能量、满负荷状态为国争光，

为民奉献。

做一粒有情怀的种子。植物界的

种子，奉献给人类的是绿荫，是粮食，是

果 实 。 像 种 子 那 样 扎 根 大 地 、默 默 奉

献，是千千万万共产党员的情怀。怀揣

“把瓜的甘甜献给人民”的朴素愿望，吴

明珠八十高龄依然坚守在科研一线；践

行“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张桂

梅献身教育扶贫，点燃大山女孩希望；

信守“军人最大的幸福是不辱使命”的

张超，把 29 岁的青春化作海天“飞鲨”腾

飞的英姿……千千万万共产党人、革命

军人的牺牲奉献精神，让山河改变了模

样，让祖国拥有了尊严，让大众享有了

幸福，让时代奏响了凯歌。诗人有言，

“我们必须奉献于生命，然后才能获得

生命”。人生的价值不在于索取，而在

于奉献，共产党人的人生价值，就是把

无数希望的种子播撒在人们的心田。

所有的丰收，都源于一粒种子。新

时 代 的 革 命 军 人 要 选 择 做 一 粒“ 好 种

子”，以忠诚为内核，以实干为底色，以

奋进为动力，以奉献为品格，无论在何

处落地生根，都怀着信仰和热忱，向下

扎根 、向上生长 、向好突破，去追寻光

明，去拥抱梦想，去收获丰盈的人生。

做 一 粒“ 好 种 子 ”
■向贤彪

在一次实兵对抗演练中，红方指挥

员发现一小股“孤立之敌”，以为有机可

乘，便率部突袭。没想到却正中对手设

下的圈套，被埋伏在周边的蓝方特种部

队一口吃掉。

其实，战争中类似的情况并不少见，

有时看起来对手不堪一击，实际上是重

兵潜伏、暗流涌动；有时看起来前面是深

沟高垒，强攻过去却是一道虚掩的门。

你认为有些事不会发生，但它却发生了；

你认为敌人有两种行动可能，实际上他

选择了第三种。一位军事家说过：“战争

的复杂性超越了人类思维能够理解的极

限。”既然战场上有那么多专门跟你对着

干、拧着来的事情发生，我们在分析判断

情况、定下决心时，就应该少些自以为

是，多些“自以为非”。

“自以为非”是一个深刻的哲学命

题，与“自以为是”相比，尽管只是一字

之差，但意义迥异。所谓“自以为非”，

就是对自身的不断审视、检讨和纠错，

是一种敢于挑战自我、颠覆自我、超越

自我的处事态度和思维品格。战争乃

“生死之地，存亡之道”。站在血与火的

战场上，我们需要血性、需要果敢，但也

最忌讳自以为是，拍着胸脯说大话。有

时满以为成竹在胸、胜券在握，却可能

是坐井观天、一孔之见；自以为“我的决

心最可行”“我的方案最可靠”的时候，

可能正是最危险的时候。多一些“自以

为非”，才能多一分谨慎、多一分缜密、

多一分胜算。

每名指挥员都有属于自己的比较优

势，也有自己的认知局限，因而谁都不可

能是“全能王”“万事通”，谁也无法做到

次次料事如神、处处算无遗策。也许你

读书很多，但“纸上得来终觉浅”，拘泥于

书本知识必然会在波谲云诡的战场上碰

得头破血流；也许你水平很高，但智者千

虑必有一失，固执己见有可能会一败涂

地；也许你经验很足，但此一时彼一时，

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或许“新马”更识途；

也许你阅历很广，但百将不同谋、千战不

同局，借用别人成功的套路可能就走上

了一条不归路。

在现代战场上，智能技术快速渗透

运用，正日益颠覆着战斗力的表现形式，

也彻底改变着人们的固有认知。在战争

面貌从过去“看得见”向未来“看不见”

“看不透”的快速切换中，在难以“知彼”

的智能化战场上，一切皆存变数，一切皆

有可能。面对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

之变的加速演进，保持不自见、不自是、

不自负的清醒，拥有从零开始、从新出

发、从头学起的智慧，尤为关键。历史经

验告诉我们，跳出自以为是的泥潭，抛却

先入为主的成见，往往能在艰难困苦中

找到一片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芳草地；打

破常规思维的束缚，摆脱主观臆断的偏

差，常常能在逆境绝境中开辟一片别有

洞天的新天地。

当然，强调指挥员要多些“自以为

非”，不是妄自菲薄，更不是全盘否定自

己。而是要对自己的分析判断和决策计

谋，在时间允许的范围内，多倾听反对性

意见，多关注否定性论据，多运用证伪思

维，在正反权衡、质疑挑刺中不断校正，

从而让决策在“交换、比较、反复”中更为

缜密科学，更加贴合战场实际、更加适应

打赢需要。

（作者单位：陆军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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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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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成

高质量开展党纪学习教育，重点是

学习贯彻好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条例》详细列出了不能干的

负面清单，让党员干部知道权力的边界，

明确行为的底线。同时，也让党员干部

从中明晰在倡导什么，知道什么是能干、

必须干而且要干好的事和义务。

纪律是不可触碰的“高压线”，也是

干事创业的“通行证”。在党纪学习教

育中，我们一方面要看到《条例》与时俱

进完善了纪律规范，提高了纪律处分的

精准性、实效性；一方面又要认识到《条

例》树 立 起 的 鲜 明 干 事 创 业 导 向 。 例

如 ，针 对 干 部 群 众 反 映 强 烈 的 形 式 主

义、官僚主义顽瘴痼疾，在工作纪律方

面增写对“违反精文减会有关规定搞文

山会海”“在督查检查考核等工作中搞

层层加码、过度留痕，增加基层工作负

担”等行为的处分规定；为防止问责泛

化滥用，保护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明确对“滥用问责，或者在问责工作中

严重不负责任，造成不良影响的”进行

处分，等等。这些具体条文，既为党员

干部遵规守纪划出了“硬杠杠”，又为党

员干部摆脱束缚干实事、放开手脚创新

业提供了坚实纪律保证。

搞清楚能干什么，在干事上放开“手

脚”，激活全面从严治党的“清风效应”，

是党纪学习教育的目的之一。要坚持两

手抓两促进，把开展党纪学习教育同落

实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的重大决

策部署，完成本部门本单位重点工作紧

密结合起来，使党纪学习教育的每项措

施都成为促进中心工作的有效举措，督

促每名党员干部既“知止”又“知行”，形

成建功新时代、争创新业绩的生动局面。

在干事上放开“手脚”
■易 昶 聂钰霏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

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的通知》，要求深

入学习贯彻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广大党员干部在学习贯彻

《条例》上见成效，首要的就是搞清楚党

的纪律规矩是什么，弄明白不能干什么，

在守纪上管住“手脚”。

纪律是管党治党的“戒尺”，也是党

员干部约束自身行为的标准和遵循。从

一些落马官员的贪腐轨迹看，他们要么

“牛栏关猫，进出自由”，天马行空、独来

独往；要么什么话都敢说、什么地方都敢

去、什么饭都敢吃、什么事都敢干，随心

所欲、无拘无束。一旦有了这种心态和

状态，就很容易被“糖衣炮弹”击倒，做出

违法乱纪之事、陷入腐败堕落泥淖。对

于党员干部而言，就是要时刻绷紧遵守

法纪这根弦，就是要多一分敬畏，多一些

顾忌。归根到底，就是管住“手脚”，不该

伸的手莫伸，不该去的地方不去。

是党员就得经常“手脚有束缚”。在

遵纪守法的问题上，是不能有丝毫讨价

还价的余地的，是来不得半点马虎和放

松的。党员干部应以这次党纪学习教育

为契机，把新修订的《条例》作为学习的

重点，坚持逐章逐条学、联系实际学，准

确掌握主旨要义和规定要求，进一步明

确日常言行的衡量标尺，始终戒尺高悬、

警钟长鸣，真正使铁的纪律转化为日常

习惯和自觉遵循，做到忠诚干净担当。

在守纪上管住“手脚”
■刘含钰

谈训论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