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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一个重要方面

就是处理好标和本的关系。习主席曾

在不同场合对标和本的关系作出论述，

指出“既要着力治标又要注重治本”。

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要准确把握、

深刻理解标和本的关系，并将其贯彻运

用到各项具体工作中去，用正确的政绩

观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标和本是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

治标是为了治本，治本才能巩固治标的

成效。我们开展工作，既解决表面存在

的问题，又深入挖掘根源，抓住问题的

本质，做到标本兼治，才能彻底解决问

题。然而现实中，一些党员干部干工作

只重治标、不重治本，在处理问题时，只

关注问题的表面现象或当前表现，一味

地在表面现象 、表面问题上“打转转”

“兜圈子”，而没有深入分析问题的本质

和根源，导致问题反复出现，难以彻底

解决。究其原因，有的是担当不够，只

想当官、不想揽事，不愿触及深层次矛

盾，害怕引火上身；有的是作风不实，抓

工作只要“短平快”，不要“长远实”，什

么容易出成绩就干什么，对治本这种难

解决、见效慢的工作敬而远之；有的是

能力不足，难以透过现象看本质，抓不

住问题的根源。广大党员干部要坚决

纠正“重治标，轻治本”的行为偏差，坚

决挤压“治标是本事、治本是后事”的思

想空间，坚决克服工作中的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只有做到强力治标与长效

治本相结合，才能真正创造出经得起实

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站在什么样的高度看问题、从什么

角度去思考解决问题，往往决定治标的

力度有多大、治本的成效有多明显。这

就要求党员干部着力提升政治站位，增

强大局意识和全局观念。只有站位高、

眼界广，才能把标和本放在全局、大局

之中去思考、定位、摆布，从而既能治标

又能治本。掌握和运用科学思维方法，

认 识 问 题 才 站 得 高 ，分 析 问 题 才 看 得

深，开展工作才把得准。党员干部首先

要加强理论学习、增强理论素养、提高

思 想 水 平 ，坚 持 以 习 近 平 新 时 代 中 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胸怀“国之

大者”，善于从大局和长远观察、思考和

处 理 问 题 。 从 一 定 意 义 上 讲 ，大 局 意

识、全局观念就是政治意识、政治观念

的反映。党员干部要善于从政治上观

察分析问题，遇事多想政治上的要求，

谋事多想政治上的影响，牢牢把握正确

的政治方向，不折不扣地做好治标和治

本的工作。

主要矛盾决定事物的发展方向，矛

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只有紧

紧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才

能牵住事物的“牛鼻子”，走上治标和治

本的“快车道”。新的征程上，不可避免

会遇到错综复杂问题，党员干部必须区

分工作中的主次、本末、轻重、缓急，抓

住问题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准确判断、统筹处理“标”和“本”。这就

需要党员干部多角度、全方位地观察、

分析问题现象，从不同现象中找到共同

根源，从苗头隐患中发现倾向性问题。

同时，又要讲好“两点论”和“重点论”，

紧盯中心任务，抓住关键环节，找出突

出矛盾，优先把力量投入到影响系数最

大、最有决定意义的事情当中，以重点

突破带动整体推进。

善于统筹是一种务实高效的科学

工 作 方 法 。 统 筹 得 当 ，干 工 作 就 能 运

行高效、事半功倍，治标和治本的成效

也就越明显；统筹不当，工作中就会顾

此失彼、事倍功半，治标和治本的成效

也就大打折扣。在处理“标”和“本”的

问题上，党员干部必须树牢“一盘棋”

思 想 ，坚 持 治 标 和 治 本 一 体 推 进 。 但

是 这 并 不 意 味 着 ，每 个 阶 段 治 标 和 治

本 的 力 度 都 是 一 样 的 ，而 是 要 具 体 情

况具体分析。党员干部要提高辩证思

维能力，以全面的 、发展的 、系统的观

点看待“标”和“本”，必须整体谋划、统

一部署，避免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的 错 误 ；必 须 深 刻 认 识 和 把 握 事 物 发

展的客观规律，加强前瞻性思考，既立

足当下、又着眼未来，增强治标和治本

的 预 见 性 ；必 须 清 醒 认 识 到 组 成 事 物

的 各 要 素 之 间 都 是 相 互 联 系 、相 互 作

用的，没有离开“本”的“标”，也没有离

开“标”的“本”，要以联系的观点看待

“标”和“本”，避免陷入“头痛医头，脚

痛医脚”的机械思维之中。

一件事要想干出成绩、取得成效，

必须以水滴石穿的精神坚持不懈、久久

为功。同样，要想确保治标和治本取得

扎扎实实成效，就一定要咬紧牙关，朝

着既定的战略目标，坚定不移前进。新

时代新征程，每名党员干部都应强化责

任担当，坚持把工作当事业干，以“千磨

万击还坚劲”的韧劲 、“宝剑锋从磨砺

出”的耐性、“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决心，

瞄准治标不松劲，坚持治本不懈怠，一

个问题一个问题研究，一个矛盾一个矛

盾突破，绝不能为“一时的快慢”所扰，

也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更不能

“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真正

做到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气不泄、劲

不松、步不止，努力把宏伟目标变为美

好现实，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不辜

负这个伟大时代。

处理好标和本的关系
—“以正确的政绩观真抓实干”系列谈之五

■金泽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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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党纪学习教育融入日常、
抓在经常、落在平常，使遵规守纪
成为党员干部的一种思维方式和
行动自觉

当前，党纪学习教育正在全党深入

开展。新时代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不仅

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内在要

求，也是确保全党团结统一、令行禁止

的重大举措。推动党纪学习教育走深

走实、取得成效，关键在于要念好党纪

学习教育的“常”字诀，将党纪学习教育

融入日常、抓在经常、落在平常，使遵规

守纪成为党员干部的一种思维方式和

行动自觉。

“常”之首要，在于将党纪学习教育

融入日常，使之成为党员干部增强纪律

定力的“必修课”。树牢纪律规矩意识

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会一劳永逸。只

有把党纪学习教育作为终身课题，持续

下功夫，才能使铁的纪律真正转化为党

员干部的行为规范、日常习惯和自觉遵

循。这就需要党员干部建立和完善日

常的学习规划，确保学习不间断、热度

不减退。首先要高标准、高质量学习新

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坚

持原原本本学、逐章逐条学，认真钻研

每一条纪律，搞清楚党的纪律规矩是什

么，进一步弄明白能干什么、不能干什

么，不断用党规党纪校准思想之标、调

整行为之舵、绷紧作风之弦。尤其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党的自我革命

的重要思想、关于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

论述，延伸学习国家法律，使党纪学习

教育的过程成为增强法纪意识、提高法

纪素养的过程。党员干部还要结合工

作实际，把自己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

把职责摆进去，在学思践悟中强化纪律

意识、加强自我约束，增强政治定力、纪

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真正使党

纪学习教育在融入日常中产生长效。

“常”之关键，在于将党纪学习教育

抓在经常，使之成为党员干部保持清正

廉洁的“长鸣钟”。纪律无处不在、无时

不有。作为党员干部，必须常敲“警示

钟”，常念“紧箍咒”，常打“预防针”，以防

触碰红线。习主席强调，执纪必严、违纪

必究。党的纪律是刚性的，同时又是建

立在广大党员干部的自觉性之上的。只

有把他律与自律结合起来，守牢纪律这

道底线，擦亮遵纪这抹底色，才能增强做

人做事、立言立行的底气。一个人能否

廉洁自律，最大的诱惑是自己，最难战胜

的敌人也是自己。内在的约束始终是安

身立命、健康成长的“护身符”。今天我

们开展党纪学习教育，正是着眼于增强

纪律自觉、提高免疫能力，更好地把他律

要求转化为党员的内在修养，内化为言

行准则。这就要求党员干部心存敬畏，

把纪律看作是“带电的高压线”，牢记“纪

律是块铁，谁碰谁流血”，始终端正言行

不违纪；要经常揽镜自照，从身边发生的

或者通报的案例中受警醒、明底线，从严

从实检身正己，把遵规守纪刻印在心；要

注重抓早抓小，切实把严守纪律、严明规

矩放到重要位置，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坚持早发现、早纠治，防止由“小错”酿成

“大祸”。

“常”之根本，在于将党纪学习教育

落在平常，使之成为党员干部勇于担当

作为的“压舱石”。共产党人的学习教育

不是为了装点门面，而是为了改造主观

世界和客观世界。推进强国建设、民族

复兴伟业，如果没有严明纪律作保证，各

项事业就会落空。开展党纪学习教育，

就是让我们在知晓不能干什么的同时，

也 清 楚 能 干 什 么 ，在 干 事 上 放 开“ 手

脚”。党员干部要防止学归学、做归做，

坚持在实学、实干、实效上下功夫。因

而，每名党员不管党龄多长，不论职务高

低，都应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

员，时刻不忘自己应尽的义务和责任，自

觉用党规党纪校正思想和行动，守正创

新，锐意进取，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

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新业绩。每名党

员干部都要提高政治站位、扛起政治责

任，将遵规守纪与敢作善为统一起来，在

纪律允许的范围内干事创业、大展身手，

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决策部

署，推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本地区本

部门落地生根，使党纪学习教育成为促

进中心工作的有力抓手，努力做守纪律、

讲规矩的老实人、实干家。领导干部更

要发挥“头雁效应”，在遵规守纪和担当

作为上走在前、作表率，一级示范给一级

看、一级带领着一级干，真正让纪律严起

来、把规矩立起来，带动形成建功新时

代、争创新业绩的生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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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没有过人天赋，哪怕前
进路上困难重重，只要有追求、肯奋
斗、能坚持，就能使自己不断成长，
迎来蝶变，写就精彩人生篇章

据报道，首次飞赴“天宫”的神舟十

八号航天员李广苏，在某社交平台上用

了一个有意思的网名：“狂奔的蜗牛”。

对此，他解释说，自己天资平凡，就像蜗

牛一样，在奔向星辰大海的路上必须拼

尽全力。

由此事想起一句古埃及谚语：能登

上金字塔顶部的动物只有两种，雄鹰和

蜗牛。前者是靠自己的翅膀飞上去的，

而后者则是靠日复一日的坚持爬上去

的。相比雄鹰的强壮与矫健，蜗牛是那

样渺小又行动缓慢。登上金字塔顶部，

蜗牛要比雄鹰付出更多的时间和辛劳，

战胜更多的困难和挑战。

在实现飞天梦的奋斗过程中，李广

苏的跋涉像极了不停步的“蜗牛”。招

飞入伍后，因为体能偏弱，他就早起半

小时，顶着寒风，腿绑沙袋苦练三公里；

进入初教团，进行飞行训练，又遭遇可

能因此停飞的巨大难关——晕机，他强

忍眩晕感，不断克服不适、调整状态，逐

渐战胜晕机反应；进入航天员大队，作

为一名文科生，面对理工类课程，他加

班加点，一点点地“啃”，终于熟练掌握

了航天员必备的知识。他的经历启示

我们，哪怕没有过人天赋，哪怕前进路

上困难重重，只要有追求、肯奋斗、能坚

持，就能使自己不断成长，迎来蝶变，写

就精彩人生篇章。

有人说，梦想有多大，事业的舞台就

会有多大。即使我们没有多少天赋，起

点低，底子薄，也不能自我设限，而要敢

于有梦，勤于追梦，树立远大志向追求。

有了志向追求的牵引，就具有了前进的

动力，就能促使自己向着心中梦想不懈

奋斗。圆梦之路从来不是一马平川，而

是充满艰难和曲折，非付出艰苦努力不

可。特别是对于缺乏天赋的普通人来

说，更应做好吃苦耐劳、爬坡过坎的准

备，勇于付出更多的辛苦和汗水，无论遇

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都不屈不挠，一步

一个脚印朝着目标努力前行。只要持续

努力，成功也许会迟到，但不会缺席。在

前进过程中，不能因为一时看不到成绩，

就消沉懈怠，自我放弃，这样不仅会前功

尽弃，而且永远失去了成功的机会。要

相信，行而不辍终致远，只要不停下跋涉

的脚步，始终以昂扬精神状态不懈前行，

终有一日，会把梦想变成现实。

行而不辍终致远
■张夜飞

●主动反思莫迷茫，意志坚
强不沉沦，发愤图强成新我

人 的 身 体 有 很 强 的 自 我 修 复 能

力。例如，皮肤有了小伤口，几天就能

愈合；指甲断裂，不久会长出新的；甚至

有些骨裂，经过自行修复也可接好……

由身体上的自我修复能力，不禁想到，

在 精 神 上 也 应 培 养 强 大 的 自 我 修 复

能力。

追求成功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

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挫折失败，导致不同

程度的精神损耗。“身之主宰便是心。”

在遭遇挫折磨难、受到打击后，是就此

沉沦、一蹶不振，还是激发斗志、愈挫愈

勇，展现出顽强的自我修复能力，结局

往往大不相同。纵览古今中外，凡是人

生和事业有大成者，无不心力茁壮，在

经历磨难和打击后，能够快速进行自我

修复，当好自己精神的“修复师”。那

么，如何增强精神上的自我修复能力，

让生命产生韧性，释放出巨大能量？

主动反思莫迷茫。遭受磨难和打

击 后 ，能 够 及 时 总 结 反 思 ，深 刻 剖 析

原因，从中汲取教训、找准方向，是增

强 自 我 修 复 能 力 的“ 必 修 课 ”。 如 果

做 不 到 这 一 点 ，遇 到 磨 难 就 茫 然 、受

到 打 击 就 失 措 ，自 我 修 复 就 无 从 谈

起。苏轼经历“乌台诗案”后，在贬黜

地 黄 州 冷 静 反 省 ，意 识 到 自 己“ 好 议

论 古 人 ”“名 过 其 实 ”等 不 足 ，进 而 完

善 自 我 ，实 现 了 一 次 精 神 上 的 飞 跃 。

在 这 期 间 ，他 创 作 了 名 篇《赤 壁 赋》，

从 中 可 窥 见 其 精 神 丰 盈 后 胸 襟 格 局

的开阔。有道是“善败者不亡”，我们

增强自我修复能力，就要学会和善于

应 对 磨 难 和 打 击 ，深 入 分 析 总 结 ，做

到 吃 一 堑 长 一 智 ，把 正 前 行 方 向 ，做

自己命运的主人。

意志坚强不沉沦。艰难困苦时最

考验人的意志品质。“古之立大事者，

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

志。”无数事实证明，只有意志坚强、百

折不挠，扛得住挫折失败带来的压力，

顶得住磨难打击带来的苦痛，才能守

得云开见月明。袁隆平成功培育高产

杂交水稻、屠呦呦提取出青蒿素、邓清

明圆梦太空，都是在经历多次失败或

失意后不消沉、不放弃，靠坚持不懈努

力迎来成功的。我们增强自我修复能

力，就要下功夫淬炼意志品质，遭遇磨

难不消沉、受到打击不低头，练就“大

心脏”和“硬脊梁”。

发 愤 图 强 成 新 我 。 人 生 遭 遇 曲

折、困顿和失败，更多暴露的是我们自

身的不足，或心智不够成熟，或本领不

够强大，或作风不够过硬。在这种情

况下，修复自己的最好办法，就是知不

足而后进，努力提高完善自己。“排雷

英雄战士”杜富国入伍时只有初中文

化 ，第 一 次 专 业 理 论 考 试 在 全 队 垫

底。面对这一打击，杜富国没有气馁，

而是下定“不做就不做，做了就做好”

的 决 心 ，凭 着 一 股 执 着 劲 刻 苦 钻 研 。

他经常在走廊灯下学习到深夜，几本

扫雷教材被翻得卷了边。功夫不负有

心人，杜富国的专业成绩一步步提高，

有时候甚至能考满分。这启示我们，

告别失败、走向成功的最好办法，就是

不断提升自我、完善自我，使自己不断

成长，具备能担重任的能力素质。

增强自我修复能力
■梁 新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肩负着
革命的重任，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
该走九十九步

近日重温任弼时同志的事迹，深受

触动。任弼时同志在毕生奋斗中展现

出来的崇高精神品质，为全党树立了光

辉典范。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

的骆驼，他的“骆驼精神”永远值得我们

学习。

骆驼负重涉远，不管是沙尘蔽日，

还是夜色茫茫，都能一步一个脚印朝着

目的地前进。学习任弼时同志的“骆驼

精神”，就要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中，始终

坚定理想信念，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敌

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

们的信仰”，这是直面生死考验时，对革

命理想的无比坚定；“星星之火，可以燎

原”，这是遭遇困难挫折时，对革命前途

的无比坚信；“打断骨头连着筋……爬

也要爬到延安城”，这是面对重重关山

时，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坚贞。有了坚定

的理想信念，我们就能“不畏浮云遮望

眼”，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定不移

听党话、跟党走。

骆驼被誉为“沙漠之舟”，具有坚毅

顽强、不畏艰险、吃苦耐劳的品格。任弼

时同志毕生就像骆驼一样，担负着沉重

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却没

有个人的任何计较。推进伟大事业，从

来不会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需要顽

强的意志、吃苦的品格、拼搏的精神。在

我们党历史上，从焦裕禄“革命者要在困

难面前逞英雄”，到林俊德“我不能躺下，

躺下就起不来了”，再到廖俊波“认准的

事，背着石头上山也要干”，时代条件不

同，但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精神一脉相

承，担当作为的品格始终如一。志不求

易，事不避难。无论什么时候，该做的

事，知重负重、攻坚克难，顶着压力也要

干；该负的责，挺身而出、冲锋在前，冒着

风险也要担。我们唯有“越是艰险越向

前”，善于把绊脚石当作垫脚石，方能闯

关夺隘、一往无前，实现既定目标。

骆驼不贪羡富饶的草地水湾，而甘

于在茫茫沙漠中忍饥受渴；骆驼不偷奸

耍滑，而是默默承受着可以承受的最大

负荷。任弼时同志以骆驼的这种品质，

为党忘我工作。在他病情加重时，同志

们劝他休息，他却说：“我们都是共产党

员，肩负着革命的重任，能坚持走一百

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任劳任怨、倾力

奉献的精神，一直深植于共产党人和革

命军人的血脉之中。如今，我们更要传

承这种红色基因，以“时时放心不下”的

责任感为党和人民履好职、尽好责，苦练

过硬本领，把青春的汗水洒在强国强军

新征程上，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谱写新

时代强军战歌，履行好我们这代人的光

荣使命。

值得学习的“骆驼精神”
■万萌森 向迎佳

花卉培育基地里，一枝枝粉红色

的郁金香迎着温暖的阳光尽情绽放。

郁金香花瓣精致，在枝头聚拢成色泽

鲜艳、形态饱满的美丽花朵，一簇簇、

一丛丛，形成一片花的海洋，成为花卉

培育基地里令人赏心悦目的风景。

我们赞叹花海的壮观，也留意每

朵小花的精致。每朵花都热烈绽放出

自己的美丽，才能形成引人注目的花

海，为整个季节增添一抹亮色。如果

把青春比作盛开的花朵，我们就要在

最美好的年华里尽情地绽放自己。每

个人的青春都填充上奋斗的底色，就

能释放出绚丽的光彩，汇聚成时代的

潮流，共同创造事业的精彩。

美丽的花海—

绽放自己 汇成风景
■宁运河/摄影 王树旺/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