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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坦诚交流，需要我们
敞开心扉，真诚坦荡地表达想法，
让别人走进自己的内心世界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是初

唐诗人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中的

诗 句 ，千 百 年 来 ，一 直 被 人 们 津 津 乐

道、广为传诵。人生在世，每个人都希

望遇到知己。如何才能拥有知己？一

个不可缺少的途径就是坦诚交流。

在人际交往过程中，每个人都希

望 别 人 对 自 己 坦 诚 相 待 。 事 实 也 表

明 ，不 遮 不 掩 、敞 开 心 扉 的 交 流 ，传

递 给 人 一 种“ 君 子 坦 荡 荡 ”的 率 真 和

善 意 ，如 春 风 化 雨 一 般 ，会 让 人 不 知

不 觉 放 下 心 中 的 戒 备 ，真 诚 打 开 心

门 、袒 露 心 迹 ，从 而 彼 此 建 立 起 信 任

和 尊 重 ，遇 见 真 正 的 彼 此 ，实 现 真 正

的相遇。

现实生活中，总有人感叹“知己难

寻 ”，其 实 并 非 真 的 难 以 遇 到 心 意 相

通、志同道合之人，很多时候就在于我

们把自己包裹得太严实，内心深处因

为过于担心发生冲突或争执，而选择

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感受。有的人

甚至一味信奉“祸从口出”，追求“沉默

是金”。殊不知，缄默虽可避免一时的

矛盾，但同时也拉远了人心的距离，让

我们错过了与人真诚交流的机会。如

果我们与人交往不愿真诚分享自己的

所思所想，哪怕近在咫尺，心灵也会相

隔 天 涯 。 很 多 人 都 有 这 样 真 切 的 感

受，许多误会的形成，本来微不足道，

但因为彼此都不愿坦诚交流，日积月

累，隔阂就会越来越大，甚至会到分道

扬镳的地步。

坦诚交流，是心灵相通的桥梁，也

是化解误会的良方。做到坦诚交流，

需要我们真诚坦荡地表达想法，让别

人走进自己的内心世界。同时，又要

坦然接受他人的观点和感受，学会倾

听和理解他人，更好地进行思想的碰

撞和交融，从而消除误解、增进理解，

找到契合彼此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的一个平衡点。

坦诚交流的过程，既是一个开门

见山、各抒己见的过程，也是一个相互

提醒、共同进步的过程。“难得是诤友，

当 面 敢 批 评 ”，能 够 当 面 直 言 批 评 的

人 ，往 往 是 真 正 对 我 们 有 帮 助 的 人 。

我们要怀着感恩的心态，以欣赏的眼

光真诚看待他人的批评，知过不讳、改

过不惮，如此遇见的不只是一个更加

精彩的自己，还有一个真正懂我们、真

心帮我们的人。

强军征途上，战友之间的深厚革

命情谊是人民军队取得胜利的重要保

证。广大官兵之间要想结下深厚的战

友情谊，不仅要做到甘苦与共、荣辱与

共、生死与共，还要倍加珍惜朝夕相处

的时光，坚持“双向奔赴”、坦诚交流，

有话摆到桌面、说在当面。以诚待人、

以心换心，一定能及时化解矛盾、消除

误解、增进友谊，心往一处想，劲往一

处使，为了共同目标而团结奋斗。

坦诚交流方能拥有知己
■淮 楚 旦增达旦

●“把一辈子交给党”，语言朴
素却饱含深情，其中蕴含的使命情
怀，值得每名党员干部体悟和践行

前不久，媒体广泛报道了陆军某合

成旅“杨根思连”的先进事迹。其中，在

该连历史上，有两次“把一辈子交给党”

的坚定誓言令笔者印象深刻。一次是

杨根思在当战士期间写入党申请书时，

经过反复思考，郑重写上了“我这一辈

子就交给党了”这句话。另一次是战士

李磊在执行维和任务牺牲前留下的遗

言 中 ，坚 定 表 示 ，我 这 辈 子 就 交 给 党

了。“把一辈子交给党”，语言朴素却饱

含深情，其中蕴含的使命情怀，值得每

名党员干部体悟和践行。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着“把一辈

子交给党”这样崇高觉悟的党员干部

不 在 少 数 。 革 命 烈 士 贺 锦 斋 以 诗 言

志，发出“吾将吾身交吾党”的心声，为

革 命 事 业 献 出 年 轻 的 生 命 ；“ 草 鞋 书

记 ”杨 善 洲 以“ 干 革 命 要 干 到 脚 直 眼

闭”自励，退休后扎根大亮山义务植树

造林；“时代楷模”张连印把党员身份

当作“一辈子的职务”，退休之后，回乡

义务植树 18 年……一辈子爱党、信党、

护党、为党，是这些优秀的共产党员向

党交出的共同答卷。

把一辈子交给党，就要一辈子听党

话、跟党走。忠诚于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忠实执行党的命令指示，是每名党

员应当用一生去践行的准则。“战斗英

雄”张富清就是一辈子听党话、跟党走

的典型，他转业后，本可以选择留在大

城市工作，但他却主动到偏远的来凤县

工作，用一生践行了“党的干部，哪里需

要就去哪里”的誓言。做到一辈子听党

话、跟党走，就要通过理论学习加强党

性修养，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

把稳思想之舵，确保在前进道路上始终

与党同心同德，始终斗志昂扬、奋发进

取；就要强化组织观念，自觉服从组织

安排，组织的号召坚决响应，组织分配

的任务坚决完成。作为军队党员干部，

就是要带头贯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

一系列根本原则和制度，始终做到绝对

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把一辈子交给党，就要一辈子注重

学习提高。党章要求每名党员“为实现

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如果自身本领不

过硬，就难以在为党的事业奋斗过程

中，担难担险、攻坚克难，完成好组织交

给的任务。特别是对军队党员干部来

说，面对打赢未来战争的挑战，唯有持

续学习、刻苦钻研，才能赢得制胜未来

战场的主动权。所以，要坚持干什么学

什么、缺什么补什么，不断学习同做好

本职工作相关的新知识新技能，争当本

行业、本领域的行家里手、业务尖兵；坚

持勤学苦练，主动到复杂逼真的环境

中，在险难课目的锤炼中，练就“多敌一

环、远敌一米、快敌一秒、胜敌一招”的

过硬本领；努力创新超越，不因循守旧、

不按部就班，而要着眼战斗力生成和提

高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挑战，持

续以创新的思维、理念和方法去攻坚克

难。在这个过程中持续擦亮共产党员

名片，更好地为强国强军事业作贡献。

把一辈子交给党，就要一辈子保持

本色作风。习主席深刻指出：“初心不

会自然保质保鲜，稍不注意就可能蒙尘

褪色，久不滋养就会干涸枯萎”。在党

一辈子，就要一辈子不变质、不褪色，就

要像经常打扫房子、擦拭镜子一样，加

强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改造。朱

德常用“革命到老，学习到老，改造到

老”鞭策自己，谢觉哉经常“跟自己打官

司 ”，彭 德 怀 坚 持 每 月“ 反 省 自 查 一

遍”。我们应向革命先辈学习，时刻自

警自省，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

不断进行自我检视、剖析、反思，不断去

杂质、除病毒、防污染，始终做到心有所

戒、行有所止；坚持慎微慎独，不以“一

次不要紧”来开脱自己、不以“小事无所

谓”来放纵自己，时刻做到“一念之非即

遏之，一动之妄即改之”；端正价值追

求，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

观，正确处理公私、义利、俭奢、苦乐、得

失的关系，一辈子清清白白做人、干干

净净做事，一辈子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

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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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好信念坚定、党性坚强的
“党代表”样子，素质过硬、能打胜
仗的“指挥员”样子，传播真理、启
人心智的“播火者”样子，言行一
致、表里如一的“老实人”样子，以
率先垂范的实际行动，使生命线在
强军兴军实践中彰显更大威力

在 中 央 军 委 政 治 工 作 会 议 上 ，

习主席体系部署了新征程上推进政治

建军必须抓好的 6 个方面重点工作，其

中第 6 个方面就是“恢复和弘扬政治工

作优良传统”，并强调要“坚持实事求

是，坚持身教胜于言教”，要求“各级特

别是高级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以 过 硬 作 风 和 形 象 感 召 带 动 部 队 ”。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抓住了恢复和弘扬

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关键环节和重点

对象。认真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讲话

精神，必将有助于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

恢复和弘扬，确保我军永远听党指挥、

永固打赢优势、永葆纯洁光荣。

政治工作永远是我军的生命线，政

治工作优良传统蕴含着我军政治建军的

宝贵经验，集中体现出我军特有的革命精

神和革命作风，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根本原

则和内容，是永远也不能丢的传家宝。

习主席在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将我

军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政治工作优良传

统创造性地概括为“十一个坚持”。这“十

一个坚持”，既系统概括了我军一贯强调

和坚持的原则和作风，又总结吸纳了我军

政治工作实践发展的新经验新成果，是我

军特有政治优势和克敌制胜的法宝。我

军一路走来，之所以能够不忘初心、永葆

本色，披荆斩棘、勇往直前，一个很重要原

因就在于我们始终把坚持党指挥枪的根

本原则和制度等一整套政治工作优良传

统，渗透到军队建设发展的根脉中，从而

保证了生命线不断线，确保我军始终坚决

听党话、跟党走。

“教者，效也，上为之，下效之。”将军

领队，士兵必定看齐；立身为旗，身影必

成标杆。在恢复和弘扬政治工作优良传

统工作中，高级干部既是组织者、推动

者，更是落实者；既是指挥员、督导员，更

是冲锋员。上有所率，下有所进；上有所

行，下有所效。高级干部带头赓续政治

工作优良传统，就会“桃李不言、下自成

蹊”；如果高级干部只表态不表率、只挂

帅不出征，就不可能发挥“领头雁”的作

用，弘扬政治工作优良传统就很可能落

空。在部队，个别单位政治工作优良传

统弘扬得不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个别

领 导 干 部 不 能 做 到 以 身 作 则 、率 先 垂

范。新时代新征程推进政治建军，高级

干部必须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树好

信念坚定、党性坚强的“党代表”样子，素

质过硬、能打胜仗的“指挥员”样子，传播

真理、启人心智的“播火者”样子，言行一

致、表里如一的“老实人”样子，以率先垂

范的实际行动，使生命线在强军兴军实

践中彰显更大威力。

树好信念坚定、党性坚强的“党代表”

样子。“党代表”是士之气、连之风、军之魂

的化身，是官兵心目中的“主心骨”。革命

战争年代，我军之所以艰苦奋战而不溃

散，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有一大批信念坚

定、党性坚强的“党代表”。高级干部只有

带头坚定理想信念，带头锤炼过硬党性，

坚持真理力量和人格力量相统一，以模范

行动诠释政治工作的真谛，才能充分发挥

政治工作生命线作用，让“党代表”的形象

更有感召力、影响力，从而使政治工作优

良传统得到有力弘扬。

树好素质过硬、能打胜仗的“指挥

员”样子。“坚持围绕党和军队中心任务

发挥服务保证作用”，是我军政治工作优

良传统“十一个坚持”的其中一条。作为

政治干部，只有具备“坐下来能写、站起

来能讲、上战场能打”的素质，做到“笔

杆”“枪杆”“腰杆”都过硬，才能把政治工

作做好。高级干部带头赓续政治工作优

良传统，就应有强烈的“本领恐慌”，下功

夫真正解决好“两个能力不够”“五个不

会”等问题，着力提高战略素养、联合素

养、指挥素养、科技素养，在重大军事斗

争实践、重大军事演训活动中磨砺自己，

提高打仗本领，当好备战打仗的带头人，

以“文武双全”的过硬素质，发挥好政治

工作的服务保证作用。

树好传播真理、启人心智的“播火

者”样子。理论就是武器，思想就是力

量。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官兵，是我军

政治工作优良传统。高级干部带头赓续

政治工作优良传统，除抓好个人自学外，

应尽好领学带学促学之责，自觉运用个

人学习成果搞好答疑释惑、讲好专题党

课。应结合基层实际，有侧重地划出重

点精学篇目，明确学习的标准要求，帮助

基层官兵更好理解党的创新理论的基本

观 点 和 实 践 要 求 。 还 应 当 好“ 理 论 翻

译”，通过多元的表现形式，把虚的变实，

将远的拉近，让基层官兵听得懂、学得

进、悟得透，以“播火者”的好形象，引导

官兵以理论上的清醒促进政治上的坚

定、思想上的成熟和行动上的自觉。

树好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老实人”

样子。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是

一名共产党员应有的人生信条。毛泽东

同志曾说：“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

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

亏。”模范最有引领力，人格最有感染力。

带头赓续政治工作优良传统，高级干部只

有坚持公道正派选拔使用干部，坚持官兵

一致、发扬民主，坚持实行自觉的严格的

纪律，坚持艰苦奋斗、牺牲奉献的革命精

神，坚决做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老实

人”，绝不做阳奉阴违、弄虚作假的“两面

人”，才能以过硬作风和形象感召带动部

队，让生命线彰显蓬勃生机和强大生命

力，不断书写政治建军的崭新篇章。

（作者单位：习近平强军思想研究

中心）

带头赓续政治工作优良传统
■范 晶

一场雨过后，竹笋破土而出，向上

努力生长。

有种成长叫“拔节”。在生命的前

几年，竹子在地上并没有明显的生长，

但是在地下，它的根系却在不断扩展，

努力吸收着水分和营养。当积累到一

定程度时，竹子就会迅速生长起来。这

就是著名的“竹子定律”。

青年人的成长成才何尝不是与

竹子生长一样，没有“沉潜”哪能“拔

节”？只有先把自己“埋”下去，把根

扎 深 扎 牢 ，耐 得 住 寂 寞 、抗 得 住 干

扰、经得起打磨，才能获得向上生长

的足够养分，等到时机来临时，破土

向阳、拔节成长。

破土而出—

有种成长叫“拔节”
■唐雪程/摄影 赵静轩/撰文

●“畏”与“为”不是孤立的、不
相关联的，而是不可分离、相辅相成
的辩证统一体

当前，党纪学习教育与“新时代奋斗

观”大讨论正在全军深入开展，党员干部

应当把握好“畏”与“为”的辩证关系，既

要学纪、知纪、明纪、守纪，搞清楚不能干

什么，弄明白违纪会受到什么处理，始终

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又要大力发扬

奋斗精神，端正价值取向、激发奋斗动

能，紧抓快干、真抓实干、埋头苦干，勇于

担当、善于作为，坚决打好实现建军一百

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畏”是“为”的前提和基础。古人

讲，“畏则不敢肆而德以成，无畏则从其

所欲而及于祸”。“畏”是一种面对权威和

庄严事物时的心理现象，也是一种既敬

重又畏惧的情绪感受，知“畏”才能正确

地“为”、积极地“为”。如若不知敬畏，对

待事业就会马虎懈怠，对待工作就会玩

忽职守，如此发展下去，便极有可能堕入

违纪违法的深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坚持严的基调，对六类纪律逐一作

出规范，给党组织和党员划出不可逾越

的底线。党员干部必须常怀敬畏之心，

敬畏组织、敬畏法纪、敬畏岗位，做到思

想上常警示、工作上常警醒、作风上常警

惕、生活中常警觉，以如履薄冰、如临深

渊的自觉，不踩红线、不碰高压线。

“为”是“畏”的归宿和目的。木受绳

则直，金就砺则利。我们也常讲，心有所

畏，行才有止；手握戒尺，举有所虑。敬畏

之心和修身之德、担当之责互为表里，相

辅相成。敬畏不是敬而远之，更不是畏缩

不前，而是正心明道、怀德自重前提下的

“有所为、有所不为”。党规党纪在规定什

么不能做的同时也告诉我们什么应该做、

应该怎么做。如果片面地把“畏”理解成

“不为”，导致这也不能干、那也不能行，显

然违背了纪律建设标本兼治的本意。党

员干部该“有所为”时，必须敢为、快为、善

为，迟缓犹豫、畏手畏脚，就会错失时机，

贻误事业发展。

“畏”与“为”不是孤立的、不相关联

的，而是不可分离、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

体。当前，我军练兵备战换挡提速、军事

训练转型升级，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

标到了吃劲奋斗的攻坚期。新时代是奋

斗者的时代，强军事业靠奋斗才能成功，

党员干部靠奋斗才能成长。我们应不断

强化事业心责任感，杜绝“佛系”心态、

“躺平”行为，把个人追求融入强军事业，

始终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和执着的事业追

求，视工作为事业、视岗位为战位，永葆

锐意进取的拼搏劲头、永不懈怠的奋斗

精神，担责担事担难，敢啃硬骨头，当好

攻坚手，勇做时代弄潮儿，使自己更有底

气地喊出“强军有我”，努力为强军事业

作出应有贡献。

做事当思“畏”与“为”
■汪锁兵

忆传统话修养

●弘扬“一块砖”精神，以组织
需要为第一需要，做任党搬的“一块
砖”，是新时代革命军人应有的觉悟

又到了一年一度毕业季，在面临分

配之际，不禁想起“革命军人一块砖，哪

里 需 要 哪 里 搬 ”这 句 人 们 耳 熟 能 详 的

话。这句话生动体现了我军一代代官兵

不考虑个人得失，把党和军队的事业放

在首位、把听从组织安排视为第一选择

的优良传统。弘扬“一块砖”精神，以组

织需要为第一需要，做任党搬的“一块

砖”，是新时代革命军人应有的觉悟。

弘扬“一块砖”精神，首先应有家国

情怀。军人价值与国家利益紧密相连，

肩负使命与国家命运密切相关，对于军

人而言，家国情怀不仅是一种高尚情感，

更应是一种具体行动。“共和国勋章”获

得者黄旭华把家国情怀倾注在核潜艇事

业上，用“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表达了对祖国最深沉的爱。作为一名新

毕业学员，无论是奔赴北国边疆还是南

方海岛，无论是在火热基层还是执勤一

线，都要把家国情怀体现到具体的实际

行动中，自觉以家国天下为己任，把“小

我”融入“大我”，在献身国防中收获有价

值的人生。

弘扬“一块砖”精神，还要吃苦耐劳、

甘于奉献。在共和国历史上，雷锋、王进

喜、黄文秀……这些名字之所以被人们

铭记，就在于他们以实际行动彰显出忠

诚奉献的觉悟和吃苦耐劳的美德。艰难

困苦，玉汝于成。当前，我们在为实现建

军一百年奋斗目标而奋力攻坚，越是在

关键当口，越需要每名军人为之奉献、为

之拼搏。新毕业学员身处奋斗强军的新

征程上，就要自觉把个人理想抱负融入

强军兴军伟大事业，坚决做到只要是组

织安排、军队需要，什么都能干、哪里都

能去，在精神上不怕吃苦、在环境上不避

艰苦、在现实中踏实苦干，以奋斗姿态书

写军旅生涯新篇章。

弘扬“一块砖”精神，更要扎根基层

加强淬炼。青春由磨砺而出彩，人生因

奋斗而升华。基层是部队全部工作和战

斗力的基础，虽然任务重、压力大，却是

富含营养的成长沃土，能给新毕业学员

提供成长所需的“钙质”。在基层淬炼，

就要不怕困难，勇于迎难而上。如果困

难面前选择逃避，就磨砺不出挑重担的

铁肩膀，难以实现能力素质的跃升。前

进道路上，广大新毕业学员应主动当先

锋、打头阵，把艰苦环境、困难挫折看作

锻炼能力、锤炼意志的机会，拿出知重负

重的劲头、苦干实干的行动和攻坚克难

的意志，在练兵备战一线增强本领，在大

有可为的新征程上大有作为。

弘扬“一块砖”精神
■赵建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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