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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真的想做一件事，你将找到

方法。如果你不是很想做，你将找到借

口。”在“新时代奋斗观”大讨论中，某部

引导官兵联系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深入

讨论，激励官兵面对难题多找方法、不找

借口，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习主席指出：“奋斗是幸福的，奋斗

也是艰辛的、长期的、曲折的，没有艰辛

就不是真正的奋斗。”奋斗之“奋”，即振

奋、兴奋、激奋，“气昂昂而赴”之意；奋斗

之“斗”，即战斗、格斗、斗争，“志赳赳而

胜”之意。奋斗，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

山行”的胆魄，是“事不避难、义不逃责”

的担当，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责

任。困难是试金石、磨刀石，也是铺路

石，它考验人、锻炼人，也成就人。面对

困难是振奋精神、打起精神，“越是艰险

越向前”，还是先找借口、回避推脱，“遇

到困难绕道走”，检验的是忠诚度、事业

心和使命感，考验的是党性作风、能力

水平和斗争精神。

当年，中国的导弹研制工作是一张

白纸，一些科研人员有畏难情绪。钱学

森勉励他们：“哪方面问题不太清楚，就

去找书、找资料学习，只要钻下去，任何

问题都可解决。”聂荣臻曾问钱学森，造

导弹，你觉得有什么困难吗？钱学森幽

默地说：“困难就像老鼠，听见脚步声就

吓跑了。”没有这种不找借口、只想办法

的攻关精神，哪来中国航天事业“闪电般

的进步”。一次，马伟明团队对某难题久

攻 不 下 ，有 人 提 出“ 没 有 先 例 ，不 行 算

了”。马伟明说，我们这里没有找借口的

先例，只有想办法的惯例。很快，马伟明

团队集思广益，再次拿下这一世界级难

题。实践告诉我们，“成功和借口永远不

会住在同一个屋檐下，要成功就不要有

借口，要借口就难以成功”“不断直面挑

战、解决困难的奋斗，才是幸福”。

然而，现实中有的官兵面对困难先

找借口。难题进展不大，借口是“时间太

紧、人手太少”；训练质量不高，借口是

“场地受限、天候不良”；学习效果不佳，

借口是“计划不周、任务冲击”，等等。这

些林林总总的借口，听上去有一定道理，

实则是推卸责任、掩饰弱点、原谅自己。

殊不知，找借口，推掉的是困难和责任，

换来的是一时的舒服和心安理得，失去

的是挑战自我的勇气和改变现状的时

机。

“青年之字典，无‘困难’之字；青年

之口头，无‘障碍’之语”，当年李大钊对

青年的寄望，是青年人顽强拼搏、英勇奋

斗的形象写照。走平路那叫散步，在爬

坡才是奋斗。“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

困难面前，不找借口，只想办法，坚信办

法总比困难多，“越不可越之山，则登其

巅；渡不可渡之河，则达彼岸。”

强军之路从无坦途，惟其艰难，才更

显勇毅。现在，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

标到了攻坚期。这期间，转型发展中的

瓶颈问题需要体系治理，备战打仗中的

短板弱项需要全力攻克，规划执行中还

有不少堵点卡点需要打通。“良农不为水

旱不耕，良贾不为折阅不市。”勇当不登

顶不言弃的前行者，知难而进、迎难而

上，向着难处攻、对着问题改，勇于打破

思维定势、路径依赖，拿出管用的高招良

策、真招实策，才能以理念的“破冰”引领

行动的“突围”，把一个个“问题账单”转

化为“成效清单”，依靠顽强斗争推动高

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当然，教育引导官兵困难面前多想办

法、不找借口，并不是让领导机关当“甩手

掌柜”。一方面，对那些不管困难大小就

先找借口的人，不能随意“松口”，因为你

一“松口”，就是认可其“借口”，更多的“借

口”就会接踵而来。另一方面，对官兵自

身确实难以解决的难题，领导机关必须

“该出手时就出手”，深入一线亲力亲为，

加强指导帮助，切实拿出解决问题的可行

思路和务实举措，做到上下联动与横向协

同、靶向整治与系统施治相结合，确保在

合力攻坚中不断推进高水平备战、高效益

斗争、高质量发展，不断开创部队建设和

备战打仗新局面。

（作者单位：武警西藏总队机动第一

支队）

不为困难找借口，只为解难想办法
—培塑新时代奋斗观、当好新时代奋斗者系列谈⑤

■刘小龙

习主席强调，“严明党的纪律，首要

的就是严明政治纪律”“军队守纪律首

要的是遵守政治纪律”。开展党纪学习

教育，必须把政治纪律这个最重要、最

根本、最关键的纪律突出出来，教育引

导广大党员必须把严守政治纪律作为

思想行为的高度自觉。

党的纪律包括政治纪律 、组织纪

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

活纪律。政治纪律是管方向、管立场、

管根本的。“源清则流清，源浊则流浊。”

政治纪律这个源头和根本守好了，其他

纪律就不会出大问题。其他纪律出问

题，也都能从不守政治纪律方面找到原

因。现实中，个别党员领导干部之所以

违纪违法甚至滑向腐败犯罪的深渊，最

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政治上蜕化变质。

当前，改革纵深推进、发展任务繁

重，与革命战争年代相比，前进道路虽

没有了炮火硝烟，却同样充满艰险，对

广大党员严守政治纪律提出了更高要

求。如何查出“低调”违反政治纪律现

象，如何让政治纪律具体化、硬起来，等

等。政治过硬是最根本的过硬，政治能

力是最强大的能力。广大党员只有把

严守政治纪律作为思想行为的高度自

觉，才能守好政治纪律这一工作和生活

中的“红线”，自觉做到心有所畏、言有

所戒、行有所止。

习主席鲜明指出：“严明政治纪律

就要从遵守和维护党章入手。”党章是

党的总章程，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全党

必须遵循的总规矩。强化政治纪律，首

先要求党员学习党章、遵守党章，树立

党章意识，自觉用党章规范自己的言

行。“观于明镜，则瑕疵不滞于躯。”党员

经常以党章揽镜自照、检视自我，找一

找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方面存在

的差距，看一看自己政治上是否先进、

工作上是否先进、品行上是否先进，不

仅有助于增强对党的政治认同和情感

认同，提升对党的信仰和忠诚，而且能

够“行其所当行，止其所当止”，提高严

守政治纪律的自觉性主动性。

政治上的老实人，首先是政治上的

明白人。严守政治纪律，知晓纪律内容是

前提，搞好政治纪律教育是关键。要扭住

重点，教育引导党员在大是大非、大风大

浪面前坚守政治立场、坚定政治方向、坚

持政治原则。要注重时效，前瞻研判态势

走势，前伸教育触角、把握教育时机，预判

有什么政治风险就备什么“处方药”，发现

什么不良政治倾向就打什么“预防针”，出

现什么政治问题就用什么“治疗法”。要

搞好融合，把政治纪律教育融入日常、抓

在经常，注重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让党

员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

“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政治

纪律是“带电的高压线”，对违反政治纪

律的必须“零容忍”，不能有犹豫迟疑，

不能有怜悯之心。党员的党性强不强，

对党是不是忠诚，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是重要的考验、根本的检验。党

的纪律检查工作，也要重点检查政治纪

律执行情况。只有用好巡视利剑，用好

惩治这一手，对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现象快速

查处、严厉整肃，才能鞭策和激励党员

增强政治纪律意识，为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打

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提

供严明的政治纪律保障。

（作者单位：郑州联勤保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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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密苏里人”，埃德加·斯

诺 生 前 的 这 句 口 头 禅 来 自 一 件 轶 事 ：

1899 年，美国国会议员范迪弗在一次演

讲时说：“我是密苏里人，我的州盛产谷

物 、棉 花 ，还 有 民 主 党 员 。 你 们 有 什

么？请拿出证据。”从此，“我是一个密

苏里人”流传开来，其意也成为“拿出证

据，眼见为实”。

1936 年春，为“眼见为实”地看一看

蒋介石试图要“清剿”的究竟是些什么

人，斯诺专程到上海拜访宋庆龄，请她协

助自己去延安，“以便红军起码把我作为

一 个 中 立 者 来 接 待 ，而 不 把 我 当 作 间

谍”。斯诺 1936 年 6 月到延安后，我党对

他的采访不加任何限制，他在延安前前

后后采访了数百人。

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斯诺直言延

安的所见所闻让他坚信，“中国胜利的曙

光已经在前面，中国的自由解放已经不

远了”，并称延安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苦奋

斗是“东方魔力”“兴国之光”。

斯诺的夫人海伦·斯诺，到延安采

访后这样写道，“这是一次发现新事物

的旅程——发现了一种新思想，一种新

人物，正在地球上最古老最持恒的文明

的中心所在，开辟着新天地”，在延安，

“人类的自由正在以最强大的力量不可

阻挡地前进着”“共产党人以其坚强的

领导，已经创造出一种崇高而伟大的人

类文明”。

除了斯诺夫妇，当年来延安的其他

外国记者和作家，也都从自己的视角对

延安作出评价。比如，艾格妮丝·史沫特

莱评价延安是“革命的希望之所在”；英

国记者贝特兰在访问延安后由衷感叹，

“在苏醒了的中国强大力量面前，世界上

任何一支军队必将碰得头破血流”；爱泼

斯坦到延安后坚信，“新中国一定会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诞生”……

除了记者和作家，还有一些外国医

务人员，带着正义，还有先进的医疗器械

和技术，来到延安支持中国，他们好像是

眼科医生，治亮世界的眼睛，让人们看清

延安的精神。

诺 尔 曼·白 求 恩 ，就 是 其 中 一 位 。

1938 年 3 月 26 日，白求恩到延安后，被

眼前的一切震撼了：“虽然延安是全中国

最古老的城市，我立刻觉出它是管理得

最好的一个城市。”与毛泽东等我党领导

人交谈，并走访了延安的医院、学校、农

村后，白求恩在信里告诉友人，这里的人

思想先进，乐观自信，不知疲倦，是希望

之地。

在这个“希望之地”，白求恩倾其所

有，包括生命。1939 年 11 月 2 日，在给

一名伤员做手术时，白求恩不慎被手术

刀划破左手中指，因没及时处理而感染，

病情急剧恶化。1939 年 11 月 12 日，白求

恩的心脏停止了跳动。12月21日，毛泽东

同 志 挥 笔 撰 写 了 光 辉 著 作《纪 念 白 求

恩》。

路易·艾黎，新西兰著名社会活动

家、经济学家。1939 年 2 月 12 日，延安

生产动员大会召开刚刚 10 天，艾黎来到

延安。在帮助延安军民搞好“工合”之

余，艾黎走访了延安各阶层。最后他得

出结论，“延安是个好地方”“是初具雏型

的新社会”“是人与人之间建立起了新的

平等关系的人道的社会”。

“山沟沟里的中共，为什么会有如此

巨大的凝聚力？”为了回答美国政府的

这个疑问，1944 年 7 月 22 日，名为“迪克

西使团”的美军观察组来到延安。

与 延 安 零 距 离 接 触 后 ，美 军 观 察

组成员谢伟思在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

《对 陕 北 共 产 党 根 据 地 的 初 步 非 正 式

印象》中写道，“这里似乎没有蠢笨、软

弱或懒惰的人。这种朝气不仅是身体

上 的 ，而 且 是 理 性 上 的 …… 我 们 全 组

成 员 都 有 相 同 的 感 觉 ，我 们 来 到 了 一

个不同的国家”。

延安，当年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抗日战争的“出发点”、解放战争的“转折

点”，是新民主主义的“试验区”。1935

年 10 月 19 日至 1948 年 3 月 23 日，党中

央在延安的这 13 年，时间不算很长，但

启示足够足够长。

“延安时代给胜利者留下了一种革

命斗争的英雄传统，这就是被奉为神圣

的‘延安精神’和‘延安作风’”，这是“一

种能为未来提供模式的活生生的革命传

统”“是可以被看成革命变革的持续进程

中的根本因素”，一直研究延安精神的美

国教授莫里斯·迈斯纳这样说。

历史是现实的源头，现实是历史的

延续。走进延安，回望延安，感受延安的

魅力，我们一定会获取更强大、持久和坚

定的奋进动力。

当年，这些外国人这样评价延安
■闫继勋

玉 渊 潭

近日，某部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中检

验官兵掌握新装备的水平。面对不太理

想的成绩，该部领导鼓励大家，炮火中

“炼”出的本领比在操场上“练”出的更有

含金量含战量，新装备要“练”更要“炼”。

字里有方法、有乾坤。释放新装备

效能，离不开“练”。“练”，绞丝旁，告诉我

们一丝不苟练、丝丝入扣练、严丝合缝

练，才能摸清基本性能、熟悉操作流程、

掌握使用技能。“炼”，火字旁，启示我们

在硝烟炮火中锻炼、真金烈火中磨炼、真

刀真枪中锤炼，方能不断发挥新装备的

极限性能，掌握新装备的功能潜能，使新

装备成为尖刀利刃、制胜利器。正所谓

“挖掘装备潜能，再也没有比实战条件下

的磨砺更好的办法了。”

《庄子》中记载：列子平时胳膊上放

一 杯 水 也 能 箭 箭 射 中 靶 心 。 但“ 登 高

山、履危石、临百仞之渊”时却“汗流至

踵”，一箭也难以射出。检验官兵掌握

新装备的水平也是一样，既要看考场、

赛场，更要看战场。新装备是要上战场

的。演训要求再严再实，也比不上战争

的激烈残酷；演训条件再困难再复杂，

也比不上战场情况的瞬息万变。只有

在近乎实战的极端条件下对新装备千

锤百炼，才能让新装备在未来战场上展

现“绝杀技”。

现代战争无战不联、无联不胜。新

装备具有独特的制胜机理、崭新的作战

方式、超常的作战效能，一经融入联合

作战体系，就能产生倍增效应。指头再

硬，也不及拳头的力量。锤炼新装备作

战能力时，如果脱离体系，单打独斗，总

想脱离团队称雄、脱离体系制胜，必将

使新装备的战斗效能大打折扣。体系

作战能力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体系对抗

的成败。平时不联，用时难联，战时难

胜。把新装备嵌入作战链条，注重用体

系贡献率检验和提升练兵效果，奏好体

系作战的“协奏曲”，才能把新装备技术

优势转化为体系作战优势，在体系熔炉

中锻造精兵劲旅。

问题是师也是梯，短板是薄弱点更

是增长点。在炮火中锤炼新装备运用水

平，既要证明“我很行”，也要查找“我哪

里 不 行 ”。 把 新 装 备 训 练 的 短 板 弱 项

“炼”出来后，如果不尽快解决，必然形成

“短板效应”。石以砥焉，化钝为利。只

有敢于向短板叫板，专题攻关、靶向治

疗，短板才能变成“加长板”，弱点才会变

成“增长点”。

新装备要“练”更要“炼”
■刘含钰 徐昌成

怎样服务好基层？开国少将何辉燕

在一次机关座谈会上给出这样一个答

案：“要把基层官兵看做自己的领导，把

他们汇报的需要当作是对你提出的要

求，这样服务时就会快，就会好。”

需 求 与 要 求 ，一 字 之 差 ，意 义 有

别。需求一般是下级给上级提出的，

“求之以待解”，是低姿态；要求大多是

上级给下级下达的，“受必行之尔”，有

强制性。把下级当上级，身份置换；把

需求当要求，看法变换，服务基层时就

会少一些被动，多一些主动；少一些消

极，多一些积极。

有一首歌这样唱道：“有爱才主动

付出，有情才情愿给予。”时刻牢记“领

导就是服务”，不时自问“没有基层，何

来机关”？才会在内心深处把需求当

要求，反求诸己，自觉做到基层有所呼、

机关有所应，官兵有所盼、领导有所办，

真心实意为基层解难。

把基层需求当要求
■耿二辉

“我们从不在迎检前遮遮掩掩，真

正把上级和机关的检查视为帮建，这让

我们收获很多。”一名连队主官这样对

待检查组的态度，值得点赞。

由于“身在此山中”，一些基层单位

难以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这就需要通

过上级检查来指出。检查基层，就好比

医生治疗前的望闻问切，查出问题才能

提醒基层自解，才能针对性帮建。如果

基层讳疾忌医，逃避检查、提防检查、应

付检查，不仅很难逃过检查组的“火眼

金睛”，还可能带来更多问题。

上述道理相信基层干部无人不懂，

可为何有的基层干部还对检查躲着、防

着？是因为有的检查只通报问题，不帮

着解决问题。开国少将邓岳曾指出：

“检查指导一个词，不能只有检查，没有

指导。指导，就是要解决问题。”对检查

出的问题，基层自身能够解决的，督促

解决；无力解决的，帮带解决。如此既

“把准脉”又“开好方”，才能有效解决问

题，不断取得进步。

把检查督导当帮建
■周启航

保密文件扩大传阅范围、人员暂离

岗位还是不锁门、文件初稿简单撕毁就

扔垃圾箱……某部在对保密检查“回头

看”后，要求各级把之前通报的上述风险

隐患当敌情看待，真正重视、彻底排险。

“怎样打胜仗？把敌情最大限度摸

清，而后拿出限制它、制服它的招数，就

能打胜仗。”这是“抱着电话睡觉的参谋

长”李达给出的一个答案。抓保密也是

一样，如果对排查出的风险隐患不以为

然、不当回事，这种不能正确对待问题

的态度，本身就是严重的问题。

“秘密”二字里各有一个“必”字，可

以理解为把“心”里知道的事加一把锁，

必须用“心”才能保密。把风险隐患当敌

情，当不带引号的“敌情”，小题大作抓保

密，牛刀杀鸡防泄密，方能真正做到“脑

子里的东西，连帽子也不会知道”。

把风险隐患当敌情
■吕 沛 王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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