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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中哲丝

修养视点

忆传统话修养

谈 心 录

●养成勤学的习惯、提高勤
学的能力，关键要有“三股劲”：挤
劲、钻劲、韧劲

重视学习、善于学习，是我们党的

优良传统。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都把学习作为一种责任、一种追求、

一种爱好，坚持活到老、学到老。他们

用生动的事例告诉我们，养成勤学的

习惯、提高勤学的能力，关键要有“三

股劲”：挤劲、钻劲、韧劲。有了这“三

股劲”，就能深钻细研、厚积薄发，使事

业成功、人生出彩。

保持一股挤劲。鲁迅先生讲，时

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

有的。培养良好学习习惯，就要抓住

空闲时间，用好“碎片”时间，以勤奋学

习拓展发展空间。毛泽东同志说：“要

让学习占领工作以外的时间。”据张闻

天夫人刘英回忆：“毛主席在长征路上

读马列的书很起劲……红军到了毛儿

盖，没有东西吃，肚子饿，但他读马列

书仍不间断。”斯诺的《西行漫记》中也

有记述：“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

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

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专心

读了这几本书”。我们抓学习，就要像

毛泽东同志这样，以“挤”的精神，把一

切可以利用的时间都用来读书学习，

一刻不停地充实提高自己。

保持一股钻劲。刘伯承同志说：

“学习，一定不要赶浪头，赶时髦。要

考虑自己的条件，从实际出发，循序渐

进，扎扎实实。学一门就要努力学到

手，就要力求精通，否则就永远是个半

瓶子醋。”1927 年进入苏联高级步兵学

校时，刘伯承已经 36 岁，右眼失明，学

习俄文比一般人更困难。但他毫不气

馁，凭着刻苦钻研的学习精神，俄语水

平提高得很快，各科都取得了很好的

成绩。回国后，他担任军委编译科长，

根据战争的紧迫需要，先后翻译、校译

多部苏联军事论著，达数百万字。在

烽火连天、军务繁忙的环境下，刘伯承

还能翻译如此大量著作，在中外军事

史上都属罕见。他勤奋钻研的治学精

神，连对手都折服，一名国民党军将领

感慨地称：“刘伯承廉洁虚心，不断求

知，与国民党将领比较，诚不啻鹤立鸡

群……”学习有了刻苦钻研的劲头，哪

怕基础再薄弱、工作再繁忙，也能学有

所成。

保持一股韧劲。胡耀邦同志堪称

以韧劲抓学习的典范。他曾回忆：“在

延安时书很少，搞到一本书简直是宝

贝，就拼命读。白天没时间，晚上就在

窑洞里点个煤油灯读。我文化程度不

高，只上了一年初中，遇到不认识的字

就 查 查 字 典 。 有 时 对 一 些 古 书 读 不

懂，读了一遍不懂在说什么，就再读，

硬读硬钻。”他看过的书中，许多都画

满了各种符号，写了许多眉批。据他

的秘书回忆，胡耀邦同志曾通读过几

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等

经典著作，其中《毛泽东选集》更是读

了 10 多遍。在他的最后两年多岁月

里 ，又 通 读 了 一 遍《马 克 思 恩 格 斯 全

集》，并写下了 24 本读书笔记。胡耀邦

同志在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中

央党校工作时，很多讲话稿他都自己

写。凡是和他深入讨论马克思主义理

论的专家，都对他的理论水平赞叹不

已。这告诉我们，学习重在坚持、贵在

有恒，养成良好学习习惯，做到日日精

进，必能久久为功。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防化研究

院）

学习要有“三股劲”
■赵 杰

●成功是努力到一定阶段后，
自然而然收获的结果，但一次成功
并不代表下次还能成功，要想实现
不断成功，就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前段时间，嫦娥六号成功落月并

开始人类首次月背采样的消息，令国

人振奋不已。回望多年探月之路，从

嫦娥一号发射升空，到现如今嫦娥六

号着陆月背，中国探月工程一步步向

前推进。曾亲历并参与多个航天重大

工程科研攻关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培

建说，“我们要次次成功，还要付出更

大的努力”，这句话引人思考。

努力是成功的基石。古往今来无

数事实证明，成功是努力到一定阶段

后，自然而然收获的结果，但一次成功

并不代表下次还能成功，要想实现不

断成功，就要付出更大的努力。青年

官兵的体力、智力都处于人生巅峰，肩

负着神圣使命，要做到不负重托，打好

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就

要以更大的努力持续付出、不懈奋斗。

保持不骄不躁的心态。任何伟大

事业的成就都是在一次次成功后最终

实现的，期间难免遭遇挫折失败。在此

过程中，切不可心浮气躁，因一次胜利

就骄傲自满、停下脚步，或是因一次失

利就自暴自弃、丧失动力。“共和国勋

章”获得者、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院士

在研究初期曾经历过多次失败，却没有

因此急躁或气馁，而是潜心研究，最终

在 1973 年正式宣告中国籼型杂交水稻

“三系”配套成功。获得成功后，袁隆平

没有止步于此，在随后几十年里，他带

领团队不断攻关，成功研究出“两系法”

杂交水稻，创建了超级杂交稻技术体

系，为中国人牢牢端稳自己的饭碗和世

界粮食供给作出了巨大贡献。还有许

多像袁隆平这样的人，他们怀着平和心

态，将挫折当养分、把成功当经历，积极

求新探索，不断向着未知领域和更高目

标发起挑战，也因此获得了一次又一次

成功。强军新征程上，还有许多“娄山

关”“腊子口”需要跨越，广大青年官兵

不应为一时荣誉和挫折所累，始终保持

不骄不躁的心态，在自我沉淀、自我革

新和自我提高中不断取得能力素质新

跃升、工作成绩新突破，在强军征程上

不断有新作为。

养成居安思危的习惯。神舟七号

任务成功后，总工程师接受采访时说，

发射之前，航天专家对可能遇到的问

题一一分析，做了 230 套应对方案。尽

管这些方案最终都没有用到，但正是

这种谨小慎微、居安思危的态度，为任

务圆满成功提供了保障。干事创业过

程中，没有谁能保证永远不出问题，我

们能做的就是将各种隐患都尽可能提

前考虑到，做好随时应对突发情况的

准备。广大青年官兵应将居安思危当

作习惯来养成，始终谦虚谨慎，以时刻

如履薄冰的危机意识，把前进道路上

的困难和问题估计得更充足一些，把

办法和对策想得更周全一些，做到防

患于未然，这样才能在复杂困难局面

下做到行稳致远，在居安思危中增加

成功概率。

做好长期奋斗的思想准备。成就

伟大事业的过程往往艰苦而漫长，离

不开脚踏实地的长期艰苦奋斗。许多

青年官兵没有经历过艰苦环境和大风

大浪的考验，要想跑出“加速度”、收获

好成绩，就要以英勇顽强的精神品质

主动挑重担、当先锋，补上艰苦奋斗这

一课。尤须牢记“胜战之问”“价值之

问”“本领拷问”，做好长期艰苦奋斗的

思想准备，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积

极投身强军实践。广大青年官兵要主

动到基层第一线、任务最前沿去强壮

筋骨、增长才干，不断在重大演训活动

中受历练、强本领，在复杂问题考验中

加钢淬火、厚积底气。始终保持昂扬

向上的工作生活态度，以持续拼搏进

取的毅力“化险阻为夷途”，在长期吃

苦、长期奋斗中付出更大的努力，不断

取得新的成功。

（作者单位：75222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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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真抓实干的务实品格，
根本在于坚定务实功、求实效的事
业追求，关键在于发挥走在前、干
在先的表率示范，核心在于练就能
干事、干成事的过硬本领

真抓实干，是我们党一贯倡导和坚

持的务实品格和精神特质，既是一种工

作作风、一种行为状态，也是一种奋斗

意志、一种情怀担当。作为宝贵的思想

内核，它早已深深融进中国共产党人逐

梦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的 事 业 追 求 中 。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多次强调要真

抓实干、善作善成，从“空谈误国、实干

兴邦”到“崇尚实干、狠抓落实”，从“业

绩都是干出来的”到“历史不会辜负实

干者”……无不传递着一种求真务实、

注重实效的价值导向，传递着一种时不

我待、只争朝夕的使命责任。殷殷嘱托

如催征战鼓，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在新征

程上信念坚定、心无旁骛，一步一个脚

印踏实前行。

当前，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到

了吃劲奋斗的攻坚期，前进路上，不可

能风平浪静、一帆风顺，必然会遇到各

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甚

至是惊涛骇浪。面对艰巨的任务、严峻

的挑战，迫切需要一大批真抓实干者坚

定信心、抖擞精神、撸起袖子，齐心协力

加油干。特别是面对前所未有的世界

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军队党员干

部只有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

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决策部署上来，

自觉培养和充分发扬真抓实干的务实

品格，才能有效克服前进路上的艰难困

苦和风险挑战，确保新理念新部署新要

求落实见效。

培养真抓实干的务实品格，根本在

于坚定务实功、求实效的事业追求。真

抓实干贵在“真”、要在“干”，这是党性

作风和事业心、责任感的集中体现，关

乎强军事业的发展速度和质效。新时

代新征程，强军兴军任务光荣而艰巨、

目标宏伟而远大，要求党员干部立足实

际、真抓实干、攻坚克难。然而在现实

中，仍有少数人抓而不真、干而不实，有

的喜欢空喊口号，搞虚假表态；有的喜

欢盲目攀比，搞无效建设；有的喜欢做

表面文章，搞形象工程……这些行为背

后，其实都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作

祟。习主席深刻指出，“面对新形势新

任务，党员干部一定要真抓实干，务实

功、出实招、求实效，善作善成，坚决杜

绝 口 号 式 、表 态 式 、包 装 式 落 实 的 做

法。”可谓一针见血，发人深省。聚力实

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每名军队党员

干部都是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一定

要 恪 守 立 党 为 公 、对 党 负 责 的 根 本 准

则，涵养强军有我、奋斗有我的高尚情

怀，强化把初心落在行动上、使命扛在

肩膀上的责任担当，真正做到抓工作、

搞建设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打基础、

利长远，充分论证调研，以实打实的工

作业绩，努力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

培养真抓实干的务实品格，关键在

于发挥走在前、干在先的表率示范。军

队党员干部以上率下、“干”字为先，既

是政治品格、职责本分，也是广大官兵

的热切期盼。如果一个单位每名党员

干部在各自岗位上，都能时时处处冲在

前 、干在先，真抓实干就会蔚然成风。

但 当 下 仍 有 少 数 同 志 ，或 抱 着 少 干 少

错、不干无错的消极心态，或奉行出彩

就干、无利不干的功利思想，或存在不

推不动、只说不干的拖延现象，心思和

精力根本没有放在担当实干上，不仅背

离了党的宗旨、损害了党的形象，也影

响了强军事业。与其相反，那些一心扑

在工作上，靠实干加苦干锻造出来的党

员干部，往往具有高尚的品德和过硬的

素质，自己立得起，大家信得过，一路走

得稳。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在干事创

业上肩负关键责任，理所当然要起到关

键作用。只要坚持带头发扬真抓实干

精神，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

干，就会有力消除妨碍官兵担当实干的

各种不利因素，真正把真抓实干的导向

立起来、规矩严起来。“在上面要求人、

在后面推动人，都不如在前面带动人管

用。”军队党员干部必须深刻认清自身

责任，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利用一切有

利条件，以率先垂范的积极行动，把各

方面的干劲带动起来。在静心谋事、埋

头 干 事 、尽 心 成 事 中 收 获 官 兵 真 心 拥

护，凝聚兵心、团结奋进，在单位营造人

人肯干的良好氛围，不断推动部队建设

高质量发展。

培养真抓实干的务实品格，核心在

于练就能干事、干成事的过硬本领。要

想成就一番事业，仅靠热情和决心是远

远不够的，必须具备与岗位职责相称的

硬功夫和真本领。置身新时代强军兴

军 伟 大 征 程 ，面 对 新 形 势 新 任 务 新 挑

战，党员干部的政治能力、军事素质、业

务水平等方面，可能既有适应的一面，

也有不适应的一面。倘若安于现状、不

思进取、缺乏“本领恐慌”，忽视加强个

人 能 力 升 级 重 构 ，将 难 以 应 对 复 杂 形

势、胜任复杂任务，甚至落伍掉队，也就

难以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军队党员干

部当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认真学习

实践，反复思考总结，加强岗位磨练。

要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注重在实践

中学真知 、悟真谛，加强磨练 、增长本

领 。 关 键 是 要 虚 心 用 心 ，甘 当“ 小 学

生”，不懂就问、不耻下问，切忌主观臆

断、不懂装懂。只要尊重规律、勤勉努

力、事不避难，就一定能练就过硬本领，

做到把基础夯实、步子迈实、工作抓实，

为强军事业作出应有贡献。

培养真抓实干的务实品格
■宋保国

一片竹海荡绿韵，竹林幽处微风

拂过，吹得竹叶哗哗作响。竹子拔地

而起，直冲云霄，给人以视觉上的美

感。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竹与梅、兰、

菊并称为“四君子”，深受历代文人赞

颂和推崇。唐代诗人张九龄曾咏竹，

称“高节人相重，虚心世所知”，借竹喻

人，赞扬了君子谦虚的美德。

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仰面

花。竹子外直中空，叶片低垂，常被人

们视为谦逊内敛、虚怀若谷的象征。

由此想到，一个人要想得到他人尊重

和敬仰，仅有才能是不够的，还应拥有

谦虚的品质、正直的品格。我们为人

处世当向竹子学习，如竹子那般“有

节”和“虚心”，谦逊低调、奋发向上、厚

积薄发，在默默努力中收获成长进步，

成为堪当重任的栋梁之材。

竹海绿韵—

虚心有节见品格
■余世杰/摄影 窦 凯/撰文

●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
专注于某一件事，充分发挥自己的
潜能，持续深耕，才能有所作为

网络信息时代，人们的工作生活越

来越离不开智能手机。智能手机在给我

们带来海量信息、顺畅沟通和方便快捷

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比如长期

“刷屏”造成了认知的“碎片化”。有人曾

做过统计，一个手机用户平均每天会打

开手机 88 次，35 次是看时间或是检查有

无新信息，53 次是为了使用软件或浏览

网页。用户每天在手机上花费两个半小

时，其中平均只有七分钟在通话，许多人

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使用社交软件、浏

览网站和打游戏上，导致精力被分散，专

注力受到干扰。

“碎片化”时代，专注似乎成了越来

越难以保持的习惯。然而，要想使自己

的能力真正有所提高、时间利用更有效

率，必须养成专注的习惯。相同能量的

手电光和激光，前者辐射耗散，只能照

亮十几米距离；后者光能聚焦，可以在

几公里外灼烧钢板。这就是自然界的

朴素规律：限制达成聚焦，聚焦达成强

能。自然界如此，社会生活也一样，许

多在某一领域有大成就者，都是专注的

典范，都具备坐得住“冷板凳”的品质。

晋代王羲之专注于书法练习，时常临池

书写、就池洗砚，时间长了，池水尽墨，

留下“墨池”的佳话，终成千古“书圣”；

清代曹雪芹数十年如一日专注于《红楼

梦》的创作，“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写

出了不朽文学名著。他们的成功，充分

印证了专注的力量。

在军事领域，同样不乏执着专注、

“一生只做一件事”的军事家。如开国大

将粟裕，走在上海的繁华街道上不忘城

市攻防，对夫人说，“如果在这个咖啡厅

上架几架机枪，可以封锁整个街道”。这

就是职业军人的典范，他们专注于自己

所从事的工作，心无旁骛，思考的是如何

解决问题。

“ 心 心 在 一 艺 ，其 艺 必 工 ；心 心 在

一 职 ，其 职 必 举 。”人 的 时 间 和 精 力 是

有限的，专注于某一件事，充分发挥自

己 的 潜 能 ，持 续 深 耕 ，才 能 有 所 作 为 。

专 注 的 习 惯 不 是 一 时 就 能 养 成 的 ，需

要 我 们 善 于 排 除 干 扰 ，凝 心 聚 力 于 一

个 目 标 。 我 们 不 妨 从 小 事 做 起 ，比 如

在 空 闲 时 间 选 择 一 本 感 兴 趣 的 书 ，认

真 阅 读 思 考 。 期 间 ，我 们 可 以 将 手 边

与 阅 读 无 关 的 东 西 尽 量 移 开 ，减 少 环

境 因 素 的 干 扰 ，这 样 可 以 帮 助 我 们 集

中 注 意 力 完 成 任 务 ，慢 慢 远 离“ 碎 片

化”，养成专注做事的习惯。

（作者单位：联勤保障部队）

养成专注的习惯
■闻洛屏 刘小康

●只有学会自省、勇于自省、经
常自省，才能有效识短知弊、改正缺
点、弥补不足，不断完善和提升自己

1952 年的一天，诗人艾青拜访已年

过八旬的书画大师齐白石，请他帮助鉴

别一幅画作的真伪。齐白石仔细看过画

作后，发现这是自己多年以前的作品，他

感到自己年轻时作品的水平比现在要

高，便想用手头的两幅画作换回那幅作

品，却遭到了艾青的婉拒。此事让齐白

石意识到，自己成名后听到的赞扬声多

了，有些飘飘然了，放松了对自身的要

求，画技其实是有所退步了。自此之后，

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加强对绘画的研

学，勤加练习，从不敢怠慢，最终使画技

有了新的突破。

齐白石的自省思进令人心生敬仰，

也引人思考。早已享誉画坛的他，完全

可以凭借名号安享晚年，但他却没有满

足于功成名就，而是加强自省，对自己严

格要求，矢志创作更多无愧于心的绘画

精品。从中可以看到，自省对于一个人

不断进步的重要性，可以说，自省是一个

人在自我反思、自我批评中实现自我革

新的有力武器，只有学会自省、勇于自

省、经常自省，才能有效识短知弊、改正

缺点、弥补不足，不断完善和提升自己。

工作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应把自省作

为一种习惯来培养，作为一种品格来锤

炼，作为一种境界来追求。

“成就是谦虚者前进的阶梯，也是骄

傲者后退的滑梯。”成绩面前保持谦虚品

质，是自省的重要前提。一个人在取得

一些成绩、有了一定进步之后，很容易被

眼前的胜利冲昏头脑，继而滋生骄傲情

绪，产生自大心态，结果阻碍了自己继续

进步，导致事业停滞不前，甚至会遭遇

“滑铁卢”。这时，如果能保持谦虚谨慎

的态度，就会在成绩中看到不足，对自己

有一个客观全面的评价，能够保持清醒

的头脑和永不自满、永不停步的进取心，

查漏补缺，提高自己。在干事创业道路

上，我们每个人都应涵养谦虚品质，在成

绩面前保持淡定，时常提醒自己摆脱浮

躁心态，以勤恳扎实的努力不断向更高

目标发起冲击。

做 到 以 人 为 镜 ，不 断 对 照 检 查 自

己，是自省的重要途径。“以人为镜，可

以明得失”，一个人要正确认识自己、评

价自己，其他人是一个重要参照系。以

人 为 镜 ，就 要 多 学 习 别 人 的 优 点 和 长

处，从与别人的比较中，发现自己的缺

点和不足，继而不断对照反思、改进提

高。现实中，当以先进典型、身边榜样

为镜，常思自己使命意识浓不浓、学习

劲头足不足、工作标准高不高，见贤思

齐、扬长避短，激励自己不断取得更大

进步。

付诸行动的自省，才能有真正提高。

齐白石自省过后，是“不教一日闲过”的勤

学苦练，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少年易老学

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勤奋刻苦，惜时

如金，做到日新日进，自省才有实际意

义。年轻人加强自省，不但要清醒认识自

己，还应做时间的主人，以梦为马、不负韶

华，使自己不断成长进步，在事业上勇攀

高峰，成就更加精彩的人生。

从“齐白石换画”说开去
■杨 洋

生活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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