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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观，是一个人对于“什么是事

业、干什么样的事业、怎样干事业”等问

题的集中认识和根本态度，是人生观价

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习主席深刻指

出，“党员干部只有胸怀天下 、志存高

远，不忘初心使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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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 大 的 幸 福 ，才 能 拥 有 高 尚

的、充实的人生”。这一重要论述，为我

们树立正确的事业观、更好地干事成事

指明了方向。对于每名革命军人来说，

就是要自觉立大志、担大任，树牢为强

国强军事业拼搏奋进的事业观，在踔厉

奋发、勇毅笃行中，使个人的奋斗更有

方向、事业的成就更加精彩。

“军人生来为报国”。崇高理想、远

大志向是革命军人建功军旅、成就事业

的重要前提。革命战争年代，朱德矢志

跟党走，毅然抛弃旧军队的高官厚禄，

投身革命事业；陈毅在南方三年游击战

争中，意志坚定地率部与敌斗争，留下

《梅岭三章》“绝笔诗”表明心志。和平

发展时期，“两弹一星”元勋程开甲坚持

把所做工作“都和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

起”，一生为国铸核盾；“八一勋章”获得

者钱七虎毕生追求“为祖国铸就坚不可

摧的‘地下钢铁长城’”，为我国防护工

程事业一干就是 60 多年……无数革命

先辈、先进典型的事迹告诉我们，革命

军人的职责使命，决定了我们的事业追

求必须与祖国和人民紧密相连；每个人

也只有自觉把人生志向和奋斗目标，融

入强国强军的伟大事业中去，才能干出

一番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使命、无愧于

青春的业绩。奋进强军新征程，使命更

加光荣、挑战更加严峻，我们应当更加

坚定强国强军的志向追求，始终以正确

的事业观担当奋进，为如期实现建军一

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

界一流军队贡献智慧和力量。

坚定强国强军的志向追求，以志存

高远、脚踏实地的事业观担当奋进。古

人云：“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

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一个人有了远大

志向、崇高追求，才可能事业有成。相

反，有些人之所以浑浑噩噩、一事无成，

缺乏坚定的志向追求是一个重要原因。

他们有的甘于平庸、随波逐流、耽于享

乐；有的虽有目标，但遇到问题困难就改

弦更张。这些都是志向不坚定的表现，

是奋斗路上的绊脚石。一个人志存高

远，才会以坚定理想信念干事创业、担当

奋斗。坚定志向追求离不开科学理论的

哺育和滋养。每名革命军人都应深入学

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把远大志向建立在对科学理论的深

刻理解和高度认同之上，立志成为“堪当

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立志“为共

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同时，还要从

干好每一件小事、完成好每一项任务、

履行好每一份职责做起，坚决防止和克

服好高骛远、眼高手低等问题，一步一

个脚印、扎扎实实地把志向追求逐步变

成现实。

坚定强国强军的志向追求，以事不

避难、知难而进的事业观担当奋进。强

国强军的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

征，必然会遇到重重困难和挑战。只有

志向坚定、目标始终如一，敢于迎难而

上、勠力攻坚，才能不断取得成绩和进

步。特别是在面对诸如备战打仗的短

板、规划建设的堵点、创新发展的瓶颈、

基层减负的难题等复杂矛盾问题时，铆

足劲往实里抓、往细处落，方能取得实

实在在的成效。广大官兵要始终锐意

进取，以“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胆识气

魄，主动钻“矛盾窝”、啃“硬骨头”，只要

是职责所系、事业所需，就大胆地干、坚

决地干，决不挑挑拣拣、拈轻怕重，决不

畏畏缩缩、上推下卸，切实担起该担的

责任、负好该负的职责；要坚定信念信

心，在攻坚克难的过程中，即使一时遭

遇挫折失败，也决不灰心丧气、决不怨

天尤人，而是以“失败是成功之母”的乐

观心态去面对，勇于探索，不断尝试，直

至取得成功；要保持恒心定力，以“过了

一山再登一峰，跨过一沟再越一壑”的

笃定心志，积极面对前进道路上可能遇

到的各种风险挑战，坚决防止和克服任

何松口气、歇歇脚的想法和心态，努力

积小胜为大胜、积跬步至千里。

坚定强国强军的志向追求，以功成

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事业观担当

奋进。干好强国强军事业，需要几代人

的努力，如同跑接力赛一样，要“一棒一

棒接着干下去”。只有每一个人都胸怀

全局、心怀“大我”，全力投入事业中，不

懈奋斗，我们的事业才会功成、远大的

目标才能实现。每名官兵都要树立正

确的事业观，以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

责任感，坚持走在前列、干在实处，凡是

对党和人民有益的事，不管能不能在自

己手中开花结果，都以“能多做事即心

安”的积极态度去抓、去干，能多做一点

的，就多做一点，尽己所能把各方面工

作朝前赶、抓到位；还要坚持谋划未来，

看淡个人得失、看重事业发展，以“今天

为明天打基础、这任为下任蓄后劲”的

做事态度，多做一些打基础、利长远的

工作，多做一些“地平线以下的工作”，

努力交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

的合格答卷。

坚定强国强军的志向追求
—“以正确的事业观担当奋进”系列谈之一

■张伟林

生活寄语修养视点

方 法 谈

谈 心 录

●带兵人要善于及时给官兵
们提供“想法”，让他们树立信心、
有梦可追，在部队这所大学校、大
熔炉里成长成才

近日，一名领导干部在谈到抓建

基层工作时说，对有成长进步想法的

官兵，要帮助他们制订切实可行的计

划，及时进行鼓励引导；对暂时还没有

这方面想法的官兵要善于“给想法”，

用所给“想法”激励其成长成才，从而

营造出人人上进、个个成才的浓厚氛

围。这样，不仅队伍更好带了，部队建

设质量也“水涨船高”。

身处人人可出彩、梦想能成真的

新时代，青年官兵在各自岗位上勤奋

工作，军营上下激荡着拼搏的正能量，

彰显着奋斗的主旋律。但受社会上一

些消极思想影响，个别官兵有时找不

准努力的方向，变得茫然无措，进而意

志消沉，这既损害部队战斗力建设，又

容易引发各种问题。对此，带兵人要

善于及时给官兵们提供“想法”，让他

们树立信心、有梦可追，在部队这所大

学校、大熔炉里成长成才。

树 立 全 面 的 人 才 观 ，这 是“ 给 想

法”的基础。济济多士，乃成大业；人

才蔚起，国运方兴。培养人才是周期

长、见效慢却又影响长远、受益长远的

“潜绩”，各级带兵人要站在强军兴军

高度抓好人才培养，牢固树立培养人

才 、多 出 人 才 也 是 政 绩 的 观 念 。 人

才 培 养 不 能 急 于 求 成 ，而 应 坚 持 久

久为功、循序渐进；不能按图索骥，而

应 不 拘 一 格 、不 唯 学 历 ，只 要 对 战 斗

力建设有利，就要积极进行培养。带

兵人要有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广阔心

胸，相信人人皆可成才，做到追梦圆梦

路上“一个也不能少”，善于用成长成

才的“想法”留人、育人、成就人。

量 身 定 制 成 长“ 路 线 图 ”，这 是

“给想法”的关键。俗话说，十个指头

有长短，长长短短都连心。每名官兵

都有自身的特点，也都有不同的闪光

点 ，关 键 在 于 用 心 去 发 现 、懂 得 去 欣

赏。带兵人要根据每个人的性格、能

力素质等差异，进行因人而异的个性

化 设 计 ，为 官 兵 制 订 成 长 进 步“ 路 线

图”，分层分类培养，成立各种兴趣小

组 ，有 针 对 性 地 做 好 培 养 教 育 工 作 ，

切实让官兵把心思精力、聪明才智聚

焦 到 提 高 素 质 、干 好 工 作 上 。“ 给 想

法”不是乱许诺，不是开“空头支票”，

而 是 目 标 牵 引 和 激 励 。 这 些“ 想 法 ”

不是“摘星星”似的遥不可及，而是像

“摘桃子”一样，跳一跳、够得着，每天

进 步 一 点 点 ，每 天 都 有 新 的 动 力 ，这

样 就 能 积 少 成 多 、集 腋 成 裘 ，收 获 不

一样的军旅人生。

与青年官兵一起学习成才，这是

“ 给 想 法 ”的 重 点 。 战 友 之 间 有 深 厚

的 情 谊 ，在 战 场 上 就 能 够 并 肩 战 斗 、

生 死 与 共 ，这 是 决 战 决 胜 的 重 要 因

素。和平时期，带兵人与广大青年官

兵 坚 持 一 起 学 习 、一 起 成 才 ，建 立 起

深厚的情谊，就能够凝聚起强军兴军

的 强 大 力 量 。 带 兵 人 要 在 学 习 上 做

好表率，以自己的真学带动部属加强

学 习 。 带 兵 人 可 以 与 官 兵 结 对 打 卡

“共读一本好书、领读一篇好文章、分

享一个好观点”，在相互带动、携手奋

进 中 创 造 学 习 成 才 的 生 动 局 面 。 同

时 ，也 要 做 好 引 导 工 作 ，聚 焦 履 行 新

时代使命任务抓好学习，突出打仗所

需、岗位急需、素质必需，立足岗位学

习、实现岗位成才。

（作者单位：武警甘肃总队）

带兵要善于“给想法”
■刘 昆

●只有学会在压力中成长，把
压力当作磨砺意志的“磨刀石”、提
高本领的“催化剂”，才能不断取得
新进步、收获新成绩

笔者的一位战友，入伍时被分到一

个技术含量高、工作任务重的单位。他

文化程度不高，面对重重压力，凭着一股

不服输的劲头，自学业务知识，很快脱颖

而出，多次在各类比武中取得佳绩，在多

个岗位都干得有声有色。谈及过往，他

感慨：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要学会在压

力中成长。

从心理学角度看，压力是指环境中

的刺激所引起的人体非特异反应，也可

以理解为外部压力事件的刺激作用。对

于人生而言，无论选择走哪一条路，压力

都会如影随形。世上没有总是“一帆风

顺”的人生，也没有一直“坦荡如砥”的道

路。古往今来，那些在一个领域取得一

定成就、干出一番事业的人，大都承受过

巨大的压力，并在压力中不断吸取经验，

把压力转化为动力，不断取得成绩，最终

走向成功。

一定意义上说，对压力的承受能力，

决定了人生的高度。然而现实中，有的

人心理脆弱，稍遇一点压力，就承受不

住，甚至滋生“躺平”心理；有的人承压能

力不够，扛不起急难险重任务。长此以

往，非但个人难以成长进步，也会影响集

体事业的发展。只有学会在压力中成

长，把压力当作磨砺意志的“磨刀石”、提

高本领的“催化剂”，才能不断取得新进

步、收获新成绩。

学会在压力中成长，一方面要学会

调 整 心 态 。 心 态 决 定 状 态 ，无 论 事 情

再 多 、困 难 再 大 、任 务 再 急 ，我 们 都 要

平 静 对 待 、乐 观 面 对 ，过 好“ 心 理 关 ”，

练 就 一 颗“ 大 心 脏 ”，使 自 己 在 面 对 压

力时临危不乱、处变不惊。另一方面，

要 加 强 实 践 锻 炼 。 多 当 几 回“ 热 锅 上

的 蚂 蚁 ”，多 接 几 回“ 烫 手 的 山 芋 ”，自

觉主动地挑担子、扛重活，不断提升能

力素质，才能在压力来临时从容面对、

赢 得 挑 战 。 此 外 ，还 要 学 会 化 解 压

力 。 压 力 不 会 无 端 产 生 ，也 不 会 轻 易

消 失 。 人 的 内 心 就 像 一 个 气 球 ，不 能

一 直 充 气 ，否 则 就 会 承 受 不 住 。 当 压

力 缠 身 时 ，每 个 人 都 应 该 选 择 以 合 适

方式来排解压力、缓解情绪，如户外运

动、听音乐等。

一位心理学家说：“压力如同一把

刀，它可以为我们所用，也可以把我们割

伤。那要看你握住的是刀刃还是刀柄。”

强军征程上，青年官兵施展才干的舞台

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每

个人都要自觉接受历练，学会握住“刀

柄”，正确面对压力，学会化解压力，把压

力当作前进的动力，才能成为可堪大用、

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材。

学会在压力中成长
■高 峰

●正确对待组织、正确对待名
利、正确对待他人、正确对待自己，
重点把握好学习与成长、获得与失
去、帮人与助己、团结与协作的关系

人与人之间的比拼，“小胜靠智、大

胜靠德”。对党员干部来说，品行就是

金字招牌、信誉保证。要想做好事，首

先要做好人。就像美玉的魅力在于“质

地 +光 泽 ”，人 的 德 行 在 于“ 品 格 +形

象”。党员干部加强修养，应内修品格、

外树形象，做到正确对待组织、正确对

待名利、正确对待他人、正确对待自己，

重点把握好学习与成长、获得与失去、

帮人与助己、团结与协作的关系。

把握好学习与成长的关系。善于

学习就是善于进步，拒绝学习就是拒绝

提高。在我们身边，很多同志年纪、能

力、基础都差不多，但几年下来，有的令

人刮目相看，有的却止步不前，甚至被

远远甩在后面，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是

否乐于学习、善于学习、勤于学习。学

习的成果，体现在能力素质的增强和思

想水平的提高，外在表现是言谈举止的

改变，内在表现是品德修养的完善。我

们抓学习，就要向书本学，向实践学，向

身边的领导和同事学，既要读有字之

书，更要读无字之书。学习好比逆水行

舟，一篙松劲退千寻。戏曲界常讲：“一

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同行知道，

三天不练观众知道。”学习也要做这种

日日功、老实功，来不得半点虚假、半点

欺骗、半点松懈，要以“不教一日闲过”

的态度不断学习、不断成长。

把握好获得与失去的关系。人生

中，成功和失败、获得和失去等，都是相

互依存、对立统一的，在一定条件下会

相互转化，关键在于对度的把握。人都

有上进心、进取心，这是工作进步、事业

发展的动力，但不能偏颇、偏执、偏激。

如果对个人名利地位看得过重，就会心

态失衡、“动作变形”。要学会自我控

制、懂得适可而止，不能失控、不要过

分。古人讲：“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

亡。”意思是说，爱好过头了，必然要付

出过多代价；积攒过头了，丢失损毁的

可能性也会增大。所以，要懂得舍与

得、荣与辱、进与退的辩证法，自觉做到

工作上争先、生活上知足，做事上高标、

做人上低调。要明白，在一个集体里工

作，吃亏是福、吃苦是补，要自觉做到先

人后己，始终保持开阔的心胸、平和的

心态；要多为集体作奉献、少打个人小

算盘，这样看似吃了亏，实则提升了能

力、收获了口碑。

把握好帮人与助己的关系。老子

讲：“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

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意思是说，善

良的人好像水一样，默默地付出，善于

滋润大地上的万物而且不与外物相互

争夺资源。《西游记》中的唐僧，五行山

下救孙悟空、鹰愁涧收白龙马，他真心

待人，别人才真心帮他，虽然降妖除魔

的本领都在徒弟们身上，但他才是取得

真经的主导力量。“赠人玫瑰，手有余

香”。成就他人的同时，其实也在成就

自己，正所谓“助人者人恒助之”。我们

要努力涵养助人为乐的品质，以心换

心、以情换情，努力成为一个高尚的人、

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必定能得到他

人的尊重与回馈，内心深处也会因此产

生幸福感和成就感。

把握好团结与协作的关系。团结

出凝聚力、战斗力，团结也能出形象、出

干部。从集体的角度讲，众人拾柴火焰

高；从个人的角度讲，大河水满小河不

干，这些道理都不难理解。对于一个单

位，成员之间的相互帮助、支持和谅解

比什么都重要。力生于团结，事成于团

结。单位团结搞得好，大家相互补台、

相互支持、相互帮助，每个人的长处就

能得到最大程度发挥、短处就能得到有

效克服；如果搞不好团结，相互拆台、内

耗，整体合力就难以形成，个体的长项

很难发挥、集体的短板很难弥补。作为

集体中的一员，应当时刻以团结为上、

以团结为重，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说，不

利于团结的事不办。凡事都从团结的

目的出发，用团结的办法促进，着力营

造团结互助的氛围，让大家都能以愉快

的心情尽好岗位职责、干好共同事业。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防化研

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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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应涵养容人雅量，
善于尊重人、包容人、欣赏人，进而
更好地团结人，形成合力推动事业
发展的生动局面

《唐语林·雅量》中记载，狄仁杰与娄

师德同朝为官，位至宰相，但狄仁杰却“排

斥师德非一日”，而受轻视、被排挤的娄师

德却一直包容狄仁杰。一天，武则天问狄

仁杰：“朕大用卿，卿知所自乎？”狄仁杰回

答：“臣以文章直道进身，非碌碌因人成

事。”武则天过了一会儿说：“朕比不知卿，

卿之遭遇，实师德之力。”说着便命人拿出

十几篇娄师德的通荐表给狄仁杰看。得

知自己是被娄师德多次举荐才得到重用

后，狄仁杰惭愧不已。对于此事，《旧唐

书》中如此评价：“荐仁杰而入用，忠也；不

使仁杰知之，公也”。娄师德这种大度豁

达的容人雅量，值得领导干部学习借鉴。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领导干部应涵养

容人雅量，善于尊重人、包容人、欣赏人，

进而更好地团结人，形成合力推动事业发

展的生动局面。

容人之言。“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领导干部只有广开言路、择善而从，才

能避免闭目塞听，降低决策风险。现实

中，有的领导干部不具备容人之言的雅

量，听不得那些批评自己的话、揭露问

题的话、夹带情绪的话。“你让我受气、

我 给 你 脸 色 ”“ 你 让 我 没 面 子 、我 给 你

‘穿小鞋’”，如此非但不利于工作改进，

甚至会贻误事业发展。领导干部应当

发扬民主，赞成的、反对的意见都要听，

特别要容得下批评意见，听得进“牢骚

话”，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

之，无则加勉”。

容人之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

处，也有自己的短板，领导干部的用人之

道便是用人所长，使人才的长处得到发

展，而随着工作经验的累积，弱点和短处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克服和弥补。一个

领导者如果不能容忍别人的短处，则无

一人可用；若能容人之短且用其所长，则

无不可用之人。当然，容短不是“护短”，

而是要正确对待他人的短板弱项。如果

其短不是原则性问题，则该包容的包容、

该提醒的提醒；如果其短确实影响到岗

位履职和事业发展，则应耐心引导其扬

长避短、取长补短，这也是培养人、成就

人的应有之义。

容人之过。工作生活中，每个人都

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失误差错，然

而设身处地想，犯错的人往往也会内心

愧疚，渴望得到谅解、改正错误。容人之

过，实则是给人以改错的机会。面对别

人的过错或失误，有的人得理不饶人、横

加指责，让人难堪、下不了台；有的人则

真诚相待，帮助他人分析过失原因，制订

改进之策，帮助他人不断完善自我。人

们往往喜欢后者，更愿意与这样的人交

往。领导干部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应

多包容他人过失，给予理解和关心，帮助

他人改过，营造团结和谐的内部氛围。

涵养容人雅量有利于加强团结，然

而也要明白，领导干部既要讲团结，也不

能当“好好先生”，不能以回避问题、圆滑

处事来换取所谓的“团结”，而要坚持开

诚布公、坦诚相见，做到讲团结不弃原

则，讲原则不失友善，为单位建设发展和

部属健康成长创造良好条件。

涵养容人雅量
■王林声

书边随笔

影中哲丝

坐在前往喀拉峻草原的大巴车

上，沿途所见皆是如诗如画的草原

风光。天空湛蓝，白云如棉，牧草丰

茂。一望无际的草原绵延至天边，

犹如一张巨大的绒毯铺展开来，令

人心旷神怡。

美丽的风景不只在终点，更多

的也在路上。在欧洲著名旅游胜地

阿尔卑斯山山谷中，沿途可见标语

牌，上面写着“慢慢走，欣赏啊”，劝

告人们不要只顾匆忙赶路，也要学

会欣赏沿途的风景。人生天地间，

每个人都在经历着一场生命的旅

行。如果只盯着目的地，匆匆忙忙

赶路，那么人生就像一条由点到点

的线段，少了许多乐趣。其实，过程

也是美好的，摒弃急躁和冒进心态，

专心做好当下该做的事，充分享受

为实现目标而奋斗的过程，人生旅

途会更加充实而精彩。

车行草原—

路上的风景也迷人
■杨庆宇/摄影 梁成龙/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